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医科大学文件
川医大校〔2015〕50 号 签发人：何延政

关于印发《四川医科大学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各单位：

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高校艾滋病防控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控工作，提

高教育的警示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探索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普及

教育与干预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保障学生身体健康，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

认真组织学习，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

1.四川医科大学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实施方案

2.青年学生艾滋病预防核心知识

3.预防艾滋病综合调查问卷

四川医科大学

2015 年 9 月 17 日



附件 1

四川医科大学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实施方案

自 2012 年以来，我国新发现职业为学生的 HIV/AIDS 病例出

现了逐年增长的势头，一些地方高校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

传播途径以男男同性性传播为主，防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了

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控工作，提高教育的警示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探索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普及教育与干预服务相结合的模式，

保障学生身体健康，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教育部、卫生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国家卫生

计生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

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

定我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实施方案。

一、成立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何延政 四川医科大学校长

副组长：刘广益 四川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

彭 钢 四川医科大学副校长

成 员：林 普 张碧国 李正新 廖女男 惠 曦

刘圣斌 代天祥 陶瑞宇 冯天明 孔晓明 刘克林

何 涛 尹思源 王和林 何 学 史小权 张春来

龚 虹 杨传金 赵珍先 余建平 陈先红 张西琳



杨富华 谢大蓉 龙汉安 程荣尧 杨思进 郑立舸

赵成文 李达龙 鞠 梅 田 耘 叶 云 任德莲

王定宣 贾 红 罗 刚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后勤管理处。

主 任：张春来

副主任：刘克林 廖女男 邓存良 陶瑞宇

成 员：娄 坤 谢晓东 刘玲爽 李 涛 吕 春

职 责：负责学校艾滋病防控试点工作的安排和落实，充分

调动各部门参与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整合校内各种资源，

明确牵头单位，确定部门职责，探讨工作模式，形成合力，共同

推进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

二、建立以下五个专项工作组

1、教育教学工作组：负责新生入学教育、课程讲授等。

组 长：刘克林

副组长：惠 曦 尹思源 龙汉安 赵成文 贾 红

2、宣传工作组：负责试点工作的宣传报道、广播电视、电

子显示屏宣传、校园网专栏、宣传橱窗内容更新等。

组 长：廖女男

副组长：惠 曦 陶瑞宇 杨富华 张春来

3、专家咨询工作组：负责对试点工作给予专业指导，对主

讲教师、“防艾”自愿者进行培训，以及对新生入学教育方案、

专业讲座及辅导方案进行咨询、决策等。



组 长：邓存良

副组长：杨文信 聂敏海 贾 红 黄永茂 王荣丽

4、校园活动工作组：负责组织预防艾滋病教育校园活动。

组 长：陶瑞宇

副组长：惠 曦 张春来 廖女男 杨富华

5、后勤保障工作组：负责试点工作的后勤物资保障、经费

支持等。

组 长：张春来

副组长：王和林 杨传金

三、工作任务及主要内容

（一）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落实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由教

育教学工作组、后勤保障工作组负责。

1、内容：

（1）在新生入学期间，组织发放“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处

方”，做到人手一册。

（2）在两校区开设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并将相

关内容转发在校报、校园网、OA 办公系统、微信公众号、学工

系统 QQ 群，以宣传艾滋病防控相关知识。

（3）邀请专家为大学新生作入学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专题

讲座。

2、覆盖人数：全体本科新生 3700 人，研究生新生 550 人

3、时间：9月（2015 年、2016 年）



4、产出：

（1）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处方

（2）教案与课件

（二）优化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由教育教学工作

组负责。

1、内容：

（1）将《大学生性文明与性健康》作为选修课，供学生选

学，并记录学分。

（2）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限选课）里面安排

1-2 学时预防艾滋病教育内容，包括艾滋病基本知识、艾滋病疫

情、男性同性性传播艾滋病的风险、HIV 检测咨询服务、如何识

别和规避感染风险等。

（3）通过《诊断学》、《内科学》、《传染病学》、《医学免疫

学》等专业必修课程，传授艾滋病基本知识。

2、覆盖人数：本科生 16000 人

3、时间：2015 年 9 月开始

4、产出：

（1）教案

（2）多媒体课件

（三）建立和完善新媒体教育平台：由宣传工作组负责。

1、内容：

（1）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预防艾滋病的动态信



息及服务信息，并在微信平台上设置互动环节，组织开展问卷调

查和知识竞赛。

（2）利用学校校园网、OA 办公系统推送预防艾滋病相关知

识。

（3）利用学工系统 QQ 群推送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

（4）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

2、覆盖人数：本科生 16000 人，研究生 1450 人

3、时间：2015 年 9 月开始

4、产出：

（1）推送信息汇总

（2）学生问题汇总

（四）利用多种形式，创新性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校园活动：

由校园活动工作组负责。

1、内容：

（1）艾滋病防控自主创新大赛：在“12.1 世界艾滋病日”

期间，向全校大学生征集作品，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对优

秀作品进行表彰奖励。

（2）由各院系推荐参赛选手，在“12.1 世界艾滋病日”期

间举办全校艾滋病防控主题演讲大赛。

（3）围绕艾滋病防控主题，各分团委、团总支组织开展主

题团组织生活。

（4）将“12.1 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防控自主创新大赛优



秀作品以及预防艾滋病的相关图片资料在忠山和城北校区进行

展示。

（5）各院系推荐“防艾”自愿者，并对自愿者进行培训，

组织自愿者深入社区、企业、学校等场所宣传和普及艾滋病防治

知识。

2、覆盖人数：本科生 16000 人，研究生 1450 人

3、时间：2015 年 9 月开始

4、产出：

（1）自主创新大赛作品

（2）主题演讲

（3）团组织活动

（4）作品、图片展览

（5）自愿者宣传

四、管理与评估

学校要加强各项试点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在试点实施中期和

终期要认真对照有关文件要求开展自我评估，并填写评估表。对

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环节，要及时整改落实，特别是青年学生艾滋

病基本知识知晓率不达标的单位和部门，要迅速采取措施，强化

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确保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100%。

五、经费预算



四川医科大学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实施方案经费预算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健康教育处方 2000

横幅 800

资料费 2000

专家讲课费 3000

平台管理与维护 1000

活动经费 15000 奖品、证书等

宣传栏 1000

劳务费、评审费 3000

合计 27800

注：经费超过部分由学校卫生防疫费支付。



附件 2

青年学生艾滋病宣传教育核心信息

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危害性认识

1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

严重传染病，不可治愈

感染艾滋病会给学习、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对于家庭、父母心存愧疚；需要终身规律

服药；精神压力增大。

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坚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带状疱疹、血疱、淤

血斑、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呼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

肿瘤等。

2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

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

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

2014年我国报告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10.4万例，其中性传播比例超

过90%。平均每小时新发现1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2008年-2014年，报告青年学生感染者人数占全部青年人群感染者人数的比例由5.77%

上升到16.58%。

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呈显著上升趋势，新发现的学生感染者和病人以性传播为主，特

别是男性同性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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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3
艾滋病需要终生治疗，会给家庭和

个人造成严重负担

当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体内免疫系统就会持续遭到破坏,由此可能会增加机会性感

染、肿瘤等发生的机率。因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需要终生治疗，由此产生

的治疗费用较高，同时也会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

4
不能通过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

了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存在较长时间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正常人无异，决不

能从一个人外表是否健康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些学生由于自控力不强，疾病预防知识匮乏，无法抵御异性或同性的引诱、哄骗，

与外表健康的人发生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

也有极个别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出于各种原因，蓄意与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传

播疾病，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制作宣传材料时，此处可根据当地实际补充2-3个案例】

预防

5

学习掌握性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与技能，培养积极向上的生

活方式

掌握科学的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保证安全的性行为。性既不神秘、肮脏，也

并非自由、放纵。性冲动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成长的必经过程。青年学生应积极接

受健康性教育，丰富课余生活，提高自制力。



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6

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拒

绝毒品、自尊自爱、遵守性道德是

预防艾滋病的根本措施

目前尚没有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

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7
每次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

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感染与传播

选择质量合格的安全套，确保使用方法正确。

使用安全套不意味着可以放纵个人的性行为。

正确使用安全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此处，可附连接网址，安全套使用宣传片等】：

 使用前应特别留意安全套的出厂日期和有效期，确保安全套不过期；要将安

全套前端的小囊捏瘪，排出空气；

 每一次性行为都要使用新的安全套，不重复使用。

 全程都要使用安全套：即在阴茎接触阴道、肛门或口腔之前，就要戴上安全套；

 良好的润滑对防止安全套破裂是很重要的；只能使用水性的润滑剂，油性润

滑剂容易造成安全套破裂；

 射精后应立即抽出，注意安全套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考虑去相关机构进

行咨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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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8

艾滋病通过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

和体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等）传播，

共用学习用品、共同进餐、共用卫

生间、握手、拥抱等日常接触不会

传播

艾滋病病毒在下面这些体液中存在量大，具有很强传染性：

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

可以归纳为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

日常学习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9

注射吸毒会增加经血液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风险。使用新型毒品/醉酒会

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针具吸毒会使病毒通过污染的针具传播。

使用新型毒品或者醉酒可刺激或抑制中枢神经活动，刺激性行为发生或导致性暴力侵害。

10
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性病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更高。特别是像梅毒、生殖器疱疹和软下疳等以生殖器溃

疡为特征的性病，溃疡使艾滋病病毒更容易入侵。

检测与治疗



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11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无

保护性行为等），应该主动进行艾

滋病检测与咨询，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急性感染期传染性较强。常出现的症状有发热、头痛、皮疹、腹泻等流行性感冒样症

状。但是这些症状是否出现因人而异。

艾滋病病毒抗体的初筛检测结果呈阳性不能确定是否感染，应尽快到具备诊断资格的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确诊。

个体刚刚感染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感染者体内有艾滋病病毒，但血清中尚不能检测到

抗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检测窗口期。根据个体不同，此过程长短不一，通常为2-8周。

因此，需要注意自己检测的时间要在窗口期过后。具体可咨询当地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12
疾控中心、医院等机构均能提供保

密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信息完全保密。

可以求助于最近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 门诊）。卫生部门指定的自愿咨询检测门

诊所提供的咨询和检测服务都是完全免费的。

自愿咨询检测门诊通常设在当地疾控中心/医院/妇幼保健院。部分综合医院皮肤性病

科可以进行艾滋病检测，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也能够提供免费的艾滋病快速检测及咨询服

务。

13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

治疗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就已经开始，会逐渐损害全身多个器官，及早治

疗能够降低上述损害的发生机会，使免疫功能恢复并保持正常水平，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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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知识 主要内容

1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受

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但故意

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

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各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艾滋病防治

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

消除艾滋病歧视：社会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不利于控制艾滋

病传播。有感染风险的人群因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愿检测，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会妨碍其

采取预防及治疗措施，增加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因受

到歧视不能积极面对生活，甚至产生报复和危害社会的念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若

继续同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则为故意传播。《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规定，“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第77条规

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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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

1、艾滋病可以治愈吗？

①可以 ②不可以 ③不知道

2、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该人群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

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吗？

①是 ②不是 ③不知道

3、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吗？

①能 ②不能 ③不知道

4、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

①会 ②不会 ③不知道

5、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①可以 ②不可以 ③不知道

6、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吗？

①会 ②不会 ③不知道

7、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应该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服务吗？

①是 ②不是 ③不知道

8、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法律保护吗？

①是 ②不是 ③不知道

问卷说明：

①正确答案：第 2、5、6、7、8题为肯定回答，第 1、3、4题为否定回答。

②综合知晓率的判断标准：8个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正确回答 6个及以上者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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