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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9年昆 明市常住人口性病

艾滋病行为危险因素动态监测

马景孚陈利舒刚明王荣华沈岚何丽明
陈金祥肪l

-艾滋病行为干预·

【摘要】 目的 了解性病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因素，为制定防治对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为

评价防治效果提供信息。方法 1996～1999年对昆明市城市常住人口每两个月进行1次随机抽样

调查，每次调查200人，进行连续的性病艾滋病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从1996～1999年人群的

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分别从49 2％上升到62 8％(r=96．5．尸<0 01)和从16．6％上升

到35 2％(，=146．5，尸<0．01)。避孕套功用Ⅻ晓率、对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改变不明显。人群危

险行为比例处于低水平，15～39岁人群中存在无保护的危险性行为(0 8％～2 5％)和吸毒行为

(0 3％～2 4％)，结论人群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15～39岁的人群中存在感染艾滋病

的高危险因素，是今后干预的重点人群。

【关键词】性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危险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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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有关艾滋病的

行为监测，行为干预已成为目前预防艾滋病的主要

策略¨31。我国已于1996年在昆明等8个城市建立

了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4』。为了解人群中与艾

滋病有关的行为并研究行为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

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1996～1999年利用

基金项目：世舁银行第七个卫生贷款项目(J950n00303047)

作者单位：650034云南省昆明市卫隹酶疫站卫七项只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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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监测系统对昆明市的常住人口连续4年进行了性

病艾滋病行为危险因素动态监测，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以昆明市15～69岁的常住人口为抽样框架，采

用三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第一阶段抽

取群(居委会)，第二阶段抽取户，第三阶段抽取调查

对象。调查频率为每两个月1次，每年调查6次。

样本量在基线调查时为400人，以后每次调查200

人。使用统一的行为危险因素问卷调查表”J，由经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人户调查。调查表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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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避孕套知识及避孕套

的使用情况。调查表用EpiInf0 6．0两次录入，数据

采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提供的SAS和sIⅡ)AAN

软件，利用历年的标准人口库、居委会人口数对原始

数据进行年龄、性别加权处理，并进行分析。

结 果

来看，医务人员对避孕套的认识水平最高(6l 7％)，

在校学生最低(23 6％)。不同年度问，以1997年人

群的认识率最高。平均46％的人不同意“避孕套是

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可靠方法”的观点，40％的人不同

意“与新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应使用避孕套”的观点。

三、对待性病艾滋病的相关态度

90％的人赞同青少年应该接受性教育，但只有

一、人口学特征 10．4％～15 6％的人认为应该在15岁以前接受性

1996～1999年，共抽样调查15～69岁城区常住 教育。人们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

居民5 600人，应答率在98％～100％之间，可供分析 态度变化不明显，50％的人仍然持避免接触的态度，

的为5 487人。在统计分析的调查对象中，15～19岁 同情并帮助的比例只占35 6％。

占14 6％，20～39岁51 3％，40岁以上34 1％；男女 四、性病艾滋病的相关行为

性别比为l：l 39；在婚占59．O％，离异2．3％，分居 本次调查采用了吸毒、寻找非婚性伴、使用避孕

O．4％，丧偶2 5％，未婚35．8％；文盲半文盲占2 3％， 套等作为性病艾滋病的相关行为指标。

小学13．1％，初中29．9％，高中36，6％，大学18 1％。 1．性行为：平均88 6％的人结过婚或有过性行

除1998年(Y2=32 62，P<O 01)、1999年(12= 为，其中20～39岁组占3l 5％，15～19岁组1．7％，

138 29，尸<O 01)初中以下人群的比例低于高中以上 该组人群中女性1 1％，男性2．3％。未婚者中自报

人群外，其他人口学特征在4年间无明显差异。 有过性行为的平均为7．9％。70％的人过去30 d有

二、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 过性行为，其中3．9％有非婚性行为的人，按婚姻状

1．性病艾滋病知识：表1为1996～1999年调查 态离异、丧偶、未婚者分别为10 2％、3 8％和2 4％，

对象的性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这一指标从 离异者明显高于丧偶和未婚者(Y2=21．39，P<

49．2％上升到62 8％，4年上升了13．6％。知识知晓 0 001)。过去30 d有过卖淫、嫖娼等危险性行为的

率从1998年开始呈明显上升。而在同年度，性病传 比例，1996～1999年分别为2．4％、0-8％、2 5％和

播途径知识知晓率在不同性别、年龄组之间差异无显 1．2％。4年乎均，15～19岁组为0 5％，20～29岁

著性，但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高。从职业来看， 组1 4％，30～39岁组2 0％；男性1．6％，女性

医务人员知晓率最高(7I．6％)，家庭妇女最低 i 5％。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之间差

(44 8％)。表2为1996～1999年人群的艾滋病传播 异无显著性。该指标拒绝回答率为3．8％～4．4％。

途径知识知晓率。总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从16．6％ 2、吸毒行为：1996～1999年回答曾经吸食过毒

上升到35．2％，4年上升了18 6％。在同一年内，知识 品的比例分别为0．9％、0．4％、2 3％和O 3％。该项

知晓率在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但随着 拒绝回答率为1 3％～3，O％。4年平均，15～19岁

文化程度的提高知晓率增加。从职业来看，医务人员 组为0 6％，20～29岁组O．9％，30～39岁组O 8％，

知晓率最高(46．3％)，农民最低(12．6％)。 各年龄组吸毒率差别无显著性(Y2=l 68，P>

2．避孕套知识：人们对避孕套功用的正确认识 O 05)；男性0．8％，女性0．7％，差别无显著性(Y2=

率，从1996～1999年分别为39％、43 9％、33 5％ O．22，P>0．05)。从婚姻来看，以未婚者吸毒率最

和35 2％。在性别之间无明显差异。不同文化程度 高，为1．1％。不同文化程度组之间吸毒率差别无显

问，以文盲半文盲的认识率最低(21．7％)。从职业 著性(Y2=3 3l，P>O．05)。

表1 1996～1999年昆明市常住人口性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

性病传播途耗知识 (j雾氯)(，?蝥翕)(，j雾盖)(，j翼盖) f值 P值

总的性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一 49 2 52 0 65 3 62 8 96 5 0 ooO

1性病会通过性芙系传播 98 6 98 l 97 4 97 2 8 5 0 026

2使用性病患者用过的操盘、便桶和朽染衣物会感染性病 90】 85 0 90 6 82．8 52 8 0 000

3患性病的母亲分娩时尝传播给晏儿 95 3 85 O 83 7 78 9 192 7 0删I

!量王盒堡堡丝塞 !!：i !!：! !!：! §：! !堑：! !：螋
*表中的率为加权寄；·*总的性病传播途径知识知骁卓计算方法：第1、2、3题都选“是”、同时第4题进“错”的^数J与总浔查-人鼓的比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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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6～1999年昆明市常住人口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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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南赫鬯妻架瓷器京；在j嘉i唾}；i；蒜萝传播途径知识知骁宰计算方法：第1、2、j。题都进“对”、同时第5、6题都选“错”的^数占总诃查
3避孕套的使用情况：58％～60％的人曾经使

用过避孕套，各年度问这一比例基本稳定。有过性

行为的未婚人群中，避孕套的平均使用率为47 2％。

过去30 d有过性行为的人群中，42．1％～48 5％的

人使用过避孕套，其中用于防病目的的占12 4％。

使用避孕套防病的比例以1997年最高(48．5％)。

在过去30 d有过卖淫、嫖娼等性行为的人群中，有

38．5％的人使用过避孕套，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避孕。

讨 论

4年的监测结果表明，昆明市常住户口居民对

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识率相对较高，对非传播

途径的认识也在逐年提高，这是艾滋病预防控制的

有利因素，但离“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巾长期规

划”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必须加强相关知识宣传

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从监测结果来看，有过卖淫、嫖娼等性行为的

人，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38．5％，其目的并非为了防

病，说明人们对危险性行为的危害和避孕套的防病

功能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另外，从调查结果可以看

到，人群对避孕套的功用认识率在1997年最高，使

用避孕套防病的比例也是在1997年最高，之后逐年

下降，这种变化趋势符合行为变化中的“返回下滑效

应”-b|。1997年，昆明市世界银行贷款疾病预防项

目健康促进子项目开展了大规模的避孕套防病宣

传，同时，在各大医院进行对性病病人销售避孕套的

活动，并在全市各主要区域、路段、场所安装了避孕

套自动销售机。这些活动对于避孕套使用率的提高

可能起着促进作用。

通过监测，我们r解了全市人群的性病、艾滋病

知识知晓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化情况以及相关

行为的变化趋势，为制定全市艾滋病性病的干预措

施和评价干预效果提供r重要依据。但也注意到，

监测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性病、艾滋病有关的

危险行为在人群中呈不均匀分布，主要集中在15～

49岁年龄段，因此，对社区15～69岁常住人u进行

抽样调查，很难敏感地反映危险行为的变化情况。

同时还看到，采用人户方式调查，常常忽略了一些不

常在家的人(如司机、生意人等)。由于所调查的行

为涉及到性和吸毒这样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家

庭环境下，调查这些敏感问题很难获得真实的情况。

因此建议，今后有关艾滋病性病危险行为方面的监

测或调查，应该选择15～49岁的性活跃人群或青年

人作为调查对象，还应该包括流动人口，且不宜采用

人户调查方式。

此外，我们也感到本项目的调查频率过快。行

为的改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性行为和吸毒行为，由于其特殊性，改变则更为

困难。因此建议．开展艾滋病性病行为危险因素监

测，可考虑每2～3年进行一次调查。

(本监测工作得到了昆明市五华区卫生防疫站、盘龙区

卫生防疫站以及两城区46个办事处的70多名嗣查员的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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