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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和性取向对既往
HIV检测及检测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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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哈尔滨市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对既往HIV检测及检测意愿的影响，

为在大学生中推广和促进HIV检测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7年 12月至

2018年 1月在哈尔滨市 9所大学开展尿液HIV检测包自动售卖机投放活动，采用问卷星（https：//www.
wjx.cn/）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招募大学生开展匿名的网络调查，估计样本量为 6 659人。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对既往HIV检测及检测意愿的影响。采用WPS
2016软件整理数据库，采用 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回收调查对象的有效问卷

60 849份。自我报告曾经发生性行为的大学生占 19.1%（11 189/58 605）。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次

正确使用、有时/偶尔使用、从不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分别占 58.5%（6 206/10 603）、25.2%（2 669/
10 603）、16.3%（1 728/10 603）。性取向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分别占 94.1%（54 393/57 823）、

2.4%（1 369/57 823）和 3.5%（2 061/57 823）。既往HIV检测的比例为 10.3%（951/9 241），HIV检测意愿

的比例为 73.3%（44 572/60 849）。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

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有时/偶尔使用、从不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既往HIV检测比例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OR=0.94，95%CI：0.69~1.29；OR=1.11，95%CI：0.73~1.67），HIV检测意愿较低（OR=0.79，
95%CI：0.71~0.89；OR=0.48，95%CI：0.42~0.55）；相比于性取向为异性恋的大学生，同性恋、双性恋大

学生的既往HIV检测比例较高（OR=2.62，95%CI：1.62~4.24；OR=2.04，95%CI：1.25~3.32），HIV检测意

愿比例较低（OR=0.76，95%CI：0.62~0.93；OR=0.64，95%CI：0.53~0.77）。结论 哈尔滨市大学生中存

在不安全性行为，且HIV预防意识较弱的大学生，检测意识也较弱，应加强行为干预和促进HIV检测。

相比于性取向为异性恋者，同性恋、双性恋的大学生既往HIV检测比例较高但检测意愿较低。应在大

学校园里推广隐匿性、准确性及便利性较好的HIV检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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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unsafe sexual behavio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n previous HIV testing and HIV testing willing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arbin,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and promoting HIV testing among them.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design was used to place the automatic vending machine of HIV urine test kit
in 9 universities in Harbin from December 2017 to January 2018. The questionnaire star was used to
design and recruit college students to carry out an anonymous online survey. The estimated sample
size was 6 659.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unsafe
sexual behavio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n previous HIV testing and HIV testing willing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PS 2016 was used to sort out the database, and SPSS 21.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60 84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19.1% (11 189/
58 605) of college students reported having sex. College students who used condoms correctly every
time, occasionally or never during sex in the past six months 58.5% (6 206/10 603), 25.2%(2 669/
10 603)and 16.3% (1 728/10 603), respectively. Heter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and bisexuality
accounted for 94.1% (54 393/57 823), 2.4% (1 369/57 823) and 3.5% (2 061/57 823), respectively.
The HIV testing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73.3% (44 572/60 849). The proportion of
previous HIV testing was 10.3% (951/9 241). Results of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used condoms correctly whenever they had sex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previous HIV tes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sometimes/occasionally used or never used condoms (OR=0.94, 95%CI:
0.69-1.29; OR=1.11, 95%CI: 0.73-1.67), but their willingness to HIV testing was lower (OR=0.79,
95%CI: 0.71-0.89; OR=0.48, 95%CI: 0.42-0.55); Compared with heterosexual college students,
homosexual or bisexu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revious HIV testing (OR=2.62,
95%CI: 1.62-4.24; OR=2.04, 95%CI: 1.25-3.32), but have lower HIV testing willingness (OR=0.76,
95%CI: 0.62-0.93; OR=0.64, 95%CI: 0.53-0.77). Conclusions Unsafe sexual behavior exist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arbin,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weak awareness of HIV prevention also
have weak awareness of testing.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HIV testing
promoted. Compared with heterosexuals, homosexual or bisexual college students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revious HIV testing, but their willingness to test was lower. The HIV detection mode
with better concealment, accuracy, and convenience should be promoted on the college's campus.

【Key words】 HIV;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Testing;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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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艾 滋 病 规 划 署 提 出 2030 年 实 现

“95-95-95”目标，95%的HIV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

染状况，95%已经诊断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

疗，95%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病毒得到抑

制［1］，这就需要实施有效的主动检测来实现。我国

2010-2019年新报告青年学生HIV/AIDS共23 307例，

每年新报告青年学生HIV/AIDS例数从 2010年的

794例上升到 2019年的 3 422例，其中 18~22岁的

大学生占 76.8%［2］。近年我国青年学生HIV/AIDS
整体疫情上升趋势有所减缓［2］，但青年学生仍然是

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点人群。监测数据

显示，98.2%的青年学生HIV感染者是通过性传播

途径感染［2-4］，青年学生中MSM与校园外HIV高危

人群有着密切接触［5］，动员学校青年学生主动检测

并跟进干预服务已成为控制HIV在校园传播的有

效策略之一。随着多种创新型HIV检测方式的推

广应用［6-7］，HIV检测的接受性将受到影响。本研究

在投放尿液HIV检测包自动售卖机的哈尔滨市高

校调查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性取向、既往HIV检

测及检测意愿情况，并分析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

性取向对既往HIV检测及检测意愿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哈尔滨市在校大学生，完成并签

署电子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黑龙江省CDC医

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批准文号：201803）。

2.调查方法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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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设计：横断面调查设计。2017年 12月
至 2018年 1月在哈尔滨市 9所大学（4所理工院校、

2所金融商业学院、2所医学院校、1所师范院校）开

展了尿液HIV检测包自动售卖机投放活动，并招募

大学生采用匿名方式开展网络调查。采用问卷星

（https：//www.wjx.cn/）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已经过预

调查修改和完善。

（2）样本量估计：采用横断面调查样本量估计

公式：n=Zα2×P×（1-P）/δ2，按参考文献［8］，以P=2.5%
为参考，α=0.05，δ=0.15P。估计样本量为6 659人。

（3）调查内容：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

征、性行为、性取向、既往HIV检测、HIV检测意愿

情况。①安全性行为：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次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②不安全性行为：最近半年

发生性行为，有时/偶尔使用或从不使用安全套。

3. 统计学分析：采用WPS 2016软件整理有效

资料并建立数据库，使用 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分析分类资料的构成比或率

（%）的差异。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不

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对既往HIV检测及HIV检测意

愿的影响。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结 果

1.社会人口学特征：回收调查问卷 66 900份，

剔除多次提交、连续多题答案一致问卷后，获得有

效调查问卷 60 849份，应答率为 91.0%（60 849/
66 900）。男、女生分别为24 861（40.9%）、35 988人
（59.1%），年龄为（19.6±1.6）岁，年龄范围 15~32岁。

大学专科、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学生和

研究生分别为 772（1.2%）、24 390（40.1%）、15 914
（26.2%）、11 540（19.0%）、7 088（11.7%）和 1 092人
（1.8%）。黑龙江省籍、外省/外籍分别为 31 638
（52.0%）和29 211人（48.0%）。

2.性行为特征：自我报告曾经发生性行为的大

学生占 19.1%（11 189/58 605），最近半年发生性行

为使用安全套情况中，每次正确使用、有时/偶尔使

用、从不使用分别占 58.5%（6 206/10 603）、25.2%
（2 669/10 603）和 16.3%（1 728/10 603）。异性恋、

同性恋、双性恋分别占94.1%（54 393/57 823）、2.4%
（1 369/57 823）和3.5%（2 061/57 823）。

3.既往HIV检测情况：回答既往HIV检测的大

学生占 15.2%（9 241/60 849），其中既往HIV检测的

比例为 10.3%（951/9 241），男生（12.7%）高于女生

（5.7%）。不同年龄组大学生既往HIV检测比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18、18~及≥21岁大学

生既往HIV检测比例分别为 8.3%、9.6%及 14.0%。

不同年级大学生既往HIV检测比例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其中本科四年级大学生既往HIV
检 测 比 例 最 高（16.5%），专 科 生 最 低（8.2%）。

50.8%（30 324/59 701）的大学生知晓尿液HIV检测

方式，其既往HIV检测比例（12.4%）高于不知晓的

大学生（8.5%）（P<0.001）。有固定性伴大学生既往

HIV检测比例（16.4%）高于无固定性伴的大学生

（9.0%）（P<0.001）。自我报告曾经发生性行为大学

生既往HIV检测比例（20.6%）高于未发生性行为的

大学生（8.0%）（P<0.001）。不同安全性行为大学生

既往HIV检测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1），

其中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有

时/偶尔使用、从不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既往HIV
检测比例分别为 20.4%、21.0%、25.1%。不同性取

向大学生既往 HIV检测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大学生既往

HIV检测比例分别为9.8%、21.0%和13.7%。见表1。
4.性行为、性取向与既往HIV检测的关系：调

整年龄、年级、性别、固定性伴侣、曾经发生性行为、

知晓尿液HIV检测等因素后，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次正确

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有时/偶尔使用、从不使用安

全套的大学生，既往HIV检测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OR=0.94，95%CI：0.69~1.29；OR=1.11，95%CI：
0.73~1.67）；相比于性取向为异性恋的大学生，同性

恋、双性恋大学生的既往HIV检测比例较高（OR=
2.62，95%CI：1.62~4.24；OR=2.04，95%CI：1.25~3.32）。
见表2。

5. HIV检测意愿情况：HIV检测意愿的比例为

73.3%（44 572/60 849）。男生HIV检测意愿的比例

（75.6%）高于女生（71.6%）（P<0.001）。不同年龄组

大学生 HIV检测意愿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389）。但不同年级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1），研究生、本科一年级、专

科生的HIV检测意愿的比例分别为 79.5%、74.9%
和 70.9%。知晓尿液 HIV检测方式的大学生 HIV
检测意愿的比例（77.0%）高于不知晓者（69.1%）
（P<0.001）。有固定性伴的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

比 例（79.6%）高 于 无 固 定 性 伴 者（71.8%）（P<
0.001）。不同安全性行为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最近半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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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哈尔滨市大学生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性取向、既往HIV检测及HIV检测意愿情况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18
18~
≥21

年级

专科

本科一年级

本科二年级

本科三年级

本科四年级

研究生

知晓尿液HIV检测方式

否

是

知晓校园尿液HIV检测包售卖机位置

否

是

有固定性伴

否

是

曾经发生性行为

否

是

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

每次

有时/偶尔

从不

性取向

异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有HIV检测意愿

合计

24 861
35 988

2 316
51 593
6 810

772
24 390
15 914
11 540
7 088
1 092

29 377
30 324

53 056
7 793

49 848
11 001

47 416
11 189

6 206
2 669
1 728

54 393
1 369
2 061

是

18 807（75.6）
25 765（71.6）

1 691（73.0）
37 832（73.3）
4 941（72.6）

547（70.9）
18 263（74.9）
11 375（71.5）
8 374（72.6）
5 116（72.2）
868（79.5）

20 307（69.1）
23 342（77.0）

37 969（71.6）
6 603（84.7）

35 812（71.8）
8 760（79.6）

34 661（73.1）
8 302（74.2）

5 109（82.3）
2 055（77.0）
1 080（62.5）

40 277（74.0）
1 005（73.4）
1 550（75.2）

否

6 054（24.4）
10 223（28.4）

625（27.0）
13 761（26.7）
1 869（27.4）

225（29.1）
6 127（25.1）
4 539（28.5）
3 166（27.4）
1 972（27.8）
224（20.5）

9 070（30.9）
6 982（23.0）

15 087（28.4）
1 190（15.3）

14 036（28.2）
2 241（20.4）

12 755（26.9）
2 887（25.8）

1 097（17.7）
614（23.0）
648（37.5）

14 116（26.0）
364（26.6）
511（24.8）

χ2值

123.40

1.90

89.40

467.70

601.10

278.90

5.60

308.24

1.71

P值

<0.001

0.389

<0.001

<0.001

<0.001

<0.001

0.018

<0.001

0.426

既往HIV检测

合计

3 140
6 101

459
7 236
1 496

110
3 917
2 216
1 058
1 253
681

3 966
4 202

8 308
933

7 615
1 626

7 317
1 625

1 027
377
239

8 360
200
284

是

179（5.7）
772（12.7）

38（8.3）
697（9.6）
210（14.0）

9（8.2）
351（9.0）
216（9.7）
106（10.0）
207（16.5）
61（9.0）

338（8.5）
519（12.4）

840（10.1）
111（11.9）

684（9.0）
267（16.4）

586（8.0）
334（20.6）

210（20.4）
79（21.0）
60（25.1）

820（9.8）
42（21.0）
39（13.7）

否

2 961（94.3）
5 329（87.3）

421（91.7）
6 539（90.4）
1 286（86.0）

101（91.8）
3 566（91.0）
2 000（90.3）
952（90.0）
1 046（83.5）
620（91.0）

3 628（91.5）
3 683（87.6）

7 468（89.9）
822（88.1）

6 931（91.0）
1 359（83.6）

6 731（92.0）
1 291（79.4）

817（79.6）
298（79.0）
179（74.9）

7 540（90.2）
158（79.0）
245（86.3）

χ2值

108.60

28.20

62.80

31.80

2.90

80.30

226.70

2.50

30.80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99

<0.001

<0.001

0.281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部分数据有缺失

表2 哈尔滨市大学生性行为、性取向与既往HIV检测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 量

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

每次

有时/偶尔

从不

性取向

异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既往HIV检测比例（%）

210/1 027（20.4）
79/377（21.0）
60/239（25.1）

820/8 360（9.8）
42/200（21.0）
39/284（13.7）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1.03（0.77~1.38）
1.30（0.94~1.81）

1.00
2.44（1.73~3.46）
1.46（1.04~2.07）

P值

0.283

0.835
0.114
<0.001

<0.001
0.004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0.94（0.69~1.29）
1.11（0.73~1.67）

1.00
2.62（1.62~4.24）
2.04（1.25~3.32）

P值

0.785

0.712
0.629
<0.001

<0.001
0.005

注：部分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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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有时/偶尔使用和从

不使用的大学生 HIV 检测意愿的比例分别为

82.3%、77.0%和 62.5%。不同性取向大学生HIV检

测意愿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6），异性恋、同

性恋和双性恋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比例分别为

74.0%、73.4%和75.2%。见表1。
6.性行为、性取向与HIV检测意愿的关系：调

整年龄、年级、性别、有固定性伴、曾经发生性行为、

知晓尿液HIV检测、校园尿液HIV检测包自动售卖

机位置等因素后，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相比于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次正确使用安全

套的大学生，有时/偶尔使用、从不使用安全套的大

学生 HIV检测意愿较低（OR=0.79，95%CI：0.71~
0.89；OR=0.48，95%CI：0.42~0.55）；相比于性取向

为异性恋的大学生，同性恋、双性恋大学生的HIV
检测意愿较低（OR=0.76，95%CI：0.62~0.93；OR=
0.64，95%CI：0.53~0.77）。见表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每年有 3 000多名青年学生感染

HIV，性传播为主要感染途径，且以同性性传播为

主［2，9］，其中大学生HIV感染者的年增长率在 30%~
50%［10］。了解大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对既往

HIV检测及检测意愿的影响，对大学生的艾滋病防

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既往

HIV检测比例为 10.3%，这一结果高于珠海市 6所
高校大学生的HIV检测率（3.66%）［11］及北京市 6所
高校大学生的 HIV检测率（2.8%）［8］，但与四川省

13所高校大学生HIV检测率（8.3%）结果相似［12］。

本研究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比例为 73.3%，这一

结果高于北京市 6所高校大学生HIV检测意愿的

比例（33.3%）［8］，也高于在北京市延庆区青年学生

中的调查结果（61.7%）［13］，这可能与在校园里投放

尿液HIV检测包自动售卖机过程中，开展的一系列

HIV检测知识宣传有关。该结果与黑龙江省城市

居民接受医疗机构上门免费检测HIV意愿的调查

结果相似（73.0%）［14］，说明有较好便利性和权威性

的HIV检测能够提高受检者的HIV检测意愿。

我 国 青 年 学 生 HIV/AIDS 中 性 传 播 占

98.2%［2，4］。本研究发现，与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每

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相比，有时/偶尔使用、

从不使用安全套的大学生HIV检测意愿较低，既往

HIV检测比例也不高。表明这些大学生HIV预防

意识和HIV检测意识均较弱。建议在大学生中开

展包含艾滋病防治知识与性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

安全性行为及自主检测意识。

我国青年学生 HIV/AIDS 中同性性传播占

80.0%［2］。本研究发现，性取向为双性恋或同性恋

的大学生，HIV检测意愿低于异性恋者，其既往

HIV检测的比例高于异性恋者，这可能与我国MSM
社会组织开展动员HIV检测工作有关［15］。HIV检

测是重要的艾滋病预防与干预手段，应在校园提供

隐匿、准确及便利性较好的HIV检测模式［15-16］。

本研究存在不足。虽然实际调查对象人数高

于样本量估计数，但是缺少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资

料，无法分析其对既往 HIV检测和检测意愿的

影响。

综上所述，哈尔滨市大学生中存在不安全性行

为，且HIV预防意识较弱的大学生，检测意识也较

弱，应加强行为干预和促进HIV检测。相比于性取

向为异性恋者，同性恋、双性恋的大学生既往HIV
检测比例较高但检测意愿较低。应在大学校园里

推广隐匿性、准确性及便利性较好的 HIV检测

表3 哈尔滨市大学生性行为、性取向与HIV检测意愿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 量

最近半年发生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

每次

有时/偶尔

从不

性取向

异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HIV检测意愿比例（%）

5 109/6 206（82.3）
2 055/2 669（77.0）
1 080/1 728（62.5）

40 277/54 393（74.0）
1 005/1 369（73.4）
1 550/2 061（75.2）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0.72（0.64~0.80）
0.36（0.32~0.40）

1.00
0.97（0.86~1.09）
1.06（0.96~1.18）

P值

<0.001

<0.001
<0.001
0.426

0.596
0.239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0.79（0.71~0.89）
0.48（0.42~0.55）

1.00
0.76（0.62~0.93）
0.64（0.53~0.77）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9
<0.001

注：部分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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