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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接触者焦虑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及其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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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健康领域社会风险预测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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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男男性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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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以及焦虑)抑郁)焦虑和抑郁共病与艾滋病相关行

为特征的关系#为该人群的艾滋病行为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

以非随机抽样方法招募研究对象#用焦虑自评量表$

5'5

%和流

调中心抑郁量表$

NT5F?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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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评定(根据量表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焦虑组)抑郁组)共病组和焦虑

抑郁阴性组#比较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共病组艾滋病相关行为的差异#并通过典则相关分析焦虑组和抑郁组各症状的相

关性(

结果
!

共调查了
E$C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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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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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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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

E$C

%#焦虑抑郁共病者

占
!B=!E[

$

!%%

"

E$C

%(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焦虑)抑郁患病状况以及焦虑抑郁共病与户口)文化程度)性取向以及性病史这
C

个

人口学特征相关$

:

&

"="$

%&女性性伴数)最近
&

个月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的频率以及最近半年是否提供或得到商业性性服务

这
%

个艾滋病相关行为特征与焦虑)抑郁患病状况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相关$

:

&

"="$

%(焦虑和抑郁两组症状的典则相关分析

表明#焦虑量表中的焦虑和恐慌$

]#

%)身体控制$

]%

%和肠胃相关感$

]C

%与抑郁量表中的抑郁情绪$

\#

%和躯体症状$

\%

%正相

关&焦虑量表中的前庭感觉$

]!

%与抑郁量表中的积极情绪$

\!

%正相关#与文化程度$

\&

%负相关(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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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虑)抑郁

问题普遍存在#焦虑症状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其共病现象较严重#并与
656

的艾滋病相关行为特征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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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男男性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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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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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发艾滋病感染增速最快的群体(

据估计#我国艾滋病经男男性接触传播比例高达

!#[

*

#

+

(由于特殊的性取向#社会各界对
656

存

在较大偏见与误解*

!

+

#社会排斥和歧视)内化的负面

成见以及缺乏支持等使他们常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长时间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

+

(在心理研究领域#

焦虑和抑郁是两种最主要的负面情绪#有研究表明

焦虑)抑郁症状不仅危害人们的心理健康#且与吸

烟)饮酒及自杀等多种危害健康的行为相关*

CF&

+

(焦

虑和抑郁存在共病情况#

!""#

"

!""%

年美国第
!

次

共病调查结果显示#抑郁与焦虑障碍终身共病率和

#!

个月时点共病率高达
$G=![

和
$B=$[

*

B

+

(国外

研究表明#焦虑和抑郁症状可能存在增强作用#抑郁

伴焦虑比单纯抑郁者有更严重的抑郁症状#焦虑伴

抑郁比单纯焦虑者有更严重的焦虑症状*

E

+

(已有国

内外研究发现抑郁)焦虑等
656

心理问题与高危

行为及
QA>

感染有关*

GF#"

+

#然而这些研究仅探讨了

656

艾滋病相关行为与单个心理因素的相关性#而

656

焦虑与抑郁的共病现象及其与共病的联系有

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通过对
656

的焦虑)抑郁

及焦虑抑郁共病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焦虑组)抑郁组

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组在人口学变量和艾滋病相关行

为上的差异#并采用典则相关探讨焦虑症状和抑郁

症状之间的相关性#旨在为该人群的行为干预提供

理论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数据来源
!

本研究来源于-十二五.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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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性行为前后服抗病毒药物预防

QA>

新发感染研究.#研究对象为中国西部地区$包

括重庆主城)绵阳)遂宁等
B

个城市%的
656

(采用

非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招募#主要通过网络宣传)各省

市疾病控制中心)同志工作组获得研究对象#共
G"C

名研究对象参与本次调查(纳入标准!年龄
+

#&

岁

且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

QA>

阴性(问卷调查采

用自填问卷的方式#包括基本资料)艾滋病相关知识

和高危性行为)心理量表等多个部分(本研究根据

填写焦虑和抑郁心理量表的完整情况进行问卷回

收#回收有效问卷
E$C

份#有效回收率为
GC[

(

#=!

!

调查工具
!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文化

程度)职业)婚姻)经济状况等人口学特征以及艾滋

病相关知识和高危性行为相关条目(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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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评定焦虑症状

的严重程度#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被广泛应

用*

##F#C

+

(该量表采用
C

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出现

的频度#分析方法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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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

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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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取整数部分#得到

标准分#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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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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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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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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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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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焦虑组)

抑郁组)共病组和焦虑抑郁阴性组在人口学特征和

艾滋病相关行为上的差异分析采用
#

!检验#焦虑与

抑郁两组指标的关系用典则相关分析#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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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因素焦虑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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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接触者焦虑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及其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关系

$

]%

%)肠胃相关的感觉$

]C

%为典则变量
_

#以抑郁

C

个因素抑郁情绪$

\#

%)积极情绪$

\!

%)躯体症状

与活动迟滞$

\%

%)人际$

\C

%为典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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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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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N'<N@II

过程进行典则相关分析(

检验水准$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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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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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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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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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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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C

名研究对象中#最小

者
#&

岁#最大者
&B

岁#平均年龄为$

%"=""XE=GE

%岁(

城镇户口
$CG

人#占
&C=E![

&农村户口
!GE

人#占

%$=#E[

&缺失
B

人(大专及以上者
C&%

人#占
$C=!![

&

高中
!$&

人#占
!G=GE[

&初中
#"#

人#占
##=E%[

&小

学及以下者
%C

人#仅占
%=GE[

(在业人员
&B$

人#占

BG=#%[

&学生
##&

人#占
#%=&[

&无业人员
$%

人#退

休人员
G

人#分别占
&=!#[

)

#="&[

&缺失
#

人(未婚

&"G

人#占
B#=%#[

&已婚
#B!

人#占
!"=#C[

&离异
B!

人#占
E=C%[

&丧偶
#

人#占
"=#![

(同性恋
&"%

人#

占
B"=&#[

&双性恋
!$#

人#占
!G=%G[

(

!=!

!

检出率
!

在
E$C

名研究对象中#

5'5

焦虑自评

量表总分
+

$"

分者#即明显存在焦虑症状的
656

共

!B%

例#占
%#=GB[

&

NT5F?

量表总分
+

#&

分者#即明

显存在抑郁症状的
656

共
%EG

例#占
C$=$$[

&既有

焦虑又有抑郁的共
!%%

例#占
!B=!E[

&在有焦虑症状

的
656

人群中#

E$=%$[

合并抑郁&在有抑郁症状的

656

中#

$G=G"[

合并焦虑(

!=%

!

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共病组在人口学特

征上的差异
!

焦虑组)抑郁组)共病组)焦虑抑郁阴

性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XG=!

%)$

!G=GXB=#

%)

$

%"=CXE=G

%)$

!G=&XE=E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Sj"=%E

#

:j"=BB

%(经
#

! 检验显示#在户口)文

化程度)性取向以及性病史上#

C

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656

多为城镇户口#占

&C=E![

#但农村户口
656

有焦虑和$或%抑郁症状

的比例$

$!=&E[

%高于城镇户口者$

CE=&%[

%#并且

农村户口的焦虑抑郁共病检出率$

%!=$$[

%也高于

城镇户口$

!C="C[

%(在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

的
656

焦虑和$或%抑郁检出率为
B%=$%[

#其中共

病检出率为
$"=""[

#远高于大专及以上人群(性

取向方面#双性恋的焦虑抑郁检出率$

$E=$B[

%高于

同性恋$

C&=BB[

%#并且双性恋中有
%C=!&[

出现共

病情况&在得过性病的
656

中#

&"=&#[

有焦虑和

$或%抑郁症状#

C%=GC[

出现焦虑和抑郁共存(

表
!

!

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共病组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

$

[

%

!

变量
=

焦虑组

,jC"

抑郁组

,j#$&

共病组

,j!%%

焦虑抑郁阴性组

,jC!$

#

!值
:

值

户口
#"=$"B "="#$

!

城镇
$CG !%

$

C=#G

%

"

##!

$

!"=C"

%

)

#%!

$

!C="C

%

#

!E!

$

$#=%B

%

!

农村
!GE

#B

$

$=B"

%

"

C%

$

#C=C%

%

)

GB

$

%!=$$

%

#

#C#

$

CB=%!

%

文化程度
#E=EB& "="!&

!

小学及以下
%C "

$

"=""

%

E

$

!%=$%

%

#B

$

$"=""

%

#

G

$

!&=CB

%

!

初中
#"# B

$

&=G%

%

#C

$

#%=E&

%

%!

$

%#=&E

%

#

CE

$

CB=$!

%

!

高中
!$& #%

$

$="E

%

$"

$

#G=$%

%

B!

$

!E=#%

%

#!#

$

CB=!B

%

!

大专及以上
C&% !"

$

C=%!

%

EC

$

#E=#C

%

##!

$

!C=#G

%

!CB

$

$%=%$

%

性取向
#C=B!% "=""!

!

同性恋
&"%

!%

$

%=E#

%

#

##!

$

#E=$B

%

#CB

$

!C=%E

%

#

%!#

$

$%=!%

%

!

双性恋
!$# #B

$

&=BB

%

#

CC

$

#B=$%

%

E&

$

%C=!&

%

#

#"C

$

C#=C%

%

性病史
#"=#%E "="#B

!

有
&& %

$

C=$$

%

E

$

#!=#!

%

)

!G

$

C%=GC

%

#

!&

$

%G=%G

%

!

无
BE! %B

$

C=B%

%

#C%

$

#E=!G

%

)

!"%

$

!$=G&

%

#

%GG

$

$#="!

%

!!

户口缺失
B

人#性病史缺失
&

人
=

#

:

&

"="$

与焦虑抑郁阴性组比较&

"

:

&

"="$

与抑郁组比较&

)

:

&

"="$

与共病组比较

!=C

!

艾滋病相关行为在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

共病组的差异分析
!

#

!检验的结果显示#女性性伴

数)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的频率和是否发生过商业性

服务这
%

种艾滋病相关行为在焦虑组)抑郁组)共病

组和焦虑抑郁阴性组上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共病组中#女性性伴数大于
#

的

,

G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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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

656

占
!$=B&[

#高于焦虑组$

!!=$"[

%)抑郁组

$

#G=EB[

%和焦虑抑郁阴性组$

#$="&[

%&在最近
&

个

月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的频率方面#共病组和抑郁组

中经常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的
656

分别占
E=B&[

)

B=&C[

#高于焦虑组$

!=B#[

%和阴性组$

!=B$[

%&在最

近半年是否提供或得到商业性服务方面#共病组中发

生过商业性服务的
656

占
E=!%[

#高于焦虑组

$

!=$"[

%)抑郁组$

C=$![

%和阴性组$

%=$$[

%(

表
A

!

艾滋病相关行为在焦虑组%抑郁组和焦虑抑郁共病组的差异分析

,

$

[

%

!

变量
焦虑组

=jC"

抑郁组

=j#$&

共病组

=j!%%

焦虑抑郁阴性组

=jC!$

#

!值
:

值

性角色
B=$C "=!BC

!

-

"

.

C

$

#"=!&

%

!!

$

#C=!G

%

%#

$

#%=%&

%

%G

$

G=!&

%

!

-

#

.

G

$

!%="E

%

C$

$

!G=!!

%

$E

$

!$=""

%

#%$

$

%!="B

%

!

两者兼备
!&

$

&&=&B

%

EB

$

$&=CG

%

#C%

$

&#=&C

%

!CB

$

$E=&B

%

男性性伴数
%=%! "=%C$

!%

# #&

$

C"=""

%

BC

$

CB=CC

%

#"&

$

C$=$"

%

#B#

$

C"=!C

%

!,

# !C

$

&"=""

%

E!

$

$!=$&

%

#!B

$

$C=$"

%

!$C

$

$G=B&

%

女性性伴数
#%=#E "=""C

!%

# G

$

!!=$"

%

%#

$

#G=EB

%

)

&"

$

!$=B&

%

#

&C

$

#$="&

%

!,

# %#

$

BB=$"

%

#!$

$

E"=#%

%

#B%

$

BC=!C

%

%&#

$

EC=GC

%

性接触时是否使用避孕套
#=G$ "=$EC

!

是
#B

$

$%=#%

%

&B

$

CG=!&

%

#""

$

$#="!

%

!"C

$

$$=C%

%

!

否
#$

$

C&=EB

%

&G

$

$"=BC

%

G&

$

CE=GE

%

#&C

$

CC=$B

%

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
!#=## "="#!

!

经常
#

$

!=B#

%

")

##

$

B=&C

%

#

#G

$

E=B&

%

#

##

$

!=B$

%

!

有时
$

$

#%=$#

%

%!

$

!!=!!

%

%$

$

#&=#%

%

&#

$

#$=!$

%

!

偶尔
##

$

!G=B%

%

$C

$

%B=$"

%

E$

$

%G=#B

%

#&C

$

C#=""

%

!

不会
!"

$

$C="$

%

CB

$

%!=&C

%

BE

$

%$=GC

%

#&C

$

C#=""

%

提供或得到商业性服务
B=G! "="C$

!

有
#

$

!=$"

%

)

B

$

C=$!

%

#G

$

E=!%

%

#

#$

$

%=$$

%

!

无
%G

$

GB=$"

%

#CE

$

G$=CE

%

!#!

$

G#=BB

%

C"E

$

G&=C$

%

!!

性角色缺失
E

人#性接触时是否使用避孕套缺失
#!!

人#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缺失
$&

人#提供或得到商业性服务缺失
$

人
=

#

:

&

"="$

与焦虑抑郁阴性组比较&

"

:

&

"="$

与抑郁组比较&

)

:

&

"="$

与共病组比较

!=$

!

656

人群中焦虑和抑郁的典则相关分析
!

以

焦虑量表
C

个因素$

]#

"

]C

%为
_

变量组#以抑郁量

表四个因素$

\#

"

\C

%和户口$

\$

%)文化程度$

\&

%)性

取向$

\B

%)性病史$

\E

%

C

个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女性

性伴数$

\G

%)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频率$

\#"

%)商业性

服务$

\##

%

%

个行为特征变量为
>

变量组#将两组变

量进行典则相关分析#结果得到
C

对典则变量$表
%

%(

C

对典则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BCE

)

"=CG#

)

"=!!!

)

"=#E&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前两对典则

变量所能解释的变异占总变异的
GC=E[

$见表
%

中累

计百分比列%#最后两对典则变量的作用较小#只解释

了总变异的
$=![

#可以不予考虑(

表
E

!

典则变量和典则相关系数

典则变量 典则相关系数 标准误
?

! 特征值 差异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S

值
:

值

# "=BCE "="#B "=$$G #=!&B "=G$" "=B$E "=B$E #G=BC"

&

"="""#

! "=CG# "="%" "=!C# "=%#B "=!&$ "=#G" "=GCE E="&"

&

"="""#

% "=!!! "="%E "="CG "="$! "="#& "="%# "=GBG %="&"

&

"="""#

C "=#E& "="%E "="%$ "="%& "="!# #=""" !=E!"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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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胡
!

珊#等
=

男男性接触者焦虑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及其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关系

!!

表
C

为各组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的典则相关系

数矩阵(典则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原变

量为典则变量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系数绝对值越

大#影响越大#对应的变量即为该典则变量的主要变

量#典则系数的正)负符号不同#表明影响的方向不

同(第一对典则变量中#

>#

主要由抑郁情绪$

\#

%

和躯体症状$

\%

%决定#相关系数分别为
"=G%C

和

"=EC&

#

_#

主要由焦虑和恐慌$

]#

%)身体控制$

]%

%

和肠胃相关感$

]C

%决定#相关系数为分别为
"=GC!

)

"=B&G

和
"=B&!

&因此第一对典则变量主要体现焦虑

量表中的焦虑和恐慌$

]#

%)身体控制$

]%

%)肠胃相

关感$

]C

%与抑郁量表中的抑郁情绪$

\#

%和躯体症

状$

\%

%的正相关(第二对典则变量中#

>!

主要由

积极情绪$

\!

%和文化程度$

\&

%决定#其相关系数分

别为
"=EE#

和
k"=CBG

#

_!

主要由前庭感觉$

]!

%决

定#相关系数为
"=EEC

#这说明焦虑量表中的前庭感

觉$

]!

%与抑郁量表中的积极情绪$

\!

%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与文化程度$

\&

%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表
"

!

原变量与典则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 >! >% >C _# _! _% _C

\# "=G%C k"=!!E k"=!"E k"="EB "=&GE k"=##! k"="C& k"="#&

\! "=%B& "=EE# k"=#&E "="!! "=!E# "=C%! k"="%B "=""C

\% "=EC& k"=!"" "=%#$ "=%!! "=&%! k"="GE "="B" "="&"

\C "=&#B k"=#!$ "=%B! k"=C$C "=C&# k"="&# "="E% k"="EC

\$ "="%& "=#$$ "="C" k"=C!B "="!B "="B& "=""G k"="BG

\& k"=##C k"=CBG k"=#GE "=%CE k"="E$ k"=!%$ k"="CC "="&$

\B "=#!$ "="E% k"="GC "=#!& "="G% "="C# k"="!# "="!%

\E k"=##& k"="$C k"="E% k"=""& k"="EB k"="!& k"="#G k"=""#

\G "="G% "="$& k"=%E" "=#$G "="&G "="!E k"="EC "="%"

\#" k"=##% k"="%% "="$& k"="#E k"="EC k"="#& "="#! k"=""%

\## k"="&B "="!# k"="EG k"=#CB k"="$" "="#" k"="!" k"="!B

]# "=B"C k"=#"! k"="$! k"="!C "=GC! k"=!"B k"=!%C k"=#!&

]! "=%"$ "=C%C "="#E "="C" "=C"E "=EEC "="E% "=!#%

]% "=$B$ k"="C& "=##G k"="&! "=B&G k"="G% "=$%B k"=%%C

]C "=$B" k"=#%& "="EB "="E# "=B&! k"=!BE "=%G# "=C%$

!!

\#

!抑郁情绪&

\!

!积极情绪&

\%

!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

\C

!人际&

\$

!户口&

\&

!文化程度&

\B

!性取向&

\E

!性病史&

\G

!女

性性伴数&

\#"

!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频率&

\##

!商业性服务&

]#

!焦虑和恐慌&

]!

!前庭感觉&

]%

!身体控制&

]C

!肠胃相关的

感觉

E

!

讨
!

论

典则相关分析允许多个预测因子和标准变量#

典则相关系数能简单)完整地描述两组变量的关系#

相对于多元回归)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典则分析

可把两组变量间的信息更充分地揭示出来*

#BF#E

+

(本

研究采用典则相关方法#能更好地反映焦虑和抑郁

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一对典则变量主要反映焦

虑量表和抑郁量表的关系#通过第一对典则变量可

以得出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两类指标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即焦虑量表得分越高#则抑郁量表得分也越

高#并且焦虑量表中的焦虑恐慌因子与抑郁量表中

的抑郁情绪因子相关性最高(第二对典则变量主要

表现在焦虑量表中的前庭感觉与抑郁量表中的积极

情绪的正相关#与文化程度的负相关#这说明积极情

绪得分越高#前庭感觉的得分就越高#文化程度越

高#前庭感觉的得分就越低(

本研究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的
656

人群焦虑

和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
%#=GB[

和
C$=$$[

#高于张

洪波等*

#G

+在中学生中调查的结果#可能是因为

656

人群由于性取向的特殊性受到社会歧视#心理

承受着很大的负担#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较高(

6-33;

等*

!"

+使用与本研究同样的
NT5F?

对
656

进

行调查时发现#

656

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G=![

$得分
+

#&

分%#也高于美国普通成年人的检出率(

此外#本研究发现焦虑患者中#

E$=%$[

合并抑郁&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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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

郁者中#

$G=G"[

合并焦虑#高于
!""%

年美国第二次

全国共病调查结果$

$G=!"[

%#也高于老年人群的焦

虑抑郁共病率$

%"[

"

$%[

%

*

!#

+

(

656

人群中焦虑

和抑郁的共病情况高于一般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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