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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行为干预·

昆山市社区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干预研究

孙晓明黄彩其温勇晏凤鸣陶勃』2受l A

【摘要】 目的评价社区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干预时育龄青年的影响。方法 采用准实验研究

设计。在昆山市选择陌个社会经济特征丰日似的乡．随机分为干预乡和对照乡。两个乡共800名j8～

30岁的育龄青年被选作研究对象。利用当地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干预乡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艾滋

病健康教育干预。结果在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之后，干预乡育龄青年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显著增加，

艾滋病丰丑关态度也有显著性正向变化，报告最近1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的比例也从干预前的8 5％上

升到干预后的14．4％(f=4 66，P=O 030 8)，而对照乡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结论把预防艾滋病

的健康教育干预融人当前的计划生育服务是可行的、有效的。这种结合应作为我国抵御艾滋病进～

步传播的一种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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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0咖札吼时-b8sed acquh蚰i咖岫nciency syI'drt删e educat咖iIl岫’曲ti帆stlldy in Ku瑙h舭咖ty
SU、Xi∞mtng’，HUAMj C面虫Hg，、矾讯u|ng，觇uz’RE*Ht_h C州t盯0』№pr甜州l诬H阻Hh．
岫砌iW【“妇P如r只中“zⅡ舶，I P，增m，¨^缸’埘柳Ⅻ|r，Nn’小昭210042，幽i舳

【Abstract】objective ’ro evalLmte I}”eff茚ti卿eSs of a dmunulli c y-k【sed acqu【red i咖1urlolo舀c
defIqolcy sylldrome(A1I)s)educatiollal imerv。ltion in卿r培adultsⅣkmods A quasi—expedrnen“

幽窑n was uSed Two towns}1ips in Kur“}椰o。unty，matc}圯d by s。ci(Ⅺ∞norrL沁c}1郴ct盯isti‘=s，w髓e
rand(舸dy a商鲫ed t0 Int盯v朗tlon or∞ntd grDups E谴ht hundred youtlg a山垴ag甜18—30删re亡mlted
fr㈣t}le fwo to肌如Kps as snldy su崎ects．A 12一month∞mpreher商ve educatldrlal int口恂tion on AI[)S

preve|1tion was t搿1dufted iD the inteH日1tjon gr。up tho嵋h 10cal farnily pl蝴ing servLces．R髓ults Mer
imervention，subects in interv朗tlon gr【)up越鲥6cmtiy improvd t}试r kndwledge(m AI[琏and a“itud签

一ated to AIDS p柳曲tion Rel)。n—rate d ccn幽use dunng山e last印l∞de of s称ual iInercourse

lncreasedfrom 8 5％at ba踺Iine to H 4％aner inteTv朗tion(一=4 66，P=0 030 8j No ob听0us

ck叫箩、憾s obeIved母r)。ng subj∞!s in∞nⅡd gH刈p．omclI商硼 This xtudy d锄姗咖ted tbe fe∞ibi)iLy

of imegntIon 0f AI[)S educatIona【int町v曲tion into the e)‘isting famiIy p【arIlllng se州c∞ Inte铲a60n d

刘Ds pr。唧坞into farn毋planni略睥堰㈨sbld be彻砖idered as a r耐i5tic即proa出f。r AlDs蚴t一
；nChina

【Key w岫】 (10mmLm【‘y—bas。d；Acquired inl【rlurlolo西c deficien。y s”出毗le；捌th educatI衄；

InterventiO“

江苏省昆山市(县级市)紧邻我国最大的工业城

市上海，当地的社会经济恬动十分活跃，人口流动频

繁。全市约58万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已达1l万多

人，并且长期滞留在昆山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尽管当地还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案例的报道，但是

在本地和外来的青年当中，与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

为有增加的趋势，育龄青年的生殖健康正面临新的

挑战。我们于1996年至1997年在昆山市实施了一

项社区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干预研究。此项研究依

作者单位：210()42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生殖健康研究中心

(孙晓明、温勇、晏风呜、陶勃)；江苏省昆山谁计划生育委员会【黄彩

英)

托当地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系统、全面地把艾

滋病预防知识纳入到计划生育服务内容。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昆山市处于性活跃时期的18～

30岁的育龄青年。采用准实验研究没计方案，评价

健康教育于预的效果⋯。

l抽样：昆山市共有20个乡镇，466个行政村。

为便于健康教育干预的具体实施，根据当地的行政

区划，于19％年2月进行j，两阶段整群抽样。第一

阶段，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学特征的均衡性，在

20个乡镇中确定了2个地理位置较远的张蒲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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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朗乡作为研究总体，然后随机将张蒲乡定为实验

乡(干预组)，蓬朗乡定为对照乡(对照组)。第二阶

段以行政村为单位，在2个乡中分别随机抽取2个

行政村，研究对象为这4个行政村中的全部18～30

岁的育龄青年，共获得总样本800人，其中干预组

407人，对照组393人。

2现场调查：(1)干预前调查：本研究设计了一

份与艾滋病有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等内容为主的

自填式问卷。干预前调查于1996年4月初实施，采

用无记名集中或分散自填。全部调查在2 d内完

成，共获有效问卷748份，其中干预组382份，对照

组366份，占总样本的93．5％。(2)干预后调查：在

干预组进行为期1年的健康教育干预之后，1997年

4月，采用相同的问卷和调查方法，对完成干预前调

查的748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全部调查在2 d内完

成，共获有效问卷710份，其中干预组366份，对照

组344份，占被调查人数的94．9％。以下则以这

710人的两次调查问卷资料作为评价健康教育效果

的分析基础。

3健康教育干预内容：本研究对照组的计划生

育活动按常规进行。而在干预组，我们实施了为期

1年的健康教育干预，具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I)编写“生殖健康教育读本”，人手1册，供自学用；

(2)对干预组2个村的计划生育宣传员进行集中强

化专题培训，以便他们做好教育干预的组织和咨询

工作；(3)选购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录像带，由村人口

学校组织育龄青年观看或借到家中观看；(4)录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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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健康讲座录音带，由村有线广播室定时播放；(5)

组织艾滋病预防的专题座谈会和知识竞赛。

4．资料处理：两次调查的问卷经过复核后，分别

录入计算机。用Fox舯。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和

E谢Inf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2检验和z检验

分别对调查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结 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

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的构成情况基本相似。干预组

的平均年龄(23．9岁)略低于对照组(25．4岁)，前者

的未婚青年比倒(2l 4％)高于后者(16．3％)，但差

异无显著性。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育龄青年的

比例分别为85．8％和80 5％，干预组的文化程度略

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两组职业和经济收

入构成也没有明显差别。

二、艾滋病知识情况

表1为调查对象干预前后的艾滋病知识情况。

干预前育龄青年对艾滋病的知识掌握不够理想，干

预组只有24．0％的人知道目前尚无药物和疫苗预防

艾滋病，80 6％的人知道避孕套的避孕作用，但只有

46．4％的人知道避孕套还有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作

用。关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回答正确率，2个组在

干预前调查时均已有相当高的比例。

三、相关态度

干预组的育龄青年在于预前调查时，66．9％认

表l 昆山市18～30岁青年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干预前后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回答正确率(％)

干埂组(”=366) 对照组(，2=3“j
“ “

干预前 干预后 Y2值 尸值 下预前 f：预后

艾{琏病主要破坏免疫系统(对) 59 3 9l 3 100 47 <O 00l 64 2 66 3

已有药物和疫苗琐防艾滋病(错) 24 0 82 8 253 78 <0．001 30 2 28 2

刚染上艾滋病的人会看上去很健康(对) 58 7 91 8 107．46 <0 00l 61 9 60 5

避孕套可吼防止怀孕(对) 80 6 96 2 43 25 <0(I(】1 80 5 80 2

避孕套可以防止芷滋病传播(对) 46．4 94 3 200 60 <0 00l 43 9 48 8

性交(传播) 76 5 95 4 53 79 <O Oot 76 5 77 6

多十性伴侣(传播) 68 6 93 4 73 54 <0 001 68．3 73 8

共用注射器(传播) 67．0 95 4 ％59 <0 00l 67 7 67 4

输血(传播) 59 O 91 8 106 09 <O 001 57 6 “8

母謇传播(传播) 75 7 97 3 72 90 <0()01 80 2 78 5

公共厨所(不传播) 45 6 91 8 181 50 <0()0l 43 9 47 4

握手或抚摸(不传播) 39 l 92 6 233 37 <0 00l 40 l 44．8

蚊业叮咬(不传播) 12 3 83．6 372|87 <O．001 12-8 IO 2

游泳池(不传播) 25 7 88 0 289 47 <0 00l 30 2 33 7

接吻(不传播) 30 9 q0 4 272 05 <O 001 33 7 3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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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人应等到结婚以后才可以有性生活，77．3％

认为只应与自己的配偶有性关系，这样可预防艾滋

病。仍有相当的比例持否定态度，说明我国经济较

发达地区的乡镇青年的性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干

预后调查显示，这两项的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为

94 5％和87 7％。同样，干预前不到一半的人

(44．0％)认为如果和一个刚认识的人有性关系，应

该使用避孕套，而干预后的比例上升到86．1％。在

对待艾滋病病人的容忍态度方面，干预组在干预前

调查时，有34．7％的人认为要把他们赶出村去或从

单位里开除，但同时又有90 7％的人认为他们应该

得到亲友和社会的关心和帮助，表现出既厌恶又同

情的双重心态。经过宣传教育干预之后，认为把艾

滋病病人赶出村去或从单位里开除态度的比例降到

了5．7％(，=95 16，P<O 001)。对照组的两次调

查比较，只有在回答“为了预防艾滋病，年轻人是否

只应与自己的配偶发生性关系”的问题时发生了明

显变化(，=7．93，P=0．004 9)，其余问题变化甚

微。

四、性行为特征

共有541人回答了性行为方面的问题。其中干

预组270人，对照组271人。调查结果显示发生首

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两组很相似，约为22岁。发生

频率从20岁以后开始增多，20～25岁之间的比例

干预组为94．4％，对照组为94．8％。20岁之前有性

行为的比例很小，干预组为6 5％，对照组为3．2％。

绝大多数人除配偶之外无其他性伴侣，2个组在干

预前分别只有7 0％和5，2％的人声称有1个以上其

他性伴侣。当地青年的避孕行为受国家计划生育指

导政策的影响，以宫内器避孕为主。由于在干预过

程中推行知情选择，避孕套作为避孕方法使用的比

例从干预前的4 1％上升到9 6％(，=6．53，P=

O 010 6)，并有l／5被调查对象声称在过去1年里

使用过避孕套：询问他们在最近1次性交时是否使

用了避孕套显得更有实际意义，结果显示干预组使

用的比例由干预前的8．5％上升到干预后的14．4％

(Y2=4．66，P=0 030 8)。

讨 论

本研究的特点是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计划生育

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并应用在预防艾滋病

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因而得到当地计划生育干部和

育龄青年的欢迎和支持。在健康教育干预的前后进

行了两次调查。干预前调查摸清r当地育龄青年的

基本情况，深入了解他们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

行为状况，为提供全面的生殖健康教育找到了介入

点。生殖健康教育的活动都是由当地计划生育干部

组织实施，并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融为一体。育龄

青年非常喜爱这些活动，除了认真自学和观看录像

带，还积极参与座谈和知识竞赛。村有线广播的艾

滋病预防专题节目受到普遍欢迎。干预后的调查结

果显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进行全面、系统的艾

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大幅度提高r育龄青年的预防

知识水乎，大多数问题的正确回答比例都超过j，

90％，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加强。在宣传教育过程中，

强化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教育，明显改

变了他们不恰当的相关态度和认识，证明r科学教

育的重要性。在没有进行健康教育干预的对照组，

两次调查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有些问题回答

正确的比例产生了微小的正向变化，这可能是当前

大众传媒宣传对他们的影响。

不安全的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之

一，也是本次研究特别关注的方面。研究的结果说

明，当地育龄青年婚前性行为已有相当大比例，但主

要是比较固定的后来成为夫妻的性伴侣。虽然目前

这种性行为的模式还不足以成为传播艾滋病及其他

性病的重要途径，但是其危害不能低估。况且不是

固定性伴侣的婚前性行为以及多个性伴侣的情况均

已出现，尽管人数很少，但是这种趋势应引起足够的

重视。不受约束的婚前性行为是不安全的，有可能

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温床。当然，影响性行为的原因

很复杂，变化往往不如知识和态度显著，需要长期、

持续的健康教育干预才能奏效。

研究中也发现．以社区为基础的敏感问题调查

受到较大的限制。因为开展调查的当地干部和群

众，与调查对象之间都比较熟悉，即使是无记名答

卷，仍然非常担心个人的隐私泄露后会招来不必要

的麻烦。这就提示类似的研究还应该从方法学方面

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研究选择我国东部昆山市的重要意义在于，

应该在尚未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或低感染的地区开

展艾滋病预防的健康教育，处于性活跃期的育龄青

年则是教育的重点。通过强化教育，使他们养成健

康的、安全的行为方式，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

社会负责，防患于未然。

研究证明，依托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在广大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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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开展包括艾滋病预防在内的全面的生殖健康教

育，不仅有利于提高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的质量，而且

是抵御艾滋病在我国进一步扩大传播的～种现实的

选择。

(此项研究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太学旧金山分校艾滋病研

究中心提供部分资助=时泼中心Jeffrey M柚dd博上和

Kyung—Hee ch。i博士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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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例布鲁氏菌病患者临床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安世英韩爱芳崔玉兰 R日 8

】996年以来，布鲁氏菌病(布病)在我县呈点状爆发，觋

将确诊的622例布病患者分析如下。

l调查对象与方法：调查与家畜及畜产品有密切接触的

重点人群。1996～1999年共词查13 650人，首先对可疑者作

皮内变态反应试验(皮变)，注射后48 h观察结果，对近期接

触病畜流产胎儿，有可疑布病临床表现和皮变阳性者，全部

傲血清学检查-。，血清凝集试验滴度在l：100以上者(包括

】：50有明显症状者)建立档案，并给以全程足蘑治疗。

2结果：1996～【999年全县共登记622例布病患者，发

病率为46 19／10万，患病率为4 56％。各年发病率呈逐年下

降趋势，1996～1999年分别发病476例，103铆．26例和17

饲，发病率为142 60／10万，30 66／10万，7 70／10万和5 ol／

10万。(1)流行特点：①人群分布：622例布病患者中，男501

例(占80 55％)，女12l例(】9．45％)，男女之比4 l：I；各年

龄组均有发病，其中0～】5岁25例(占4．02％)．16～49岁

466例(74 92％)，50岁以上13l例(2 L 06％)，发病年龄最

小l 5岁，最大62岁；②职业分布与密切接触病畜及畜产品

有关，622例布病患者中，放牧者283例(占45 50％)，农民

254例(40 84％)，学生28例(4 50％)，屠宰工23例

(3 70％)．贩毛皮者12例(1 93％)，干部8例(1．29％)，幼

儿、助产士各5例(各占0 80％)，教师4例(0 64％)。从上

述可见，布病主要集中在农民家庭(有病畜)及放牧者两种职

业，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f=37 3，P<

O 01)；③感染途径：622例患者中．通过接触流产羊羔感染的

87例(占13 99％)，接触自喂养羊而感染258衙j(41 48％)，

病羊主人的邻居感染32例(5 14％)．喝羊奶的感染2l例

(3 38％)，接触不明显的224倒(36 0I％)。(2)临床表现：

从本组资料统计，发热(34l例，占54 82％)、出汗(269例，

占43 25％)、乏力(293倒，占47 L1％)、关节痛(355倒，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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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07％)仍是布病最常见的症状，发热以高热、不规则热为

主，未及时治疗的患者，可见较典型的稽留热，患者关节痛表

现为典型的多发性游走性，以膝、腰、髋关节为主，踝关节、指

关节也较常见。(3)实验室检查：对622例患者全部做皮变

试验，阳性28l例(占45．17％)。血清学检验效价主要在l

50～l：6 400之间，占99．35％。

3讨沦：本次从患者分布特点来看．发病仍以男性为主．

男女之此4】：J，各年龄纽均有发病，但布病感染的主要对象

为青壮年，因男性青壮年是主要劳力，与牲畜接触频率高、被

感染机会相应要多些。本组资料表明．儿童和50岁以上的

老年人发病率也不低．与接触、喝奶有关。职业分布与接触

传染源机会密切相关。凋查表明，接触流产羔羊(包括自家

和邻居家羊)而感染发病仍为主要感染方式。近几年来．布

病在我县呈点状爆发，流行病学嗣查分析表明，造成布病流

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2'3j：①流行地区主要在农村，多为密切

接触羊及羊产品；③羊只自由买卖，大批病羊输人造成流行。

由于家畜检痤失控而致．据畜牧部门资料表明，羊只感染率

最高达58％，平均在lO％左右；③群众对布病防治知识知之

甚少，自我保护意识差，只顾养羊致富，对病羊检、免、杀措施

落实不好．造成新的流行；④病畜、乳肉品不能严格检疫．在

市场上出售造成污染：⑤毛皮市场不断扩大流通，皮毛带菌

给接触者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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