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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武汉市青年学生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HIV检测服务的接受意愿，为提高青年学生HIV检测

比例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武汉市 14个行政区的 15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再采用方便抽样方法

抽取 15～24岁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和HIV检测意愿等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校学生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在校学生 301人，

回收有效问卷 29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9.34%。男生 143 人，占 47.83%；女生 156 人，占 52.17%；年龄为 （19.36±
2.40）岁；大专及以上 223人，占 74.58%。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 71.57%；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

艾滋病防治宣传 144人，占 48.16%。接受过HIV检测 34人，占 11.37%。愿意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

203人，占 67.89%；不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 79人，占 82.29%。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知晓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OR=2.797，95%CI：1.583～4.941）、知晓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免费艾滋病

咨询和 HIV 检测 （OR=2.070，95%CI：1.123～3.814） 和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 （OR=
2.814，95%CI：1.573～5.032） 的在校学生更愿意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 HIV 检测服务。结论 武汉市

67.89%的在校学生有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意愿，且与学生艾滋病感染风险意识、是否知晓和体验过基层卫生

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相关服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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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rimar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PHSIs)
among young students in Wuhan City,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 detection of HIV testing among
young students. Methods Fifteen PHSIs were sampled using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in 14 districts of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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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City, and school students at ages of 15 to 24 years were sampled from each district us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 awareness of AIDS-related knowledge, HIV testing and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HSIs were
identified among school students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301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29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9.34%.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143 men (47.83%) and 156 women (52.17%), and had a mean age of (19.36±2.40) years; there were 223 re⁃
spondents with an educational level of diploma and above (74.58%). The awareness of AIDS-related knowledge was
71.57% among the respondents, and 144 respondents had received AIDS-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in PHSIs (48.16%).
There were 34 respondents that had received HIV testing (11.37%) and 203 respondents that were willing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HSIs (67.89%). The respondents that were unwilling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HSIs were mainly attrib⁃
uted to considering to be unlikely to get HIV infections (82.29%).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chool students who knew AIDS-related knowledge (OR=2.797, 95%CI: 1.583-4.941), knew free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in PHSIs (OR=2.070, 95%CI: 1.123-3.814), and had received AIDS-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in PHSIs
(OR=2.814, 95%CI: 1.573-5.032) were more willing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HSIs. Conclusions There were 67.89%
of school students that were willing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HSIs in Wuhan C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awareness of risk of HIV infections, and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of AIDS control
services in PHSIs.
Keywords: young student; HIV testing; primar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

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虽处于低流行水平，但

感染人数呈增加趋势［1-2］。艾滋病病毒（HIV）检测

是发现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早检测可促进早发现、早

治疗，减少 HIV 传播［3］，同时 HIV 检测也是减少青

年学生 HIV 感染的重要策略［4］。武汉市学生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占所有 15～
24 岁 HIV/AIDS 病例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12.77% 增

长到 2016 年的 26.16%［5］，提高青年学生的 HIV 检

测发现能力对艾滋病防治工作至关重要。武汉市自

2017 年起将艾滋病检测服务纳入基层卫生服务工作

中，至 2018 年近 75% 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具备

HIV 检测点资质，覆盖武汉市各行政区。调查武汉

市在校学生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的接

受意愿，为提高青年学生 HIV 检测比例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武汉市 15～24 岁在校学生为调查对

象。本研究经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

会审查（WHCDCIRB-K-2018037）。调查对象均知情

同意。

1.2 方法

1.2.1 抽样 按横断面调查估算样本量至少 277 人。

根据武汉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城乡和学校分布，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 7 个中心城区抽取 9 家辖

区内有高校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从 7 个远城区抽

取 6 家辖区内有高校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中，由机

构的艾滋病防治人员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每家机构调查 20 人。

1.2.2 问卷调查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采用自

制的问卷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

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HIV 检测情况和检测意愿等。

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包括 8 道题［6］：艾滋病是一种

不可治愈的严重传染病、目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主

要传播方式为男男性行为、通过外表看不出艾滋病感

染状态、日常生活和学习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坚持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风险、使用

新型毒品会增加感染艾滋病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应

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咨询、HIV 感染者的结婚/就业/
学习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正确回答 6 题及以上

定义为知晓艾滋病防治知识。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进行双人录入

和比对整理，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

料采用相对数描述，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

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在校学生 301 人，回收有效问

卷 29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9.34%。男生 143 人，占

47.83%；女生 156 人，占 52.17%。年龄为（19.36±
2.40）岁。高中或中专 76 人，占 25.42%；大专及以

上 223 人，占 74.58%。武汉市户籍 126 人，占

42.14%。

2.2 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299 名学

生中，知晓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 214 人，知晓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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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7%。免费艾滋病咨询检测选择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225 人 ， 占 75.25%； 选 择 医 院 211 人 ， 占

70.57%；选择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114 人，占 38.13%；

选择私人诊所 8 人，占 2.68%；选择社会组织 44 人，

占 14.72%；不知晓 44 人，占 14.72%。接受过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 144 人，占

48.16%。

2.3 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意愿 接

受过 HIV 检测 34 人，占 11.37%，结果均为阴性；

其中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检测 10 人，占 29.41%。

愿意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 HIV 检测服务

203 人，占 67.89%；不愿意接受的有 96 人，原因包

括：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 79 人，占 82.29%；

不信任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检测能力 30 人，占

31.25%；担心隐私泄露而遭受歧视 17 人，占

17.71%；其他原因 6 人，占 6.25%。

2.4 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意愿的影

响因素分析 以在校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基层卫生服务

机构的 HIV 检测服务为因变量（0=否，1=是）进行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单因素分析中 P<0.20
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Wald 向前法）。结果显示，知晓预防艾滋病相关知

识、知晓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免费艾滋病咨询和

HIV 检测以及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

病防治宣传的在校学生更愿意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的 HIV 检测服务。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武汉市 15～24 岁在校学生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ble analysis of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rimar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PHSIs) among school students at

ages of 15 to 24 years in Wuhan City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学段Education
高中或中专High school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大专及以上Diploma and above

户籍Household registration
武汉Wuhan city
非武汉Others

知晓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Awareness of AIDS-related knowledge
否No
是Yes

接受过HIV检测Having received HIV testing
否No
是Yes

知晓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免费艾滋病咨询和HIV检测

Knowing free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in PHSIs
否No
是Yes

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

Having received AIDS-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in PHSIs
否No
是Yes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n（%）］

143（47.83）
156（52.17）

76（25.42）
223（74.58）

126（42.14）
173（57.86）

85（28.43）
214（71.57）

265（88.63）
34（11.37）

185（61.87）
114（38.13）

155（51.84）
144（48.16）

愿意接受HIV检测

服务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n（%）］

101（70.62）
102（65.38）

54（71.05）
149（66.82）

89（70.63）
114（65.90）

38（44.71）
165（77.10）

178（67.17）
25（73.53）

109（58.92）
94（82.46）

83（53.55）
120（83.33）

OR值

1.000
0.785

1.000
0.820

1.000
0.803

1.000
4.165

1.000
1.358

1.000
3.277

1.000
4.337

95%CI

0.482～1.280

0.465～1.449

0.489～1.319

2.443～7.100

0.608～3.033

1.863～5.763

2.527～7.444

P值

0.332

0.495

0.386

＜0.001

0.456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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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武汉市 15～24 岁在校学生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willingness to receive HIV testing in primar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PHSIs) among school students at ages of 15 to 24 years in Wuhan City

变量Variable

知晓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

Awareness of AIDS-related knowledge
是Yes

知晓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免费艾滋病咨询和

HIV 检 测 Knowing free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services in PHSIs
是Yes

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

Having received AIDS-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in PHSIs
是Yes

常量Constant

参照组

Reference

否No

否No

否No

β

1.028

0.727

1.035
-0.609

xs

0.290

0.312

0.297
0.242

Wald χ2 值

12.538

5.442

12.162
6.363

P值

＜0.001

0.020

＜0.001
0.012

OR值

2.797

2.070

2.814
0.544

95%CI

1.583～4.941

1.123~3.814

1.573~5.032

3 讨 论

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 HIV 检测具有可及性

好和覆盖面广等诸多优势［7］，有利于扩大 HIV 检

测和实现艾滋病防治 3 个 90% 的目标［8-10］。

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在校学生愿意接受基层卫

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的占 67.89%，低于我国社

区卫生服务较发达的 8 个城市服务对象对 HIV 检测

的接受意愿（76.45%）［11］。认为自身感染艾滋病风险

低、怀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检测能力和担心隐私泄

露遭受歧视等因素是阻碍在校学生接受基层卫生服务

机构的 HIV 检测服务的主要原因；而知晓预防艾滋

病相关知识、知晓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免费艾滋

病咨询和 HIV 检测以及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

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在校学生更愿意接受基层卫

生服务机构的 HIV 检测服务。提示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应加强隐私保护，提高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 HIV
检测能力。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和学校应加强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提高青

年学生对艾滋病防治知识、HIV 检测服务和艾滋病

感染风险的认知，从而提升青年学生的 HIV 检测意

愿以及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的接受度。

本次调查的在校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

71.57%，接受过 HIV 检测的比例仅为 11.37%，说明

在校学生对 HIV 检测服务的整体利用率处于较低水

平，与相关研究结果［12-13］一致。学生人群在艾滋病

防治方面存在“知行分离”现象，还应从强化积极态

度、营造支持环境和艾滋病健康教育等方面提高在校

学生的 HIV 检测意识，促进 HIV 检测行为［14-15］。调

查显示，在校学生更倾向于使用隐私保护性更好的自

助 HIV 检测［3］，因此，除在疾控部门、医疗机构开

展 HIV 检测外，在学校和社区可考虑提供 HIV 尿液

自检试剂售卖机器和推广互联网 HIV 尿液自检服务。

本次调查针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服务

在青年学生人群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武汉

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 HIV 检测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方

便抽样方法，且样本量较小，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影

响研究结果的外推；研究设计采用了横断面调查，基

层卫生服务机构 HIV 检测意愿的影响因素不能做因

果判定；调查人员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可能会对调查对象接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 HIV 检

测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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