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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性病)的认知情况及进行健康教育的干预效果,为高校今后

开展学生性病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西宁市5所高校在校非

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干预前(2021年9-11月)共收集有效问卷1
 

955份,干预后(2022年3-9月)共收集有

效问卷1
 

073份。比较干预前后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影响

因素。结果 干预 后 大 学 生 对 性 病 相 关 知 识 知 晓 率 从 干 预 前 的41.13%(804/1
 

955)增 至89.84%(964/
1

 

073),提高了48.71%。藏族、其他少数民族、本科学历、生源地乡村为知晓性病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优势

比=0.367、0.629、2.534、0.563,95%可信区间:0.285~0.472、0.434~0.912、1.350~4.758、0.455~0.687)。
结论 西宁市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够全面,建议学校、社会应广泛、长期坚持进行性病相

关知识健康教育,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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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
 

among
 

col-
lege

 

students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health
 

educa-
tion

 

of
 

ST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uture.Methods Non-medical
 

students
 

from
 

five
 

universities
 

in
 

Xining
 

c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by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A
 

total
 

of
 

1
 

95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intervention(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1)
 

and
 

1
 

07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fter
 

intervention(from
 

March
 

to
 

September
 

2022).The
 

awareness
 

rate
 

of
 

STD
 

was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and
 

the
 

related
 

influen-
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awareness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on
 

STD
 

increased
 

from
 

41.13%(804/1
 

955)
 

before
 

intervention
 

to
 

89.84%
(964/1

 

073),which
 

increased
 

by
 

48.71%.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Tibetan
 

na-
tionality(OR=0.367,95%CI:0.285-0.472),other

 

ethnic
 

minorities(OR=0.629,95%CI:0.434-0.912),
regular

 

college(OR=2.534,95%CI:1.350-4.758),town
 

of
 

origin(OR=0.563,95%CI:0.455-0.687)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D-related
 

knowledge.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in
 

Xining
 

city
 

have
 

a
 

cer-
tain

 

understanding
 

of
 

STD-related
 

knowledge,but
 

it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It
 

is
 

suggested
 

that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carry
 

out
 

STD-related
 

knowledge
 

health
 

education
 

extensively
 

and
 

for
 

a
 

long
 

time
 

to
 

im-
prove

 

teenagers'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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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传播疾病(性病)是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

的疾病[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2年修制的《性病

防治管理办法》中指定的性病为淋病、梅毒、生殖道沙

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2],由于艾滋

病危害严重等原因许多国家将其单独列出。性病呈

流行范围扩大、发病年龄降低的趋势,尤其是艾滋病

的大幅增加,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同时,也造

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发育

成熟后期,但性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弱,
调控能力差,若不正确引导容易患性病[3]。本研究调

查了西宁市高校大学生性病知识认知情况及进行健

康教育的干预效果,旨在为今后青海省对大学生性病

知识的宣传教育及相关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选

取西宁市5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每所

高校随机抽取5个专业,每个专业随机抽取3个班

级,每个班级至少30人。
1.1.2 纳入标准 (1)西宁市就读的在校非医学类

学生;(2)不限年级、生源地等。
1.1.3 排除标准 (1)答题不规范、不依照题意;(2)
乱答错答;(3)明显的刻意性答题;(4)前后逻辑不

一致。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

识、行为及态度调查问卷》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内容包

括基本信息、性病相关知识、性行为、态度、获取知识

的途径、希望获取知识的途径等;利用问卷星平台收

集数据;问卷信度Cronbach's系数为0.736;性病相

关知识题从国家督导评估方案中选取8道,答对6道

及以上即为知晓,以知晓率作为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的

评价指标。知晓率计算方式:单一问题知晓率=回答

正确人数/调查总人数×100%;总知晓率(%)=总知

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1.2.2 干预方法 邀请有丰富经验并长期从事性病

健康教育领域的教师进行“面对面”培训并播放宣传

视频;发放性病防治知识宣传折页、卡片、笔记本等进

行分组游戏,针对研究对象提出的有关性病知识方面

的问题进行耐心讲解。干预后再次发放自制《大学生

性传播疾病知识、行为及态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干预前(2021年9-11月)共收集调查问卷2

 

000份,
有效问卷1

 

955份,有效率为97.75%;干预后(2022
年3-9月)共收集调查问卷1

 

123份,有效问卷1
 

073
份,有效率为95.55%。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以“是否知晓”为
因变量(是=1;否=0),性别、民族、生源地、学历、年
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 P<
0.05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

素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干预前1
 

955名大学生中男465名

(23.79%),女1
 

490名(76.21%);平均年龄(20.46±
2.89)岁;本 科 1

 

033 名 (52.84%),专 科 922 名

(47.16%)。干 预 后 1
 

073 名 大 学 生 中 男 185 名

(17.24%),女888名(82.76%);平均年龄(20.99±
2.31)岁;本 科 594 名 (55.36%),专 科 479 名

(44.64%)。
2.2 干预前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干预

前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41.13%(804/
1

 

955)。在防治知识方面,减少性伴可以降低感染性

病的危险吗? 感染梅毒的孕妇会不会将梅毒传给胎

儿? 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传播性病的危险吗? 性病

患者的性伴(包括男女朋友)需要检查治疗吗? 与性

病患者共同进餐会传播性病吗? 这5道题本科、专科

大学生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知晓率较高;下列哪些是《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指

定的性病? 阴道冲洗能预防性病吗? 这2道题本科、
专科大学生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知晓率较低。见表1。
2.3 单因素分析 性别、民族、生源地、学历、年级对

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有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1  本科、专科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问卷内容
本科(n=1

 

033)

知晓(n) 知晓率(%)

专科(n=922)

知晓(n) 知晓率(%)
χ2 P

下列哪些是《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指定的性病 376 36.40 189 20.50 59.938 <0.001

发生在生殖器的疾病都是性病吗 544 52.66 477 51.74 0.168 0.682

减少性伴可以降低感染性病的危险吗 924 89.45 784 85.03 8.606 0.003

使用安全套能降低传播性病的危险吗
 

860 83.25 716 77.66 9.760 0.002

感染梅毒的孕妇会不会将梅毒传给胎儿 800 77.44 549 59.54 72.97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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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本科、专科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问卷内容
本科(n=1

 

033)

知晓(n) 知晓率(%)

专科(n=922)

知晓(n) 知晓率(%)
χ2 P

性病患者的性伴(包括男女朋友)需要检查治疗吗 906 87.71 717 77.77 34.142 <0.001

阴道冲洗能预防性病吗
 

271 26.23 158 17.14 23.541 <0.001

与性病患者共同进餐会传播性病吗 838 81.12 679 73.64 15.674 <0.001

表2  单因素分析(n=1
 

955)

变量 n 知晓(n) 知晓率(%) χ2 P

性别 13.929 <0.001

 女 1
 

490 578 38.79

 男 465 226 48.60

民族 113.821 <0.001

 汉族 944 493 52.22

 回族 344 132 38.37

 藏族 516 123 23.84

 其他 151 56 37.09

生源地 48.394 <0.001

 城镇 583 309 53.00

 乡村 1
 

372 495 36.08

年级 107.591 <0.001

 大一 861 253 29.38

 大二 602 267 44.35

 大三及以上 492 284 57.72

学历 106.678 <0.001

 本科 1
 

033 537 51.98

 专科 922 267 28.96

2.4 多因素分析 学历、民族、生源地为知晓性病相

关知识的影响因素。见表3。
2.5 干预后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干预

后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从干预前的41.13%
(804/1

 

955)增 至 89.84% (964/1
 

073),提 高 了

48.71%。
表3  多因素分析

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χ2 P 优势比 95%可信区间

民族

 汉族 - - - - 1 -

 回族 -0.2340.137 2.938 0.087 0.791 0.605~1.034

 藏族 -1.0030.129 60.508 <0.0010.367 0.285~0.472

 其他 -0.4630.189 5.987 0.014 0.629 0.434~0.912

生源地

 城镇 - - - - 1 -

 乡村 -0.5750.109 27.806 <0.0010.563 0.455~0.697

学历

 专科 - - - - 1 -

 本科 0.930 0.321 8.369 0.004 2.534 1.350~4.758

常量 -2.6130.514 25.804 <0.0010.073 -

  注:-表示无此项。

2.6 不同特征大学生干预前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

率比较 不同性别、民族、生源地、年级大学生干预前

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表4  不同特征大学生干预前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项目
干预前(n=1

 

955)

n 知晓(n) 知晓率(%)

干预后(n=1
 

073)

n 知晓(n) 知晓率(%)
χ2 P

性别

 女 1
 

490 578 38.79 888 807 90.88 620.671 <0.001

 男 465 226 48.60 185 158 85.41 101.914 <0.001

民族

 汉族 944 493 52.22 432 405 93.75 31.733 <0.001

 回族 344 132 38.37 117 90 76.92 7.772 0.005

 藏族 516 123 23.84 470 425 90.43 97.686 <0.001

 其他 151 56 37.09 54 45 83.33 5.195 0.023

生源地

 城镇 583 309 53.00 279 234 83.87 11.314 0.001

 乡村 1
 

372 495 36.08 794 731 92.07 23.52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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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不同特征大学生干预前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项目
干预前(n=1

 

955)

n 知晓(n) 知晓率(%)

干预后(n=1
 

073)

n 知晓(n) 知晓率(%)
χ2 P

年级

 大一 861 253 29.38 414 387 93.48 81.596 <0.001

 大二 602 267 44.35 461 407 88.29 35.127 <0.001

 大三及以上 492 284 57.72 198 171 86.36 7.138 0.008

学历

 本科 1
 

033 537 51.98 594 513 86.36 92.091 <0.001

 专科 922 267 28.96 479 452 94.36 33.572 <0.001

3 讨  论

  性病问题已从单一健康问题上升为不可避免的

社会问题[4]。青少年正处于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掌握生活技能的关键阶

段,对未知充满好奇,此阶段形成的认知将对其未来

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给予正确的引导至关重要。
有研究表明,通过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会对性病产生

积极影响,能帮助人们了解预防性病的相关知识及选

择较安全的性行为,从而有效阻断性病的传播[5]。
3.1 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分析 本研究

结果显示,干预前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

41.13%,高于丁云霞[6]的研究结果,由于性病及艾滋

病会对学生的身体及心理产生双重影响,国家非常重

视对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可能因丁云霞[6]是在2018
年调查的数据,5年间性健康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
在防治知识方面,减少性伴可以降低感染性病的危险

吗? 感染梅毒的孕妇会不会将梅毒传给胎儿? 使用

安全套可以降低传播性病的危险吗? 性病患者的性

伴(包括男女朋友)需要检查治疗吗? 与性病患者共

同进餐会传播性病吗? 这5道题本科、专科大学生知

晓率较高,可能是高校在日常的性教育中更注重性病

防治知识;下列哪些是《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指定

的性病? 阴道冲洗能预防性病吗? 这2道题本科、专
科大学生知晓率较低,与唐雪莲等[7]的研究结果一

致,提示在以后的性教育中要平衡各方面的知识。因

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只有全面获得性病相关知识

才可能改变危险行为,行为改变又是复杂、渐进、连续

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服务才能有效改变其行

为,不能希望经过1、2次干预就能奏效,必须坚持循

序渐进的反复教育。
3.2 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

结果显示,民族、生源地、学历为大学生知晓性病相关

知识的影响因素,与樊莉蕊等[8]和贾晓飞等[9]的研究

结果一致,汉族大学生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高于藏

族、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因为性健康教

育的开展大多数以汉语资料为主,文化与语言交流存

在一定障碍。因此,在今后的健康教育工作中应结合

实际,选择一种更容易被少数民族大学生所接受的教

育方法和途径。生源地为城镇的大学生对性病相关

知识知晓率高于生源地为乡村的大学生,可能主要是

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乡村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前从家

庭和网络媒体两方面接受的相关消息较少。因此,教
育及卫生部门应重点加强在这部分学生中开展健康

宣传教育工作。
3.3 健康教育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专科大学生性病相关知识知

晓率比本科大学生提高更多,可能是本科大学生在刚

进入大学时已接受过类似的健康教育,而专科大学生

还未接受过此类健康教育,所以,专科大学生的提高

更大[10];与干预前比较,干预后非医学类大学生对性

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提高了,且高于郭凯等[11]关于传统

性教育的研究结果,说明在健康讲座和宣传册等传统

性健康教育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新式的投影、游戏卡片

等更能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干预效果更明

显。说明本研究采用的干预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因此,不仅要注重其短期效果,更要关注长期效

果。广泛、持久地开展性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和健康

促进工作对提高大学生自我保护能力至关重要。张

冬[12]采用微信平台发布有关性病相关知识的微视频

及文章,干预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提高较大,
提示在今后的性健康教育中也可结合微信平台这个

渠道,采用综合干预的方式[13],将传统方式与新型方

式结合起来,如同伴教育[14]、游戏卡片、宣传视频循环

播放等方式,效果更佳。
综上所述,高校应以综合式性教育方式对大学生

进行健康教育,应广泛、持久地开展性病相关知识的

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对提高大学生性病相关知

识知晓水平及自我保护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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