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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6--2009年青年学生艾滋病
疫情状况分析

王岚丁正伟 阎瑞雪李东民郭巍丁国伟王丽艳秦倩倩

黑发欣李培龙葛琳王璐

【摘要】 目的分析近年来巾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状况及相关行为特征。方法收集

2006--2009年15～24岁年龄组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信息和2006--2009年连续开展监测的国家

级青年学生艾滋病哨点的监测数据。青年学生哨点监测是在每年监测期内，选择所在地区大学、

大专、职高和巾专的在读学生，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开展监测，监测内容包括自填式问卷调查

和采集血液标本检测HIV和梅毒；每个哨点每年监测样本最约为800名。结果2006--2009年历

年报告的15～24岁青年学生HIV／AIDS晕上升趋势，历年报告数占当年报告总数的比例亦呈上升

趋势，分别为0．39％、O．50％、O．83％和1．02％。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同性传播所占比例有所上

升。2006、2008和2009年开展监测的6-1"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巾，监测对象有过性行为者的比例

(中位数)分别为4．3％、4．5％和6．1％；最近一年发生过商业性行为者的比例(中位数)分别为O．3％、

0．2％和0．3％；最近一年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者的比例(中位数)分别为0．7％、0．2％和0．2％；HIV和梅

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榆出率(中位数)均为0％；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巾位数)分别为49．O％、75．0％和

80．5％；最近一年接受过干预服务者的比例(中位数)分别为44．2％、54．3％和50．2％。结论近年

来青年学生的HIV／AIDS报告数有所上升，但HIV感染率总体维持在低水平。该人群的主要传播

途径是性传播；部分青年学生有商、世性行为和男男性行为等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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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HIV／AIDS epidemic situation and related behavioral

components among young students in the last years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integrate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ograms．Methods Data on young students(1 5—24 years)through case reporting

“stem was collected from 2006 to 2009 and continuous sentinel surveillance data regarding 6 national

sentinel sites carried out from 2006 to 2009 was also collected．The sentineI sites would include

universities，iunior college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registered students，using cluster

sampling phases method．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blood(HIV antibody testing and

syphilis antibody testing)tests were carried out。with the sample size was about 800 cases per site per

year．Results The number of case report on HIV／AIDS among the young students of 1 5-24 years

age group had been rising．Similar trend was also observed on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over the

years，accounting for the proportions ofthe total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as 0．39％，0．50％，0．83％

and 1．02％respectively from 2006 to 2009．Sexual contacts continued to be the major route of

transmission．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homosexual transmission．In the 6 national sentinel

sites of young students which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6 to

2009．data showed the following facts as：proportion(median)of objects who admmited to have had

sex，were：4．3％。4．5％and 6．1％，proportions(median)of commereial sex occurred in the past year

were：0．3％．0．2％and 0．3％：proportions(median)of MSM occurred in the past year were：0．7％，

0．2％and 0．2％：median of HIV antibody positive rate and syphilis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er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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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n of awareness rate on HⅣ，AIDS were：49．O％．75．O％and 80．5％：proportion(median)of

monitor objects who received intervention services in the past year w@re：44．2％。54．3％and 50．2％

respectively．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the HIV／AIDS number through case reporting system on

the young students under 1 5—24 years age group，was increasing，but the HIV prevalence among

young students was still relatively low，in general．The main transmission was sexual．Some young

students had been engaged in commercial sex and MSM activities．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young students on AIDS／STD prevention．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or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decrease new infection and control HIV几UDS epidemic

among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AIDS；Epidemic situation；Surveillance；Young students

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呈现出一些新的流行特

点，艾滋病疫情增长幅度进一步减缓；性传播成为

主要传播途径，疫情波及人群增多，流行模式多样

化等⋯。青年学生人群艾滋病疫情状况近来受到关

注，除艾滋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中的病例报告数据

信息外，我国设有青年学生国家级哨点(原综合监测

点)【2]，对15～24岁的青年学生定期开展行为监测和

血清学监测。本研究对我国15～24岁青年学生病例

报告数据信息和2006--2009年间连续开展监测工作

的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b’4]。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来源于全国

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疫情网络直

报模块。收集2006--2009年该系统中15～24岁职

业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HIV／

AIDS)数据信息。哨点监测信息数据来源于国家

级艾滋病哨点(原综合监测点)。收集2006--2009

年连续监测的6个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的监测数

据信息。

2．哨点监测：

(1)监测对象：哨点所在辖区内的大学、大专、中

专和职高的在读学生。

(2)监测地区：6个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所在辖

区分别是云南省文山市、新疆自治区伊犁市、海南

省海口市、河北省沧州市、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中

山市。

(3)监测方法：在2006、2008和2009年监测期

内，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开展青年学生的监

测，每个哨点的抽样框架固定。抽样过程分为三

步：随机抽取学校，在抽取的学校中随机抽取班级，

以抽取班级中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哨

点每年样本量约为800人，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同

时采集3～5 ml静脉血标本进行HIV和梅毒螺旋体

抗体检测。调杏前征得监测对象的知情同意。

(4)实验室检测：检测项目均在国家认证的具有

HIV初筛认证资格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试剂由国家

统一采购下发。采用WHO推荐的2次ELISA方法

进行HIV抗体检测，2次检测使用不同厂家生产的

试剂，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者判定为HIV抗体阳

性。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方法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以判定感染状况。如2009年

HIV初筛试剂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HIV抗体诊断试剂盒，复检试剂为厦门英科新创(厦

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HIV诊断试剂盒(双抗原夹

心酶联免疫法)，批号为2009016601。梅毒螺旋体

检测试剂为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RPR

原理检测试剂TRUST，批号为200900750。

3．质量控制：本研究的病例报告数据来源于网

络直报，数据真实可信。哨点监测数据来源于6个

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均按《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

施方案(试行)》要求运转，样本来源构成比例合理且

相对稳定，使用统一的青年学生调查问卷，按时通过

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上报监测数据，统计

分析时对上报数据进行“清洗”，剔除不合格数据后

进行分析，数据质量有保证。

4．统计学分析：全国艾滋病网络直报数据使用

Excel 200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哨点监测数据使用

SPSS 1 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高危行为暴露率、

HIV和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检出率、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接受干预的比例等。行为学指标的计算均按

照实际有效回答相应问题的人数确定分母，因此不

同指标的分母可能不同。

结 果

1．青年学生人群病例报告：

(1)病例报告数：2006—2009年各年度报告的

15～24岁学生HIV／AIDS呈上升趋势(图1)。历年

报告例数占当年病例报告总数的比例亦呈上升趋

势，分别为0．39％(171／44 070)、0．50％(242／48 161)、

0．83％(499／60 081)和1．02％(697／68 249)。截至

2009年底，累计报告15～24岁职业为学生的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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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1795例，其中男性1533例，女性262例，性别

比5．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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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09年报告的15—24岁青年学生

HIV／AIDS分布

(2)传播途径构成：2006—2009年报告的15—

24岁学生HIV／AIDS中，传播途径构成有所变化，输

血／血制品传播所占比例明湿下降，性传播持续成为

主要传播途径，其中同性传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表

1)。截至2009年底，累计报告病例中传播途径以同

性传播为主，占47．5％(853／1795)。

表1 2006-2009年报告的15。24岁学生HIV／AIDS

传播途径构成(％)

2．青年学生人群哨点监测：在2006—2009年6

个国家级青年学生哨点中，监测对象年龄范围为

15～24岁，平均年龄为20岁，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

为18岁。男女性别比约为1：1。

(1)性行为：监测对象有过性行为(阴道交、肛

交、口交)者的比例(中位数)2006年为4．3％，2008年

为4．5％，2009年为6．1％，略有上升(表2)。

(2)商业性行为：监测对象最近一年发生过商业

性行为者的比例(中位数)2006年为0．3％，2008年为

0．2％，2009年为0．3％，没有明显变化(表3)。

(3)男男性行为：监测对象最近一年发生过男男

性行为者的比例(中位数)2006年为0．7％，2008年为

O．2％，2009年为0．2％，没有明显变化(表4)。

(4)HⅣ抗体阳性检出率：2006--2009年监测对

象HⅣ抗体阳性检出率(中位数)均为O％，HⅣ感

染率总体维持在低水平。中山市哨点2006年检出1

例HIV抗体阳性者；伊犁市哨点2009年检出l例

HIV抗体阳性者，该HIV抗体阳性者自报有商业性

行为。

表2 2006、2008和2009年哨点监测青年学生
有过性行为者的比例

注：括号外数据分母为应答人数，分子为同答是的人数；括号内

数据为百分比(％)

表3 2006、2008和2009年哨点监测青年学生

最近一年有过商业性行为者的比例

注：同表l

表4 2006、2008和2009年哨点监测青年学生

最近一年有过男男性行为者的比例

注：同表l

(5)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检出率：2006—2009

年监测对象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检出率(中位数)均

为0％，梅毒感染率总体维持在低水平，但每年都有

哨点检出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者。中山市哨点

2006年检出3例、伊犁市哨点2008年检出1例、2009

年检出2例抗体阳性者。

(6)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监测对象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中位数)2006年为49．o％，2008年为75．O％，

2009年为80．5％；知晓率呈上升趋势(表5)。

 



·102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年9fl第31卷第9期ChinJ Epidemiol，September 2010，V01．31，No．9

表5 2006、2008和2009年哨点监测青年学生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注：括号外数据分母为应答人数，分子为8个艾滋痫知识相关问

题中正确同答6个以上问题者的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知晓率(％)

(7)接受干预服务：监测对象最近一年接受过干

预服务者的比例(中位数)2006年为44．2％，2008年

为54．3％，2009年为50．2％，接受干预服务的比例总

体呈上升趋势(表6)。

表6 2006、2008和2009年哨点监测青年学生
最近一年接受过f预服务者的比例

注：括号外数据分母为应答人数，分子为最近一年接受过5项干

预服务之一及以上者的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接受过1：预服务者的比

例(％)

讨 论

病例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青年学生的HIV／

mDS报告例数及其占当年病例报告总数的比例有

所上升，但青年学生人群HIV感染率总体维持在低

水平。15～24岁学生病例报告数增加的原因包括：

一是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近年来有所上升，特别是

经同性性传播途径增加明显。二是与艾滋病自愿咨

询与检测(VCT)工作的加强有关，HIV感染者被发

现并报告的概率增加。三是与近年开展的男男性行

为者(MSM)的专题调查有关；如近年开展的61个城

市MSM艾滋病综合防治试点工作，经调查后确认的

HIV抗体阳性者中，部分为青年学生。

哨点监测数据提示，青年学生中有过性行为者

的比例略有上升，部分青年学生有商业性行为和男

男性行为。虽然最近一年发生过商业性行为者的比

例和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者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但

考虑到自填式问卷调查可能存在隐瞒，所以该人群

中的不安全性行为状况不容乐观，增加了艾滋病传

播的危险性¨】。关系密切的青年学生行为容易相互

影响，有危险性行为(如男男性行为)的青年学生可

能影响到关系密切的同学也尝试这种行为，出现扎

堆现象。青年学生人群哨点监测中，危险性行为的

比例总体较低，当抽到有某种危险性行为扎堆的青

年学生所在班级时，会造成当年监测结果中该危险

性行为指标高于其他年份，显示出波动或不一致。

新疆自治区伊犁市和广东省中山市2个哨点各

检出1例HIV抗体阳性者，其中伊犁市检出的HIV

抗体阳性者自报有商业性行为。病例报告数据也提

示，性传播是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

径。另外，哨点监测中已有部分青年学生哨点检出

HIV抗体阳性者；提示该人群中已出现艾滋病流行

的迹象。

哨点监测数据显示，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从49．O％上升至80．5％。另外，

青年学生最近一年接受过干预服务的比例总体呈上

升趋势，从44．2％上升至50．2％。说明针对该人群的

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正在逐步开展，但对于青年学

生减少不安全性行为和控制艾滋病传播的效果尚不

明显。

有研究显示，青年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

晓率较高，但对预防知识和非传播途径知晓率较

低№。1 0|。青年学生认同婚前性行为和追求性自由的

比例有所上升，可能导致首次性行为年龄提前和婚

前性行为增加『11,12]O青年学生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

套的比例较低【13’14J。

综上所述，应加强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宣传教

育，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减少新发感染。同时，应加强

监测，密切关注该人群的行为学指标变化以及男男

性传播情况，以控制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流行。

参考文献

[1]Wu ZY．The challenge for HIWAIDS surveillance in China．Dis

Surveil，2009．24(11)：819—821．(inChinese)

吴尊友．中国艾滋病疫情监测面临的挑战．疾病监测，2009，24

(11)：819-821．

[2]Wang LD．HW／AIDS epidemic and control in China．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6：37．(in Chinese)

王陇德．中国义滋病流行与控制．北京：北京m版社，2006：37．

[3J Wang YH，Lv F。Wang L，et a1．Status and suggestion of HIV

behavioral surveillance surveys in China．Chin J AIDS＆STD．

2005，ll(5)：371—373．(inChinese)

汪雁鹤，吕繁，王岚。等．中国艾滋病行为监测现状与建议．中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年9fl第31卷第9期Chin JEpidemi01．September2010，V01．31，No．9

国艾滋病性病，2005，11(5)：371—373．

【4]Lv F，Liu ZF，Sun XH．HIV／AIDS surveillance situation and

working points in China．Chin J AIDS＆STD。2002，8(6)：

321—324．(in Chinese)

吕繁，刘中夫，孙新华．中国艾滋病监测现状及近期监测工作

要点．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2002．8(6)：321—324．

[5]Guo HY，Duan S，Pang L，ct a1．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twntial

factors conc慰'ning the 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in Dehong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Chin J Prcv Mod，2008，42(12)：

862—865．(in Chinese)

郭浩岩，段松，庞琳，等．云南省德宏州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现

况及影响因素．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8，42(12)：862—865．

【6]Yang GP，Wang XS．Huang MH，et a1．Investigation on the

awarelless and demands of A玎)S knowled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Chin J Public Health，2008。24(4)：403-405．(in

Chinese)

杨国平，王湘苏。黄明豪，等．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情况

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08，24(4)：403--405．

[7]Gaozz，PangBH，ZhouXY，etal．Investigation∞the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bout AID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Yan’an．Modem Prev Med，2008，35(16)：3122—3123，3137．

(in Chinese)

高志珍，庞宝华，周小燕，等．延安市809名大学生艾滋病知识

态度行为调查．现代预防医学，2008，35(16)：3122—3123，3137．

[8]Tang LM，Zhao LJ，Zhao陬，et a1．Survey on AIDS knowledge

among different youth groups．Chin J Public Health，2008，24

(4)：407—408．(in Chinese)

唐龙妹，赵丽娟，赵宏儒，等．不同青少年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

情况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08，24(4)：407-408．

【9]Wang XX，Zhang QL，Chen BF．Survey and analysis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among 3 groups in

Dengwan．JPmaicalMed，2008，24(9)：1635一1637．(inChinese)

-102卜

王晓霞，张巧利，陈柏芬．东莞市3类人群艾滋病防治相关知

识、态度和行为调查分析．实用医学杂志，2008，24(9)：1635—

1637．

[10]Zhan ZQ，Wu TS，Zhang Q，et a1．Investigation 0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me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district of

Shenzhen．Modem Prey Med，2008。35(15)：2920一292l，2924．

(in Chinese)

詹志强。吴泰顺，张强。等．深圳市某区中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

行为的调查．现代预防医学，2008，35(15)：2920—2921，2924．

[1 1]Jia XF，Lu CY，Chen WQ，et a1．Survey of knowledge level and

attitude of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wardAIDS．Chin Trop

Mcd。2007。7(2)：297—298．(inChinese)

贾晓飞，卢次勇，陈维清，等．初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现况调查

及其相关分析．中国热带医学，2007，7(2)：297-298．

【12]Wang J，Liu XF，Yang MY，et a1．A HI／AIDS KAPrelated stud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ome districts of Gansu laxwinee．

ModemPrey Med，2007。34(7)：1339—1344．(in Chinese)

王健，刘新风，杨明宇，等．甘肃省国扶县中学生艾滋病知识态

度行为调查．现代预防医学，2007，34(7)：1339—1344．

[13]Drag JX。Zhang FQ．Survey and analysisofAIDS-relauxtknowledge

among students of He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tional Med

Frontiers China。2007，2(17)：113—114．(in Chinese)

丁继侠，张风琴．河南工业大学在校学生对艾滋病认知情况调

查分析．中国医疗前沿，2007，2(17)：113—114．

[14]Zhang I-IX，Zhang GF，Liang SY，ct a1．Prevalence ofhigh risk

sexual behavior and cognition related to AIDS among students in

a medical college of Henun province．Chin J School Health，

2008．29(3)：215—216．(in Chinese)

张合喜，张国富，梁淑英，等．河南某医学院大学生艾滋病高危

性行为及相关认知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8，29(3)：215．216．

(收稿日期：2010—04—27)

(本文编辑：尹廉)

本刊现已实行“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在线投稿

·消。皂、·

2010年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本刊登录网址更新为中华医学会网站：hap：／／www．cma．org．cn。在线投稿请点击首

页上方“业务中心”。新老用户使用过程中具体注意如下：(1)第一次使用本系统进行投稿的作者，必须先注册，才能投稿。注

册时各项信息请填写完整。作者自己设定用户名和密码，该用户名和密码长期有效。(2)已注册过的作者，请不要重复注册，否

则将导致查询稿件时信息不完整。如果遗忘密码，可以从系统自动获取，系统将自动把您的账号信息发送到您注册时填写的

邮箱中。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不同杂志投稿时无须重复注册，进入系统后即可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问的切换。本刊

的审稿专家可使用同一个用户名作为审稿人进行稿件审理和作者投稿。(3)作者投稿请直接登录后点击“个人业务办理”，然后

点击左上角“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在页面右上角“选择杂志”对话框中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再点击“作者投稿”。投稿成功

后，系统自动发送回执邮件。作者可随时点击“在线查稿”，获知该稿件的审稿情况、处理进展、审稿意见、终审结论等；有关稿

件处理的相关结果编辑部不再另行纸质通知。投稿成功后请从邮局寄出单位介绍信，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20元／篇(邮局汇

款)，凡未寄单位介绍信和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不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如有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联系电

话：010—58900730，Email：lxbonly@public3．b饥net．cn。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