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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流动人口连续
.

年的监测!了解流动人口的
ULb

感染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评价流动人口艾滋病干预

的效果'方法
!

采取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每年
'

"

3

月份抽取重庆市九龙坡区
.

个街镇的建筑工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目标

人群采用统一问卷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和
ULb

抗体以及梅毒检测!比较
"&&-

"

"&&3

年流动人口
ULb

感染情况&艾滋病知识

知晓&高危行为改变等情况'结果
!

ULb.

年平均感染率为
&#!'R

!梅毒平均感染率为
&#!%R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通过
.

年的

干预工作!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由
"&&-

年的
%'#'R

逐年上升至
"&&3

年的
--#!R

!接受过干预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明显

高于未接受过干预的流动人口'最近的
!

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有上升的趋势!

"&&3

年为最高!达
-"#$R

!自报性病的比例

有下降的趋势!

"&&3

年为
"#&R

'结论
!

以宣传教育&外展干预&安全套免费发放&自愿咨询检测等方式为主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

治措施的实施!以增加对艾滋病的认识!从而降低感染
ULb

的危险!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人群监测$早期干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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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多数人处于性活跃期'社会支持

少以及社会约束力弱等特点(

!

)

#近年来流动人口中感染
ULb

的人数增加#流动人口成为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的重点人

群(

"7.

)

#加强对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

预是有效控制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流行和蔓延的重要措施(

$

)

#

为掌握流动人口艾滋病流行状况#以及评价以社区为基础的流

动人口艾滋病干预模式实施的有效性#重庆市自
"&&-

年以来

在九龙坡区设立流动人口艾滋病监测点#并结合第
$

轮全球基

金艾滋病项目持续开展监测和评估工作#为不断完善适合本区

特点的流动人口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文调查对象为九龙坡区流入人群#包括杨

家坪街道'黄桷坪街道'九龙镇'中梁山街道建筑工人'城市外

来务工人员等类型流动人口*

@#A

!

方法

@#A#@

!

抽样方法
!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按照第
$

轮全球

基金艾滋病项目流动人群调查实施方案#由中国第
$

轮全球基

金项目办统一制订调查问卷#每次调查样本来源基本一致*

@#A#A

!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
!

监测内容包括血清学和行为

学#由区疾控中心'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街镇居委会工作人员

组成的调查小组#经过统一培训后开展调查#由专人督导和现

场质量控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严格审核#经过清理以后进行

数据录入*采集流动人口的血清检测
ULb

抗体和梅毒抗体*

@#A#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国家第
$

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

统一编制的
G

;

20A>A

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进行数据清理后运

用
OWOO!!#$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方法

$双侧检验方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一般情况
!

"&&-

"

"&&3

年连续
.

年每年开展
!

次监测

专项调查#每年均在
'

"

3

月份集中完成问卷#完成的样本量分

别为
-&.

'

-&-

'

'!/

'

.!&

份#共计
"%%/

份*

.

次调查样本来源

和一般情况基本一致#以建筑工人'餐饮业服务人员'雇佣劳动

力为主#

.

年合计这
%

类人群分别占
-$#-R

#

!%#-R

#

!"#$R

#

其他外来务工人群占
/#%R

#每年构成比基本一致*文化程度

%3/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均比较低#以初中文化为主#其次为小学文化#年龄分布以青壮

年为主#近
'&R

分布在
%&

"

.3

岁年龄组#大多为男性#婚姻状

况大多数已婚#民族大多为汉族#每年
/&R

左右的调查对象来

自于重庆市各郊县#其余来自于外省*

A#A

!

ULb

和梅毒感染情况
!

"&&'

年和
"&&/

年查出
ULb

阳

性者分别为
%

例和
!

例#感染率为
&#$&R

和
&#!.R

#

"&&/

年梅

毒检出阳性
%

例#感染率为
&#."R

#其余年份未检出*

.

年平

均
ULb

感染率为
&#!'R

#梅毒感染率为
&#!%R

*各年间比

较#

ULb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梅

毒感染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见表
!

*

表
!

!!

"&&-

"

"&&3

年重庆市九龙坡区流动人口

!!

ULb

和梅毒感染情况(

*

$

R

%)

项目
"&&-

年

$

*,-&.

&

"&&'

年

$

*,-&-

&

"&&/

年

$

*,'!/

&

"&&3

年

$

*,.!&

&

!

"

!

ULb

阳性
&

$

&

&

%

$

&#$

&

!

$

&#!.

&

&

$

&

&

$#$&. &#!%/

梅毒阳性
&

$

&

&

&

$

&

&

!

%

$

&#."

&

&

$

&

&

-#''' &#&'3

A#B

!

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
!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呈逐年上升#

由
"&&-

年的
%'#'R

逐年上升至
"&&3

年的
--#!R

#各年之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从对艾滋病

患者的态度来看#近
/&R

的流动人口不接受艾滋病患者#歧视

态度明显#但
.

年比较#接受度有所好转#各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3-

#

!

$

&#&$

&*

从干预情况对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影响上来看#接受

过干预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未接受过干预

的流动人群#各年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接受过干预的艾滋病知

识知晓率最高达到
'/#'R

#除
"&&3

年外#其余各年结果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和不歧视率与年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均呈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
3,&#!3.

和
3,&#!"3

#见表
"

*

A#E

!

性行为情况
!

此次调查性行为情况包括与配偶或固定性

伴'商业性行为和临时性行为情况*

"&&-

"

"&&3

年流动人口

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最近
!

次安全套使用率在

!$#.R

"

"!#%R

#最近
!

年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在
$/R

"

-/R

#

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最近
!

年与配偶或固定性伴从未使用过

安全套*流动人口有购买性服务和寻找临时性伴的现象#其中

"&&-

年有
!/#$R

的流动人口有过商业性行为#从
"&&'

年开始

下降到
!&R

以下#各年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最近的
!

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由

"&&-

年的
$!#/R

上升到
"&&3

年的
-"#$R

#各年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3#.&%

#

!

$

&#&$

&#最近
!

年商业性行为每

次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在
"$R

"

.3R

#各年间无明显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

%

&#&$

&#但从未使用安全套

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临时性行为的比例由
"&&-

年的
/#!R

逐

年下降到
"&&3

年的
"#"R

#各年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3

#

!

$

&#&$

&#最近的
!

次临时性行为安全套使用

率在
%%#%R

"

.-#3R

#各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

&*

A#I

!

自报性病史及求医行为
!

自报性病史比例有所下降#

"&&3

年下降到
"#&R

#各年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就医途径仍以到私人诊所'自己购药或不

作处理等方式为主#到性病专科门诊和综合医院等规范化性病

诊疗机构比例较低*

表
"

!!

"&&-

"

"&&3

年重庆市九龙坡区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相关分析(

*

$

R

%)

项目
"&&-

年$

*,-&.

&

"&&'

年$

*,-&-

&

"&&/

年$

*,'!/

&

"&&3

年$

*,.!&

&

!

"

! 3

知晓率
""/

$

%'#'

&

"/&

$

.-#"

&

.--

$

-.#3

&

"'!

$

--#!

&

!%-#'%% &#&&& &#!3.

不歧视率
$.

$

/#3

&

!"!

$

"&#&

&

!'"

$

".#&

&

3&

$

""#&

&

$.#%3- &#&&& &#!"3

B

!

讨
!!

论

B#@

!

流动人口基本特点决定其在艾滋病传播中的桥梁作用
!

流动人口文化水平低'工作强度大'流动频繁'艾滋病相关知识

缺乏#易发生高危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桥梁人群(

-

)

*本

调查结果显示#九龙坡区流动人口均以已婚青壮年男性为主#

多数处于性生理活跃的年龄#在城市中从事建筑'商业'服务'

工矿等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文化程度以初中'小学为主#对健康

知识缺乏了解*全区$九龙坡区和所辖高新区&共计流动人口

!/#$

万#人群规模庞大*流动人口因其经济条件差'普遍缺乏

医疗保险#若感染性病后大多得不到规范的诊疗服务#容易导

致家庭内或其他人群间的迅速传播 *

B#A

!

ULb

感染现状不容乐观
!

九龙坡区流动人口艾滋病感

染率相对于全国其他省市#疫情相对稳定#从
"&&-

"

"&&3

年监

测的数据来看#

.

年平均感染率为
&#!'R

#梅毒平均感染率为

&#!%R

#低于其他省市*云南矿工中的男性矿工多数为外来人

口#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
"%"

名矿工进行
ULb

检测#结果表

明他们的
ULb

感染率为
&#$R

(

'

)

#山西'山东
"

省外来妇女中

ULb

检出率分别为
!#!R

和
&#-R

(

"

)

#从
"&&-

"

"&&3

年本区发

现的
ULb

感染者来看#本区共报道
ULb

感染者
!'%

例#其中

户籍为外地'现住址在本区
%

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
%/

人#占

"!#3'R

#比例相对于其他省市较低#如截至
"&&!

年底#温州市

共检 出
!&"

例
ULb

感 染 者#其 中 流 动 人 口
/"

例#占

/"#%3R

(

/

)

*山东省
!33"

"

"&&!

年的
ULb

感染者中流动人口

占
'&#3!R

#山西省
!33$

"

!333

年的
ULb

感染者中流动人口

占
--#-'R

(

3

)

#

"&&%

年北京'上海报道的
ULb

感染者中流动人

口分别占
/$#.R

和
'.#.R

(

!&

)

*

B#B

!

干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危险因素仍然存在
!

流动

人口规模庞大#因其职业等特征不同而有多种类别#为了提高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促进行为改变#应根据各类人群的防治需

求提出策略和措施#针对不同特征的流动人群开展干预工作#

做到有的放矢#对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的亚人群划分(

-

)

*以社区

为基础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项持久的工作#应针对

不同特点的流动人群#探索有效的干预模式#建立长效工作机

制#并逐渐在实践中完善(

!!

)

#九龙坡区根据本区特点#将从事

的职业不同分为建筑工人#餐饮'娱乐'家政等服务业的流动人

口#临时雇佣劳动者$包括码头工人'挑夫&和个体经营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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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群进行分类干预(

!"

)

#并按照以流动人口聚集地为基地的

健康教育模式(

!%

)

#由疾控部门'街镇社区居委会'卫生监督所'

工商'建委等各部门分工合作#共同深入社区和流动人群聚集

地开展干预工作*

对高危行为的影响来看#仍有购买性服务和寻找临时性伴

等非婚异性性行为的现象#但比例都有所下降*本文分析结果

显示#

-$R

左右的流动人口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从

未使用安全套#这更使性伴存在感染
ULb

的危险#也是艾滋病

通过流动人口向家庭传播的危险因素#进一步提示在流动人口

中的行为改变'安全套推广等干预深度方面的工作仍然需要付

出巨大的努力*

从干预情况来看#干预覆盖面最大为
"&&/

年的
$!#&R

#

接受过自愿咨询检测的比例为
%#"R

#

"&&'

年和
"&&3

年也分

别高于
"&&-

年的干预覆盖面和检测比例#这与当时采取的以

发放宣传材料'设置固定宣传栏'设立流动人口活动室'集中宣

传和知识讲座'自愿咨询检测等措施力度基本一致#接受过干

预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明显高于未接受过干预的流

动人口#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接受度也逐渐增加#显示干预工

作对于增加他们的知识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综上所述#以宣传教育'外展干预'安全套免费发放'自愿

咨询检测等方式为主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措施的实施#增加

了对艾滋病的认识#使高危行为也有一定的减少*根据不同亚

型流动人口采取不同的干预方式#使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取得

一定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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