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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滋病为一类经由 HIV 病毒引致的全身免疫系统重度损害病变，有一定传染性。现阶段，艾滋病流行已然变成了世界性公共卫生问

题。国内高校疾病预防控制正处于社会发展、观念更新的关键时刻。现阶段面临的挑战相当多。基于此，本文深入性分析高校学生艾滋病

防控形势及干预研究进展情况，旨意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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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艾滋病的发生率表现出了逐年上涨的趋势。艾

滋病感染群体比较特殊、隐匿性强。相关文献表明：艾滋病人群的

健康防护意识比正常人更差，加上当前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以及部分人的回避态度，导致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难度水平进一步加

大。虽然说当前阶段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度较低，但是由于受到相关

社会因素、防治能力不足等等影响，导致本病预防治疗工作仍旧显

得相当严峻。为了全面应对本疾病对于中国高校学生身体健康、生

命品质挑战。基于此，本文深入性分析高校学生艾滋病防控形势及

干预研究进展情况，现综述如下。 

1.艾滋病对于高校学生的危害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感染疾病，对高校学生的危害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减少生命质量：艾滋病会导致免疫系统

受损，因此易感染其他疾病，大量流失体力并加剧疲劳[1]。此外，

患者也可能面临社会歧视和排斥，心理压力增大。其二，影响学业

和职业：艾滋病患者的面容、形体和体重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化会

导致一些患者面临就业、升职等问题。此外，由于治疗费用高昂，

患者也可能无法负担治疗费用，可能造成经济负担，而影响到学业

或职业。其三，社会关系受影响：艾滋病患者会面临身份认同与社

会关系的问题。在同学、朋友、家人等人面前，可能会受到排斥、

歧视、误解等，这也会导致相应的社交压力。从以上内容中能发现：

高校学生应该重视艾滋病的防范，充分了解相关知识，遵守健康生

活方式，增强自身健康素质，不参与高危行为，如私人的药物和性

冒险行为等，从而降低感染风险。同时，也应该扶持和关爱身边的

艾滋病患者，促进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为防治

艾滋病贡献自己的力量。 

2.高校学生防控艾滋病的意义 

第一，保障健康：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对个人身体健

康会造成很大危害。防控艾滋病可以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保证学

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第二，促进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艾滋

病患者常常会受到歧视和排斥，防控艾滋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艾滋

病、接纳患者，促进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第三，提高公共卫生素

质：高校学生是社会的未来，防控艾滋病可以提高学生的公共卫生

素质，增强公共卫生意识，从而全社会受益【2】。第四，促进社会进

步：防控艾滋病在更大的范围内是一项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仅靠

个体和家庭的力量难以解决。学生应该以自身为起点，积极参与各

类活动、宣传、教育和支持，为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贡献自己的力

量。因此，高校学生的防控艾滋病意义非常重要，不仅是自我保护

的重要措施，也是为全社会防止艾滋病传播和卫生改善作出贡献的

表现。 

3.国内高校学生防控艾滋病现状以及形势 

相关调查证实，自 2009 年，国内每一年所上报的艾滋病高校

学生人数表现出了逐年上涨的势态。到了 2014 年，国内高校艾滋

病患者例数已经成倍增长。在 2015 年上半年，最新报告的艾滋病

高校学生例数已经比同期增加 35.00%。在此其中，男性占据总比

例的 98.00%，专科院校学生占据总人数的 77.00%。从传播途径进

行分析能看出：主要传播途径是发生性行为，男男传播占总数的

81.00%、男女传播占总数的 19.00%。对上述数据加以分析能看出：

近几年以来，国内高校学生艾滋病发生率表现出了逐年上涨的势

态，艾滋病的主要感染原因则是男男性传播。 

有文献研究证实：导致中国高校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为

性观念发生改变。该学者对于共计 453627 例高校学生进行调查【3】，

结果证实：存在性行为史的学生占总数的 8.4%，首次性行为应用

避孕套的学生占总数的 48.6%。对于国内高校艾滋病疫情进行分析

能发现今后五年内中国高校艾滋病发展趋势：高校学生感染艾滋病

的人数逐年上涨，男男同性传播为感染疾病的主要原因。在未来的

五年之内，中国高校艾滋病流行以及传播方式并不会出现根本变

化。 

结国内高校学生防控艾滋病现状以及形势，主要为以下几点： 

（1）感染率较低：与其他人群相比，高校学生的艾滋病感染

率相对较低。但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多，人口密度增大，疫情形

势或有所改变。 

（2）防控意识普遍存在：高校学生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和防控

意识普遍存在，学校和社会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也比较到位，

但是还需加强落实性和深入性。 

（3）存在偏差： 在高校学生中，存在对性和健康两方面认识

的偏差，不能拿出足够的禁止药物和保护措施。由于掌握的知识有

限，仍有很多人无法充分了解防控艾滋病的措施和方法，存在一定

的误区。 

（4）个体行为的重要性： 防控艾滋病不仅需要学生依据官方

传授的知识或个人经验进行自我防范，而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

国家多方协作，呼吁建立恰当的社会道德标准和提供相应的帮助【4】。 

从以上内容中能看出：国内高校学生防控艾滋病的现状和形势

较好，存在的问题还需加强宣传、教育和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呼吁

为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势头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4.高校学生防控艾滋病的对策 

4.1 强化学生对于艾滋病认知度 

就以上内容中不难看出，在所有感染艾滋病患者群体中，大专

院校学生占据比较高的比例。对于学生来讲，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为

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会出现比

较大的改变。以上述内容为基础，上好大学生艾滋病预防第一课相

当有必要。经过这种方式，达到警示大学生的根本目的。 

艾滋病属于现阶段威胁大学生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的重要传染

病。因此有必要让学生们深入性了解艾滋病能经过有效方式加以预

防的事实，与此同时让其明确引起感染的风险因素和预防举措【5】。

鼓励大学生行动起来，参加到预防疾病的活动中去，妥善保护自身。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民众要尽可能做到不歧视艾滋病患者，经有效

方式创设无歧视高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4.2 强化高校学生的性教育力度 

经过有效通报相关地区艾滋病疫情的方式。尤其是高校学生所

处城市疾病整体疫情，具体包含高校学生感染疾病真实状况，可以

让高校学生警醒。此外值得说明的是，相关地区的卫生以及计生部

门有必要定期向教育部尤其是学校内的学生通报和高校学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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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有关的疫情新进展。经此法，让高校学生可以在真正意义上

做到疫情防控入耳入心。与此同时，结合学生自身的实际状况，提

升自我防护能力【6】。 

4.3 全面通报艾滋病疫情 

重视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把性观念、性道德和性生理教育融

入到高校学生的课程之中，令其于自然学科学习之中渐渐强化对于

男性、女性生理差别和特征的了解程度。与此同时，经由心理生理

精神以及科学属性，针对性行为拥有科学认识，最终形成正确的性

观念，培养高校学生负责任性行为。该项举措不但是经由长远角度

控制艾滋病的有效传播，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创设良好的社会风气。 

4.4 积极开展艾滋病的预防活动 

高校方面有必要多次开展或者组织艾滋病的预防治疗活动，将

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在开展宣教时有必要立足高校学生的特

点，通过新技术和新媒体把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和预防举措精准地传

达给高校学生【7】。在根本上确保高学生可以科学认识到安全性行为

的概念以及重要意义。在此同时，高校方面有必要为学生获取避孕

套提供方便。让高校学生明确艾滋病预防治疗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

具体详情，方便高校学生随时随地获取专业的指导以及帮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方面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宣传过程

之中还需要注意下述问题：其一，学校方面应重视宣教方式，避免

社会错误地认为高校学生为艾滋病传播主要受害群体防止民众歧

视参与艾滋病检测和咨询的学生。其二，高校有必要重视校地结合

疾病校园防治活动不但需要高校结合当地艾滋病防治，另外也要保

持自身独立性。其三，高校方面需要双管齐下，应认识到艾滋病流

行性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8】。只加强疾病防治知识宣教并不能

完全杜绝危险性行为发生与控制艾滋病传播。学开展宣教过程中有

必要多管齐下，认真梳理高学生艾滋病流行环节，精确定位开展干

预工作。此外，倘若学生感染了艾滋病，有必要尊重其知情权。与

此同时对于学生的感染路径开展调查，落实针对性举措，教会学生

强化个人防护、保护他人，做好保密工作，不要泄露重要信息，以

免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受到影响。 

5.小结 

综上所述，使用有效方式，积极预防以及控制艾滋病意义总重

大。该项工作的进行和我国民众的机体健康、社会稳定发展息息相

关。与此同时还关乎于国家的存亡、民族兴衰。在现阶段药品不能

彻底根治本病的背景之下，必须结合艾滋病的真实流行趋势，积极

完善并调整艾滋病的防控举措。除却积极引导学生创建正性价值

观、人生观之外，还要鼓励其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提升自我防病

能力，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观。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到疾病宣教中，

有效推广、普及疾病综合防控知识。经过这样的方式，令艾滋病的

预防控制工作变得更为深入人心，积极控制艾滋病于高校学生中流

行，让中国高校学生都能拥有良好、健康的学习工作氛围。 

参考文献： 

[1]郭伟贵,茅乃玲,沈智勇.学校艾滋病防控面临的挑战及策略[J].

实用预防医学,2020,27(11):1403-1405. 

[2]薛黎坚,施健,程小平,唐琴芳,杨凯.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

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预防医学论坛,2019,25(08):641-642. 

[5]孙金铭,邓腊梅,吴文君,陈卫建,马艺珈.我国高校艾滋病防控

中面临的伦理争议[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07):836-840. 

[6]易劲帆.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J].中国

校医,2017,31(06):405-406+409. 

[7]贺亚玲,石晓蓉,花海英.同伴教育在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J].中国校医,2016,30(05):335+338. 

[8]蔡勇,胡杰,刘晔.吉林市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面临的新形势与

挑战[J].中国社区医师,2015,31(34):158-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