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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广东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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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珠海地区的男男性行为者"

S/S

$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T

$(梅毒知识知晓%安全套使用等其他行为因

素及
O!T

(梅毒的感染状况!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

利用同志网络社区匿名招募
S/S

!在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

TX,

$门诊现场咨询填写问卷!采集血样进行
O!T

%梅毒抗体检测!对符合要求的
'76

份调查表和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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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共确证
O!T

抗体阳性
'*

例!感染率为
)(&*_

!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
$$

例!阳性率为
&$($1_

!梅毒非特异性抗体阳

性
'1

例!梅毒现症感染率为
0(6'_

!此类人群存在知识与行为反差的现象普遍!多性伴者
O!T

和梅毒感染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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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地区
S/S

人群
O!T

和梅毒的感染率较高!高危性行为特征致其感染
O!T

和梅毒的风险较大!应

加大该人群筛查和健康教育力度!尽早发现传染源!阻断传播桥梁!寻找有效促进其风险意识的建立和转化为具体行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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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0

"

2

(3445(&16$#7&$*('*&%(&1(**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6$#7&$*

"

'*&%

$

&1#'$&'#*$

:)/.

@

0'0()%2$#)*$&%'()(*J#O

"

M

@-

2'.'0/1()

9

<M<')P252/'

"

-(!(#@2*#

&

#

'&0&#

$/

&

&

#

G(*#

$

,&*#

'

$

&93"(J.#A2<"#&13&@.*@.A"#><"7C>*>&"#

#

52(2*&

#

)(*#

$

:"#

$

%&0&**

#

A2&#*

%

'952(2*&A.#>.<

8

"<A2<"#&13&@.*@.A"#><"7

#

52(2*&

#

)(*#

$

:"#

$

%&0***

#

A2&#*

&

:60%7/&%

!

"6

;

$&%'4$

!

,8>:?A5;E:?F?A:5:44A?;:8KO!T

"

/

H=

E3>34C58F>:9

J

:

#

<8598@B4?

J

:

#

J

A8B

=

G:E?D38A4?59;E:35K:<;3854

?@85

J

@:5FE8E?D:4:VF3;E@:5

$

S/S

&

35gEBE?3?59

=

A8D39:4<3:5;3K3<K8B59?;385K8A

=

A:

=

?A35

J

<85;A8>@:?4BA:4(<$%2(80

!

,E:35;:A5:;<8@@B53;

H

F?4B4:9K8A<?>>35

J

S/S;8

2

835;E:A:4:?A<E(+ S/S4BAD:

He

B:4;3855?3A:F?4B4:9;8<8>>:<;@:44?

J

:4

35;E:

=

>?<:8KO!TT8>B5;?A

H

X8B54:>35

J

m ,:4;35

J

$

TX,

&

(,E:G>8894?@

=

>:4F:A:<8>>:<;:9;8

=

A8<::9G38>8

J

3<?>9:;:<;385(=$,

05.%0

!

,8;?>'76S/S4F:A:;:4;:9

#

=

843;3D:A?;:48KO!T

#

,L4

=

:<3K3<?5;3G89

H

?59585#4

=

:<3K3<?5;3G89

H

F:A:)(&*_

$

'*

"

'76

&#

&$($1_

$

$$

"

'76

&

?59&*(6'_

$

'7

"

'76

&

(,E:4:

=

?A?;385G:;F::5<8

J

53;385?59G:E?D38AF?4<8@@85:V34;:9354B<E

=

8

=

B>?;385(

O!T

"

4

H=

E3>3435K:<;385A?;:4F:A:43

J

53K3<?5;93KK:A:5;G:;F::5S/S4FE8E?9@B>;3

=

>:4:VB?>

=

?A;5:A4?59;E84:FE893958;(

>()&.50'()

!

-:<?B4:;E:E3

J

EA34CG:E?D38A4?A:<8@@85>

H

:V34;:9?@85

J

S/S35gEBE?3

#

;E:

=

A:D?>:5<:A?;:48KO!T

"

/

H=

E3>3435

;E:@?A:E3

J

E(!;345:<:44?A

H=

A8@8;:;E:4<A::535

J

8KO!T

"

/

H=

E3>34

#

:5E?5<:;E:E:?>;E:9B<?;3858K934:?4:<85;A8>?59G>8<C;E:

;A?54@344385;89:D:>8

=

?4?K:?F?A:5:44?59G:E?D38A435S/S(

?$

@

3(780

!

@:5FE8E?D:4:VF3;E@:5

%

!

@B@?@3@@B589:K3<3:5<

H

D3AB4

%

!

4

H=

E3>34

%

!

35K:<;385

!!

男男性行为者$

S/S

&指曾与男性有过性接触的男性#由

于其性行为方式特殊*多性伴且保护行为意识缺乏等原因#该

人群已成为当今性病和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

(

)原卫生部估计#

'*&&

年新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T

&感染人数约
7()

万人#

其中同性传播占
'0(7_

'

'

(

#据调查资料显示#一些地区有
$&(

%7_

的
S/S

人群处于与异性婚居或同居的状态#

')(%'_

的

S/S

人群在
1

个月内存在与异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且安全套

使用率较低的情况#致使艾滋病和梅毒感染的群体更加分

散'

$

(

)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已达到较高的

流行水平#性传播已经开始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7

(

#男男性行

为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艾滋病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因素)为

了解珠海地区该人群
O!T

和梅毒螺旋体$

,L

&感染状况及其

行为因素#笔者对本辖区内
'76

例
S/S

进行调查#现将结果

分析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0

月至
'*&7

年
&'

月通过同志

网络社区招募#前来珠海市慢病中心和珠海斗门区慢性病防治

站咨询检测的
&)

周岁以上有同性性行为史的男性)

A(B

!

仪器与试剂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试剂由珠海丽

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b/,

&试剂由上海荣盛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

,LL+

&试剂由日本富士

瑞必欧株式会社生产)

A(C

!

方法

A(C(A

!

调查方法
!

遵循尊重*自愿*保密原则#由经过专业培

训的人员担任调查员#使用自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

征*行为学特征及性病艾滋病知晓情况等&#在独立咨询室对调

查对象进行一对一匿名调查#调查完成后#在
S/S

同意的情

况下由专业医护人员采集血样
%@"

进行
O!T

和梅毒血清学

检测)

A(C(B

!

检测方法
!

采用
."!/+

对所有标本进行
O!T

*梅毒初

检#初检
O!T

阳性标本再采用另一厂家
."!/+

试剂进行复

检#两厂家试剂检测均为阳性或一阴一阳将标本上送珠海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蛋白质印迹法$

Y-

&进行确证试验%初检

梅毒阳性标本采用
,̀ b/,

和
,LL+

进行确认)以上所有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并判读结果)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5;R"?GS:9

!

+B

J

B4;'*&%

!

T8>($1

!

U8(&1

"

基金项目!珠海市科技局医药卫生科技项目$

'*&'*66

&)

!

作者简介!伍昆山#男#主管检验技师#主要从事性病检验工作)



A(C(C

!

结果判定
!

O!T

以确证试验$

Y-

&阳性判定为感染%

梅毒 以
."!/+

和
,LL+

均 阳 性 判 定 为 梅 毒 累 积 感 染%

,̀ b/,

*

."!/+

和
,LL+

均阳性判定为梅毒现症感染)

A(D

!

统计学处理
!

用
.

=

39?;?$(&

建立数据库#并用
/L//&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
&

' 检验分析文化程度*性行为方式*近

$

个月性伴数*安全套使用等因素对
O!T

"梅毒感染的影响#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O!T

和梅毒感染状况
!

'76

份检测标本中#

O!T

确证阳

性
'*

例#感染率为
)(&*_

$

'*

"

'76

&%梅毒血清学
."!/+

*

,L#

L+

和
,̀ b/,

均为阳性的
'7

例#梅毒现症感染率为
0(6'_

$

'7

"

'76

&#梅毒
,LL+

*

."!/+

法均为阳性有
$$

例#其中
0

例

检测
,̀ b/,

为阴性#梅毒累积感染率为
&$($1_

$

$$

"

'76

&#合

并感染
O!T

和梅毒的有
1

例#合并感染率为
'(7$_

$

1

"

'76

&)

多性伴与小于或等于
&

名性伴侣比较#

O!T

和梅毒感染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值为
&%(7)

*

&'($0

#

;

$

*(*%

&%文化程度*

安全套使用情况*吸毒行为和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等因素中

梅毒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梅毒感染者和非梅

毒感染者的
O!T

感染之比是
'(6)l&

)具体分析参见表
&

)

B(B

!

基本情况

B(B(A

!

人口学特征
!

本次共调查
'76

人#年龄
&)

$

76

岁#平

均
'1

岁#以青壮年为主#其中
'*

$

$%

岁年龄段有
'&1

人#占

)6(7%_

%学历方面#高中或中专学历
%$

人#占
'&(71_

%大专及

以上学历
&1'

人#占
1%(%0_

#初中以下学历
$'

人#占
&'(

01_

%婚姻状况以未婚者为主#共
'*&

人#占
)&($)_

#在婚人数

为
$'

人#占
&'(01_

#离异或丧偶人数为
&7

人#占
%(16_

%寻

找性伴的方式有
)*(06_

$

'**

"

'76

&是通过互联网#只有

&0(*$_

是通过酒吧*会所和朋友结识)

B(B(B

!

性行为特征
!

被调查者中
6*()%_

$

&6%

"

'76

&只发生

同性性行为#其他均有不同程度的异性性行为%近
$

个月内男

性性伴数在
'

个以上的占
$)()6_

$

01

"

'76

&%

66(6$_

$

&0'

"

'76

&的调查者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年龄在
&1

岁以上%

S/S

人群性行为方式
)$(**_

$

'*%

"

'76

&以肛交为主#口交和其他

方式仅占
&6(**_

%有
%1(1)_

的调查者表示
$

个月内性行为

经常或从不使用安全套#只有
&('&_

$

$

"

'76

&调查者表示在
1

个月内曾有同性商业性行为)

B(B(C

!

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

接受调查的
'76

人中艾滋病

知晓率较高#

)

个核心问题答对
1

题以上的算为知晓#知晓率

为
0$(0$_

$

'$'

"

'76

&#而
)

题梅毒等性病知识知晓率则一般#

答对
1

题以上为知晓#知晓率有
1)()$_

$

&6*

"

'76

&#调查对象

对艾滋病和梅毒的相关知识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获得)具体调

查知识点见表
'

)

表
&

!!

'76

名
S/S

人群
O!T

#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 O!T

感染'

#

$

_

&(

&

'

;

梅毒感染'

#

$

_

&(

&

'

;

文化程度

!

大专及以上
&1' &*

$

1(&6

&

$(7*

%

*(*% &&

$

1(60

&

'$(%7

$

*(*%

!

高中或中专
%$ %

$

0(7$

&

&*

$

&)()6

&

!

初中以下
$' %

$

&%(1$

&

&'

$

$6(%*

&

近
$

个月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

每次都用
$% &

$

'()1

&

7()1

%

*(*% '

$

%(6&

&

6(1*

$

*(*%

!

与固定性伴不使用#其他性伴使用
6' $

$

7(&6

&

%

$

1(07

&

!

从不使用或偶尔使用
&7* &1

$

&&(7$

&

'1

$

&)(%6

&

近
$

个月男性性伴数

!(

& &%& 7

$

'(1%

&

&%(7)

$

*(*% &&

$

6('0

&

&'($0

$

*(*%

!&

' 01 &1

$

&1(16

&

''

$

''(0'

&

1

个月内性行为方式

!

仅与同性发生肛交
&6% &1

$

0(&7

&

&(%$

%

*(*% ''

$

&'(%6

&

*($0

%

*(*%

!

与同性肛交为主#偶有异性阴道交
$6 $

$

)(&&

&

1

$

&1(''

&

!

与异性阴道交为主#偶有同性肛交
$% &

$

'()1

&

%

$

&7('0

&

1

个月内同性商业性行为

!

有
$ &

$

$$($$

&

'(1'

%

*(*% &

$

$$($$

&

&(*%

%

*(*%

!

无
'77 &0

$

6(60

&

$'

$

&$(&'

&

艾滋病相关知识

!

知晓
'$' &)

$

6(61

&

*(%)

%

*(*% ')

$

&'(*6

&

%(%*

$

*(*%

!

不知晓
&% '

$

&$($$

&

%

$

$$($$

&

梅毒相关知识

!

知晓
&6* &$

$

6($%

&

*(&$

%

*(*% &)

$

&*(%0

&

$(1$

%

*(*%

!

不知晓
66 6

$

0(*0

&

&%

$

&0(7)

&

吸毒史

!

有
1 &

$

&1(16

&

*(7)

%

*(*% $

$

%*(**

&

6(&%

$

*(*%

!

无
'7& &0

$

6())

&

$*

$

&'(7%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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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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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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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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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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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S/S

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情况

知识点
回答正确率

'

#

$

_

&(

一个人看上去健康的人有可能是
O!T

携带者1

'&%

$

)6(*%

&

输入带有
O!T

的血液或血制品会不会感染
O!T

1

'$$

$

07($$

&

与
O!T

感染者或患者共用针具会不会感染
O!T

1

'7$

$

0)($)

&

每次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能不能降低
O!T

传播的

危险1

'7$

$

0)($)

&

专一性伴能不能降低
O!T

传传播的危险1

'&0

$

))(11

&

O!T

可能通过胎传吗1

&0%

$

06(*&

&

与
O!T

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
O!T

1

'$0

$

01(61

&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
O!T

病毒1

'$*

$

0$(&'

&

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吗1

'&&

$

)%(7$

&

梅毒可以治疗吗1

&6$

$

6*(*7

&

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会是梅毒患者吗1

'*&

$

)&($)

&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梅毒的传播吗1

'&%

$

)6(*%

&

梅毒会增加艾滋病的传播吗1

&6$

$

6*(*7

&

梅毒患者的性伴需要去医院检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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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通过互联网招募的
'76

名
S/S

人群多为文化程度

较高*同性性取向的未婚年轻人#与珠海朱克京等'

%

(和其他学

者报道的基本相似'

1#6

(

#本次调查对象中有
07

人为在高校就读

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
$)(*1_

#这可能与珠海地区高校学府

较多#高学历的年轻人容易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同性

恋等非主流观念在态度上较开放有关#互联网使用的普及#虚

拟空间的信息传播与人群聚合#为不同界别*不同社群的现实

交往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此类年轻人更擅长利用互联网了解

一些相关的
O!T

和性病的基础知识和寻找性伴#

O!T

和梅毒

等性病知识相关知晓率分别为
0$(0$_

和
1)()$_

#但安全套

坚持使用率只有
7$(')_

#与深圳市的调查结果相似'

)

(

#风险

意识仍较淡漠)由于同性恋性行为得不到社会认可#不能建立

如同一夫一妻相对稳定的性关系#多性伴和利用与异性交往来

掩盖身份的现象较普遍#这些行为因素与各地报道的基本相

似'

&#$

(

)提示此类人群自我保护意识普遍较差#知识与行为分

离的反差现象普遍存在#而这些同性恋者可能将
O!T

等性传

播疾病传播给女性#或由女性性伴为桥梁向其他的非同性恋的

人群传播#同性恋人群与异性恋人群作为
O!T

"梅毒传播桥梁

的角色的事实已客观存在#因此#针对此类人群在开展健康教

育和干预措施时应主动进入学校和广泛利用互联网#加大健康

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安全套发放应进入校园#进一步了解安

全套使用率低的根源#寻找有效促进其风险意识的建立和转化

为具体行为的措施)

'**)

年全国大样本抽样调查显示#中国
&7

个大中城市

S/S

人群
O!T

感染率
&(&_

$

&&()_

#梅毒感染率
7(*_

$

'&(%_

'

0

(

)珠海为毗邻港澳的小城市#本次调查对象
O!T

感

染率为
)(&*_

#较珠海朱克京等'

%

(在
'*&'

年调查报道的

7(7_

有较大的上升#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
%_

流行警戒

线'

&*

(

#梅毒现症感染率
0(6'_

#累计感染率
&$($1_

#高于
&7

城市的调查'

0

(

#但低于天津
&)(6_

的梅毒现症感染率'

&&

(

)此

次调查显示多性伴
S/S

的
O!T

和梅毒感染率更高#而文化

程度越低#其艾滋病及性病的相关知识也较匮乏#不良吸毒行

为和不愿使用安全套使其更易感染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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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调查的

S/S

梅毒感染者和非梅毒感染者的
O!T

感染之比是
'(6)l

&

#进一步证明梅毒与
O!T

感染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

(

)由此

推断#珠海地区
S/S

人群中
O!T

"梅毒感染已达高水平的流

行状态#形势严峻#应引起有关防控部门的高度重视#提供各种

免费检测和咨询渠道#尽早发现传染源#阻断疫情的进一步蔓

延)同时需要通过相关宣教和干预#寻找有效促进其风险意识

的建立和转化为具体行为的措施#降低
O!T

"梅毒经性途径传

播的风险#从而有效阻断
O!T

和梅毒疫情由
S/S

人群向一

般人群传播)

综上所述#珠海地区网络型的
S/S

人群
O!T

和梅毒感

染率较高#高危性行为特征致其感染
O!T

和梅毒的风险较大

且通过此人群扩散的危险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调查的

人群构成比较单一#尚很难对整个珠海地区其他型别的
S/S

人群的性行为学特征和
O!T

"梅毒的感染状况做出一个较准

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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