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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学生互联网交友临时异性性行为特征分析

陈婉君，陈琳，王憓，何林，陈卫永，姜婷婷，郑锦雷，潘晓红，马瞧勤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所，浙江 杭州 310051

摘要：目的 了解男大学生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特征，为青年学生艾滋病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15所高校，每所高校抽取3个院系，以近1年有临时异性性行为的男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艾滋病干预接受情况、互联网交友和性行为，分析男大学

生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的特征。结果 调查326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02人，占61.96%；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124人，占38.04%。大一至大四年级分别为79、99、104和44人，占24.23%、30.37%、31.90%和13.50%。近1年
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100人，占30.67%；其中，知晓“目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为男男性行

为”“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咨询”的比例分别为

75.00%、93.00%和93.00%；临时异性性伴类型为学生77人，占77.00%；接受过HIV自我检测和医疗机构HIV检测各17
人，占 17.00%；近 1年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套 22人，占 22.00%；近 1年发生过商业性行为 29人，占

29.00%。通过互联网交友的男大学生从不使用安全套、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高于通过其他途径交友者（P＜0.05）。

结论 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的男大学生发生高危行为的比例较其他途径交友者高，建议基于互联网广

泛开展移动式艾滋病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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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et dating

CHEN Wanjun, CHEN Lin, WANG Hui, HE Lin, CHEN Weiyong, JIANG Tingting, ZHENG Jinlei, PAN Xiaohong, MA
Qiaoqin

Department of HIV/AIDS and STD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hejia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ngzhou, Zhejiang 31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among male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Internet dating,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HIV/AIDS control among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
tal of 15 universities /colleges were sampled from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3
schools/departments were sampled from each university/college.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
iors during the past year were recruited.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 AIDS-related knowledge, compliance to HIV/AIDS
interventions, Internet dating and sexual behavior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ternet dat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326 student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202 participants from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61.96%) and 124 student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38.04%). There were 79
freshmen (24.23%), 99 sophomores (30.37%), 104 juniors (31.90%) and 44 seniors (13.50%), and there were 100 partici⁃
pants (30.67%) with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et dating during the past year. Among the 100 par⁃
ticipants, there were 75.00% of participants knowing “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 is the main transmission pattern of
AIDS among young students in China”, 93.00% knowing “insisting on accurate use of condoms may reduce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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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V infections and transmission” and 93.00% knowing “seeking HIV testing and counseling actively following
high-risk behaviors”. There were 77 participants (77.00%) with students as their temporary heterosexual partners, 17
participants (17.00%) that had received HIV self-testing and 17 participants (17.00%) that had received HIV testing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22 participants (22.00%) that had never used condoms during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dur⁃
ing the past year, and 29 participants (29.00%) with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s during the past year. In addition,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et dating were more unlikely to use condoms
and more likely to have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s than those with dating through other ways (P<0.05). Conclusions
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et dating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risk
sexual behaviors than those with dating through other ways. Internet-based mobile sexual education and HIV / AIDS
health education are recommended.
Keywords: Internet dating; temporary heterosexual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交软件成为青年学

生交友的主要方式。然而，相关调查显示，通过互联

网交友发生临时性行为未坚持使用安全套、商业性行

为等高危行为的比例较高，感染艾滋病和性病的风险

也较高［1-3］。近年来，我国新报告 15～24 岁学生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从 2010
年的 794 例增加至 2019 年的 3 422 例，其中男性占

97.00%，经非婚非商业性的临时异性性行为感染比

例逐年递增［4］。目前已有针对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

互联网交友现况及人群特征的研究，发现年龄、既往

HIV 检测、接受过艾滋病相关咨询干预、多性伴、

商业性行为与互联网交友行为相关［5-7］。本研究以男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

性性行为者的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性态度及性行为

特征，为开展青年学生艾滋病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0 年 11—12 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先抽取浙江省 15 所高校，其中杭州市 5 所，

其他 10 个市各 1 所；每所高校抽取 2 400 人，采用

随机数表法从每所高校抽取 3 个院系 （800 人/院
系）；以年级为层（四年制为 200 人/年级，三年制为

267 人/年级），每层采用随机数表法抽取班级，对班

级内所有学生进行调查。选择近 1 年内发生临时异

性性行为且未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男大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本研究经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

查，审批号：2018-036。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调查问卷通过研

究组讨论形成初稿，并在学生中开展预调查后完善，

采用线上调查方式，由调查对象匿名填写。问卷内容

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接受艾

滋病干预情况、性态度、性伴类型、安全套使用、互

联网交友情况、商业性行为、HIV 风险感知和 HIV
检测情况等。临时异性性行为定义为与无金钱或物品

交易的异性性伴偶尔发生的性行为。通过互联网交友

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定义为最近 1 年主要通过社交

软件、网络游戏或互联网直播平台寻找临时异性性

伴，并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建立数据库，

采用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男大学生通过互联网

交友与其他途径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的特征比较

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对象 326 人。其中普通高

等学校 202 人，占 61.96%；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24 人，占 38.04%。大一年级 79 人，占 24.23%；

大二年级 99 人，占 30.37%；大三年级 104 人，占

31.90%；大四年级 44 人，占 13.50%。浙江省户籍

217 人，占 66.56%。近 1 年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

时异性性行为 100 人，占 30.67%；其中通过社交软

件 92 人，通过网络游戏平台 6 人，通过互联网直播

平台 2 人。

2.2 男大学生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特征

分析 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的男大学

生以普通高等学校、浙江省户籍为主，分别占

67.00% 和 62.00%。知晓“目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

主要传播方式为男男性行为”“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

可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应

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咨询”分别占 75.00%、93.00%
和 93.00%。接受一夜情和商业性行为分别占 86.00%
和 58.00%。仅 13.00% 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艾滋病感

染风险。临时异性性伴类型主要为学生，占 77.00%。

近 1 年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占

41.00%；要求性伴尝试肛交性行为占 20.00%。近 1
年发生过商业性行为占 29.00%。接受过 HIV 自我检

测和医疗机构检测均占 17.00%。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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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大学生通过互联网交友和其他途径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特征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of characteristicsofmalecollege studentswith temporaryheterosexualbehaviors through Internetdatingandotherways[n (%)]

否No
近 1年通过学校新媒

体获取艾滋病知识

Acquiring AIDS
knowledge from
school new media
in the past year
是Yes
否No

认为自己有艾滋病

感染风险 Recog⁃
nizing the risks
of HIV infections
是Yes
否/不知道

No/unknown
临时异性性伴类型

Type of temporary
heterosexual part⁃
ners
学生Student
非学生Others

近 1 年要求临时异

性性伴尝试肛交

性行为 Asking for
anal sex in the
past year
是Yes
否No

近1年安全套使用

Condom use in the
past year
每次Every time
有时Occasionally
从不Never

近1年发生过商业性

行 为 Commercial
sex in the past year
是Yes
否No

150（46.01）

281（86.20）
45（13.80）

28 （8.59）
298（91.41）

242（74.23）
84（25.77）

43（13.19）
283（86.81）

177（54.29）
108（33.13）
41（12.58）

58（17.79）
268（82.21）

42（42.00）

85（85.00）
15（15.00）

13（13.00）
87（87.00）

77（77.00）
23（23.00）

20（20.00）
80（80.00）

41（41.00）
37（37.00）
22（22.00）

29（29.00）
71（71.00）

108（47.79）

196（86.73）
30（13.27）

15 （6.64）
211（93.36）

165（73.01）
61（26.99）

23（10.18）
203（89.82）

136（60.18）
71（31.42）
19 （8.41）

29（12.83）
197（87.17）

0.174

3.575

0.577

5.842

15.533

12.390

0.677

0.059

0.447

0.016

<0.001

<0.001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n=326）

互联网交友

Internet
dating

（n=100）

其他途径

Other ways
（n=226）

χ2 值 P值

学校类型School type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Vocational college
普通高等学校

College
年级Grade

一One
二Two
三Three
四Four

户籍Household reg⁃
istration
浙江Zhejiang
其他Others

知晓目前我国青年

学生艾滋病主要

传播方式为男男

性行为 Awareness
of 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 is the
main transmission
pattern of AIDS
among young stu⁃
dents in China
是Yes
否No

知晓坚持正确使用安

全套可减少感染和

传播艾滋病风险

Awareness of in⁃
sisting on accurate
use of condoms
may reduce the risk
of HIV infections
and transmission
是Yes
否No

知晓发生高危行为

后应主动寻求艾

滋 病 检 测 咨 询

Awareness of seek⁃
ing HIV testing and
counseling active⁃
ly following high -
riskbehaviors

124（38.04）

202（61.96）

79（24.23）
99（30.37）

104（31.90）
44（13.50）

217（66.56）
109（33.44）

258（79.14）
68（20.86）

309（94.79）
17 （5.21）

33（33.00）

67（67.00）

22（22.00）
32（32.00）
25（25.00）
21（21.00）

62（62.00）
38（38.00）

75（75.00）
25（25.00）

93（93.00）
7 （7.00）

91（40.27）

135（59.73）

57（25.22）
67（29.65）
79（34.96）
23（10.18）

155（68.58）
71（31.42）

183（80.98）
43（19.03）

216（95.58）
10 （4.42）

1.553

8.594

1.350

1.498

0.930

1.185

0.213

0.035

0.245

0.221

0.335

0.276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n=326）

互联网交友

Internet
dating

（n=100）

其他途径

Other ways
（n=226）

χ2 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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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男大学生互联网交友与其他途径发生临时异性

性行为特征比较 通过互联网交友发生临时异性性行

为的男大学生中，大四年级的比例高于其他途径交友

者（P＜0.05）。近 1 年，互联网交友者发生临时异性

性行为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低于其他途径交友者，

要求性伴尝试肛交性行为、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均

高于其他途径交友者（P＜0.05）。互联网交友者接受

过 HIV 自我检测和医疗机构检测的比例均高于其他

途径交友者（P＜0.05）。互联网交友者与其他途径交

友者的学校类型、户籍、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性态

度、接受互联网干预、艾滋病感染风险意识和性伴类

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 讨 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主要社交软件如陌陌、

Soul 的月活跃用户数分别高达 1.109 亿和 3 320 万，

24 岁以下用户约占 20%［8-9］。本次调查了浙江省 15
所高校 326 名男大学生，近 1 年主要通过互联网交

友寻找临时异性性伴占 30.67%，其中大部分学生使

用社交软件。杭州一项调查显示，最近 1 年有性行

为的异性恋男大学生中 20.96% 使用互联网交友［10］；

一项在济南、广州、成都三地的调查显示，有性行为

的中等职业学校男生中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寻找首次

性行为性伴占 26.58%［11］。以上研究均提示互联网交

友已成为青年学生寻找临时异性性伴的主要途径。

本研究比较了通过互联网交友和其他交友途径的

男大学生的人口学以及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性态

度、性行为情况，结果显示，通过互联网交友者发生

高危行为的比例更高，近 1 年要求临时异性性伴尝

试肛交性行为、发生临时异性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

套、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其他途径交友者。不少

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结果：一项人群调查显示，最近 1
年临时性行为未坚持使用安全套、发生商业性行为、

接受 HIV 检测与互联网交友相关［1］；一项针对大学生

的调查也发现，最近一次无保护临时性行为和社交软

件的使用相关［10］。但互联网交友与艾滋病和性病感染

率之间的联系尚处在争议中，部分横断面研究［3］和

队列研究［12］结果显示互联网交友者较非互联网交友

者的性病和（或）艾滋病感染率更高，也有横断面研

究发现感染率并没有差异［13］，尚需进一步验证。

尽管通过互联网交友者发生高危行为的比例更

高，但是在艾滋病相关知识、性态度和艾滋病感染风

险意识等方面与其他途径交友者并无明显差异。我国

2015—2019 年青年学生哨点监测结果显示该人群对

“国八条”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较高，2019 年达到了

91.20%［14］，但本研究调查的男大学生知晓青年学生

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的比例相对较低，仅为 75.00%。

同时，男大学生的 HIV 检测比例也较低，接受过

HIV 自我检测和医疗机构 HIV 检测的比例仅为

17.00%。一项调查也发现有性行为的男大学生中仅

15.20% 曾接受过 HIV 检测［15］。但有调查显示大学

生接受 HIV 检测的意愿较高（79.95%）［16］，性教育

对于改善青年学生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具有重要

作用［17］。因此，需要加强男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

重点加强安全性行为和 HIV 检测干预。结合本研究

结果，可进一步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移动传播艾滋病健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接受过 HIV 自我检

测 Having HIV
self-tested a

是Yes
否No

接 受 过 医 疗 机 构

HIV 检 测 Having
HIV tested in med⁃
ical institutions
是Yes
否No

35（10.77）
290（89.23）

38（11.66）
288（88.34）

17（17.00）
83（83.00）

17（17.00）
83（83.00）

18 （8.00）
207（92.00）

21 （9.29）
205（90.71）

5.836

4.000

0.016

0.046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n=326）

互联网交友

Internet
dating

（n=100）

其他途径

Other ways
（n=226）

χ2 值 P值

是Yes
否No

接受一夜情 In favor
of one-night stand
是Yes
否No

接受商业性行为

In favor of commer⁃
cial sex
是Yes

311（95.40）
15 （4.60）

259（79.45）
67（20.55）

176（53.99）

93（93.00）
7 （7.00）

86（86.00）
14（14.00）

58（58.00）

218（96.46）
8 （3.54）

173（76.55）
53（23.45）

118（52.21）

3.793

0.935

0.051

0.334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n=326）

互联网交友

Internet
dating

（n=100）

其他途径

Other ways
（n=226）

χ2 值 P值

注：a表示数据有缺失。Note: a, having miss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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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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