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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近
#

年
TA=

检测比例较低#而整体
TA=

感染率较高#且近
#

年未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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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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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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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风险)应继续深入加强以&同志'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教育#进一步提高

艾滋病高流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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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定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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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比例#有效控制艾滋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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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多性伴及无保护肛交性行为等特征#

是推动艾滋病疫情发展的重点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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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

国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中全国哨点监测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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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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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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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群的阳性率有所下降或保持在较低水平*每年

新发病例中性传播病例的比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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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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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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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c

#其中男同性恋传播比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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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期一项关于高危人群频繁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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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成本效益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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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经常

性地进行
TA=

定期检测#不仅有利于感染者早期发

现和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通过关怀和支持等预防

服务还可促使其减少危险行为#降低感染艾滋病的

风险#同时降低感染者体内的
TA=

病毒载量#有效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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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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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检测
#

次#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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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给予进一步的治

疗和预防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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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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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艾滋病感染疫情形势

严峻#鼓励并支持在当地
656

人群中开展定期主

动
TA=

检测工作对控制该地区的疫情形势具有重

要意义)本次调查通过在重庆市及周边区县和四川

部分城市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我国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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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年
TA=

检测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

该人群定期
TA=

检测的积极性及制定有效的艾滋

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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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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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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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作为 &十二五'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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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服抗病毒药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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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发感染'研究基线调查的一部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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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H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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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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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重庆$重庆主城(万州%及四川$绵

阳(南充(遂宁%地区进行招募#主要通过&滚雪球'

法(&同志'工作小组及&同志'网站获得研究对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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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研究对象参与本次调查)纳入标准!$

#

%曾经

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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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报
TA=

阴性或不知

道
TA=

感染情况*$

&

%同意参加本次调查)排除标

准!存在严重精神疾病(语言障碍或智力缺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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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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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艾滋病课题组设计的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课题组研

究生调查员向调查对象介绍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在

调查对象获知信息保密原则及征得其知情同意后#

采用匿名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现场调查#问卷当场

回收并进行完整性和逻辑性检查)主要调查内容为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民族(户口(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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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涵盖
TA=

传播及预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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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的抑郁(焦虑状态%)在本次调查中#现场问卷调

查部分全部由经统一培训的课题组研究生完成#现

场血清学检测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人

员及相关科室承担#&同志'社区工作室工作人员及

志愿者协助组织现场)本次调查研究经重庆医科大

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及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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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行为分析

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等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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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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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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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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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心理健康状

况
!

调查对象中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最低
"

分#最

高满分
#&

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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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位得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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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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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仅
!!<#Fc

的

-

F!B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656

得分
&

#"

分)调查对象普遍在艾滋病感染相

关行为风险认知(

TA=

检测周期等知识条目方面得

分较低#知晓率最低的前
$

个问题依次为!&所有感

染
TA=

的孕妇都会生出感染
TA=

的小孩/'

$

&&<B$c

%*&与肛交相比#口交传播
TA=

的概率小

得多/'$

D"<!Fc

%*&通过治疗性传播疾病可以减小

感染
TA=

的风险/'$

D#<DHc

%*&根据一个人性交
#

周后的检测结果可以判断其是否感染
TA=

/'

$

DD<BBc

%*&只有一个未感染的忠诚性伴可以避免

TA=

感染/'$

D%<!#c

%*&在射精前将阴茎从阴道或

肛门内拔出可以避免
TA=

感染/'$

D%<BBc

%)

H$<DDc

的
656

调查前曾主动进行过艾滋病的免

费咨询)艾滋病相关态度及自我感知风险方面#

F#<HBc

的
656

认为艾滋病严重或非常严重#

B#<$Fc

的
656

认为艾滋病对自己"家人的威胁大

或非常大)仅
D$<F!c

的
656

认为自己所生活的

市"区"县的&同志'人群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较高或很

高#其余
656

自我感知感染率一般(较低或很低)

在性角色方面#

HD<D#c

的
656

只做&

#

'或以&

#

'为

主#

!%<!"c

的
656

只做&

"

'或以&

"

'为主#

!%<!Fc

的
656

表示两者都有且差不多)

最近
$

个月#

&D<##c

的
656

有
!

"

&

个男

性性伴#

#!<#Bc

的
656

男性性伴个数有
H

个及

以上*其中#

H&<#$c

的
656

有
#

"

!

个的男性临

时性伴#

#&<!&c

的
656

有
&

个及以上的男性临

时性伴*

!#<#"c

的
656

有异性性行为*与男性

肛交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者占
D!<$#c

*发生过

商业性性行为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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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诊断过患有性病

$如梅毒(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非特异性尿道

炎等%者占
B<!Fc

*仅
#<##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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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毒

品)调查对象中最近
#

周焦虑(抑郁及共病心理

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HHc

(

HD<%"c

(

!%<$Fc

)

最近
#

年接受
TA=

检测与未检测人群在艾滋病

相关知识得分(既往艾滋病主动咨询行为(自认

为所生活的市"区"县的&同志'人群感染艾滋病

的比率(性角色(最近
$

个月与男性肛交时安全

套使用频率以及最近
$

个月被诊断患有性病情况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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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检测'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

中的相关因素$

3

$

"<"D

%作为自变量纳入
3/

R

-;7-(

逐步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筛选)结果显示艾滋病相

关知识得分$

@[m#<DF&

#

FDcNA

!

#<#$H

"

!<#B"

%(

既往艾滋病主动咨询行为$

@[m"<!BH

#

FDcNA

!

"<!#B

"

"<&%#

%(自认为所生活的市"区"县的&同志'

人群感染艾滋病的比率$

@[m"<D%"

#

FDc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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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

%以及最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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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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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

!

讨
!

论

重庆和四川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是

艾滋病疫情流行较严重的两个地区#历年来的监测

数据显示该地区
656

人群
TA=

感染率在全国处

于较高水平#

TA=

抗体阳性检出率普遍高于
#"c

#

并逐年呈快速上升趋势+

BE#"

,

)本次调查发现
TA=

抗体阳性率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Dc

%)

我国多个城市调查数据显示
656

人群近
#

年
TA=

检测率为
&!<Bc

"

$"<!c

+

##E#%

,

*而本次调查发现超

过一半$

D$<DDc

%的调查对象表示在调查前至少
#

年内没有做过
TA=

检测#即最近
#

年
TA=

检测率

仅占
H&<HDc

#远低于美国 $

$%c

%(澳大利亚

$

$"c

"

%"c

%等发达国家+

#BE#F

,

)与最近
#

年内曾做

过
TA=

检测者相比#未检测者中
TA=

抗体阳性检

出率更高$

3

$

"<"D

%#说明有相当大一部分感染者

在此之前还不知道自己的
TA=

感染状态#不仅耽误

治疗的最佳时间#而且在与异性或同性无保护性高

危性行为的过程中极易造成
TA=

的传播)

与国内外研究+

#!

#

!"E!!

,相似#本研究发现艾滋病

相关知识得分不高(既往未做过艾滋病主动咨询(自

认为所生活的市"区"县的&同志'人群感染艾滋病的

比率低以及最近
$

个月与男性肛交时偶尔使用或从

不使用安全套是调查地区
656

人群近
#

年进行

TA=

检测的阻碍因素)其他研究还发现年龄(文化

程度(种族(性取向(性角色(性伴数等也是
656

人

群近期
TA=

检测的影响因素+

!&E!H

,

)此外#本次调查

数据显示既往做过艾滋病主动咨询者近
#

年进行

TA=

检测的比例更高#提示艾滋病主动咨询仍然是

促进对象进行
TA=

检测的有效手段)而在本次调

查中#既往艾滋病主动咨询比例仅占
H$<DDc

#且只

有
$#<DDc

的主动咨询者近
#

年接受了
TA=

检测#

提示当地
656

人群艾滋病主动咨询服务利用率低

且深度不够#既往的
TA=

咨询经历不足以使咨询者

树立动态评估自身感染风险以及定期检测了解自身

感染状态的意识#绝大多数
656

可能还停留在发

生高危性行为后才有检测意识的阶段)应该充分利

用&同志'小组资源和同伴教育#在当地
656

人群

中积极宣传开展艾滋病主动咨询服务#通过咨询让

对象了解所在地区
656

人群当前艾滋病疫情流行

形势#知晓
TA=

合理定期检测时间安排相关信息#

明白定期检测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并指导咨询者

能够正确地判断自身行为的风险#定期进行风险评

估#帮助其树立自我感染风险意识#逐渐由暴露后检

测转变为暴露前预防性监测#从而达到促使其定期

主动参与
TA=

检测的目的)此外#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
656

人群艾滋病风险感知认识薄弱#大多数认

为&自己所生活地区
656

人群
TA=

感染比率低'*

而研究表明不了解当地艾滋病流行情况导致自我感

知感染风险低是
656

人群寻求
TA=

检测服务的

主要阻碍因素+

!D

,

)调查还发现
656

人群中最近
$

个月与男性肛交时偶尔使用或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

例仍较高$

H%<H"c

%#无保护性肛交性行为者近期

TA=

检测率更低*丁贤彬等+

!$

,研究结果也证实艾滋

病检测可以有效提高
656

人群安全套使用率#降

低
656

人群感染
TA=

的风险)

重庆及四川等地
656

人群近期
TA=

检测比

例低#而
TA=

抗体阳性率高#且至少
#

年内没有做

过
TA=

检测人群具有更高的
TA=

感染风险#因此

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高危人群中扩大
TA=

检测#尤

其是促进定期主动检测对有效控制
TA=

的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发现中国高风险
656

人

群中的
TA=

自我测试可允许测试者选择合适的检

测时间和地点#且由于中国相对宽松的监管和法律

环境#艾滋病自测用品的销售不受限制#这种自我检

测方式让高危亚组
656

人群更容易获得和接受#

可能会促使该人群更频繁地进行
TA=

检测+

!%

,

)在

今后的检测促进工作中#需进一步加强所在地区疫

情风险教育#并充分发挥
656

同伴和社区小组的

作用#提供多样化的检测服务#以满足
656

人群对

TA=

检测的需求#扩大
TA=

检测宣传的同时加大

艾滋病主动咨询力度#提高
656

人群的定期主动

检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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