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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青年学生 MSM人群HI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蒋和宏,欧阳琳△,吴国辉,周 超,徐世明,陈宗良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00042)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MSM)人群的行为学特征和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梅

毒的流行现状,探索发生保护性肛交的影响因素,为制订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

横断面方法研究,通过 MSM社区组织和网络招募研究对象,面对面开展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液进行 HIV、梅毒

检测。结果 共招募552名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1.5±1.6)岁。83.0%的研究对象最主要的交友场所是互联

网/交友软件,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71.1%,首次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7.4±1.7)岁,最

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3.2%(222/515),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商业性

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12.1%(4/34),HIV、梅毒阳性检出率分别为1.6%、1.1%。保护性肛交性行

为的发生与交友场所主要为酒吧/歌舞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近1年无性病史有关(P<0.05)。结论 青年

学生 MSM无保护性肛交普遍,应采取措施遏制HIV在该人群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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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changes
 

in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students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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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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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HIV)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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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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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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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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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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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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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nternet.Face-to-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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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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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IV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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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Results A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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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Internet/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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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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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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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6
 

months.In
 

the
 

last
 

6
 

months
 

of
 

commercial
 

sex
 

with
 

men,12.1%(4/34)
 

used
 

con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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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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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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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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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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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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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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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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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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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students
 

of
 

MSM,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i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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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1],男男同

性性传播是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2],青
年学生男男性行为(MSM)人群艾滋病防控工作不容

忽视[3-4]。本 研 究 旨 在 了 解 重 庆 市 在 校 青 年 学 生

MSM人群的高危行为特征和艾滋病、梅毒感染现状,
为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大学、中等职业专科学校注册的在读学生,
且过去1年内有过插入性口交或肛交同性性行为的

男性学生为研究对象,包括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
硕/博士研究生。

1.2 方法
 

分别于2017、2018年的6-9月,依托3个 MSM
社区组织完成调查对象的招募,采用滚雪球和网络招

募及社区小组的常规检测点偶遇获得符合要求的目

标人群。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

面对面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

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艾滋病相关行为等,
同时抽血检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梅毒抗体。先

用快检试剂对 HIV 进行抗体初筛,初筛阳性者用

ELISA复检,复检阳性标本用 Western
 

blot做 HIV
确证实验,Western

 

blot阳性则判定 HIV抗体阳性;
梅毒螺旋 体 用 梅 毒 螺 旋 体 ELISA(TP-ELISA)做

初筛。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 表示,影响因素用单

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2017-2018年共调查 MSM青年学生552人,大
专及以上在读学生96.2%,职高/中专生3.8%;年龄

17~27岁,平均(21.5±1.6)岁;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

(99.3%);户籍以本市为主(99.3%);调查对象在本

地居住2年以上的占88.7%。性取向认为自己是同

性恋的占85.7%,异性恋的占8.5%,双性恋的占

3.1%,不确定的占2.7%。交友场所以互联网/交友

软件为主占83.0%,其次是酒吧/歌舞厅占13.4%,
再次是浴池占2.6%,茶室/会所和其他各占0.5%。

2.2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及检测情况

2.2.1 知晓率

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共8道,回答正确6道及以

上则为知晓。结果显示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为知晓

的共392人,知晓率为71.1%。对问题4、5、7知晓程

度高,正确率达90%以上;对问题2、8知晓程度低,正
确率不到60%,见表1。

表1  重庆市青年学生 MSM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序号 艾滋病相关知识 正确回答人数(n) 正确率(%)

1 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严重传染病吗? 402 72.8

2 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是吗? 320 58.0

3 通过外表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吗? 428 78.2

4 日常生活和学习接触会感染艾滋病吗? 505 91.7

5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吗? 517 93.7

6 使用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K粉等)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362 65.6

7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不安全性行为等),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吗? 515 93.3

8 艾滋病患者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吗? 192 34.8

表2  保护性肛交性行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β SE Wald P OR(95%CI)

主要交友场所

 互联网/交友软件 28.474 0.000

 酒吧/歌舞厅 -1.848 0.359 26.497 0.000 0.158(0.078,0.318)

 浴池 0.768 0.694 1.225 0.268 2.155(0.553,8.403)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 -0.991 0.239 17.246 0.000 0.371(0.232,0.593)

近1年无性病史 -2.467 0.661 13.935 0.000 0.085(0.23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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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接受干预服务情况

485人获得过干预服务,干预覆盖率为87.9%。

74人参与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服务,占13.4%。

2.2.3 既往检测情况

既往做过HIV检测的有468人,占84.8%(468/

552),其中知道自己检测结果的占99.1%(464/468)。

2.3 性行为特征

2.3.1 同性性行为特征
 

研究对象首次发生肛交性行为的年龄最小为14
岁,最大为22岁,平均(17.4±1.7)岁。所有研究对

象首次 肛 交 性 行 为 对 象 是 固 定 男 朋 友 的 287 人

(52.3%),临时性伴侣的为257人(46.5%),商业性

伴侣的有4人(0.8%)。首次发生肛交性行为时使用

了安全套的有352人(63.7%)。最近6个月有515
人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占93.3%。最近1周与

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的平均次数为3次,最少为0
次,最多为31次。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

为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3.1%(222/515),
有时使用的比例为56.3%(290/515),从未使用的比

例为0.4%(2/515)。最近6个月最近1次与同性发

生肛交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89.1%(459/

515),最近1次未使用安全套的调查对象中半数以上

是因为“忘记使用”“对方不愿意使用”
 

,其次是“没必

要使用”“未买到”,少数是由于“本人不愿使用”“不好

意思去买”“从未用过”“过于昂贵”等。最近6个月与

同性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为6.1%(34/552),通过

购买服务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比例为1.6%(9/552),提
供服务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比例为4.5%(25/552)。最

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均使用安全

套的 比 例 为 12.1% (4/34),有 时 使 用 的 比 例 为

87.9%(30/34),从未使用比例为0。最近6个月最近

1次与同性发生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97.6%(33/34)。

2.3.2 异性性行为特征
 

最近6个月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有55人,占所

有被调查对象的10.0%。最近6个月与女性发生性

行为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3.8%(2/55),有
时使用的比例为67.9%(37/55),从未使用的比例为

28.3%(16/55)。最近6个月最近1次与女性发生性

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53.4%(29/55)。

2.4 其他情况
 

研究对象中吸毒的有19人(3.5%),其中18人

吸食冰毒,还有1人吸食 K粉。1人注射过毒品。1
人与他人共用过针具,表现为最近6个月与他人有时

共用针具注射吸毒。最近1年被诊断患过性病的有

47人,其中尖锐湿疣24人,梅毒11人,生殖器疱疹5

人,患尖锐湿疣和梅毒2人,患梅毒和淋病1人,淋病

1人,生殖道沙眼衣原体1人,其他2人。

2.5 血清学检测情况
 

所有调查对象中,HIV抗体阳性9人,HIV阳性

率为1.6%;梅毒快检阳性6人,阳性率为1.1%。

HIV抗体和梅毒快检均为阳性的2人,占0.4%。

2.6 保护性肛交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保护性肛交性行为发生的保护

因素包括主要交友场所为酒吧/歌舞厅(OR=0.2,

95%CI:0.1~0.3)、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OR=0.3,

95%CI:0.2~0.5)、近1年无性病史(OR=0.1,95%
CI:0~0.4)等有关;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的3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保
护性肛交性行为的发生与交友场所主要为酒吧/歌舞

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近1年无性病史有关,见
表2。

3 讨  论

本次血 清 学 监 测 结 果 显 示,重 庆 市 青 年 学 生

MSM人群的HIV感染率为1.6%,低于吉林市[4]、成
都市[5]和天津市[6]青年学生 MSM 人群的阳性率,也
低于本市2008年青年学生 MSM 人群的 HIV感染

率[7],这可能与调查期间社区组织正在推广宣传促进

MSM定期检测活动有关,本次招募的研究对象都是

检测积极性较高的人群,其中84.8%为既往检测阴性

的人群,因而影响了本次调查的HIV感染率。
本次调查显示,青年学生 MSM 人群艾滋病相关

知识知晓程度不高,552名青年学生 MSM 人群艾滋

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71.1%,艾滋病相关知识中我国

青年学生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男性同性性行为、

HIV感染者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

护这些问题知晓率不到60%。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

严重传染病、不能通过外表判断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这些问题知

晓率低于90%,因此应针对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和

渠道加强宣传。被调查者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性

行为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仅为43.2%,说明青年学生

MSM人群安全套使用率较低,知性分离现象明显[8]。
本研究发现,部分青年学生存在同性商业性行为

和异性性行为。6.1%的青年学生 MSM 人群与男性

有商业性行为,存在“买性”和“卖性”现象,发生商业

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2.1%;10.0%的青年学

生 MSM人群与女性发生过性行为,发生异性性行为

时安全套使用率仅为3.8%。而青年学生 MSM 人群

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比男性更低,这与

蔡勇等[4]研究结果相反。MSM人群双性恋者与同性

和异性之间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较高,存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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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风险,是 HIV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

的重要桥梁人群[9-11]。
本研究发现,交友场所、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

况、近1年有无性病史是保护性肛交性行为发生的影

响因素。青年学生 MSM 人群因处于相对封闭的校

园,主要通过互联网/交友软件交友,互联网/交友软

件中人员复杂,相对其他场所 MSM 人群发生高危性

行为的比例更高,增加了青年学生 MSM 人群感染艾

滋病的风险[4,12-14]。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网络交友

软件的监管,同时利用互联网/交友软件平台,在线上

对青年学生 MSM人群开展性病及艾滋病知识宣传、
自愿咨询和行为干预,倡导安全性行为,提供线上自

检和线下检测,扩大检测、干预覆盖面,有针对性地推

广安全套的使用,促进其定期检测 HIV,推进青年学

生 MSM人群知情交友,减少和避免高危性行为的发

生,切实提高干预服务的有效性,着力控制 HIV在该

人群中的传播。此外,近1年无性病史与保护性肛交

发生有关,梅毒等性病患者感染 HIV的风险大大增

加[15]。因此,还应提示该人群加强对性病的重视,一
旦感染性病,应及时就诊、规范治疗,从而降低自身感

染艾滋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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