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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调查显示，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呈不断的上升趋

势。因此，加大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让更多的同

学了解其感染途径、预防措施便显得格外重要。

本套书积极响应国家预防艾滋病教育进课堂的号

召，应时应需而出，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为了与时代同步，及时传递最新信息，为读者健康

提供适用的教育处方，我们特对此套书进行了改动更

新。

希望此次对《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丛书》的完善，能

够使读者对预防艾滋病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依此为指

导，建立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行为方式，并积极

承担起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的责任和义务。

限于时间和编写水平，肯定会存在不足之处，希望

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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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艾滋病是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也是全球关注

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

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早在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就专门

下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年）》，提出了我国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总目标及各

项工作的具体指标。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教育部印发

了《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对初中以上学

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在我国传播与流行的重要措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

重视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

李岚清副总理专门批示要对青少年进行艾滋病的

防治知识教育，并强调这件事很重要，若青少年都有这

方面的知识，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即可事半功倍。为落实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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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精神，为使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顺利进

行，为适应中小学研究性教学的需要，我们编撰了这套

《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丛书》。

本丛书可作为学生预防艾滋病教材，也可作为老

师、学生阅读自学的图书。限于水平和经验，本套书中

存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老师、学生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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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认识传播疾病

第一章　认识传播疾病

第一节　什么是性传播疾病

性病，俗称花柳病，表示本病是因为“寻花问柳”、男女关

系混乱而传播的疾病。过去我国医学界通常只将梅毒、淋

病、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列入性病范畴，称为经典性

病或传统性病。随着时代的变化及性行为的变化，性病的病

种明显增多，人们对性病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理解。在病种方

面，也不再只是淋病、梅毒、软下疳及性病性淋巴肉芽肿了，

国际上将生殖器疤疹、尖锐湿疣、非淋病性尿道炎、传染性软

疣、滴虫、生殖系统念珠菌病、乙型肝炎、阴虱、疥疮、股癣以

及１９８１年首次报告的艾滋病等均列入性病范畴。因为这些

疾病均可通过性行为而传播。在传播途径上，人们认识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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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而不是惟一传播途径。所以近

年来医学界将病毒性肝炎、股癣、疥疮等疾病列入性病范畴。

１９７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常任理事会通过了“性传播疾病”这一

名称，医学专家们对这一名称的定义是：凡是通过性爱行为

而传播的疾病统称为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这一概念

与过去性病概念不同之处，在于“性传播疾病”把性病的范围

扩大了。所以有必要指出当今医学界所指的性病是“性传播

疾病”的简称，与以前的“性病”概念有所不同。

引起性病的病原微生物有许多种，包括病毒、衣原体、支

原体、螺旋体、细菌、真菌、原虫等等。既往称性病为ｖｅｎｅｒｅ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Ｄ），包括梅毒、淋病，软下疳及性病性淋巴肉芽肿

四种疾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性病的概念有所扩大，

１９７６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其他一些由于性接触或类似性行为

所致的病也归为性病，统称为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ｌｔ－

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近年来，性病的范围更为扩大，把非淋菌

性尿道炎、乙型肝炎和艾滋病也包括在内。不同的病原微生

物引起不同的性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性病的疾病已经有

３０多种。我国卫生部门规定属于性病的主要有淋病、梅毒、

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非淋菌性尿道炎、软下疳、性病淋巴

肉芽肿七种。我国当前发病最多的性病主要有：由淋球菌引

起的淋病，由衣原体和支原体引起的非淋菌性尿道炎，以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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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乳头状瘤病毒引起的尖锐湿疣和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梅毒。

由Ⅱ型疱疹病毒引起的生殖器疱疹的发病人数也在逐年

增多。

表１　比较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及其病原微生物

疾病 病原体

梅毒 梅毒螺旋体

淋病 淋病双球菌

软下疳 杜克雷嗜血杆菌

非淋菌性尿道炎 沙眼衣原体、支原体

性病性淋巴肉芽肿 衣原体

腹股沟肉芽肿 Ｄｏｎｏｖａｎ小体

生殖器疱疹 单纯疱疹病毒ＩＩ型

尖锐湿疣 人乳头瘤病毒６／１１型

艾滋病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病 支原体

滴虫病 阴道毛滴虫

细菌性阴道病 厌氧菌、阴道加纳特菌、人型支原体

念珠菌性外阴阴道炎 念珠菌属

阴虱病 阴虱

疥疮 疥螨

传染性软疣 传染性软疣病毒

病毒性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病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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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疾病虽列入性传播疾病的范围。但

应区别对待。因为有些疾病如股癣、病毒性乙型肝炎等，虽

可通过性行为传播，但并不是惟一或主要的传播方式。因此

也不要将某种性传播疾病患者的患病原因都归结于性行为

不检点，而对这些患者进行猜疑甚至歧视。

第二节　四面楚歌———性病
的流行趋势

　　

一、全球性病的流行现状

性传播疾病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尤其是近１０年来，西方

性自由、性解放、性犯罪、同性恋以及吸毒使欧美国家的性病

患者急剧增多。估计全世界每年新发生的性病患者超过１

亿，特别是近年来艾滋病的迅速蔓延，性病的流行形势变得

越发严峻。

由于受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性传播疾病在近

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发达国家的性传播疾病发病正在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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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特别是传统性病淋病和梅毒。例如在北欧和西欧，淋病

和梅毒的发病率正在明显下降。

但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性传播疾病仍在流

行。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低层人群性传播疾病的患病率仍

很高。例如在美国，低层年轻人淋病的患病率为３０％，早期

梅毒为１２％。发展中国家的性传播疾病的流行情况仍相当

严峻，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还很高，这主要是公共卫

生问题。贫困和城市化是促使发展中国家性传播疾病流行

的主要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２０～

４０岁）多而增长快，所以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比较高。世界

银行在其“１９９３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估计，在１５～４４岁女性

中性传播疾病（不包括艾滋病）占疾病和死亡原因的第二位

（仅次于妇产科疾病），而在男性中，艾滋病占第一位，超过了

结核、车祸、谋杀和暴力。

受社会、性行为和生物学（宿主的免疫状况及病原体的

耐药性）的变化和影响，当今的性传播疾病出现了一些新的

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淋病耐药性的改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磺胺治疗淋病

有效，４０年代出现了耐药性。青霉素最初治疗淋病有特效，

后来也逐渐出现耐药性。淋病耐药菌株的出现，给全球淋病

的防治带来了严重问题。

·５·



２．非淋病性尿道炎急剧增加。本病好发于青壮年，为男

女非淋病性泌尿生殖道炎。近年来全球非淋病性尿道炎急

剧增加，估计病例为淋病的２～３倍，是性传播疾病中的重要

疾病。主要是由支原体和衣原体引起的。目前本病的发病

率在西方国家居传播疾病的首位。

３．病毒性性传播疾病增多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单

纯疱疹病毒、人乳头病毒引起的生殖器疤疹和尖锐湿疣病例

增多，同时发现这些疾病可能与生殖器肿瘤有关。

４．性病性盆腔炎增加。女性性病性盆腔炎是女性淋病

和非淋病性尿道炎的合并症，此外尚有异位妊娠、不孕。在

美国每年有１１万性病性盆腔炎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５．艾滋病的迅速蔓延。１９８１年，艾滋病在美国首先报

告后，全世界发病率逐年增长。本病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

家，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亦正在迅速上升。该病目

前尚无法治愈且死亡率极高。

二、我国性病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性病流行状况相当严重。根据当时

的零星资料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报告，梅毒患病率在某些

少数民族地区高达１０％～４８％，某些大城市为４．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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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农村地区为０．５％～３．８％。淋病患者也很多。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性病的防治工作，采取断然措施，封闭

妓院，取缔暗妓，铲除性病的主要传染源，同时成立了许多各级

性病防治机构，确定防治规划，组织医务人员在城市、农村和少

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经过１０余年的努力，取

得了巨大的成绩。１９６４年我国正式宣布，已基本消灭了性病。

这是我国人民保健事业的一项巨大成就，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

赞扬。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与国际交往的增多和旅游

事业的发展，国内外人员流动频繁，以及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特

别是性自由的影响和色情书刊的毒害，致使在我国多年绝迹的

卖淫、嫖娼又重新出现。一些人对性生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

度。这些因素促使了我国性病患者迅速增加，流行范围日益扩

大，并呈持续蔓延的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性病主要集中

在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和旅游胜地，性病患者大多为青年人，尤

其是一些特殊行业的青年人。近几年来，性病在全国迅速流

行。甚至在边远地区、农村也出现了多年绝迹的性病。性病患

者的年龄范围在扩大，患者的职业范围也在扩大，性病的发病

种类也在增多。由于性病是一类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不仅通

过性交传染，还可以通过共用浴盆、浴巾等生活用品和密切接

触等方式传染，因此得了性病可通过上述方式在夫妻之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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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之间、亲属之间相互传染。所以近几年来性病的无辜受

害者增多。由于我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医

务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医务人员对于性病的防治知识已经有些

生疏，加上性病的概念由经典的性病发展为目前的性传播疾

病，性病的病种增多，相对提高了诊断难度，医院中对性病的误

诊、漏诊时有发生，也给性病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１９８６年我国成立了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和全国性病专家

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１６个城市开展了性病的监测工作。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１６个监测城市在２３　８４６万人中累计发现性

病８４　８７０例，年平均发病率为３５．５／１０万。男女分别为

６４．８／１０万和３５．１／１０万，发病率男高于女。３年中性病年发

病率分别为２１．０２／１０万，３０．９１／１０万，５２．６２／ｌ０万，呈不断

增长趋势。据资料统计，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全国性病例数以每年

３．１９倍的速度增长；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平均增长率仍为４５．６３％

（长江流域为７１．４７％）。据１９９１年的资料推测，当时全国性

病例数已超过百万之多。据全国性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

表明，性病已经取代结核病成为继痢疾和肝炎之后我国第三

大传染病。１９９９年全国共报告淋病、尖锐湿疣、梅毒等８种

性病４６．１５１０万例，比１９９６年增长了１５．８５％。全国各地发

病率为３７／１０万左右，与以往相比继续呈上升趋势。

根据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性病的防治资料和疫情分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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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认识传播疾病

国目前性病具有以下特点：

１．性病流行形势严峻，增长速度持续上升。２．性病最

早集中于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向内地城市、农村甚至边远地

区蔓延。不同地区性病流行情况不同。性病发病率的高低

主要与该地区的交通、经济、旅游及对外交流等因素有关。

３．性病患者以城市居民为主。性病患者的职业构成以工人

居多，其次是个体户和供销人员。４．性病患者的年龄主要集

中于２０～４０岁，男性患者多于女性。５．性病病种的构成以

淋病发病率最高，尖锐湿疣居第二位，非淋病性尿道炎的发

病率迅速上升。

三、２００１年我国的性病疫情

１．２００１年全国共累计报告８种性病７９５　６１２例，较２０００

年（８５９　０４０例）下降了７．３８％，是我国开展性病报告工作以

来出现的首次下降。全国性病总报告发病率为６２．８９／１０万。

淋病、尖锐湿疣和梅毒的报告病例数较２０００年分别下降了

１７．８９％、１２．３１％和３．６６％，ＮＧＵ和生殖器疱疹分别增长了

５．０２％和１４．０５％。ＮＧＵ的报告病例数已超过淋病居８种

报告性病的首位。据分析，２００１年全国性病报告病例数下降

与各地加强预防控制和干预工作有关，同时也与部分地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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