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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HIV 感染的流行现状与预防策略研究

刘　媛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 川　达 州　635000

摘　要 ：目的：探究青少年 HIV 感染的流行现状与预防策略。方法：收集 2014—2023 年当地 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的

疫情报告资料，做好资料的全面、深入分析，准确把握现阶段青少年 HIV 感染的流行现状，并针对其中反映的情况提出具有较

强参考价值的预防策略，借此进一步做好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效保护。结果：在 2014—2023 年区间内，15-25 岁

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在全人群 HIV 感染情况中所占的比例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基本处于 20% 左右，最低达到 15.26%，最高达

到 29.27%。在 322 例 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中，性传播 297 例，占比 92.23，其中同性传播 133 例，占比 41.30%，异性

传播 164 例，占比 50.94%，注射毒品 19 例，占比 5.90%，输血 / 血制品 1 例 0.31%，其他及不详 5 例，占比 1.55%。结论：当

前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较为突出，其中男性数量、占比相对较高，容易对青少年的身体状况带来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性

接触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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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在我国互联网产业和智能设备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进一步丰富，加上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

大量青少年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导致青少年很容易在他人诱导下出现高危性行为。为确保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

身体、心理能够逐步走向成熟，有效强化青少年的性心理发育和自我防护意识、能力，必须高度重视青少年 HIV

感染的预防与宣传工作。本文就青少年 HIV 感染的流行现状与预防策略进行研究，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收集 2014—2023 年当地 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

情况的疫情报告资料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实用资料

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少年个人隐私的

保护，避免因为信息暴露导致青少年的正常生活状态被

打破，做好对重复报告病例的筛查处理，尽量保证青少

年 HIV 感染案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而实现对当地青

少年 HIV 感染流行现状的全面分析。

1.2 方法

将收集到的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疫情报告资料进

行全面梳理、分析，重点围绕不同年份青少年 HIV 感染

情况的变化、青少年 HIV 感染传播途径等两方面内容进

行重点分析 [1]。其中 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及

相关资料中提到的年龄指当时调查时青少年的年龄，避

免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出现过于混乱的情况，确保

相关数据具有较强的准确性。本次选择的青少年 HIV 感

染案例均属于在 2014—2023 年整个阶段中，各项数据

信息都能调查到且能够保证准确性的案例，不涉及死亡

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22.0 软件处理，t、X² 值

检验，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根据表 1 可知，在 2014—2023 年区间内，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在全人群 HIV 感染情况中所占的

比例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基本处于 20% 左右，最低达

到 15.26%，最高达到 29.27%。

表 1 2014—2023年 15-25岁青少年 HIV感染情况分析表

年份 15 ～ 25 岁感染
案例

全人群 HIV 感染
案例 百分比（%）

2014 8 48 16.67

2015 17 79 21.52

2016 24 82 29.27

2017 26 130 20.00

2014 29 133 21.80

2019 35 191 18.32

2020 53 192 27.60

2021 42 226 18.58

2022 50 268 18.66

2023 38 249 15.26

合计 322 1598 20.15

2.2 对比

根据表 2 可知，在 2014—2023 年区间内，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中，性传播 297 例，占比

92.23，其中同性传播 133 例，占比 41.30%，异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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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例，占比 50.94%，注射毒品 19 例，占比 5.90%，

输血/血制品1例0.31%，其他及不详5例，占比1.55%。

表 2 2014—2023 年 15-25 岁青少年 HIV 感染案例传播

途径分析表 [n(%)]

传播
途径

性传播
注射
毒品

输血 /
血制品

其他
及不详 合计

同性传播异性传播

例数 133
（41.30）

164
（50.94）

19
（5.90）

1
（0.31）

5
（1.55） 322

合计 297（92.23） -- -- -- --

3 讨论

在近年来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青少年接触性

知识的渠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是在接触性知识方面

内容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导致大

量青少年无法形成较强的自制力和安全意识，进而出现

HIV 感染风险相对较高的问题 [2]。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对 HIV 的研究仍在不断进行，但是

目前依旧只能采用防治手段进行控制，想要实现对感染

者做好有效治疗仍有较高的难度。在通过对青少年 HIV

感染流行现状开展全面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近年来青少

年 HIV 感染案例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在上述表格中

可以看到这一趋势。以有效宣传和合理预防的形式，能

够尽量将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和发生率控制在相对较小

的范围内，借此做好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

效保护。

目前，尚未找到彻底治愈 HIV 的治疗方案，但可

以通过 ART 将患者体内病毒减少到无法检测的程度。同

时，需要认识到无法检测到病毒并不意味着病毒已经彻

底清除，其依旧隐藏在患者身体内的部分免疫细胞中，

ART 治疗需要长期进行，保证治疗的持续性，才能确保

能够将病毒数量做好有效控制 [3]。此外，应明确 HIV

可以通过 ART 进行长期的抑制性治疗，在治疗、控制过

程中 HIV 的耐药性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往往需要采

用更高质量的资料和护理才能始终保证治疗、护理方案

的有效性，如果出现耐药性上升趋势并且难以处理的话，

治疗方案最终也会呈现出无效化的特征，甚至可能因为

部分患者体内病毒的耐药性影响到其他患者，进一步提

升 HIV 治愈的难度 [4]。

结合我国现阶段应对 HIV 流行现状的相关策略及

工作成果来看，HIV 的感染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

HIV 患者的个人隐私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显著提升了

HIV 感染者的生活质量 [5]。相对而言，在我国较为完善

的医疗体系支持下，HIV 感染者的疾病控制成本能够得

到有效调整，尽量缓解 HIV 感染者及其家庭的压力，

让 HIV 感染者能够以更加稳定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的心

理状态面对生活。在《我国 HIV/AIDS 流行病学研究进

展》一文中提到，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共有 105.3 万

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累计报告死亡 35.1 万人。在当前

我国艾滋病患者基数较大的情况下，全国各年龄段艾滋

病患者死亡人数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加上艾滋

病对人身体机能的破坏能力较强，由于老年人身体素

质较差，艾滋病对老年人群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

响尤为显著。虽然在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到，同性传播的

比例为 41.30%，但是这一数据只能代表当地的 HIV 传

播情况，据官方数据显示，我国通过男男性行为传播艾

滋病途径占比由 1985—2005 年的 0.3% 上升到 2022 年

的 25.6%[6]。此外，由于我国青少年群体能够借助智能

设备和发展迅速的新媒体产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其中

难免会有部分存在性暗示的内容，在青少年心智发育尚

未成熟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具备较强的自制力来做好应

对。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思考，必须进一步做好对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的重视，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和普遍性

特征，调整青少年 HIV 感染相关影响的宣传策略，并搭

配 HIV 预防措施进行全面宣传，确保青少年能够做好对

HIV的正确认识，主动在日常生活中约束好自身的形式，

从而实现对青少年 HIV 感染情况的有效控制，避免青少

年因为 HIV 感染问题出现身心状况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

情况。

在考虑对青少年实施科学、合理性教育的过程中，

需要将高中、大学阶段的学生作为重点对象，借此做好

对 15-25 岁年龄范围内全体学生的有效覆盖，进一步做

好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的有效保护。在我国教育普及

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

在义务教育政策制度的支持下各个地区青少年文盲情况

得到了有效处理。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受教育程度

的提升为 HIV 预防措施的宣传和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能力的强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通过受教育程度的

提升，青少年对艾滋病知识的认识理解和对相关风险的

认知能力都能得到更好地保障。同时，青少年群体对艾

滋病知识的正确认识，也能避免部分青少年在日常生活

中出现歧视 HIV 感染者的情况，尊重 HIV 感染者才能让

HIV 感染者更好地融入集体，避免部分 HIV 感染者出现

故意隐藏病情的情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背景

对整个世界的积极影响，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艾滋病疫

情都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整体正在朝着较好的方向发展。

为确保我国青少年群体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保

护，需要就以下预防及宣传教育措施进行有效落实，持

续推动青少年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尽可能以青少年为

切入点，让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能够得到更好地控

制，甚至实现彻底终结。（1）积极应用“联合预防”

方法，做好对行为干预、生物医学干预和结构性干预的

结合运用。在开展预防控制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强调工

青少年 HIV 感染的流行现状与预防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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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整体性，围绕各个地区和 HIV 疾病的特点做好对相

关因素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各项干预措施的互补，充

分发挥出联合预防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行为干预主要

通过对高风险行为的约束来达成预防 HIV 的目标，也是

顺利落实联合预防方法的重要基础，需要高度重视健康

教育，让青少年群体能够对 HIV 有更加充分、全面的认

识，确保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我保护并约束自身

行为。在行为干预中也还需要做好对青少年的心理社会

支持，一方面能够让青少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另一

方面也能为 HIV 感染者营造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避免

部分 HIV 感染者因为其他人的误解出现大量负面情绪或

报复性行为。生物医学干预则是从生物医学角度上进行

控制，采用医疗方法做好对 HIV 传播情况的有效控制，

需要重点针对安全套的使用方法、生殖保健服务、男性

健康护理、暴露前后相关预防措施、HIV 检测等多方面

内容进行全面干预，让青少年群体能够借助自身生物医

学方面能力的成长，做好对 HIV 的有效预防。结构性预

防主要通过对青少年 HIV 感染潜在因素的有效控制，做

好对青少年的有效保护，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需要围绕社

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全面考虑。

（2）预防母婴传播。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 HIV 的主要

方式，为做好对母婴传播方式的有效控制，需要认识到

进入适婚年龄且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青年已经能够承担家

庭责任，但是必须对母婴传播对HIV的影响有正确认识，

才能做好对整个家庭的保护。HIV 阳性孕妇需要积极寻

求 PMTCT 服务，并按照医护人员建议和相关计划做好检

查，保证能够做好对母婴传播方式的合理干预。（3）

树立正确思想意识。在本次调查分析过程中发现，注射

毒品、输血 / 血制品以及其他情况同样会导致青少年感

染 HIV，基于对该方面情况的思考，青少年必须树立正

确的思想意识，通过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的形

式，做好对上述情况的合理规避，从而有效降低出现

HIV 感染情况的概率，保障自我保护效果。

综上所述，应进一步做好对青少年 HIV 感染问题

的宣传，确保在落实预防措施和开展宣传工作的过程

中，能够实现对工作落实效果的保障，重点做好对青少

年 HIV 感染问题相关影响的普及，并为青少年的性生活

提供一定的建议和指导，从而实现对青少年 HIV 感染情

况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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