
·临床流行病学·

性病病人健康教育前后性病预防知识改变的

流行病学调查

徐金华 王吉耀 赵耐青 陈世耀 周平玉

【摘要】 目的 评估教育干预措施在提高性病预防知识、促进使用避孕套预防性病的作用。

方法 将性病门诊病人随机分成!组："组为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治疗）；#组录像组（观看有关性病

预防知识和如何正确使用避孕套的教育录像）；$组录像%交谈（观看录像后由医生和病人交谈有关

性病预防知识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干预前后病人性病预防知识和避孕套使用情况。

结果 参加研究的&’(例病人中，超过半数的病人对性病预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避孕套使用率

非常低，即使是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交，避孕套使用率也仅在)*+左右，,-+的病人不知道避孕套的

使用方法。教育干预对提高性病病人性病预防知识并无显著作用，但在促进避孕套使用上，干预组显

著高于非干预组（!!*.*/）。结论 性病宣教应着重在推广避孕套使用和介绍正确使用避孕套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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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和艾滋病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常见传

染病，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通过在性病门诊病人中采用不同的教育干预方法开

展性知识及性病预防知识教育，评估教育干预措施

在提高性病病人性知识及性病预防知识程度、提高

避孕套使用率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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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病例来自,QQ(年,月至,QQQ年

-月在上海华山医院性病门诊就诊，经临床和实验

室诊断确诊为梅毒、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非淋）、

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等疾病的性病患者，共有

&’(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向

所有患者了解有关流行病学资料、病人性行为、避孕

套使用及性病预防知识的掌握情况。然后将&’(例

患者随机分成!组，"组为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治

疗）；#组录像组（观看有关性病预防知识和如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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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使用避孕套的教育录像）；!组录像"交谈（观看

录像后由医生和病人交谈有关性病预防知识的问

题）。所有患者如愿意都可在初次就诊时和以后的

随访中，免费获得避孕套。所有患者被要求在#周、

$个月后复诊，在复诊时测试有关性病预防知识的

问卷，以评估教育干预在性病预防知识提高、避孕套

使用情况的作用。

#%统计方法：采用卡方检验和&’()*+),回归分

析，用*+-+-.%/软件处理。

结 果

0%流行病学资料：.12例患者中男性11#例，占

.2%#3，女性#/.例，占$0%23。平均年龄$0岁。

所患疾病中淋病占$$%43、尖锐湿疣#4%$3、梅毒

#$%23、非淋#/%43、生殖器疱疹0%13，其中.%$3
患者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性病。.4%13患者具有高

中或以上文化程度，.$%53患者收入在4//!#///
元／月，#4%/3是公司职员和干部。$组病人资料经

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性病预防知识调查：有4/3病人能说出常见

性病的名称，./3!5/3的病人对性病的传播途径、

主要症状和体征及感染性病的危险因素有了解。大

多数病人知道与性病患者发生性交会感染上性病，

但与无症状的性病患者发生性交只有不到半数的人

知道同样也会传染上性病。5/3的病人知道艾滋病

可通过血液和性交传播，但只有143的病人知道艾

滋病可以通过母亲传染给胎儿。5/3的病人知道预

防性病的最好办法是坚持与一个性伴侣发生性关

系。2/3的病人知道性伴侣越多，感染性病的机会

就越多。543病人知道性伴侣双方一人有病，另一

方应同时治疗。./3病人知道性病可导致不育。

教育干预#周后性病预防知识调查结果显示，

教育干预措施对提高性病患者性病预防知识有所作

用，但统计学检验未达显著性水平，除对性病症状的

了解和对性病经血液传播途径的认识提高上，干预

组较非干预组差异有显著性外，其余调查项目差异

无显著性（表0）。教育干预后$个月因大部分病人

失访而未予统计。

$%避孕套使用情况调查：虽然有5/3的病人认

为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关系应使用避孕套，但只有

$13的病人知道避孕套可预防性病，而实际只有近

#/3的病人在与不熟悉的异性发生性交时经常使用

避孕套，在最近一次非婚性交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

也只有#/3。有053的病人不知道避孕套的正确

使用方法（表#，$）。

教育干预后#周随访结果表明，$组病人在避

孕套的使用上有显著提高。在最近一次性交中，干

预组 避 孕 套 使 用 率 要 显 著 高 于 非 干 预 组（!!
/%/4）。虽然避孕套的使用率有提高，但仍有近一半

的病人不使用避孕套。

表! 教育干预前后有关性病防治知识调查回答正确者情况分析

调 查 内 容
6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7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对常见性病的了解 0/.（4#%#）0#4（48%2）#%01 /%01 002（14%#）018（4.%#）.%08 /%/0 5.（4$%4） 80（.0%8）$%/5 /%/2
对性病危险因素的了解 0$.（.$%4）0$1（.$%2）/%/0 /%8/ 04#（42%1）018（44%2）/%02 /%.5 2$（4.%2） 81（.$%8）#%20 /%/8
对性病症状的了解 014（.8%5）0$4（.1%8）#%45 /%00 04.（.#%1）024（5/%.）.%2. /%/0 80（.1%4）0/1（5#%#）0%2/ /%02
与无症状的性病患者发生

性行为会感染性病 8#（1$%1）0/$（4/%/）0%45 /%#0 0#.（15%4）0.4（.$%5）0$%82 /%///# 5.（40%5） 24（42%#）#%$2 /%0#

最好的预防性病的方法是
坚持一个性伴侣 04/（50%/）0.4（2/%0）$%4/ /%/. 021（.8%0）#/#（52%#）1%14 /%/$4 0/8（51%0）008（20%4）$%#1 /%/5

性病可导致不孕 0$1（.#%.）0$8（.5%2）/%2# /%$5 044（48%.）08/（5$%8）0#%12 /%///10/0（.8%.）00#（5.%5）0%12 /%##
性伴侣越多，得性病的

机会越多 051（2#%/）054（21%8）/%/$ /%25 #//（5.%/）##1（25%0）0/%#8 /%//0 0#1（2$%5）0#2（25%/）/%.5 /%10

配偶中一人患性病，
其性伴侣应就医 040（5/%#）042（5.%$）0%.0 /%#/ 085（51%$）082（55%/）/%/. /%20 000（55%/）002（2/%#）0%// /%$#

同性恋及吸毒者易感染
艾滋病 04/（.8%5）0./（58%#）1%8# /%/$ 02$（.8%2）#/1（58%.）4%5$ /%/# 004（52%5）0#$（2$%.）#%80 /%/8

艾滋病可通过性生活传播 0.5（55%.）054（24%5）$%1. /%/. 082（54%/）#0/（2#%$）$%/5 /%/2 002（20%8）0#4（2.%#）#%0$ /%01
艾滋病可通过血液传播 0$.（.1%1）0$.（.5%$）/%#. /%.0 050（.4%/）058（5/%#）0%#4 /%#4 0//（.8%1）0/0（.8%0）/%#5 /%./
性病可通过血液传播 0$4（.#%5）0#5（./%0）/%./ /%11 0$1（40%5）048（./%.）2%80 /%//$ 5.（4$%0） 81（.$%8）$%8# /%/1
性病可经感染的母亲通过

胎盘传给胎儿 8$（1$%#） 85（14%8）/%0# /%5$ 001（11%/）005（11%1）/%/1 /%2$ .4（14%1） 5$（18%.）/%$$ /%4.

注：括号外为例数，括号内为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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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教育干预前!组有关避孕套使用情况调查

避孕套使用 "组 #组 $组 !值

与熟悉的性伴侣发生性交

经常或每次用 %&（’()） *+（%%()） %)（%+(+）

不用或偶尔用 %),（’,(+）%-!（--(+） ’.（-.()）,(+)
与不熟悉的性伴侣发生性交

经常或每次用 %&（%*(+） !)（*,(!） *!（*)(&）

不用或偶尔用 %*,（-&()）%+%（&’(&） )!（&!(!）,(.’
最近一次性交使用避孕套

用 +,（%-(%） .,（%-(%） !!（*%(-）

不用 %-%（-%(’）**)（-%(’） %%-（&-(*）,(.’
注：同表%

讨 论

研究资料表明，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和

使用避孕套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作用已得到证

实［%/!］。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性知识和性病

预防知识的缺乏是我国性病发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

之一。但本研究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病人对常见

性病的种类、症状和体征、性病的传播途径、感染性

病的危险因素的了解，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虽然，

大多数病人知道与性病患者发生性交会感染上性

病，但只有不到半数的人知道与无症状的性病患者

发生性交同样也会传染上性病。这一研究结果提

示，应向人们宣传无症状的性病患者是最危险的传

染源。

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干预措施对提高性病患者性

病预防知识所起作用不大，除对性病症状的了解和对

性病经血液传播途径的认识提高上，干预组较非干预

组差异有显著性外，其余调查项目差异无显著性。此

结果可能只反映上海地区性病病人的情况，可能与参

加研究的病人平均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自

认为对性病知识已有一定认识，对观看教育录像不是

很认真有关。教育干预后!个月，大部分病人失访，

也说明了病人对研究项目不很配合。

尽管有近&,0的病人认为与不熟悉的人发生

性关系应使用避孕套，但只有约!+0的病人知道使

用避孕套可预防性病，而实际也只有近*,0的病人

在与不熟悉的异性发生性交时经常使用避孕套。尚

有%&0的病人不知道避孕套的正确使用方法。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避孕套在一般人群中的观

念仅是避孕的作用有关，而对于能预防性病的作用

还认识不足。另外，使用避孕套可能影响性交感觉，

也是避孕套使用率较低的原因之一。这一研究结果

提示我们在性病高危人群中宣传提倡使用避孕套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有必要将避孕套改名为安全套。

教育干预后*周随访结果表明，!组病人在避

孕套的使用上有显著提高。在最近一次性交中，干

预组 避 孕 套 使 用 率 要 显 著 高 于 非 干 预 组（!!
,(,.）。虽然避孕套的使用率有提高，但仍有近一半

的病人不使用避孕套。这一结果说明教育干预在促

进避孕套使用上是有作用的，但要使每一个病人都

使用避孕套来预防性病、艾滋病，仍需要我们大力的

宣传。现在的性病宣教应着重在推广避孕套使用和

介绍正确使用避孕套的方法上。

表" 教育干预后*周有关避孕套使用知识的调查回答“是”的人群情况

调 查 内 容
"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值 !值

避孕套能预防性病 ),（*-(.）&.（!)(.）)(,, ,(,%+ -’（!+(.）%,+（+%(%）!(-- ,(,+’ .&（+,(%）&*（+’(!）*(,, ,(%.&
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交应使用避孕套 %!’（))(%）%),（-,(,）+(*& ,(,!’ %-)（&%(*）%’’（&-(,）!(!- ,(,)) %,%（&!(&）%*,（-%()）+(-, ,(,*’
使用前应检查有无破损 %!’（&*(,）%))（-,(’）.(!! ,(,*% %.-（).(*）*,%（&-(.）%%(.! ,(,,,& ’-（&,(,）%%’（-*(,）.(+. ,(,*,
射精后捏住避孕套与阴茎一起拔出 ’.（+’(*）%%!（..(%）*(!& ,(%*! %*.（.%()）%.,（.-(.）!()) ,(,.) &*（.%(+）-*（.)(.）,(.! ,(+))
不知道避孕套使用方法 !*（%)(.）%.（&(!） &(,, ,(,,- +!（%&(&） %&（)()）*,(%) ,(,,,% *+（%&(%）%*（-(*） +(,, ,(,+)
最近一次性交使用避孕套的人数 +,（%-(%）)’（+!(&）%)(+% ,(,,,% .,（%-(%） ’*（.!(.）+,(!! ,(,,,% !!（*%(-）),（.+(%）*-(-- ,(,,,%

注：同表%
［本课题得到国际临床流行病学工作网（12$342）的资

助，同时得到56789:;<=>?8@=689A:B($>B@C4D@8C对本研究

工作及论文的指导，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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