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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影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方法　将 ＨＩＶ感
染者的配偶或固定性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一般资料及安全套使用情况资料，以等级资料的秩和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分析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３９５位研究对象，其中７２．６６％的人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
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１５．７０％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经统计分析，民族、是否有小孩、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配偶或固定性

伴查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和自认为从配偶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是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结论　我国 ＨＩＶ感
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的使用状况仍不甚理想，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以后的工作中，应针对重点人群，加强艾滋病

的干预工作，并按时进行高危人群的筛查，以便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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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所导 致的免疫缺陷综合征，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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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认的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

一［１５］。但相当大比例的 ＨＩＶ感染者仍存在发生无
保护的性行为，这使他们成为 ＨＩＶ新发感染的重要
来源［６７］。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是 ＨＩＶ感染
者最亲密的接触者，与感染者有稳定的性关系，成为

ＨＩＶ感染的重要高危人群，在这一人群中推广安全
套的使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影响该人群安
全套使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了有针对性地、有
效地在该人群中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本研究对中国
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四川省西昌市的 ＨＩＶ感
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进行现况调查，探索影响 ＨＩＶ
感染者与配偶或固定性伴间安全套使用的因素，以
探讨更有效地推广安全套使用的措施。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四川省西
昌市，通过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等掌
握的经 ＨＩＶ感染确认试验（ＷＢ）判定为 ＨＩＶ阳性
人员的信息，利用非概率抽样（随意抽样、判断抽样、
定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追踪其配偶或固定性伴，
对追踪到的遴选对象严格按照其纳入和排除标准，
进行最终研究对象的选定。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
岁及以上；（２）ＨＩＶ 感染者的配偶或固定性伴，且

ＨＩＶ阴性；（３）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１）最
近半年内未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２）由于
残疾（如严重精神疾病、智力缺陷、语言障碍等）而不
能参加调查。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横断面调
查。问卷基础信息由调查人员填写，其余内容由调
查人员通过询问而填写；调查结束后，进行完整性和
逻辑性检查，审查合格的调查问卷交档案管理人员，
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将问卷移交给数据管理人员录

入，全程确保问卷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１．３　研究内容　包括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的一般情
况、性行为状况、安全套的使用状况以及可能的影响
因素。其具体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类型、
当地居住时间、文化程度、职业、最近半年是否使用
毒品、是否有小孩、家庭月收入、生活费用主要来源、
对自我健康的关心程度、艾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认
为艾滋病的严重程度、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可能
性、是否接受过有关艾滋病服务、配偶或固定性伴查
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是否有生育计划、认为从配偶
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以及最近半年内
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其中，艾
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用１５项有关艾滋病传播方式
或预防措施等的题目来衡量；安全套的使用频率分

为从未使用、有时使用、每次都用３类。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软件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立数据
库，进行数据的双录入并校对，采用ＳＡＳ８．０统计软
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等级资料的秩
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多分类反应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征集到４７３位研究对
象，其中来自新疆３６２位，四川西昌１１１位。４７３位
中的７８位因最近半年内未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
性行为而剔除，最终共纳入研究对象３９５位。３９５位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中，年龄１９～６５岁，平
均（３３．９３±６．８４）岁。其中８０．７６％（３１９／３９５）为女
性；７７．６６％（３０６／３９４）有小孩，２０．７６％（８２／３９５）仍
有生育计划；维吾尔族、汉族和彝族调查对象各占

６５．３２％（２５８／３９５）、１８．７３％（７４／３９５）和８．６１％（３４／

３９５），其他少数民族者尚有一定比例（７．３４％，２９／

３９５）；被调查者几乎一半为农村户口（４８．９８％，１９３／

３９４）；居住地相对稳定，９３．９２％（３７１／３９５）的被调查
者在当地居住达两年及以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
中及以下者超过了一半（６９．０４％，２７２／３９４），大专以
上者仅占５．５８％（２２／３９４）；大多没有固定的职业，家
务或待业者占４４．６７％（１７６／３９４）；家庭月收入普遍
较低，１０００元及以下者占７１．３９％（２８２／３９５），高收
入者极少，４０００元以上者仅占２．２８％（９／３９５）；生活
费用的主要来源大多为自己（５５．２２％，２１７／３９３），靠
配偶或固定性伴的仅占２２．１４％（８７／３９３）。

２．２　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最
近半年内，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

７２．６６％（２８７／３９５）的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
每次性生活都使用安全套，从不使用者占１５．７０％
（６２／３９５）。从人口基本特征来看，不同民族间、不同
户口类型间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的
使用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秩和检验χ

２＝４２．９２，

Ｐ＜０．０００１；χ
２＝８．８９，Ｐ＝０．００２９）；有小孩的 ＨＩＶ

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的使用频率高于无小

孩者（秩和检验χ
２＝１４．０７，Ｐ＝０．０００２）；其余人口

基本特征变量不同水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和态度来看，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对自身健康的关心程
度、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认为自己从配偶
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配偶或固定性伴
查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是否曾接受过艾滋病相关服
务、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不同，其安全套的使用频率
也不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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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人口基本特征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情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ｎ（％）

Ｎｅｖｅ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ｏｔａｌ χ２ Ｐ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４２．９２ ＜０．０００１
　　Ｈ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１６（２１．６２） １３（１７．５７） ４５（６０．８１） ７４
　　Ｕｙｇｈｕｒ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２５（９．６９） ２８（１０．８５） ２０５（７９．４６） ２５８
　　Ｙｉ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２１（６１．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８．２４） ３４
　　Ｏｔｈｅｒｓ ０（０．００） ５（１７．２４） ２４（８２．７６） ２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ｙ ８．８９ ０．００２９
　　Ｒｕｒａｌ ４２（２１．７６） ２３（１１．９２） １２８（６６．３２） １９３
　　Ｕｒｂａｎ ２０（９．９５） ２３（１１．４４） １５８（７８．６１） ２０１
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ｒｎｏｔ １４．０７ ０．０００２
　　Ｙｅｓ ４６（１５．０３） ２１（６．８６） ２３９（７８．１０） ３０６
　　Ｎｏ １５（１７．０５） ２５（２８．４１） ４８（５４．５５） ８８

表２　不同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的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情况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Ｉ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ｎ（％）

Ｎｅｖｅｒ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ｏｔａｌ χ２ Ｐ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１０．１３ ０．００６３
　　Ｓｔｒｏｎｇ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１９（９．６４） ２２（１１．１７） １５６（７９．１９） １９７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ｗａｒｅ ４３（２２．１６） ２３（１１．８６） １２８（６５．９８） １９４
　　Ｌａｃｋ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２（６６．６７） ３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ｃａｔｃｈＨＩＶ １５．９７ ０．００３１
　　Ｖｅｒｙｇｒｅａｔ ５（２７．７８） ３（１６．６７） １０（５５．５６） １８
　　Ｇｒｅａｔ １９（２０．００） １３（１３．６８） ６３（６６．３２） ９５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２１（１７．８０） １６（１３．５６） ８１（６８．６４） １１８
　　Ｌｉｔｔｌｅ ９（８．７４） ８（７．７７） ８６（８３．５０） １０３
　　Ｖｅｒｙｌｉｔｔｌｅ ３（５．８８） ５（９．８０） ４３（８４．３１） ５１
ＡｃｃｅｐｔＡＩ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５．２２ ＜０．０００１
　　Ｙｅｓ ４９（１３．０７） ４５（１２．００） ２８１（７４．９３） ３７５
　　Ｎｏ １３（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２０
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ＨＩＶ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４１．７６ ＜０．０００１
　　Ｒｅｃｅｎｔｍｏｎｔｈ ６（７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８
　　Ａｍｏｎｔｈ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 ６（３１．５８） ５（２６．３２） ８（４２．１１） １９
　　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ｈａｌｆａｙｅａｒ ７（２６．９２） ４（１５．３８） １５（５７．６９） ２６
　　Ｈａｌｆａｙｅａｒ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ｏｎｅｙｅａｒ ６（１１．３２） ７（１３．２１） ４０（７４．４７） ５３
　　Ｏｎｅｙｅａｒ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１９（１５．３２） １６（１２．９０） ８９（７１．７７） １２４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１８（１０．９８） １２（７．３２） １３４（８１．７１） １６４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ｃａｔｃｈＨＩＶｆｒｏｍ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２９．２２ ＜０．０００１
　　Ｖｅｒｙｇｒｅａｔ ４（１３．７９） ７（２４．１４） １８（６２．０７） ２９
　　Ｇｒｅａｔ ２２（２１．５７） ２０（１９．６１） ６０（５８．８２） １０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２５（２２．１２） １１（９．７３） ７７（６８．１４） １１３
　　Ｌｉｔｔｌｅ ９（８．５７） ５（４．７６） ９１（８６．６７） １０５
　　Ｖｅｒｙｌｉｔｔｌｅ １（２．２７） ３（６．８２） ４０（９０．９１） ４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ＨＩＶ／ＡＩＤＳ ４３．９６ ＜０．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 ３（２３．０８） １（７．６９） ９（６９．２３） １３
　　Ｆａｉｌｉｎｏｎ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１（２．６３） １（２．８３） ３６（９４．７４） ３８
　　Ｆａｉｌｉｎｔｗ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３（３．８５） １０（１２．８２） ６５（８３．３３） ７８
　　Ｆａｉｌ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ｆｏｕｒ １８（１１．５４） １８（１１．５４） １２０（７６．９２） １５６
　　Ｆａｉｌｉｎｆｉｖｅａｎｄａｂｏｖｅ ３７（３３．６４） １６（１４．５５） ５７（５１．８２） １１０

２．３　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利
用有序多分类反应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 ＨＩＶ
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情况进行多因素

分析，设定α入＝０．０５，α出＝０．０５。自变量中，民族、

有无小孩、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配偶或固定性伴查
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和自认为从配偶或固定性伴处
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等５个变量进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表３）。由表３可见，维吾尔族的 ＨＩＶ感染者配

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的使用情况较好（相对于汉族

ＯＲ＝２．６９，９５％ＣＩ：１．３３～５．４４）；有小孩者比无小
孩者安全套使用情况好（ＯＲ＝２．１５，９５％ＣＩ：１．１９～
３．８９）；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好的研究对象，其安全
套的使用情况较好，１５项有关艾滋病预防、传播方

式等的题目中，相对于回答错５项及以上者，回答错

１项、回答错２项和回答错３项或４项者ＯＲ 值分
别为２２．９７（９５％ＣＩ：４．６８～１１２．７９）、３．７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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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１．６３～８．４５）和１．９１（９５％ＣＩ：１．０１～３．６０）；配偶
或固定性伴查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越早，其感染者配
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的使用情况越好，相对于最近

１个月之内配偶或固定性伴查出感染 ＨＩＶ的研究
对象安全套的使用情况而言，配偶或固定性伴在３
年前、１年前且３年内、半年前且１年内、３个月前且
半年内查出感染 ＨＩＶ者ＯＲ 值分别为１９．２８（９５％
ＣＩ：３．１６～１１７．８２）、１５．３６（９５％ＣＩ：２．４９～９４．９０）、

１６．１３（９５％ＣＩ：２．４０～１０８．２６）、１０．３２（９５％ＣＩ：１．４６～
７３．１４）；自认为从配偶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可能
性越小的研究对象，其安全套的使用情况越好，相对
于认为从配偶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可能性非常大
者，认为可能性一般、小、非常小者的ＯＲ值分别为

２．７５（９５％ＣＩ：１．００～７．５４）、３．５３（９５％ＣＩ：１．２３～
１０．１８）、６．７３（９５％ＣＩ：１．７１～２６．４３）。

表３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

安全套使用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ｎ＝３７７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Ｒ（９５％ＣＩ） 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Ｕｙｇｈｕｒ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２．６９（１．３３５．４４） ０．００６０
　　Ｙｉ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０．４７（０．１７１．２９） ０．１４４２
　　Ｏｔｈｅｒｓ ３．０３（０．８４１０．８８） ０．０８９２
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ｒｎｏｔ
　　Ｎｏ  
　　Ｙｅｓ ２．１５（１．１９３．８９） ０．０１１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ＨＩＶ／ＡＩＤ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 ３．７２（０．８７１６．０１） ０．０７７４
　　Ｆａｉｌｉｎｏｎ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２２．９７（４．６８１１２．７９） ０．０００１
　　Ｆａｉｌｉｎｔｗｏ ３．７１（１．６３８．４５） ０．００１８
　　Ｆａｉｌｉｎｔｈｒｅｅｏｒｆｏｕｒ １．９１（１．０１３．６０） ０．０４５３
　　Ｆａｉｌｉｎｆｉｖｅａｎｄａｂｏｖｅ  
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ＨＩＶ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Ｒｅｃｅｎｔｍｏｎｔｈ  
　　Ａｍｏｎｔｈ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 ４．６１（０．６１３４．７７） ０．１３８３
　　　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ｇｏ， １０．３２（１．４６７３．１４） ０．０１９４
　　　ｗｉｔｈｉｎｈａｌｆａｙｅａｒ
　　Ｈａｌｆａｙｅａｒ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 １６．１３（２．４０１０８．２６） ０．００４２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Ｏｎｅｙｅａｒａｇｏ，ｗｉｔｈｉｎ １５．３６（２．４９９４．９０） ０．００３３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１９．２８（３．１６１１７．８２） ０．００１４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
　ｃａｔｃｈＨＩＶｆｒｏｍｓｐｏｕｓｅｓ／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Ｖｅｒｙｇｒｅａｔ  
　　Ｇｒｅａｔ １．３９（０．５２３．７０） ０．５１２６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２．７５（１．００７．５４） ０．０４９６
　　Ｌｉｔｔｌｅ ３．５３（１．２３１０．１８） ０．０１９４
　　Ｖｅｒｙｌｉｔｔｌｅ ６．７３（１．７１２６．４３） ０．００６３

　ａ：Ｓｏ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ｓｏ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ａ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３７７

３　讨　论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ＨＩＶ感染者异性性伴的夫
妻间感染率高达１５％～２５％［８］。全程、正确地使用
安全套是主要的阻断 ＨＩＶ经性传播的重要预防策
略［１５］。国内外几项针对 ＨＩＶ 感染者配偶的研
究［７，９１８］显 示，每 次 性 生 活 都 使 用 安 全 套 者 占

２．６０％～９５．１９％，不同研究间差异较大。本研究发
现，我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四川省西昌市的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中，７２．６６％的人每次
性生活都使用安全套，与Ｐａｎｏｚｚｏ等［１３］和赵婷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仍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１００％使用安全套的目标。

　　相关研究显示，影响该人群安全套使用的因素
主要为年龄、文化程度、接受干预的次数、艾滋病危
险感知以及安全套的可及性等［７，９１２，１４１７］。本研究中
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为民族、有无小孩、艾滋病知
识知晓情况、配偶或固定性伴查出感染 ＨＩＶ的时间
和自认为从配偶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考虑其可能原因为：（１）
我国少数民族多聚集分布，不同民族间安全套使用
情况不同可能与文化和风俗理念不同有关，也可能
是不同地区艾滋病干预工作强度不同导致的。（２）
安全套不仅可以预防艾滋病，其另一主要功能是避
孕，没有小孩的夫妻，其避孕意识薄弱，安全套的使
用就随之减少。（３）配偶或固定性伴查出感染 ＨＩＶ
的时间越长，其配偶或固定性伴对艾滋病及相关预
防措施的了解就越多，在以后的性生活中，安全套的
使用也就随之增加。（４）就研究对象自报从其配偶
或固定性伴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而言，其危险感知
较弱者，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反而较好。这看似是一
个矛盾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可能是因
为研究对象知道安全套可以有效地预防 ＨＩＶ经性
传播，所以他们安全套的使用率高甚至每次性生活
都用，那么自认为从配偶处感染 ＨＩＶ的可能性就
较小。

　　上述结果提示，在今后的艾滋病干预工作中，应
特别重视还未生育的 ＨＩＶ感染者的配偶或固定性
伴，为了预防 ＨＩＶ夫妻间的性传播，可尝试将计划
生育工作和艾滋病工作相结合，可能会起到更好的
干预效果。同时，可针对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开展有
针对性的干预项目，而且要有足够的干预强度和次
数［１１］。与此同时，及时、有效地做好艾滋病高危人
群的筛查工作，尽早将感染状态告知感染者，并用恰
当的方式尽早通知其配偶或固定性伴，以便使其采
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必要时可对其进行定期上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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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检测和干预。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吸取国内外艾
滋病干预工作的经验，必要时推行暴露前预防用药
（Ｐｒ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ＰｒＥＰ），同时加强艾滋
病的宣传教育，增强其警觉性，提高预防意识，积极
发挥艾滋病咨询检测工作的作用，通过专业咨询人
员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为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
服务的高危人群提供改变高危行为的干预服务，大
力推广１００％安全套使用项目。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实际调查中
不能采用随机抽样，但是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
性和信息的可靠性，项目组人员与当地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或传染病医院等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基于他
们对该人群深入广泛的了解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本
研究的调查对象较符合该人群真实的情况；同时现
场调查人员都经过项目组严格的培训，在取得调查
对象的知情同意后，承诺信息的保密性，在严格的质
量控制条件下，完成现场调查，所以本次调查的数据
信息较具可靠性。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仅来源于我国西部的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四川省西昌市，且均为 ＨＩＶ疫情严重
区域［１９］，在后续的研究中，应酌情进一步增加调查
现场的覆盖面和扩大样本含量。同时，本研究仅对

ＨＩＶ感染者的配偶或固定性伴进行了调查，在后续
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将 ＨＩＶ感染者和配偶一起纳入
到研究中，因是否使用安全套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决
定。本研究虽然已经确定了几个有意义的影响

ＨＩＶ感染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的因素，但
是影响安全套使用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如
社会文化因素、管理服务因素等，在随后的研究中尚
需要进一步完善。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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