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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Ⅲ类基层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建议

Ⅲ类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同样需要做好基本卫生服务，其

重点服务对象多是生活在镇村街道的居民群众，镇村居民与

城市居民在健康需求方面有所不同，疾病种类亦有不同，如长

时间农业劳作导致的中暑、骨关节疾病、各种种类的农药中毒、

动物咬伤如狂犬病等、饮食不洁导致的痢疾等，都是镇村常见

病，这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在健康服务过程中“更接地气” [11-12]。

Ⅲ类基层公立医疗机构要结合自身服务对象的特点，可侧重

发展镇村居民的健康指导和疾病防治服务，结合镇村居民群

众疾病特点，为镇村疾病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特色卫生健

康服务，尤其做好疾病康复服务，尽可能保护居民的劳动能

力，提高慢性疾病患者自理能力，降低致残率，切实解决镇村

居民群众常见疾病之苦，做到“突出基本，扎根农村”式高

质量发展。

4  总结

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健康服务开展逐渐步入正轨，公共卫

生和临床健康服务力争做到两不误，3类基层公立医疗机构

可根据辖区居民医疗需求有侧重地开展各自的特色健康服

务，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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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病毒校园感染流行趋势及健康宣教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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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艾滋病病毒校园感染流行趋势及健康宣教需求现状。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5 所大

学在校学生以重复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总体、男性、女性进行监测，其中主要为问卷调查，分析近五年艾滋病病毒校园

感染流行趋势。随后以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 71 257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健康宣教知识及途径现状

及需求。结果  2017 年—2021 年艾滋病发生率为 0.40%、0.44%、0.47%、0.55%、0.58%，2017 年—2021 年学生艾滋病

总发生率、男性和女性艾滋病发生率逐年升高（P＜0.05），且男性艾滋病发生率略高于女性；对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 71 257 名学生调查显示，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识中关于艾滋病流行趋势的实际接受率为 64.99%、需求率为

72.03%，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实际接受率为 94.90%、需求率为 98.58%，艾滋病检测方法与途径实际接受率为 52.43%、需

求率为 79.77%，艾滋病相关症状与分期的实际接受率为 51.05%、需求率为 79.77%，艾滋病的治疗方式的实际接受率为

30.20%、需求率为 50.14%，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89.15%、需求率为 98.83%，同性恋相关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39.95%、需求率为 44.01%，毒品相关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48.60%、需求率为 63.51%，国家关于艾滋病的法规与政策的实

际接受率为 44.31%、需求率为 53.25%，性态度与性道德引导的实际接受率为 57.84%、需求率为 89.43%，教育以及艾滋

病相关法律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32.88%、需求率为 51.04%，实际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P＜0.05）；学校组织专家
讲座、学校组织课程学习、家人及同伴、微信、微博、搜索引擎、书刊杂志、校园科普展览、校园宣传材料、电影电视实际

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P＜0.05）。结论  当前校园艾滋病发生率逐年上升，发生率为 0.40%～0.58%，且男性发生
率高于女性。同时艾滋病病毒校园健康宣教知识与途径的需求与实际接受情况具有明显差异，建议高校需紧跟艾滋病

教育趋势，针对学生展开多途径的艾滋病病毒健康宣教，进而培养学生预防艾滋病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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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目前是

15～24 岁青少年和年轻中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减少不良的性风险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1]。

中国 2019 年男男性接触者占新增艾滋病病例的 12.2%，而在

2020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所有新增艾滋病病例的 32.5%[2]。调

查显示，中国男男性接触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稳步上升 [3]。

在中国，遏制艾滋病在这一弱势群体中的传播非常重要。最

近对中国男男性接触者的几项研究发现，27.9%～72.3% 的男

男性接触者研究参与者受过大学教育，这明显高于中国其他

高危人群的高等教育比例，包括女性性工作者（6.4%～7.1%）

和注射毒品使用者（0.0%～8.1%）[4-5]。虽然中国学生通常不

被认为是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的高危人群，但只有少数小

样本量的研究进行了分析中国学生 HIV 感染的风险行为 [6]。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约有 4 640 万高中生和 2 980 万大学生，

其中报告的艾滋病毒 / 艾滋病病例数正在迅速增加 [7]。目前

尚没有能够预防 AIDS 的有效疫苗，在高校开展 AIDS 健康教

育，引导学生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是

高校控制 AIDS、性病传播最有效的手段 [8]。因此，为了有效

预防校园内艾滋病毒流行，本研究选取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5 所大学在校学生以重复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总体、

男性、女性进行监测，探讨艾滋病病毒校园感染流行趋势及健

康宣教需求现状，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5 所大学在校学生以

重复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总体、男性、女性进行监测。2017

年回收有效问卷 68 324 份，2018 年回收有效问卷 71 242 份，

2019 年回收有效问卷 69 351 份，2020 年回收有效问卷 68 942

份，2021 年回收有效问卷 71 257 份。所有调查者对本研究知

情并签署同意书，且均为在校大学生。本研究获得内蒙古财

经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的学生自愿参与；②年龄 ＞14 岁。

排除标准：①不配合的大学生；②存在语言表达障碍者。

1.3  方法

调查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5 所大学学生的艾滋病

发生情况，并对 2022 年这 5 所学校的在校大学生，经宣传动

员后采取校园网上在线自愿匿名问卷调查，由学校网络中心

和各院系学生辅导员协助对问卷进行质量技术控制，学生以

自己的学生号上网答卷，提交后不能再次进入。艾滋病健康

宣教知识与途径的需求与实际接受情况进行调查，问卷参照

作者简介：祁晓燕（1978—），女，蒙古族，籍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内科护理。

国内同类研究的问卷内容，结合大学生特点自行设计，其中

包括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识现状及需求 11 道题：艾滋病流

行趋势、艾滋病传播途径相关知识、艾滋病检测方法与途径、

艾滋病相关症状与分期、艾滋病的治疗方式、安全性行为知

识、同性恋相关知识、毒品相关知识、国家关于艾滋病的法规

与政策、性态度与性道德引导及教育、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

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途径现状及需求 10 道题：学校组织专家

讲座、学校组织课程学习、家人及同伴、微信、微博、搜索引

擎、书刊杂志、校园科普展览、校园宣传材料、电影电视等健

康宣教途径 [9]。每个问题都包含需求和知识现状两方面，分

别回答是否需求，是否了解，不对其进行计分，只进行人数的

计数处理。

1.4  统计学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对本研究所获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 [n（%）] 表示，进行χ 2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和方

差齐性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学生艾滋病病毒流行趋势

2017 年 —2021 年 艾 滋 病 发 生 率 为 0.40%、0.44%、

0.47%、0.55%、0.58%，2017 年—2021 年学生艾滋病总发生

率、男性和女性艾滋病发生率逐年升高（P＜0.05），且男性艾

滋病发生率略高于女性。如表 1所示。

     表 1  2017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学生艾滋病病毒流行趋势 [n（%）]

年份 人数 总艾滋病发生率 男性艾滋病发生率 女性艾滋病发生率

2017 年 68 324 275（0.40） 158（0.23） 117（0.17）

2018 年 71 242 314（0.44） 167（0.23） 147（0.21）

2019 年 69 351 325（0.47） 182（0.26） 143（0.21）

2020 年 68 942 376（0.55） 213（0.31） 163（0.24）

2021 年 71 257 411（0.58） 257（0.36） 154（0.22）

χ 2  30.380  75.790  15.251

P ＜0.001 ＜0.001 ＜0.001

2.2  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识现状及需求

对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 71 257 名学生调查显

示，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识中关于艾滋病流行趋势的实际

接受率为 64.99%、需求率为 72.03%，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实际

接受率为 94.90%、需求率为 98.58%，艾滋病检测方法与途径

的实际接受率为 52.43%、需求率为 79.77%，艾滋病相关症状

与分期的实际接受率为 51.05%、需求率为 79.77%，艾滋病的

治疗方式的实际接受率为 30.20%、需求率为 50.14%，安全性

行为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89.15%、需求率为 98.83%，同性恋

相关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39.95%、需求率为 44.01%，毒品相

关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48.60%、需求率为 63.51%，国家关

于艾滋病的法规与政策的实际接受率为 44.31%、需求率为

关键词：艾滋病；校园；流行趋势；健康宣教；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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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性态度与性道德引导的实际接受率为 57.84%、需求

率为 89.43%，教育以及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的实际接受率为

32.88%、需求率为 51.04%，实际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

（P＜0.05）。如表 2所示。

                表 2 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识现状及需求 [n（%），n=71 257] 

知识 实际接受 需求情况 χ 2 P

艾滋病流行趋势 46 312（64.99）51 327（72.03）216.251 ＜0.001

艾滋病传播途径 67 625（94.90）70 251（98.58）  16.262 ＜0.001

艾滋病检测方法与途径 37 362（52.43）56 843（79.77）352.251 ＜0.001

艾滋病相关症状与分期 36 379（51.05）53 722（75.39）367.213 ＜0.001

艾滋病的治疗方式 21 522（30.20）35 734（50.14）215.245 ＜0.001

安全性行为知识 63 528（89.15）70 428（98.83）  58.261 ＜0.001

同性恋相关知识 28 472（39.95）31 362（44.01）  28.361 ＜0.001

毒品相关知识 34 636（48.60）45 262（63.51）132.731 ＜0.001

国家关于艾滋病的

法规与政策
31 578（44.31）37 948（53.25）157.261 ＜0.001

性态度与性道德

引导及教育
41 216（57.84）63 732（89.43）253.255 ＜0.001

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 23 432（32.88）36 371（51.04）312.637 ＜0.001

2.3  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途径现状及需求分析

对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 的 71 257 名 学 生 调

查显示，学校组织专家讲座健康宣教途径的实际接受率

为 48.17%、需求率为 51.69%，学校组织课程学习的实际

接受率为 54.36%、需求率为 8.28%，家人及同伴的实际接

受率为 59.74%、需求率为 74.70%，微信的实际接受率为

44.41%、需求率为 64.02%，微博的实际接受率为 42.91%、

需求率为 45.67%，搜索引擎的实际接受率为 45.72%、需求

率为 47.13%，书刊杂志的实际接受率为 39.21%、需求率

为 44.46%，校园科普展览的实际接受率为 36.25%、需求率

为 75.49%，校园宣传材料的实际接受率为 67.84%、需求率为

87.96%，电影电视的实际接受率为 45.11%、需求率为 60.99%，

实际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P＜0.05）。如表 3所示。

         表 3  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途径现状及需求分析 [n（%），n=71 257] 

途径 实际接受 需求情况 χ 2 P

学校组织专家讲座 34 326（48.17） 36 839（51.69） 177.250 ＜0.001

学校组织课程学习 38 738（54.36） 41 532（58.28） 222.670 ＜0.001

家人及同伴 42 573（59.74） 53 236（74.70） 136.222 ＜0.001

微信 31 647（44.41） 45 621（64.02） 215.562 ＜0.001

微博 30 583（42.91） 32 547（45.67）   67.362 ＜0.001

搜索引擎 32 584（45.72） 33 589（47.13）     6.373 ＜0.001

书刊杂志 27 944（39.21） 31 683（44.46）   46.272 ＜0.001

校园科普展览 25 832（36.25） 53 793（75.49） 157.262 ＜0.001

校园宣传材料 48 342（67.84） 62 683（87.96） 238.361 ＜0.001

电影电视 32 146（45.11） 43 463（60.99） 254.262 ＜0.001

3  讨论

据统计，自 1981 年美国报道第一例艾滋病以来，全球共

有 3 400 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已在全球引起广泛的流

行，发病率逐年上升，已使成千上万人丧命 [10]。近年来，随着

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发生率的增加，越来越多学者

开始关注对艾滋病病毒校园的健康宣教工作 [11-12]。由于大学

生正处于性活跃期，且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再加上艾滋

病相关预防知识匮乏，因此，大学生成为了艾滋病防控的一

类重点人群 [13]。因此，本研究针对艾滋病病毒校园感染流行

趋势与健康宣教需求现状展开研究，希望能够为日后校园艾

滋病健康宣教措施的制订提供参考意见。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2021年艾滋病发生率为0.40%、

0.44%、0.47%、0.55%、0.58%，2017 年—2021 年学生艾滋

病总发生率、男性和女性艾滋病发生率逐年升高（P＜0.05），

且男性艾滋病发生率略高于女性。研究发现，3.7%～10.3%

的男大学生报告曾与另一名男性至少有过一次性交 [14-15]。与

非同性恋的男学生相比，同性恋行为的学生有更多的性伴侣

和更高比例的无保护性行为。本研究发现，艾滋病在学校的

传播逐年增加，且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

网络与科技发展，当前学校男性同性恋的人数逐渐增多，进

一步增加了艾滋病发生率 [16]。本研究对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 71 257 名学生调查显示，校园艾滋病健康宣教知

识中关于艾滋病流行趋势、艾滋病传播途径、艾滋病检测方

法与途径、艾滋病相关症状与分期、艾滋病的治疗方式、安全

性行为知识、同性恋相关知识、毒品相关知识、国家关于艾滋

病的法规与政策、性态度与性道德引导及教育以及艾滋病相

关法律知识实际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P＜0.05）。由

此证明，当前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情况存在需求与实际接受

不对等情况，因此学校还需加强对艾滋病病毒相关知识的健

康宣教。另外，高校学生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接受率比较高，

但是所涉及到的知识并不全面，艾滋病的健康宣教需要以艾

滋病的现状、传播途径、趋势和安全性行为等较为普及的知

识为主，同时渗透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和同性恋知识等，从

而满足艾滋病需求现状 [17-18]。本研究结果显示，学校组织专

家讲座、学校组织课程学习、家人及同伴、微信、微博、搜索引

擎、书刊杂志、校园科普展览、校园宣传材料、电影电视实际

接受情况明显低于需求情况（P＜0.05）。由此证明，目前大学

生主要是通过宣传材料等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这和学生们

最为青睐的宣教形式较为吻合，而微信等媒体与同伴教育也

是学生比较受欢迎的宣教方式，但是实际接受情况和宣教情

况依然具有一定差异 [19]。因此，建议学校要针对学生展开多

种多样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对艾滋病的健康宣教进行

综合干预，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教育效果 [20-21]。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对艾滋病病毒校园健康宣教力度还不够大，需要联合社

会、学校、家庭多方面的力量进行宣传和教育，以减少校园艾

滋病发生率。

综上所述，当前校园艾滋病发生率逐年上升，发生率为

0.40%～0.58%，且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同时艾滋病病毒校

园健康宣教知识与途径的需求与实际接受情况具有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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