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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育对静脉注射毒

高危险行为的影响

李建华罗健杨芳朱华』拍I＼ 户I

品者

·艾滋病行为干预·

【摘要】 目的通过同伴教育减少静脉注射毒品者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高危险行为。方

法在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的戒毒人员中开展为期两年的减少伤害同伴教育活动．在干

预前后进行两次随机抽样调查，并在干预后开展焦点问题小组讨论和个案随访，比较干预前后高危险

行为变化．评估干预效果。结果基线和干预后分别随机抽取306人和418人进行调查。比较干预

前后，共用注射器由68 3％下降到62 0％(，=2 61，P<o叭)，从来不清洗注射器从3．3％上升到

15_8％(Y2=19 4l，P<o 01)，将用过的注射器丢弃到垃圾桶内的比例从58 4％上升到8l 8％(f=

40．23，P<O 01)。对34名戒毒人员进行跟踪随访，67 6％不再共用注射器，无人在性生牾中使用避

孕套。结论在戒毒所内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减少静置}：注射毒品者危险行为的效果是有限的。为遏制

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的快速传播，需要尝试更为有效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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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艾滋病监测数据显示，1999年静脉注射

毒品者中艾滋病病毒(hurnall imunodeficiency
vinls，HIv)感染率平均为27．8％【l J。云南是我国艾

滋病流行最严重的省之一，特别是静脉注射毒品人

群中由共用注射器吸毒所引起的感染。控制在这一

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已迫在眉睫。

影响和改变静脉吸毒人群中存在的高危险行为

是控制HIV从这一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扩散的关

键。国外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开展的美沙酮维持项目

作者单位：650228昆明．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预防教育

和针具交换项目(美沙酮维持即对吸食或注射海洛

因成瘾者，每天口服1次美沙酮，长期服用，可保持

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功能，减少犯罪。同时，也使得他

们不再注射海洛因；针具交换即发给吸毒者一个新

的注射器并收回他们用过的注射器，避免他们共用

注射器，以减少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传播流行)控制

这一人群的艾滋病流行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J。

为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干预措施，我们选择了

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在吸毒人群中开

展减少伤害同伴教育项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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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与时间：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和昆明

市劳教戒毒所内所有的戒毒者。昆明市强制戒毒所

每期强制戒毒时间为3～6个月，戒毒人数l 500～

2 500。昆明市劳教戒毒所每个劳教戒毒周期为2～

3年，劳教人数600～800。开展同伴教育活动的时

间从1998年5月至2000年6月。

2．干预策略与措施：在戒毒人员中选择一些志

愿人员作为同伴教育者。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吸毒和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开展同伴教育的

技能、对同伴教育者的具体要求等。同伴教育者返

回他们所属的队或楼层，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其他

戒毒人员进行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者以宣传教育和交流活动为基本策

略，在同伴中开展以减少伤害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教

育活动。同伴教育者根据自己的需求，与项目工作

人员一道设计和制作减少伤害教育小册子，并以此

为基础对同伴进行宣传教育。

3方法与评估：项目开展以前，对当时正在两

所戒毒机构中戒毒的人员做随机抽样，对抽取的

306名戒毒人员进行基线调查。项目活动开展两年

后，对此时正在两所戒毒机构中戒毒的人员做随机

抽样，共418人接受了评估调查。将两次调查的结

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做分析比较。

同伴教育项目活动持续两年时间，这期问实施

r大量的干预活动。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内的

戒毒人员是流动的，接受基线调查和评估调查的人

员大部分不是同一个人。为此，我们除了干预活动

前后凋查外，还做了焦点问题小组讨论，并随访了

34名接受过同伴教育的个案，了解他们的吸毒及性

行为情况。

结 果

一、吸毒行为

表l为干预活动前后静脉注射毒品者与注射毒

品有关的行为的变化。可以看到，他们注射毒品行

为的变化是极为有限的。有的不安全注射行为甚至

增多，例如，从来不清洗注射器的人从干预活动前的

3 3％上升到项目活动后的15．8％(Y2=19．405，

尸<O 01)，每次都清洗注射器的人从干预活动前的

75 6％下降到6l O％(Y2=12．000，P<O．01)。不

过，将注射器丢弃在垃圾桶内的比例从干预活动前

·335

的58．4％上升到干预活动后的81．8％(f=40．228
P<0．01)。

表1 干预活动前后静脉注射毒品者与注射毒品

有关的行为变化情况

疰：表中的百分比代表吾硬人数所占的白分比例

二、性行为

静脉注射毒品者在性活动中避孕套的使用率，

从干预活动前的52．5％上升到干预活动后的68．7％

(，=18．795，P<0 01)，从来不使用避孕套的人从

干预活动前的43．6％下降到干预活动后的29．6％

(Y2=14 402，P<O．01)。与干预活动前相比较，如

果性伴侣不愿意使用避孕套时，仍然只有一小部分

人(18．9％)会坚持使用避孕套(，=2 032，尸<

0．05)。

三、个案随访的行为变化

项目结束后，随访了34名同伴教育者。部分吸

毒者能够运用同伴教育中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去尝

试主动与家人沟通(52 9％)，去解决问题(25．5％)

和应付挫折(25．5％)。随访的吸毒者中，有20 6％

的人将静脉注射毒品改变为“口吸”的方式，67．6％

的人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或是只使用自己的注射器。

同时也看到，虽然在性行为时有26 5％的人曾想到

过使用避孕套，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性行为时使用避

孕套。

四、焦点问题小组讨论结果

几乎所有的戒毒者都认为：“在吸毒的绝大多数

时间内，我不会与他人共用注射器，但在一些特殊的

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会用他人的注射器。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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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毒瘾发作时，急匆匆去找毒品，身上又没有带注

射器，只好用别人的注射器先解决问题，这时侯是顾

不上考虑疾病传播这件事的”、“经过同伴教育，在出

戒毒所后，我想改注射毒品为‘口吸’，可身不由己，

就是控制不了”、“戒毒后我感到十分无聊，开始大量

酗酒来麻痹自己，在酒精的作用下有时就叉会去找

毒品或是女人”。

对有关安全性行为的问题他们是这样看的：“我

们也知道避孕套可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但在一般

情况下，比较相信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与他们／

她们发生性关系时我们不使用避孕套”、“有时我们

也想使用避孕套，但没有办法对性伴开口”。

讨 论

评估结果表明，在两年的同伴教育项目活动后，

于预对象在项目活动的影响下行为的改变极为有

限。为什么两年的同伴教育活动对静脉吸毒者高危

险行为的影响这么小呢?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方面。

(1)同伴教育者的力量不够强，他们做同伴教育

的时间、力度和技能有限。项目实施中发现，戒毒者

在戒毒所内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在强制戒毒所一

般3～6个月就换一批人，劳教戒毒所1～1．5年也

换了许多人。而这种轮换还不固定时间，而是时时

都在进行。这样，同伴教育者能力的加强和技能的

提高就受到了限制。他们做同伴教育或接受预防教

育的时间显得不是那么充足。

(2)戒毒所自身的性质和制度限制了同伴教育

活动。无论是强制戒毒所还是劳教戒毒所，他们都

有自己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与同伴教育活动

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管理人员工作任务重，收教

戒毒人员多时，往往就会忽视了同伴教育活动。此

外，戒毒者与管理者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对抗

性和歧视性心理，这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同伴教育

活动。

(3)戒毒人员出所后缺乏持续性的行为干预活

动。静脉注射毒品者的许多高危险行为受多种因素

影响，例如，静脉注射毒品者更看重对自己群体的认

同而更少考虑自身的健康问题。在‘毒瘾’发作时，

他们迫切希望的是得到即刻满足，几乎不考虑(也役

有时问和精力考虑)共用注射器会传播疾病。他们

注重的是用‘药’或‘性’的感受，而不愿意因其他的

因素破坏这种感受。他们／她们缺少与性伴狲商讨

论使用避孕套的技能。此外，一次性注射器的品牌，

以及它是否在夜间也能够及时就近获得，同样影响

静脉注射毒品者的高危险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强

有力的外力介入，打断固有的行为链，或者是对影响

高危险行为的因素进行干预，这些高危险行为是很

难发生改变的。

(4)研究设计本身并不完善，使得干预前后两次

调查结果的比较，特别是吸毒行为和性行为的比较，

并不能完全反映干预活动的效果。只是对34名戒

毒人员在返回社会后，在社区对他们的追踪调查结

果，能反映干预活动的效果。

我们的研究提示，行为干预项目应尽可能的满

足被干预对象的需要。静脉注射毒品者高危险行为

的改变除了给予他们知识，帮助他们改变态度外，还

要给他们个人技能上的培训，并让他们充分的练习。

更为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改变危险行为提供服务上

的保证。

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静脉注射毒品人群的高

危险行为是在社区里发生的，改变这些行为也必须

是在社区里。社区健康促进活动，将有利于他们高

危险行为的改变和健康行为的保持。为此，我们应

该考虑实施美沙酮维持项目或／和注射器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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