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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行为干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庭推广使用避孕套

可接受性研究

扬放昊尊友徐臣张云同
扁剐

【摘要】 目的 丁解农村地区已婚艾滋病病毒(h嘞西unode矗cien。y“rus．HJV)感染者家庭
推广使用避孕套可接受性及其效果。方法对某地90个HIv感染的家庭采用入户方式进行防病知

识宣传和使用避孕套技巧培训，并免费发放避孕套。在干预前后对研究对象采取匿名方式进行两次

断面调查．比较干预前后性生活中避孕套使用率的变化。结果90个家庭参加试点项目，84个家庭

完成了最后的评价调查，随访率93 3％。研究对象在艾滋病传播途径、非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知识方

面都有显著提高(P<O 001)。每次性生活都使用避孕套率由干预前的2．6％上升到干预后的71 4％

(P<O 001j。控制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干预活动是促进感染者家庭使用避孕套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在农村地区HIv感染者及其配偶中开展推广使用避孕套是可以接受的，应当尽早通知已发现

的HIv感染者家庭并开展避孕套推广工作，减少夫妻间传播。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避孕套；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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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三的艾滋病病毒(hunl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是由性传播引

起的，而在性传播的感染者中约四分之三是由异性

性传播引起的⋯。所以说，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

是控制Hlv经性途径传播。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

坚持正确地使用避孕套能有效地阻止HIV经性途

径传播【2’3J。我国的HIv感染者主要集中

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HIv感染者对避孕套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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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如何尚不清楚。为此，我们选择90名已婚

HIv感染者为指示病例，以其夫妻双方为研究对

象，探讨在农村地区推广避孕套的可接受性并确定

影响HIv感染者家庭使用避孕套的因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设计、人群及资料：采用队列研究设计，

时间为1999年1～12月。从安徽省阜阳市监测系

统统计的HIv感染者中选取年龄在20～49周岁已

婚的HIv感染者家庭90个，每个家庭的已登记感

染者为指示病例，研究对象包括指示病例及其配偶。

本研究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由词查员在干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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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两次调查，中间进行为期12个月，隔月1次的

随访，随访时进行艾滋病知识宣传和避孕套使用方

法培训，并强调坚持使用避孕套的重要性，了解避孕

套的使用情况，免费发放避孕套。调查内容包括指

示病例及其配偶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比较

干预前后避孕套使用率的变化来确定其可接受性。

2统计分析方法：用Epi Inf0 6．02软件建立数

据库，用sAs 6．12进行数据分析。对反映干预效果

的指标采用卡方分析、分层分析及趋势卡方检验。

在进行单因素非条件Io谢stic回归分析基础上，建立

多元非条件逐步Io撕stic回归模型，汁算。足值和

95％可信限，以确定影响避孕套使用的主要因素。

结 果

1人口学特征：90个HIv感染者家庭参加了

基线调查，并在以后的12个月里进行了推广避孕套

的干预活动。在干预结束后，84个感染者家庭参加

了终末调查，随访率93 3％。失访的6个家庭在基

线调查时，其基本人口学特征、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水

平及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与基线调查时的其他家庭无

明显差别。以下分析是基于完成终末调查的84个

家庭。在84个感染者指示病例中，男女各占

50 O％；35岁以上占大多数(73．8％)；所有的感染

者都是汉族；文盲半文盲占47．6％，小学32．1％，中

33l

学以上20 2％；感染者全部是农民；从人口流动方面

来看，感染者夫妻至少有一方到外地打工的家庭占

31 0％。感染者配偶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指示病例

相似。

2干预前后HIv感染者及其配偶艾滋病知识

水平的变化：干预前后HIv感染者及配偶艾滋病相

关知识及相关态度的比较见表1。

3．干预前后HIv感染者及其配偶对艾滋病及

避孕套的态度、观念变化：

(1)艾滋病相关态度：在认为艾滋病可怕、了解

艾滋病知识的意愿、意识到本人可能已感染以及是

否应该把感染情况通知配偶的态度上，感染者及其

配偶在于预后都有了积极的转变(_P<0．001)。从

配偶方面来看，对感染者持同情态度及愿意照顾其

感染的配偶的比例都有了显著的增加(P<0．001)，

而意识到配偶已经感染HIv在干预后仍然很低

(11．9％)(表1)。

(2)对避孕套的看法：干预后研究对象认为避孕

套用起来较方便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P<O．001)，

有更多的人认为避孕套价格贵(P<O．001)、减少性

快感(P<0 003)。认为避孕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

病的比例，由干预前的30．1％上升到干预后的

98 8％(P<0．001)，对避孕套可以引起配偶的怀疑

的比例在于预前后没有变化，都在10％以下(表1)。

表1 干预前后HIV感染者及配偶艾滋病相关知识及相关态度的比较

洼：表中％代表回答各项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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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干预前后艾滋病相关行为的变化：

(1)艾滋病相关行为：坚持使用避孕套的比例由

干预前的2．6％上升到干预后的71．4％(，=88 38，

P<0 001)；为了预防艾滋病而使用避孕套的比例

由干预前的6．0％上升到干预后的96．4％(Y2=

43．86，P<O．001)；能够说服配偶使用避孕套的比

例由干预前的39．3％上升到97．6％(Y2=66．18，

P<O．001)；而配偶能说服指示病例使用避孕套的

比例也从干预前的31．0％上升到92 9％(Y2=

68．25，P<0．001)。

(2)感染者家庭使用避孕套的分层分析：干预

后，避孕套的使用率在感染者性别方面存在差别，指

示病例为女性的家庭避孕套的使用率低于指示病例

为男性的家庭(P=O．036)；随着感染者文化程度的

升高，避孕套的使用率随之增高(趋势检验Y2=

2．62，P=O 004)。夫妻至少有一方外出打工的感

染者家庭避孕套使用率低于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

(P<0 001)。

避孕套的使用率随着感染者家庭接受干预频次

的增加而增加(，=4 35，P=o．001)。而避孕套的

使用率在年龄、配偶的文化程度及夫妻间是否采取

其他避孕措施方面差异无显著性(P>O 05)

(表2)。

5影响避孕套使用多因素分析：对HIv感染者

及配偶使用避孕套影响因素进行多元非条件1画sEic

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干预活动是影响感

染者与配偶使用避孕套的主要因素，而且使用率随着

干预强度增加而升高(接受干预l～3次：oR=

24 64，95％a：1．49～426．67；接受干预4次及以上：

oR=97．39，95％a：7．49～999．09)。

表2 干预前后HIv感染者家庭避孕套使用率的分层分析

注：t值缺失为采用精确概率法

▲表示参照组；*表示与同一层中参照组比较．P=0 036；**表示与同一层中参照组比较，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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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采用人际交流个别辅导的健

康教育手段与免费发放避孕套相结合的干预措施，

使HIV感染者与其配偶问每次性生活使用避孕套

的比例由干预前的2．6％上升到干预后的71 4％。

使用避孕套的目的由于预前以避孕为主，转变为干

预后以预防艾滋病为主。在夫妻双方有外出打工的

家庭避孕套使用率较低，这与他们接受相对较步的

干预次数有关。在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往往在

农忙季节和春节期间回家。这提示我们，今后晟好

能够在春节期问利用感染者较集中的时机，进行短

期、高强度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研究结果说明，感染者家庭避孕套使用率随着

接受干预次数的增加而升高。这一结果强调，为了

预防HIV夫妻间性传播，必须开展针对性的干预项

目，而且必须有足够的干预强度和次数。

我们发现，避孕套的使用与指示病例是否知道

自己已被HIv感染有关。这一结果要求卫生工作

人员应尽早把感染症状通知感染者。此外，避孕套

的使用还与配偶是否知道指示病例已被HIv感染

有关。为了感染者配偶的健康，不能只考虑感染者

的权益而忽视其配偶不被感染的权益。对于已婚感

染者，应尽早通知其配偶。由于艾滋病的特殊性，各

地需要针对农村H】v感_染者探讨适当的通知方式，

以便使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传染配偶。

我国的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且

绝大多数处于性活跃期。本研究说明，要尽快通知

已经发现的感染者及其配偶，对他们进行防护措施

辅导，并对他们采取防护措施提供支持，预防HIV

进一步经性途径传播。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Ro艘。Detek教授、卫生部艾

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柔克明老师及阜阳市地方病防治站的

扬鲁光医师和范萍医师在研究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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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及药敏分析

喜斌刘伟孟春梅周景杰 怠％ D

近年来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高。

引起老年人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微多，尤其是某些耐

药菌更易导致严重的肺内感染。我们对医院内获得性老年

肺内感染细菌的种类和耐药情况加以分析，以便指导临床台

理用药．

I材料与方法：(1)医院感染病人及痰标本：216倒住院

唇2～14 d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年龄60～81岁，临床症

状和体征＆放射线显示肺内有不同程度的炎症表现，采集病

人痰液用于细菌培养。(2)细菌培养方法和鉴定：细菌培养

和鉴定梭常规方法进行；药敏试验采用K，B法(抗生素纸片

由黑龙讧省检验中心提供)=

2结果：在216例病人的痰标本中分离出285株细菌，

作者单位：1500lo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

辄喜斌、刘伟、周景杰)；哈尔菠第二四‘医院心内科(盂喜梅)

·短篇报道·

革兰阴性菌占70 1％(其中铜绿假单胞菌27．3％，其他假单

胞菌15 4％，不动杆菌L0 8％，沙雷氏茵8．1％，肺炎克雷伯

氏菌3 9％，大肠杆菌4 6％)；革兰阳性菌29．9％(其中金黄

色葡萄球菌14 4％，表皮葡萄球菌13 0％，枯草杆菌2．5％)。

对所有分离出来的病原菌进行药敏试验，结果表明：革兰阴

性菌敏感的抗生幕依次为：丁胺卡那霉素、苯唑青霉索、妥布

霉素、多牯菌素，但对头孢霉素、链霉素和羧苄青霉素耐药；

革兰阳性菌敏感的有：丁胺卡那霉索、先锋霉素和庆大霉索，

对其他抗生素多为不敏感。

3讨论：上述结果表明老年人医院内获得性肺炎以革兰

阴性菌感染多见，其引起的死亡率也比革兰阳性菌感染的死

亡率高。因此，对于老年人医院内获得性肺内细菌感染的病

原菌诊断和筛选出敏感的抗生素是有效治疗和降低死亡率

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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