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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四川(重庆地区男男性接触者$

,+2]S/S):+;+G]-7S,+2

#

656

%的婚姻分布状况#分析婚姻对该

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健康服务接受情况以及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TA=

%感染率的影响)

方法
!

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招募四川及重庆地区
#!H"

名
656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其婚姻状况及艾滋病相

关知识了解情况(艾滋病相关态度行为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情况(

TA=

感染情况及性病既往感染情况

等)采用金标准快速诊断法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
TA=

抗体检测)采用
#

!检验进行组间率的比较)年龄及艾滋病相关

知识了解情况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

在婚组与非在婚组
656

的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就业情况和个人

平均月收入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D

%)非在婚组及在婚组
656

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分别为

F

$

H

%和
B

$

D

%#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

"<"D

%)在婚组
656

中仅有
D&<Bc

认为本地区
656

艾滋病感染比率高#非在

婚组
DB<"c

认为本地区
656

艾滋病感染比率高*在婚组中绝大部分
656

认为艾滋病对自己及家人威胁很大#比例高于非在

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D

%)在婚组
656

人群有
H"<Dc

没有做过艾滋病检测#未检测率高于非在婚组的
&H<&c

$

3

$

"<"D

%)两组在艾滋病高危性行为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TA=

检测方面#在婚组
656

的感染率为
&"<Fc

#高于非

在婚组$

!#<#c

#

3

$

"<"D

%)

结论
!

婚姻并不能降低
656

人群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频率#在婚组
656

艾滋病感染率过高#

提示艾滋病由
656

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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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接触者$

,+2]S/S):+;+G]-7S,+2

#

656

%是艾滋病病发的高危人群#同时也是传播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

S0,)2-,,02/*+4-(-+2(

8

:-10;

#

TA=

%的高危人群)据估计#截至
!"##

年底中国已

有
%B

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有近
#%<Bc

的人是通

过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

#

,

)在中国#男男性行为还

未被社会普遍接受#在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及

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很多
656

选择与异性结

婚#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结婚后很多
656

还是

会选择发生同性性行为#以致将自己的异性配偶或

性伴置于感染
TA=

的高危环境之中#进而使
TA=

蔓延至一般人群)故这部分
656

是重要的艾滋病

传播人群)

四川(重庆是中国
656

较为集中的地区+

!

,

#重

庆
656

的
TA=

感染率为全国之首+

&

,

)目前#国内鲜

有就婚姻状况对
656

高危性行为影响的研究)本

研究调查了四川(重庆地区在婚和非在婚
656!

个

亚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艾滋病相关态度

行为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状况#

为制订更深入的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4

!

对象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D

月至
!"#H

年
#!

月#采用

非随机抽样法对四川(重庆地区
656

人群进行招

募)招募方式主要包括!$

#

%通过&同志'网站及
^̂

群等社交渠道发布信息*$

!

%通过各地的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招募*$

&

%通过非政府组织#如各地的彩虹工

作小组进行招募*$

H

%找到&种子'人群后#经同伴相

互介绍#以&滚雪球'的方式招募)纳入的研究对象

均签署调查知情同意书(年龄在
#B

岁及以上(均发

生过男男性行为#排除存在严重精神疾病(智力缺

陷(语言障碍者)

#<!

!

调查方法"内容及
TA=

阳性标准
!

本研究为

横断面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艾滋

病相关态度行为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艾滋病相关

高危性行为情况(

TA=

感染情况及性病既往感染情

况)按问卷填写情况将研究对象根据婚姻状况分为

在婚组和非在婚组$包括未婚(离异(丧偶%#采集两

组
656

的血液样本#同时采用金标准快速诊断法

和
XWA5'

进行
TA=

抗体检测)当
!

种检测结果同

时为阴性时#即判断为
TA=

阴性*若
!

种检测结果

呈一阴一阳则重新进行检测)若重复测得结果同为

阴性#则判断为
TA=

阴性*若重复测量结果依旧呈

一阴一阳则判断为
TA=

阳性)金标准快速诊断法

在问卷调查期间由调查员进行检测#

XWA5'

检测在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验室完成)

#<&

!

问卷质量控制
!

调查问卷由流行病学(社会学

等各方面专家共同论证设计#并通过预调查检验其可

行性)对参与本次调查的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考查

合格后参与现场流调工作)问卷填写完成后#调查员

对问卷进行逻辑性检查#保证问卷质量)调查结束

后#采用双录入法对数据进行逻辑检查(核对)调查

全过程受重庆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监督)

#<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

O

-?)7)&<#

建立数据库#

数据为双录入)采用
5Q5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
#

!检验进行组间率的比较)年龄及知

识得分呈偏态分布#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集

中和离散趋势#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检验

水准$

%

%为
"<"D

)

:

!

结
!

果

!<#

!

社会人口学因素比较
!

本研究共有
#!H"

人

参与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H"

份#问卷回收率为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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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

#""c

)其中#在婚组
!$F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c

*非在婚组
F%#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B<&c

)

非在婚组
656

年龄最大为
%#

岁#最小为
#B

岁#平

均年龄为$

!BjF

%岁*在婚组
656

年龄最大为
%!

岁#最小为
!!

岁#平均年龄为$

H"j#"

%岁#两组间年

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D

%)非在婚组与在婚

组
656

在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就业情况和个人平

均月收入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D

或

3

$

"<"#

%)值得注意的是#在婚组有
D$<&c

的

656

在男男性行为中只做&

#

'或者以&

#

'为主#而非

在婚组仅为
HH<H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D

%)

详见表
#

)

表
4

!

四川&重庆地区非在婚组与在婚组
IQI

人群社会人口学因素调查比较

社会人口学因素 非在婚组 在婚组 总数
#

!值
3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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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B

$

&<"

%

&#

$

!<D

%

文化程度(

? F%" !$B #!&B #"!<H&%

$

"<""#

!

文盲与半文盲
,

$

c

%

##

$

#<#

%

H

$

#<D

%

#D

$

#<!

%

!

小学
,

$

c

%

!!

$

!<&

%

!$

$

F<%

%

HB

$

&<F

%

!

初中
,

$

c

%

##"

$

##<&

%

%"

$

!$<#

%

#B"

$

#H<D

%

!

高中"职高"中专
,

$

c

%

!%D

$

!B<H

%

FD

$

&D<H

%

&%"

$

!F<F

%

!

大专
,

$

c

%

!H$

$

!D<H

%

&%

$

#&<B

%

!B&

$

!!<F

%

!

本科及以上
,

$

c

%

&"$

$

&#<D

%

&$

$

#&<H

%

&H!

$

!%<$

%

就业情况*

? F%" !$% #!&% DB<#%&

$

"<""#

!

在业
,

$

c

%

%$#

$

%B<D

%

!&H

$

B%<$

%

FFD

$

B"<H

%

!

离退休
,

$

c

%

&

$

"<&

%

F

$

&<H

%

#!

$

#<"

%

!

在校生
,

$

c

%

#&$

$

#H<"

%

#

$

"<H

%

#&%

$

##<#

%

!

无业或失业
,

$

c

%

%"

$

%<!

%

!&

$

B<$

%

F&

$

%<D

%

个人平均月收入+

? FD# !$B #!#F !%<%$B

$

"<""#

!

#"""

元及以下
,

$

c

%

#B!

$

#F<#

%

&D

$

#&<#

%

!#%

$

#%<B

%

!

#""#

"

&"""

元
,

$

c

%

H"F

$

H&<"

%

#!&

$

HD<F

%

D&!

$

H&<$

%

!

&""#

"

D"""

元
,

$

c

%

!%F

$

!F<&

%

BH

$

&#<&

%

&$&

$

!F<B

%

!

D""#

"

#""""

元
,

$

c

%

$D

$

$<B

%

#B

$

$<%

%

B&

$

$<B

%

!

#""""

元以上
,

$

c

%

#$

$

#<%

%

B

$

&<"

%

!H

$

!<"

%

与男性性伴发生性行为方式4

?

F&D !$D #!"" !F<B&H

$

"<""#

!

只做&

#

'

,

$

c

%

!!D

$

!H<#

%

BD

$

&!<#

%

&#"

$

!D<B

%

!

两者都有#以&

#

'为主
,

$

c

%

#F"

$

!"<&

%

$H

$

!H<!

%

!DH

$

!#<!

%

!

两者都有#差不多
,

$

c

%

!!D

$

!H<#

%

%B

$

!F<H

%

&"&

$

!D<!

%

!

两者都有#以&

"

'为主
,

$

c

%

#DF

$

#%<"

%

!!

$

B<&

%

#B#

$

#D<#

%

!

只做&

"

'

,

$

c

%

#&$

$

#H<D

%

#$

$

$<"

%

#D!

$

#!<%

%

!!

)

!

#!

人未填写*

P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4

!

H"

人未填写
<

共有
#!H"

人参与调查
<656

!男男性接

触者

!<!

!

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

自编问卷中

艾滋病知识共涉及了
#&

个问题#分别在艾滋病的预

防(传播(治疗方面进行提问#答对一题记
#

分#回答

错误或者放弃作答记
"

分#满分
#&

分)非在婚组及

在婚组
656

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中位数$四分

位间距%,分别为
F

$

H

%和
B

$

D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3

$

"<"D

%)

!<&

!

艾滋病相关态度行为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比

较
!

在婚组及非在婚组分别有
F!<Dc

和
F#<Dc

的

656

认为艾滋病严重$

3

&

"<"D

%#分别有
D&<Bc

和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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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荆少华#等
<

四川(重庆地区男男性接触者婚姻状况及其对艾滋病相关行为的影响

DB<"c

的
656

认为所生活地区
656

艾滋病感染

比率高$

3

$

"<"D

%#分别有
%!<%c

和
DB<"c

的

656

认为艾滋病对自己及家人威胁非常大$

3

$

"<"D

%#分别有
H"<Dc

和
&H<&c

的
656

没有做过艾

滋病病毒检测$

3

$

"<"D

%#分别有
DH<Dc

和
D!<&c

的

656

未做过艾滋病免费咨询$

3

&

"<"D

%)详见表
!

)

表
:

!

四川&重庆地区非在婚组与在婚组
IQI

人群艾滋病相关态度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比较

艾滋病相关态度和健康服务接受情况 非在婚组 在婚组 总数
#

!值
3

值

是否认为艾滋病为严重疾病)

?

F$B !$B #!&$ &<&& "<$HF

!

非常严重
,

$

c

%

$&D

$

$D<$

%

#BF

$

%"<D

%

B!H

$

$$<%

%

!

严重
,

$

c

%

!D#

$

!D<F

%

DF

$

!!<"

%

&#"

$

!D<#

%

!

一般
,

$

c

%

$H

$

$<$

%

#H

$

D<!

%

%B

$

$<&

%

!

较低
,

$

c

%

#"

$

#<"

%

H

$

#<D

%

#H

$

#<#

%

!

很低
,

$

c

%

B

$

"<B

%

!

$

"<%

%

#"

$

"<B

%

已知所生活的市"区"县的&同志'感染艾滋病比率P

? F$$ !$$ #!&! ##<#%& "<"!D

!

很高
,

$

c

%

#B$

$

#F<&

%

DD

$

!"<%

%

!H#

$

#F<$

%

!

较高
,

$

c

%

&%H

$

&B<%

%

BB

$

&&<#

%

H$!

$

&%<D

%

!

一般
,

$

c

%

!$D

$

!%<H

%

%$

$

!B<$

%

&H#

$

!%<%

%

!

较低
,

$

c

%

F#

$

F<H

%

!"

$

%<D

%

###

$

B<F

%

!

很低
,

$

c

%

D"

$

D<!

%

!%

$

#"<!

%

%%

$

$<&

%

认为艾滋病对自己"家人威胁多大(

?

F$B !$% #!&D !D<#H&

$

"<""#

!

非常大
,

$

c

%

D$#

$

DB<"

%

#FH

$

%!<%

%

%DD

$

$#<#

%

!

大
,

$

c

%

!"$

$

!#<&

%

HF

$

#B<H

%

!DD

$

!"<$

%

!

一般
,

$

c

%

#!&

$

#!<%

%

#%

$

$

#

H

%

#H"

$

##<H

%

!

小
,

$

c

%

H"

$

H<#

%

D

$

#<F

%

HD

$

&<%

%

!

非常小
,

$

c

%

&B

$

&<F

%

!

$

"<%

%

H"

$

&<!

%

是否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

? F$F !$F #!&B B<#F$ "<"H!

!

做过#收费的
,

$

c

%

#H&

$

#H<B

%

H#

$

#D<!

%

#BH

$

#H<F

%

!

做过#免费的
,

$

c

%

H#$

$

H!<F

%

#"F

$

H"<D

%

D!D

$

H!<H

%

!

两者皆有
,

$

c

%

%B

$

B<"

%

#"

$

&<%

%

BB

$

%<#

%

!

两者皆无
,

$

c

%

&&!

$

&H<&

%

#"F

$

H"<D

%

HH#

$

&D<$

%

是否做过艾滋病免费咨询+

? F$# !$B #!!F "<DB "<!F#

!

做过
,

$

c

%

HDB

$

H%<%

%

#!!

$

HD<D

%

DB"

$

H%<!

%

!

没做过
,

$

c

%

D"&

$

D!<&

%

#H$

$

DH<D

%

$HF

$

D!<B

%

!!

)

!

H

人未填写*

P

!

B

人未填*

(

!

D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共有
#!H"

人参与调查
<656

!男男性接触者

!<H

!

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比较
!

在婚组
656

中有
B!<%c

近
#

个月有固定或临时男性性伴#且有

B#<Fc

近
#

个月与男伴发生过插入性性行为#但仅

有
HF<Dc

的
656

所有肛交行为均使用安全套)非

在婚组
656

中有
B"<$c

近
#

个月有固定或临时男

性性伴#且有
%$<&c

近
#

个月与男伴发生了插入性

性行为#有
D!<Fc

的
656

发生插入性性行为时每

次都使用安全套)在婚组中
H$<#c

的
656

近半年

完全没有在互联网寻找性伴#有
H<Fc

近半年&买'

或&卖'过男男性服务#近半年在婚组
656

中没有

吸毒人员)非在婚组有
&B<Fc

的
656

近半年完全

没有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

D<%c

在半年内发生过商

业性性服务#

#<Hc

非在婚组的
656

近半年内吸食

过毒品)在婚组和非在婚组
656

在艾滋病高危性

行为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

&

"<"D

%)详见

表
&

)

!<D

!

艾滋病与性病感染情况比较
!

在婚组
656

的
TA=

感染率为
&"<Fc

$

B&

"

!$F

%#非在婚组感染

率为
!#<!c

$

!"$

"

F%"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

"<"D

%)近半年在婚组
656

的性病感染率为

F<&c

$

!D

"

!$B

%#非在婚组性病感染率为
%<Fc

$

%$

"

F$!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D

%)

调查中#是否感染
TA=

及近半年是否感染性病两项

指标分别有
#

人(

#"

人数据缺失)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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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表
;

!

四川&重庆地区
IQI

非在婚组与在婚组人群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比较

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 非在婚组 在婚组 总数
#

!值
3

值

发生肛交行为时安全套使用情况)

?

B&% !!" #"D% &<%D! "<!F

!

所有肛交行为均使用
,

$

c

%

HH&

$

D!<F

%

#"F

$

HF<D

%

DD!

$

D!<!

%

!

有时或偶尔使用
,

$

c

%

!B$

$

&H<!

%

BF

$

H"<D

%

&%D

$

&D<D

%

!

均未使用
,

$

c

%

#"B

$

#!<F

%

!!

$

#"<"

%

#&"

$

#!<&

%

近半年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频率P

? F## !D$ ##$% D<""# "<#%!

!

经常
,

$

c

%

H$

$

D<"

%

F

$

&<D

%

DD

$

H<%

%

!

有时
,

$

c

%

#D"

$

#$<D

%

&D

$

#&<%

%

#BD

$

#D<F

%

!

偶尔
,

$

c

%

&$#

$

&F<$

%

FH

$

&$<%

%

HDD

$

H"<"

%

!

完全没有
,

$

c

%

&DH

$

&B<F

%

##B

$

H$<#

%

H%!

$

H"<H

%

近半年是否发生过商业性性服务(

? F$$ !$% #!&& "<!%& "<$"#

!

发生过
,

$

c

%

DD

$

D<%

%

#&

$

H<F

%

$B

$

D<D

%

!

未发生过
,

$

c

%

F##

$

FH<&

%

!DH

$

FD<#

%

##$D

$

FH<D

%

近半年是否吸食过毒品*

?

FH$ !$# #!"% &<$!$ "<"D%

!

吸食过
,

$

c

%

#&

$

#<H

%

"

$

"<"

%

#&

$

#<#

%

!

未吸食过
,

$

c

%

F&&

$

FB<$

%

!$#

$

#""<"

%

##FH

$

FB<F

%

近
#

个月有固定或临时男性性伴+

?

FD" !$$ #!#$ "<B%D "<$H$

!

有
,

$

c

%

%$$

$

B"<$

%

!!"

$

B!<%

%

FB$

$

B#<#

%

!

没有
,

$

c

%

#BH

$

#F<H

%

H$

$

#%<&

%

!&"

$

#B<F

%

近
#

个月与男性性伴发生插入式性行为4

?

F!F !DH ##B& #<FD% "<#$%

!

有
,

$

c

%

%"F

$

%$<&

%

!"B

$

B#<F

%

F#%

$

%%<D

%

!

没有
,

$

c

%

!!"

$

!&<%

%

H$

$

#B<#

%

!$$

$

!!<D

%

!!

)

!

#B&

人未填写*

P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

&&

人未填写*

+

!

!H

人未填写*

4

!

D%

人未填写
<

共有
#!H"

人参与调查
<656

!男男性接

触者

;

!

讨
!

论

在
656

接受度较为广泛的国家#与女性结婚

的
656

很少#相关调查也比较少)对美国
H

个城

市的研究发现#仅有
&c

的
656

与女性结婚+

H

,

)瑞

典也仅有
&c

的
656

与女性配偶一同生活+

D

,

)而

在
656

接受度不太广泛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该人群选择与异性结婚的比例较高)印度的一

项调查发现高达
H#<Bc

的
656

已与女性结婚+

$

,

)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656

在婚比例为
!#<%c

#低

于江苏省
656

人群的在婚率$

&%<Hc

%

+

%

,

#但明显

高于发达国家+

HED

,

#这也使我国的
656

人群成为一

个重要的
TA=

感染桥梁人群#将
TA=

从高危人群

$

656

%带入到一般人群$一般女性及异性恋男性%#

给我国
TA=

的防治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与挑战)

目前我国
656

人群异性伴侣人数在
#$""

万以

上+

B

,

)据访谈调查#部分&同妻'很难将丈夫与&同

志'联系起来#认为跟同性关系亲密仅表示关系比较

要好+

F

,

#以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对
656

人群的了解

程度和认同度均较低)

656

人群婚姻质量普遍较

差#很多
656

也通过&形婚'的方式来躲避世俗

眼光+

#"

,

)

本研究发现#在婚组
656

的年龄普遍大于非

在婚组#农村户口比例也较非在婚组高)在婚组文

化层次多在初中和高中"职高"中专水平#非在婚组

学历集中在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

在婚组
656

绝大部分处于在业状态#而一部分非

在婚组
656

还为在校生)收入方面#在婚组
656

收入较未在婚组收入高#这可能跟其在业比例比较

高有关)本研究还发现#较非在婚组#在婚组
656

更认同自己在男男性行为中充当&

#

'$男性%角色)

研究提示#学历中低档(收入及工作较稳定(农村户口

且在男男性行为中充当&

#

'角色的
656

较易与女性

结婚#这与文献报道+

##E#!

,相似)本研究表明#四川(重

庆地区
656

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并不全面#且在

婚组相关知识缺乏程度更重)

由于
656

和女性结婚更多的是以寻求保护(

躲避世俗眼光为目的#所以这种脆弱的家庭形式并

不能形成纽带#对
656

人群的艾滋病高危性行为

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本研究发现#在婚组
656

近半年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频率(近半年是否发生

过商业性性服务(近半年吸毒情况(近
#

个月固定

$或临时%男性性伴情况(近
#

个月发生插入性性行

为及肛交中使用安全套情况与非在婚组
656

人群

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婚姻并不能抑制出轨

等行为#与之前的报道+

#&

,相悖)本研究数据表明#

-

H#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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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荆少华#等
<

四川(重庆地区男男性接触者婚姻状况及其对艾滋病相关行为的影响

绝大多数在婚
656

近
#

个月有固定或者临时性

伴#且高比例人群与性伴发生插入式性行为时未使

用安全套)研究已证实#在我国使用安全套是最普

遍可用的预防艾滋病的措施+

#H

,

)安全套的使用率

不高与国内相关调查结果+

#DE#$

,一致#说明在婚
656

缺乏对自身及妻子的艾滋病防护意识#甚至还有相

当一部分人群认为安全套仅是用来避孕的手段+

#%

,

)

本研究发现#在婚组
656

参加艾滋病检测较

非在婚组参加艾滋病检测比例低#且认为艾滋病在

生活所在区域的&同志'感染艾滋病比率较低#但在

婚组的
656

认为艾滋病对自己"家人威胁更大)

结合
656

人群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的数据#提

示在婚组
656

已经认识到
TA=

对自身及家人的

身体威胁性较大#但对所在地区
656

的
TA=

感染

情况估计不足#且对艾滋病的防控并未作出较非在

婚组更为有效的措施#无法有效地保护自身及家人

安全)在婚组与非在婚组
656

人群近半年的性病

感染史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但
TA=

感染检测中#

在婚组
TA=

的患病情况远高于非在婚组)

综上#在婚组
656

由于同性行为较非在婚组

较为隐蔽#对
TA=

检测关注不足#易忽视
TA=

个人

感染情况及相关治疗信息)已婚
656

夫妻性行为

普遍频率较低#而低频率性行为中为了防止妻子猜

忌#并需要履行传宗接代的&任务'#安全套使用率较

低+

#B

,

)各原因直指
656

人群作为&桥梁'人群#易

把
TA=

传播至&同妻'人群)目前艾滋病的防治工

作已经将
656

人群作为重点人群#但对已婚
656

妻子的
TA=

预防还处于几乎空白的阶段)必须要

加强对已婚
656

人群的宣教及干预#减少其艾滋

病高危性行为的发生#从而阻断其&桥梁'作用)同

时#需要注意&同妻'人群的艾滋病宣传宣教#使其从

被动&接受'到主动&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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