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查·

广西某地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和性行为

定性研究

明中强 梁绍玲 !"##$%&’ ($) 刘伟 吴尊友

【摘要】 目的 了解吸毒者的吸毒行为发生的场合、形式和性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行为意识。

方法在某地戒毒所和社区招募 *+ 名吸毒者，对每名吸毒者单独进行深入访谈，每人约 * , - .，了解吸毒

者的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情况及行为意识。结果 多数吸毒者由口吸转为注射是为了减少经济负荷和

寻求最高欣快感。少数不注射者自述其原因包括：担心注射有害、过量致死、感染艾滋病。很多吸毒

者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共用注射器和性交传播，但仍在夜间、人多而毒品不足或注射器不够的情况下

共用注射器吸毒。吸毒者性乱普遍，女性吸毒者多数卖淫，发生性行为时很少使用安全套。结论 吸

毒人群中高危注射毒品行为和高危性行为很普遍，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艾滋病知识，单纯的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效果有限。为了控制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的传播，必须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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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OPO 年我国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以来［/］，到 /OOO 年已有 *+ 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报告在吸毒人群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势头迅猛，

有的地方，在艾滋病病毒进入注射毒品人群后的数

月至 / , * 年内，感染率就可上升到 Q0R左右［-］。目

前，注射毒品仍然是我国艾滋病病毒的主要传播

方式，而且，静脉注射毒品者占我国报告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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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总数的 Q*R。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病毒感

染在注射毒品人群中传播仍在不断蔓延。控制我国

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已经迫在眉睫。深入了解

吸毒人群的社会背景和其危险行为，对于我们进一

步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有着

重要意义。为此，我们于 /OOO 年 /0 月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某县对吸毒者进行了深入的定性研究，现报

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来源于当地强制戒毒所

和社区的吸毒者。最小样本量的确定原则为：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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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的调查对象，并不能收集到新的有用信息时，停

止招募新的调查对象。在招募吸毒者时，考虑吸毒

者的性别、年龄、是否注射毒品等因素。当不能获得

新的信息时，戒毒所共调查了 !" 名吸毒者。招募社

区吸毒者是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即请那些刚刚出戒

毒所的吸毒者介绍自己认识的吸毒朋友。当不能获

得新的信息时，社区共调查 !# 名吸毒者。

$ %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入访谈和小

组讨论。在进行访谈和小组讨论前，先制定一个访

谈提纲，并由专门从事定性研究的专家对访谈人员

进行培训。开始访谈和小组讨论前，先向吸毒者介

绍调查目的，承诺这是一项匿名调查，并就是否可以

做笔记、录音问题征求他们意见，在得到访谈对象同

意后，开始访谈。访谈和小组讨论场所包括戒毒所

内的单人房间和社区内的饭店包间以及宾馆的房间

内，这些场所都能满足保密和舒适的要求。

每次访谈或小组讨论大约持续 & 个小时。结束

后立刻整理记录，并翻译成英文。调查结果采用定

性研究分析软件 ’()*+, 进行处理，然后再将分析结

果翻译成中文。

结 果

! %人口学特征：共访谈了 $" 名吸毒者，其中男性

!-名，女性 . 名。大部分访谈对象的年龄在 $! / &#
岁间，最小 !" 岁，最大 &- 岁。文化程度多为初中或

以上，只有 0 人为小学，没有文盲。其中 !- 人未婚，

年龄集中在 $! / $" 岁间；- 人已婚，年龄在 $0 / &# 岁

间。! 人离异。访谈对象为汉、壮和苗 & 个民族，吸毒

者以壮族和汉族为主，少数为苗族。职业中男性主要

有司机、屠夫、裁缝、商人、农民、学生、环保工人和无

业者，女性是宾馆、饭店等场所的服务人员，在 - 名女

性访谈对象中有 " 名曾提供性服务。

$ %首次开始吸毒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吸毒者第

一次吸毒都是由于朋友或熟人的怂恿所致。年龄较

小者吸毒主要是受到诱导、利用所致，此外，第一次

吸毒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好奇、生活空虚无聊、显示

有男人气魄、感情上受到挫折和治疗疾病。值得注

意的是有 - 位访谈对象第一次吸毒是为了治疗疾

病，如治疗胃痛、肝病、感冒、牙痛和咳嗽等疾病症

状，而这也主要源于朋友的误导和毒品的止痛作用。

& %从口吸转为注射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吸毒者

在首次吸毒时采用口吸方式。但是，口吸一段时间

后，就会转为注射吸毒。根据访谈对象讲，从口吸转

为注射的主要原因包括：为了省钱或没钱、没有足够

的毒品口吸或很难买到毒品、朋友的推荐、好奇心驱

使、朋友的唆使。绝大多数的吸毒者是因为随着吸

毒时间的延长，口吸毒品后产生的效果已不能满足

他们的需要。而注射毒品则能提高毒品效果，减少

毒品用量，省钱。

1 %不注射的原因：有少数吸毒者称他们不注射

毒品，始终口吸，或由注射改为口吸。其主要原因

为：认为注射对身体和健康有害、害怕过量致死、害

怕感染艾滋病。

" %毒品使用频率：吸毒者通常每天口吸或注射

二三次海洛因，一般在早晨 2 点以后吸一次，下午吸

一次，在晚上睡觉前再吸一次。其时间因人而异。

0 %吸毒场所：吸毒者喜欢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场

所吸毒，如野外或山里、自己的卡车或小车驾驶室

里、卧室、宾馆、墓地、朋友家、厕所、鱼塘或小巷。他

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吸毒比较安全，不易被发现。

- %购买毒品途径：通过朋友购买毒品或者直接

从街道上的毒品贩子手中购买毒品是吸毒者获取毒

品的主要方式。

. %经济来源：多数吸毒者最初的经济来源主要

是自己的收入或积蓄。但是，随着吸毒时间的延长，

便会不择手段地获取钱财来满足他们的吸毒欲望，

例如，出卖家里的东西、从朋友或亲属手中骗钱等，

甚至包括一些违法的手段，如偷盗或抢劫或贩毒。

2 %关于艾滋病知识：大多数的吸毒者知道关于

艾滋病的一些传播和预防知识，他们意识到共用注

射器、通过性生活可以传播艾滋病以及使用安全套

和不共用注射器可以预防艾滋病，但是这些吸毒者

仍然共用注射器和不使用安全套。

!# %共用注射器行为及其原因：尽管多数吸毒者

知道共用注射器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是在一些特殊

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吸毒者仍然共用注射器。他们共

用注射器的主要原因有：夜间注射时买不到注射器、

和朋友一起注射时人多针少、没有足够的毒品供吸

毒者分、没有钱买注射器或为了省钱、不知道的情况

下共用（如朋友给的是被人用过的注射器）、不害怕

感染艾滋病、认为和关系好的朋友或者表面健康的

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是安全的。有一名吸毒者不共用

注射器，她认为混用是肮脏的。

!! %性行为：绝大多数的男性吸毒者都曾经与服

务小姐（卖淫妇女）或女吸毒者发生过性关系。但也

有一些年龄较小的男性吸毒者从未发生过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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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吸毒者中，大部分人都有过为赚钱购买毒品

而从事卖淫活动的经历。

!" #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尽管这些吸毒者知道使

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但是绝大多数的吸毒者

在发生性关系时仍然不使用安全套，其主要原因包

括：他们认为使用安全套减少快感、用起来不方便、

当时手头没有安全套、性伴没有任何症状或异味、认

为性伴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因而觉得安全、

关系密切、不害怕得病、嫖客不愿意使用。不过也有

一些吸毒者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其主要原

因是为了避孕、防病、取决于嫖客的外貌，或者因为

担心把病传给自己关心的人。

讨 论

我们的定性研究发现，尽管吸毒人群中多数人

已经知道共用注射器吸毒和不使用安全套发生性关

系可以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但他们当中高危注

射行为和高危性行为仍然比较严重。而且，这些高

危行为发生的环境及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同

时，我们也看到，改变这些行为将是困难的，单纯的

知识教育将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今后

在设计针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干预项目时，应

当在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 #在有吸毒者的社区内开展预防吸毒的项目，

对社区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强调毒品的危害，尤其

是要强调毒品的成瘾性以及成瘾以后戒断特别困

难，要警告群众千万不要使用毒品来处理一些疾病

的症状。

" #开展艾滋病预防项目时不仅要进行艾滋病基

本知识的宣传，同时要纠正他们中的一些误解和解

除他们的困惑，例如，“冲洗生殖器可以预防所有疾

病”，“性伴外貌健康则可以不用安全套或者同其共

用注射器就安全”等。因此，在宣传中一定要强调

“外貌健康并不等于没有性病艾滋病”。

$ #为了减少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我们不仅要进

行艾滋病知识宣传，同时要采取相应的有针对性的

具体措施，例如，延长诊所或药店的营业时间，使得

吸毒者在夜间也能够买到注射器。也可以教育吸毒

者根据自己的吸毒规律，事先备好干净的注射器。

还可以通过增加销售点等方式，使吸毒者能够更容

易、方便地获得注射器。

% #吸毒者中的性乱行为也非常严重，应加强宣

传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免费提供安全套等）来提高这

部分人群中安全套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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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县四起家庭成员患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特点分析

姜波 秦杰 车立珍

!&&% - "’’’ 年我县共发生肾综合征出血热病例! $))例，

在进行个案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有四起属家庭成员患病，

共计 & 例，现将其特点分析如下。

!#基本情况：第一起于 !&&% 年 !! 月 !& 日、"’ 日、"" 日发

生在长吉岗乡巨强村一户村民家中，父女 $ 人因在野外劳动

时食用被鼠污染的食物而感染，父亲死亡。第二起于 !&&&
年 !" 月 !" 日、!) 日发生在长吉岗乡巨一村一户村民家中，

母女相继发病，母亲死亡。第三起于 !&&& 年 !" 月 + 日、"!
日发生在东阳镇和平村一户村民家中，母子"人发病，儿子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甘南县卫生防疫站（姜波、秦杰）；甘

南县巨宝乡卫生院（车立珍）

为 $ 个月的婴儿。第四起于 "’’’ 年 !" 月 !. 日、"+ 日发生在

长吉岗乡巨变村一户村民家中，夫妻相继发病。

"#四起家庭成员患肾综合征出血热特点分析：本次有三

起 . 例发生在出血热重病区的长吉岗乡，另一起 " 例发生在

东阳镇和平村。从第一、第二和第四起 . 例患者发病的时间

看，属同一潜伏期感染。第一起 $ 例因在野外劳动时食用被

鼠污染的食物而发病，第二、四起 % 例也均有野外共同劳动

史。从第三起母子发病的时间看，排除同一潜伏期感染，由

其母在患出血热初期通过哺乳感染其子的可能性极大。在

四起 & 例中，女性 , 例，男性 $ 例。除 ! 例为婴儿外，其他 )
例均为农民。

（收稿日期："’’!*!!*"&）

（本文编辑：杨莲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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