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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的第三次人口与发展
大会 ( ICPD) ，正式确认了生殖健康的概念，以及
全球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的迫切性，尤其是对于青
少年。我国 201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0 ～ 24
岁的 青 少 年 人 口 有 近 3. 02 亿，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22. 67%。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刻，是生
命的特殊阶段，其健康直接影响着未来人口的整体
素质。受社会新观念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他们的性
观念逐渐开放，使得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问题日益凸
现。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发生率不
断上升，不安全性行为已成为青少年面临的重要危
险因素。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性与生殖
健康的需要与需求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以更好地
了解青少年生殖健康状况，并为进一步促进青少年
生殖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系统搜集了 2008 ～ 2013 年期间在国内外
发表的基于中国青少年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的相关大

型研究论文及报告。具体方法包括: ①电子数据库检
索，具体检索步骤及文献筛选过程 ( 见图 1) 。②网
络检索: 访问中国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统计局
等政府官方网站。③通过知情人收集正在进行的研究
项目、发表的论文和相关项目研究报告。

本文仅对其中与我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需要
与需求有关的 269 篇文献进行综述。

图 1 文献检索步骤及筛选过程

2 主要发现
2. 1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认知现状 大多数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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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有所了解，郑晓瑛等〔1〕对中国
30 个省 22 288 例 15 ～ 24 岁的未婚青少年的调查发
现: 青少年比较缺乏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此外多项研
究显示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均较低，其中性
生理知识掌握较好，性保健知识和避孕与性病防治知
识掌握较差〔2 － 3〕。

在性生理知识方面，男性对遗精以及女性对月经
初潮的知晓率较高。冯文晰等〔4〕对四川省 1 992 例
10 ～ 16 岁 在 校 初 中 生 的 调 查 显 示，86. 4% 男 生 和
88. 2%女生能够准确认识到遗精 /月经初潮是一种正
常的生理现象且能正确对待，但是仍有部分青少年对
此感到困惑和难以接受。

多数青少年至少知晓一种避孕方式，但是仅有少
部分青少年能够全面掌握避孕方法。对于几种常见的
避孕方法，避孕套知晓率最高，而紧急避孕药知晓率
相对较低。其他的一些研究显示，一些特殊青少年群
体 ( 如流动人口、非意愿妊娠的未婚女青年) 的避
孕知识水平要比其他的青少年低。值得注意的是，青
少年对于人工流产的危害认识不足，甚至仍有很多人
存在“人工流产是一种避孕方式”的误区。丁亚军
等〔2〕对 1 117 例高职院校女生的研究显示，68. 0% 的
学生知道人工流产，但是 50. 7% 的学生不知道人工
流产的最佳时期，仅有 37. 7% 的研究对象能正确指
出人工流产不是一种避孕方法。

青少年主要通过学校、父母教育、报刊杂志、网
络、影视广播、书籍、同伴交流等了解性与生殖健康
方面的知识〔3，5〕。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选择网络作为知识获取的媒介〔5 － 6〕。
2. 2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态度 大多数的学生
对手淫没有正确的认知，认为手淫是危害身体的一种
不道德的行为〔5〕。仅有少数同学能正确认识手淫是
自然的、正常的、无害的〔4〕。黄心洁等〔7〕对湖北省
1 912例 15 ～ 18 岁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曾有过手淫
者中约 42% 的学生手淫后感到后悔自责，其中女生
( 57. 83% ) 多于男生 ( 38. 3% ) 。

在婚前 性 行 为 方 面，多 数 研 究 显 示 约 40% ～
60%的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1，8〕，并且随
着年龄的增加，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开放，而且男
性的开放程度要高于女性〔9〕。

关于未婚先孕的态度，多数青少年表示不赞成，

且女生高于男生。在荆春霞等〔8〕对 1 513 例广东省某
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 ( 83. 3% )

担心未婚先孕和流产会影响到当事人的身体健康，
45. 3% 和 41. 9% 的学生认为会对学业和名誉产生不
良影响，还有 35. 9% 的学生认为会影响到双方的感
情。但 是， 针 对 职 高 学 生 的 研 究 显 示 约 半 数
( 47. 2% ) 学生可以接受未婚先孕〔10〕。
2. 3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相关行为 见表 1。

表 1 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婚前妊娠和人工流产行为研究文献结果汇总 ( % )

作者
发表

年份
城市、对象、年龄

对象

例数

婚前性行

为发生率

未婚妊娠占

有婚前性行为

的比例

未婚人工流产占

有婚前性行

为的比例

未婚人工流

产占婚前妊

娠的比例

郑晓瑛 2010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数据 22 288 22. 4 21. 3 90. 9

郭利娜 2012 北京、济南、广州三市 16 ～ 24 岁非本市户籍的流动青少
年 ( 其中未婚人群资料) 3 880 27. 5 31. 1 29. 7 95. 3

孙昕霙 2011 天津市、西安市某区 15 ～ 24 岁非本地户籍的流动青年( 其
中未婚人群资料) 1 334 26. 4 18. 8 12. 5 66. 6

匡晓梅 2010 广东省中山市 12 ～ 20 岁初高中女学生 1 141 6. 5 35. 1

梁志江 2009 全国北京、长春、成都、南京、南宁、武汉、重庆七城市高校的
在校学生 81 960 15. 65 26. 14

冯永亮 2011 上海市 15 ～ 24 岁未婚青少年 6 023 12. 7 17. 39 15. 16 87. 22
王娟 2008 广州市 12 ～ 22 岁初高中学生 6 420 3. 4 10. 3
李博 2010 广州、深圳、珠海三市高校学生 1 650 13. 3 11. 2
梁振山 2008 河南省 16 ～ 25 岁在校大学生 2 436 9. 6 23. 9
周晓梅 2012 广东省深圳市 16 ～ 24 岁进城务工青年 2 013 42. 2 23. 5
周汝琼 2012 云南市昆明市某高校大学生 1 257 17. 28 16. 84

根 据 查 阅 的 文 献，青 少 年 的 性 行 为 发 生 率 为
2. 8% ～36. 7%〔1，11 － 12〕。有性交经历的青少年首次性
行为年龄最小为 12 岁〔1，13〕，平均约 18 ～ 21 岁〔1，8〕。

对于性伴侣的个数，郑晓瑛等〔1〕的调查显示在
有性行为的青少年中 20. 3% 的人过去 12 个月内有过
不止一个性伴侣。刘秀萍等〔11〕对天津市 7 071 例青

少年 的 研 究 也 发 现， 在 有 过 性 行 为 的 大 学 生 中
58. 89%只有 1 名性伴侣，另外 41. 11% 属于多性伴
侣者。

各项研究中提到的婚前性行为相关趋势如下: 年
龄越大，发生的比例越高; 男性高于女性; 城市高于
农村; 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大学生高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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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高中生高于初中生; 职业中学高于普通中学; 非
医学专业高于医学专业; 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发生率高
于其他青少年人群。

在有过性行为的青少年中，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
研究 各 不 一， 但 首 次 和 每 次 坚 持 使 用 的 比 例 不
高〔13 － 14〕，甚至还有部分人从未采取过避孕措施〔9〕。
青少年采取的避孕方法以避孕套为主，此外较多的还
有体外排精、安全期、口服避孕药等〔9，13〕。梁志江〔9〕

对北京、长春等七市 81 960 例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
现，在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52. 42% 在首次性行为
时使用了避孕药具，仅有 30. 86% 坚持每次都采用避
孕措施，从未采用避孕措施的占到 5. 48%。

绝大多数的未婚妊娠者选择了人工流产来终止妊
娠〔1，13 － 14〕。

陈华等〔15〕对 10 970 例未婚女青年的调查显示，

在过去一年中，非意愿妊娠并流产的发生率 2. 46%，

占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 13. 0%。崔爱萍〔16〕在针对
1 276 例湖北省某医院无痛人工流产登记的青少年的
调查显示，20 岁及以下的占 20. 33%，21 ～ 25 岁占
73. 04%。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为 16 岁。此外，重复流
产的比例也很高，约为 35% ～52%〔16 － 17〕。赵赛婉〔18〕

对浙江省某县 1 460 例未婚人工流产女青年的研究显
示，流产 1 次的比例占 51. 63%，2 次占 28. 24%，3
次以上占 20. 13%，人工流产次数最多的高达 6 次。
在影响非意愿妊娠和流产的因素方面，冯永亮等〔14〕

发现非在校学生、文化程度较低者、多性伴者、未婚
同居者以及首次性行为年龄低于 17 岁的青少年，其
人工流产发生率较高。

张晓静等〔17〕在研究非意愿妊娠原因时发现，非
意愿妊娠中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约占 67. 9%，避
孕失败者约占 32. 1%。未采取避孕措施的原因主要
是觉得偶尔发生性行为不会妊娠、避孕药具太贵、担
心不良反应、未备避孕药具、对方不同意使用、不方
便购买、觉得使用麻烦、不知道如何使用等。避孕失
败的方法中比例最高的为使用避孕套，此外还有口服
避孕药失败、安全期计算错误、体外排精和宫内节育
器 ( IUD) 脱落等。
2. 4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需求 大部分青少年
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有强烈的需求，同时家长、老
师也认为需要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目前开展的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满足不了青少年的需求，对学校开展
的性教育满意度也有待提高。

姜宁〔5〕对烟台市 1 094 例初高中生的调查显示
91. 1%的青少年想要了解性相关知识，66. 6% 的青少
年愿意参加性相关知识培训。此外，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段的青少年有不同的需求，男生对性、手淫、遗
精、避孕方法、预防性病 /艾滋病传播措施、男性生
殖系统的内容更感兴趣，且较多希望通过专业书籍等

了解性相关知识。而女生则较多关心月经相关知识，

并希望通过较私密的书信等形式获取帮助。
家长、老师对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存在矛盾心理，

一方面认为应该对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进行性教育，另
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担心性教育会诱导过早
的性行为发生。李鹏飞等〔3〕针对家长的调查显示:
56. 55%的家长认为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是正常的; 认
为性健康教育的最佳形式是学校开课的占 45. 86%、
专题讲座的占 26. 21%和医务人员咨询的占 16. 55%。
另一项研究显示有 25. 2% 的教师和 32. 5% 的家长担
心“青春期性教育会诱导过早的性行为的发生”，可
有 98. 6% 的教师和 80. 6% 的家长却觉得 “有必要向
青少年进行性教育”〔19〕。关于学校性教育效果，仅有
13. 4%的家长和 2. 3%的教师觉得学校的性教育很有
成效，一半以上的人都认为学校对中学生的性教育应
该继续加强。
2. 5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 医疗机构的面
访和 热 线 电 话 是 青 少 年 中 知 晓 最 高 的 咨 询 方 式
( 60% ) 。粗略统计，只有将近两成的青少年利用过
各种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不好意思”、“问题不严
重”以及“不知道跟谁咨询”是青少年未能获取咨
询服务的三项最重要原因。青少年咨询需求，主要问
题为生殖系统卫生保健、性心理以及避孕知识与技能
等。但是，约 60%的咨询需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1〕。

未婚女性青少年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较高，陈
华等〔20〕研究显示，在 1 年内各种治疗需求率达到
35. 5%，这意味着平均每 3 个未婚女性青少年会有一
位希望能够得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帮助; 同时未婚
女性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需求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
有服务需求的青少年中 32. 3% 人表达具有 2 种治疗
需求。

此外，一项针对男性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利用及
需求的研究显示，有 52. 9% 的男性青少年表示愿意
“因青春期健康问题去医院就诊”，有 46. 4% 的男性
青少年认为有必要开设青春期生殖健康专科门诊，然
而仅有 5. 5%的男性青少年曾经就有关青春期生殖健
康方面的问题到医院看过医生〔21〕。

3 结论
2010 年全球处于 10 ～ 19 岁的青少年共有约 12

亿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亚洲，中国处于 10 ～ 19
岁的青少年约有 2 亿，占全球青少年人口的六分之
一。因此，改善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现状、实行
相应的教育和服务，对于降低全球疾病负担，减少卫
生资源浪费和改善全球人口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联
合国儿 童 基 金 会 的 报 告 中 指 出: 发 展 中 国 家 约 有
11%的女生和 9% 的男生在 15 岁之前就有性行为经
历。而在南亚，约 1 /3 的少女在 15 ～ 19 岁就已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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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早婚，全球每年约有 1 600 万15 ～ 19 岁的
少女过早妊娠生孩子。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常见，这
可能是由于我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人工流产合法化
以及法律对初婚年龄的限定。美国 2013 年青少年健
康危险行为监测报告中指出，9 ～ 12 年级的高中生中
有过性行为经历的占 46. 8%，34. 0% 的青少年报告
曾在近 3 个月内发生过性行为〔22〕。在对这 34. 0% 的
青少年最后一次性行为避孕措施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发
现，59. 1%使用避孕套，25. 3%使用避孕药、长效避
孕针等，仅有 13. 7% 未使用任何避孕措施。与之相
比，中国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率要远低于美国，但是
由于缺乏避孕指导，我国青少年的避孕措施使用率也
要远低于美国，伴随而来的是未婚非意愿妊娠流产以
及生殖系统疾病的频发。这些都提示我国青少年当前
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
题，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实施具有相当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具体的教育和服务干预策略方面，发达国家有
许多成功 的 模 式 和 案 例 可 供 我 们 借 鉴: Denno DM
等〔23〕发现，当前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友好服务主
要有 4 种类型: ①基于医院的生殖健康服务。②医院
外的生殖健康服务。③针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生
殖健康服务。④以需求为导向的生殖健康服务。Sv-
anemyr J 等〔24〕利用生态学模式从个人、人际关系、
社区以及社会四个层面对影响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
关键因素进行系统组织整理成理论框架，以构建能动
的教育和服务环境。

青春期是人生的重要时期。社会、学校、家庭应共
同承担起对青少年进行生殖健康教育的责任，应当进
一步深入探讨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
式，科学、严谨地对青少年进行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
德教育，找到适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的青春期健康
教育模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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