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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浙江省2785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

潘晓红 丛黎明 马瞧勤 许国章 余飞颖 邹艳

【摘要】 目的调查有性行为大学生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危险感知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研

究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和有关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03年在浙江省1个沿海城市2所综合性大

学开展的艾滋病有关知识、危险意识和性行为调查资料，对回答曾有性行为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采

用SPss 12．O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有2785名大学生回答曾有性交行为史，47．0％没有

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危险感知，有危险感知的学生中51．3％认为感染的危险非常低。曾经使用安

全套的学生占80．5％，而始终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16．0％。危险感知与是否使用和始终使用安全

套没有关联，但与是否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关联。危险感知的主要促进因素有认同学生中性病

上升(0R=1．356)和认同经性途径感染人数上升(0R=1．487)以及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不是男朋

友／女朋友(0R=1．497)。始终使用安全套的促进因素有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0R=

6．523)、使用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0R=2．174)等因素。结论 有性行为大学生的艾滋病感染危险

感知水平偏低，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高，但始终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很低。需要进一步采取广泛深

层次的预防教育来提高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危险意识，促成安全性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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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帅0n AIDS infection risk粕d cond咖璐e am帅g 2785 co¨ege students having had sexual

experie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PAN Xino-矗。馏。，CONG Li—mi馏，舰4 Q缸。一班，z，XU(讯。一砌口咒g，

yU ni一少卵g，ZoU翰咒．。＆，z据r如r眈湖姗巳础吲彻d P卯粥咒痂咒0，觋巧妇馏Pr0叻zc8，H口，zg娩o“
310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HIV infection risk perception，sexual behavior and condom use

arn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sexual experienceS． Methods Using data generated frOm a surVey on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nd risk perception and sexual behavior(conducted in a coast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3)， with a questionnaire involving sel‘reporting history of sexual experience． S0ftware

SPSS 12．0 for windows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R船ults 47．0 percent of the 2785 students having

had sexual experience did not feel that sexual experience waS related to HIV risk while 51．3 percent them

considered their sexual behavior was at much low risk．80．5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ith sexual experience

had ever used condoms，but onIy 16．0 percent used it consistently．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condom use， but there was association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intention fbr condom

use．Conclusion The coUege students having had sexual experience had 10w 1evel of risk perception on

HIV infection and had a high rate of ever condom use but 10w in consistent use． Extensive and detailed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was needed to improve the safe sexual behaviors．

【Key words】 AIDS；Risk perception；Condom use；CoUege student

对于有性行为的青年人，除了减少性伴数，正确

并始终使用安全套应是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最佳

措施⋯。国外有关研究认为自我艾滋病感染危险感

知与其危险性行为关联，正确地评估自身的艾滋病

感染危险可以促进安全套的使用旧’3|。我国至今还

较少有此方面的调查反映有性行为大学生的艾滋病

作者单位：310009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潘晓红、丛

黎明、马瞧勤、邹艳)；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国章、余飞颖)

感染危险感知水平以及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本研

究是利用在浙江省沿海某市2所大学开展的大学生

有关艾滋病知识、性行为、感染危险意识和态度的调

查数据，对其中有性行为史大学生进行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2003年9—12月在浙江省沿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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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2所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开展调查，调查对象包

括所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和专科生，不包括研究生、

成人教育学院学生和短期进修的学生等。2所学校

应参加人数29 409人，实际参加人数22 940人，回收

整体有效问卷22 712份，其中应答有无性交行为史

问题的学生22 646人，回答有性交行为史的有效问

卷2785份，占12．30％(2785／22 646)。

2．调查方法：

(1)现场问卷调查：在完成定性访谈和问卷测试

修改后，组织在学校教室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

用匿名形式，在答卷活动前充分说明问卷信息与个

人信息的无关联特性，在答卷时安排答卷学生之间

保持一个空座的距离，避免答题者之间互相影响，全

部问卷调查在1个月内完成。

(2)变量设定：以回答“您认为通过性行为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有多大?”做自我艾滋病感染危

险感知评价，回答“没有”和“不知道”分类为危险感

知无，回答“可能性非常低”至“可能性极高”分类为

危险感知有。安全套使用情况，以回答“从来没有使

用”为未曾使用，回答“很少使用”至“每次都使用”为

曾经使用，回答“每次都使用”为始终使用安全套。

3．统计学分析：采用Epi 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

和逻辑检错程序，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 12．0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Y2统计分析不同特征学

生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和关联关系，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

结 果

1．一般情况：2785名调查学生中，男生占

68．0％。平均年龄(20．79±1．90)岁。一至四年级

学生分别占21．7％、27．9％、34．8％和15．6％。来自

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分别占36．4％、63．6％。2所学

校分别占53．3％和46．7％。只有1．3％的学生承认

曾被诊断患有性病。2412名回答性伴数情况的学

生中，回答曾有1个性伴的占71．5％，2个性伴的占

13．7％，3个性伴的占7．0％，4个及以上占7．8％。

90．4％的学生认同不使用安全套发生性行为可以传

播艾滋病，有70．1％的学生认同使用安全套可以预

防艾滋病。88．7％的学生认同最近几年艾滋病感染

者数在我国上升很快，82．5％认同性行为传播艾滋

病正在上升，有69．4％学生认同最近几年学生中性

病也在上升。9．3％(2174／2398)的学生回答最后一

次性行为对象为非男／女朋友。

2．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感知：2785名学

生中47．0％的学生没有对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

险感知，1463名有危险感知的学生中，51．3％的学

生认为可能性非常低，18．5％认为可能性较低，

12．7％认为有一些可能，11．2％认为可能性较高，

6．3％认为可能性极高。对艾滋病流行形势(包括经

性行为感染艾滋病人数上升情况、学生中性病数上

升情况)有正确认识的学生，有危险感知的比例高于

没有正确认识的学生。曾有性伴数多的学生较曾有

性伴数少的学生有危险感知比例高，承认有3个性

伴的学生有危险感知比例达到63．3％，最后一次性

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的，有危险感知的比例高于

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是男／女朋友的学生，分别为

60．3％和51．9％(表1)。

3．安全套使用情况：

(1)曾经使用安全套：2785名调查对象中有

2544名学生回答了安全套使用情况，2544名学生中

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到80．5％。男生曾经使用

安全套比例高于女生，达到82．1％，随着年级的上

升，曾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也逐渐上升，到四年级达到

84．4％。认同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作用及不使用安全

套的后果的学生曾经使用安全套比例明显高于不认

同的学生，性伴数多的学生曾用安全套的比例明显

高于性伴数少的学生。但是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为

非男／女朋友的学生曾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明显低

于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为男／女朋友的学生，前者为

66．8％，而后者则81．7％(表1)。

(2)始终使用安全套：2544名学生中始终使用

安全套的比例只有16．0％。女生略高于男生，来自

农村学生高于来自城市学生，认同安全套预防艾滋

病作用和不使用安全套后果、性行为感染人数正在

上升、艾滋病人数上升很快的学生始终使用安全套

的比例高于不认同者。曾有性伴数越多，始终使用

安全套的比例越低，曾有2个和3个性伴的学生坚

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11．9％、11．3％，而曾有4个

及以上性伴的学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只有

7．0％(表1)。

4．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关系：调查学生有无

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情况无关联关系，但与使用

安全套预防性病的目的相关(Y2=4．986，0R=

1．23)，有危险感知的学生选择安全套预防性病的比

例高于无危险感知的学生，达到23．3％，无危险感知

的学生则为19．8％。有无危险感知与选择安全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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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浙江省2785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危险感知和安全套使用情况

·：501·

*调查人数为2412人；#调查人数为2398人

于预防怀孕和预防艾滋病的目的没有关联(表2)。

5．感染危险感知影响因素：以是否有感染危险

感知为应变量，以Y2分析中6个有意义变量为自变

量，经采用倒退法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认同学生

中性病上升、经性途径感染人数上升以及最后一次

性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等3个变量与应变量显

著相关(表3)。

6．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

(1)曾经使用安全套：以是否曾经使用安全套为

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10个有意义变量为自变

量，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认同安全套预防

艾滋病作用、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以及选

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是显著相关因素(表3)。

表2 浙江省2785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与安全套使用

*调查人数为2544人；#调查人数为2550人

 



·502· 主堡煎堡瘟堂苤查!!竖堡!旦箜!!鲞箜!塑垦b也』垦Pii!里i!!!』!塑!!!!!∑!!：!!!堕!：!

表3 浙江省2785名有性行为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危险感知、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logistic分析

銮 量 ! 坠型芷 !篁 竺堡!!!兰竺!
感染危险感知(1=有，0=没有)

认同最近几年浙江省学生中性病上升

认同通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

最后一次性行为对象不是男／女朋友

常数项

曾经使用安全套(1=是，O=否)

男性

认同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感染艾滋病

曾有性伴数2个以上

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

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

常数项

始终使用安全套(1=是，0=否)

认同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感染艾滋病

曾有性伴数2个以上

发生性行为时能说使用安全套

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

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

来自城市

认同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

常数项

0．304

0．397

O．403

O．490

10．007

10．995

6．187

18．004

4．463

5．314

16．976

34．819

218．815

16．133

316 4．337

771 24．696

875 70．048

303 3．939

776 27．744

401 10．362

379 4．273

620 141．725

O．002

0．001

0．013

0．000

1．357(1．022～1．801)

1．383(1．050～1．823)

1．957(1．422～2 694)

2．267(1．727～2．975)

47．959(28．718～80．091)

O．492

1．371(1．019～1．845)

0．462(0．341～0．627)

6．523(4．204～10．119)

1．354(1．004～1．825)

2．174(1 628～2．902)

0．669(0．524～0．855)

1．460(1．020～2．091)

0．027

(2)始终使用安全套：以是否始终使用安全套为

应变量，以11个单因素分析有意义变量为自变量，

采用倒退法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除了性别、是否

认同艾滋病感染者数上升和不使用安全套的后果

外，其他8个变量均与应变量显著相关(表3)。

讨 论

未结婚青年人包括大学生由于一般要经历多个

性伴，且由于性伴的性行为史或吸毒史往往被隐瞒，

感染状况多半处于未知状态，因此性行为的不安全程

度更令人担忧。在许多健康行为理论中，个体对自身

对于某种疾病的易感性感知往往是决定采取保护行

为的第一步。RogerSHl在1983年提出的保护动机理

论认为一个人要针对某种威胁实施保护性行为需要

有对某种威胁严重性的感知、对某种威胁发生可能性

的感知、保护性行为作用的认知以及较强自我效能四

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形成。本研究的分析也是参

照了此理论的框架进行有关因素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性行为学生中仅有52．5％

有对经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感知，且感知的危

险程度很低，可能是由于处于艾滋病低流行地区的

大学生得到的信息主要是一些有关高流行地区艾滋

病流行状况的信息，并没有自己所在区域的艾滋病

流行信息，因而没有对自身的感染危险感知构成影

响，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多因素分析表明增加对

与学生性行为更为密切

的信息的宣传，包括经

性行为艾滋病传播上升

和浙江省学生中性病发

病上升等信息，将会促

进危险感知的形成。虽

然分析中没有显示学生

的危险感知对安全套的

使用发生作用，但是危

险感知与选择安全套用

于预防性病相关，说明

危险感知可能已经对促

进安全性行为产生了影

响。

曾经使用安全套的

影响因素虽然也包括对

安全套作用的态度、自

我效能和性伴数，但是

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怀孕是最主要的因素，说明大

多数学生使用安全套是为了预防怀孕。而始终使用

安全套影响因素分析说明，除了自我效能是重要影

响因素外，选择安全套用于预防性病、认同安全套预

防艾滋病作用、对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上升的认同

再次说明需要加强对安全套作用以及有关性行为传

播艾滋病流行形势的宣传，促进安全套的持续使用。

危险感知分析和始终使用安全套分析中发现，

性伴数增多未促进危险感知的形成，且其始终使用

安全套的可能性下降，提示学生对于在校期间的性

行为对象普遍没有危险意识，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可

能认为他们的性行为对象是可信赖的，这将影响对

安全性行为的认识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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