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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梅毒和艾滋病等传染病预防控制评价
杨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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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梅毒、艾滋病类传染病的防控方法。方法 通过健康教育方式让 50 例健康人群了解此类传染病相关知识，
并对其知晓率展开前后对比。结果 研究后 50 例研究对象对梅毒、艾滋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高危行为、检测方法、自我防护
五个方面知晓率均显著提升。结论 健康教育可从多方面提升人们对此类传染病的认知程度，继而提升自我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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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传染病的传播渠道较为广泛，尤其是梅毒、艾滋病之

类的传染病，一旦感染一方面会造成人体健康程度受损，另一

方面也会带来较大心理压力。传染病的特征在于社会危害大、

传播力广、危害性大、发病速度快 [1]。随着人口流动以及个人

行为，传染病的预防已经不再呈现地区局限性，而是全人类的

预防。研究选择了 50 例健康人群，针对艾滋病和梅毒之类的

传染病展开健康教育，并对其接受健康教育前后相关知识知晓

率展开比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 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来院健康体检或婚检者共

50例，其中男性与女性均 25例；年龄最高 58岁，最低 22岁，

平均年龄（37.67±3.51）岁。

纳入标准：经我院血液检查未检出梅毒或艾滋病，对研究

知情并自愿配合。

1.2 一般方法

对 50 例研究对象展开传染病相关预防控制健康教育主要从

基本知识讲述、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健康教育三方面展开，具

体如下。

1.2.1 传染病基础知识

向研究对象宣传艾滋病、梅毒之类传染病的基础知识，让

其了解此类病症的早期表现，若发觉自己身体出现了典型症状

或他人存在可疑症状应尽早就医诊治，认识到传染病是可治疗、

可预防的疾病类型 [2]。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其逐步深入了解

艾滋病与梅毒的危害性，通过图片的方式从旁刺激，提升其重

视性。让研究对象了解艾滋病梅毒的预防方法、治疗方法、发

病机制、传播途径、临床特点等，并制作健康教育宣传手册，

让其了解此类传染病的基础知识。

1.2.2 心理健康教育

类似梅毒、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往往让人谈病色变，甚至

部分人群对此类疾病的健康教育有所抵触，认为自己或周边人

群不会感染此类传染病。针对此类人员须加强心理疏导，让其

摆脱对梅毒、艾滋病的恐惧心理以及偏见，缓解负性情绪，让

其能够真正投入到传染病知识学习中。在此基础上教会其对身

体的正确检查方法，例如患病后的典型皮肤症状查验，避免研

究对象因抵触而降低对传染病知识学习的有效性。

1.2.3 家庭健康教育

确保每位研究对象了解艾滋病、梅毒等传染病的基础知识，

将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加以改变，让研究对象及时制止家庭

成员之间存在可能造成疾病传染的错误行为，例如共用洗漱用

品、聚集性吸毒等，提升研究对象对此类传染病的自我防护能

力以及潜在危险发觉能力。

1.3 观察指标 [3]

从梅毒、艾滋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高危行为、检测方法、

自我防护五个方面对研究对象知晓率展开研究，比较研究前后

50 例研究对象的知晓率变化。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传染病各项防控知识知晓率

以 [n(%)] 表示，以卡方检验。若 p ＜ 0.05 表示组间数据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比较，观察组各项传染病防控知识知晓率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p＜ 0.05），详见表一。

表一：防控知识知晓率对比表

组别 危害性 传播途径 高危行为 检测方法 自我防护
研究前 36（72） 34（68） 31（62） 23（46） 26（52）
研究后 48（96） 43（86） 42（84） 39（78） 42（84）

x2 6.732 5.008 5.198 9.259 6.53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艾滋病、梅毒能够通过人与动物或人与人之间加以传播，

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通过病原体以多种形式传染，具有

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征 [4]。以梅毒为例，通常在传染后

一个月左右会出现肛周溃烂，之后逐渐消退，半个月之后可能

发生全身斑疹，若不重视积极医疗干预可能造成病情延缓而耽

误最佳治疗时机。

对梅毒、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展开预防控制的要点在于让

人们了解此类疾病的危害性，同时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性，

通过丰富的知识储备对疾病展开全面认知，避免因未知或不重

视而被感染或感染他人。本次研究从基本知识讲述、心理健康

教育、家庭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对象在此类传染病的

基础知识、防控知识等方面有了显著进步。根据研究数据，在

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在危害性、传播途径、高危行为、检测

方法、自我防护方法的知晓率方面，经过健康教育后知晓率均

显著提升，说明研究中的传染病基础知识教育取得了成效。本

次研究的健康教育多为面对面口头教育，除此之外，还可通过

书面教育与综合教育来完成。在面对面讲授时，通过文字与图

片加以辅助，向患者展示艾滋病、梅毒的患病图片，以达到刺

激效果，加深其对疾病的印象，提升其对疾病的敬畏心理，从

而真正从自身行为上有所改变。书面教育与综合教育则强调传

染病的防控属于长期过程，需要展开阶段性教育，同时让研究

对象将教育内容向家庭成员传播，并在家庭生活中及时发觉可

能造成疾病传染的不当行为，以科学的心态面对传染类疾病，

降低恐惧心理，提升重视程度。

总之，艾滋病、梅毒之类的传染病是长期以来预防控制的

重点类型。人类与传染病正处于不断的斗争当中，当前部分传

染病（例如梅毒）已经有了相关疫苗，能够对其传播产生有效

抑制，但当前对艾滋病尚无特效药物或根治药物，只能通过阻

断性药物降低患病率。因此，对此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必须注

重广泛性且持续性的健康教育宣传，让人们真正认识到此类传

染病的危害性以及行为控制要点，真正做到全民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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