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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吸毒人群人口学和行为学

特征改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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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行为学特征及改变情况。方法 采用自

填式问卷，分别在!""#和$%%%年随机抽取某戒毒所的吸毒人群，进行纵向调查。结果 $&岁以下

吸毒者比例从!""#年的!#’()增加到$%%%年的$#’$)；女性吸毒者从$%’&)增加到*+’,)；个体经

营者吸毒人数增加明显，从!&’$)增加到$&’")；约&%)的吸毒者为初中毕业，但小学及以下文化程

度者从#’&)增加到!&’!)；$%%%年和!""#年相比未婚吸毒者从+%’#)增加到&*’$)；!""#年和

$%%%年分别有!,’&)和!!’")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的共用注射器吸毒者毒伴不固定；!""#
年和$%%%年婚外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和$(’&)，婚外性行为比例有所增高，婚外性行为者平

均性伴数为$个；与!""#年相比，$%%%年吸毒者中每次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比例有所增加，但仍有

+(’()的吸毒者性行为时从来不用避孕套。结论 由于吸毒人群的大量增加，共用注射器和高危性

行为仍很普遍，北京地区吸毒人群中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关键词】 吸毒人群；性行为；人免疫缺陷病毒

!"#$%&’"()*(+’,)-&.$)/&,0+1(%+’$2)(+34&0+5*(+0+*")04-"4*-&.$0#,#-)0-4’6)474’, !"#$%&’(
)%’，*+,-%(.%’/，*+#"&%(0%’，1#2%&’/，$34,5&6(7-，8#419%(:6’/，;+34<%’(0%’/=;9%(
>%’/!9’?9@A6@B%C9&C9D@9E9’?%6’&’:!6’?@60，;9%>%’/!%%%!*，01234

【82-"0+*"】 927)*"43) 567389:;<438<1989=6>:4?1@A143>9;438B914C26:;238:7>7;9:;’:)"(&$
D9EFG:9?6:<98H79;<263342:9;I4;7;98438E63>2<78234E23C9;<2>4<263I4;A6387A<98236396F<1989<6J2A4<263
A93<9:;23K92L23>23!""#438$%%%’M:7>7;9:;I9:9:4386=E@A16;93’;)-#5"- N9;7E<;;16I98<14<4>9
6F8:7>7;9:;<938<6B9A6=9@673>9:I2<1<1937=B9:;6F8:7>7;9:;4>98B9E6I$&，23A:94;98F:6=!#’()
23!""#<6$#’$)23$%%%’O4L6:2<@6F8:7>7;9:;:9=42398=4E9;，B7<<19?:6?6:<2636FF9=4E9;;99=98<6
23A:94;9’M2;<:2B7<2636F6AA7?4<263;16I98<14<<19E4:>9;<23A:94;9F9EE4=63>2382C2874E93<9:?:2;9:;，F:6=
!&’$)23!""#<6$&’")23$%%%’P2<1987A4<2634EB4AQG>:6738，<19?:6?6:<2636FE6I9:<1439E9=93G
<4:@987A4<263E9C9E，23AE7823>2EE2<9:4<9，23A:94;98’R2F<@?9:A93<6F8:7>7;9:;I9:973=4::298I12A123G
A:94;98F:6=+%’#)23!""#<6&*’$)23$%%%’S998E9;14:23>I4;H72<9A6==63，!,’&)23!""#438
!!’")23$%%%，B7<<1989A:94;9I4;36<;<4<2;<2A4EE@;2>32F2A43<（D!%’%&）’R2F<@G;9C93?623<<1:99?9:G
A93<6F<1923L9A<23>8:7>7;9:;82836<14C9A63;<43<?4:<39:;<6;14:99H72?=93<;’T:6?6:<2636F9J<:4G
=4::2>9;9J74E?:4A<2A923A:94;98F:6=!$’&)23!""#<6$(’&)23$%%%，438;2>32F2A43<82FF9:93A9（012G
;H74:9U!$’&%，D"%’%%!）’O7E<2?E9?4:<39:;239J<:4G=4::2988:7>7;9:;I4;4E;6F6738（=943U$）’
06=?4:98<6!""#，A6386=7;987:23>9C9:@;9J74E?:4A<2A923A:94;9823$%%%，B7<+(’()8:7>7;9:;;<2EE
39C9:7;98A6386=’<&’*5#-4&’ .3;7==4:@，4;<19H72AQ23A:94;96F8:7>7;9:;，;14:23>6F23L9A<23>9G
H72?=93<43812>1G:2;Q;9J74EB914C26:，23AE7823>=7E<2?E9?4:<39:;43873?:6<9A<98;9J，I9:9H72<9A6=G
=63，I2<1<19?6;;2B2E2<@6F-./9?289=2A238:7>7;9:;’

【=)%>&0$-】 M:7>4B7;9；D9JB914C26:；-7=432==73689F2A293A@C2:7;

共用注射器吸毒和婚外性行为是吸毒者发生艾

滋病病毒（-./）感染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吸毒者行为特征的改变对艾滋病的传播具有重要的

影响［!］。因此为了解吸毒人群的行为特征变化，世

作者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

制所

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议各国开展行

为学监测，即综合监测，连续性的了解吸毒者的行为

特征及其改变情况，从而对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控

制措施的实施和效果评价提供理论支持。为了解北

京地区吸毒人群的构成特征、吸毒和性行为特征的

改变情况，对北京地区的吸毒人群进行了连续调查。

!#$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以北京市某强制戒毒所的吸毒人

群为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分别

在!$$%年!&月和#&&&年!!月随机抽取’&&名和

())名吸毒者，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吸毒和

性行为特征。填写调查表由调查员解释后逐项完

成，对维吾尔等其他民族不能正确理解汉语的调查

对象，由翻译解释后填写。调查完成后调查员逐项

核对，原始数据应用自行编制*+,-./012341程序录

入，应用565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 果

!"人口学特征的改变：#&&&年与!$$%年相比，

北京地区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发生了一些改变。

吸毒人群仍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吸毒者逐渐增多，吸

毒比 例 从!$$% 年 的#&"78 增 加 到 #&&& 年 的

()"’8；吸毒者平均年龄#$"$岁，吸毒人群逐渐年轻

化，#7岁以下年龄组吸毒者显著增多；吸毒者的职

业分布趋于扩大化，农民、学生、干部、个体经营者吸

毒人数明显增多，尤以个体经营者吸毒人数增加最

多；吸毒者初中和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者比例较高，

文盲和小学低教育水平人数明显增多；未婚吸毒者

最多，#&&&年和!$$%年相比未婚吸毒者增多（表

!）。

#"吸毒人群行为特征：吸食的毒品仍以海洛因

为主，但吸食其他毒品的比例#&&&年比!$$%年明

显增高（!#9!$")&，!!&"&&!）；开始吸毒时口吸比

例从’&"#8增加到%)"$8（!#9’#")!，!!&"&&!）。

吸毒者平均吸毒时间#%"%(个月，7("78的吸毒者约

吸毒!"’年后改变吸毒方式。吸毒者中共用注射器

现象仍较普遍，!$$%年和#&&&年分别有!’"78和

!!"$8的注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77"$8和’&"$8
的共用注射器吸毒者没有固定毒伴，统计学检验共

用注射器及固定毒伴差异无显著性（表#）。

("吸毒人群性行为特征：吸毒人群婚外性行为

比例较高，而且#&&&年婚外性行为的比例比!$$%
年有所增高，统计学检验差异有显著性（!#9!#"7&，

!!&"&&!）；婚外性行为者性伴数从!$$%年的#"&!
个减少到#&&&年的!"$)个，但没有统计学意义（"9
!")!，!"&"&7），!’"&8的男性和#("(8的女性有

婚外性伴，男性明显低于女性（!#9)"#，!!&"&7）。

在避孕套使用上，#&&&年和!$$%年相比，每次都用

和偶尔使用避孕套者有所增加，从来不用避孕套者

有所减少，但#&&&年仍有):":8的人性行为时从来

不用避孕套（!#9(7")%，!!&"&&!）（表(）。

表! 北京地区吸毒人群!$$%年和#&&&年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年

吸毒人数 构成比（8）

#&&&年

吸毒人数 构成比（8）

性别#

男 ):: :$"7 ##7 ’7")
女 !#( #&"7 !!$ ()"’

年龄组（岁）##

!#7 !!# !%": $: #%"#
#7" !7$ #’"7 %7 #)":
(&" !’7 #:"7 %# #("%
$(7 !’) #:"( %& #("(

职业#

农民 #) )"& !$ 7"7
工人 %! !("7 (: !&"%
在校学生 7 &"% : #"&
干部 : !"# 7 !"7
个体经营者 $! !7"# %$ #7"$
无业 (:$ ’("# !’& )’"7
其他 !( #"# #: :"%

民族

汉 7(% %$": (&% %$"7
其他 ’# !&"( (’ !&"7

婚姻状况#

未婚 #)7 )&"% !%( 7("#
未婚同居 7: $"7 !$ 7"7
已婚 #!% (’"( !!! (#"(
离异／丧偶 %& !("( (! $"&

文化程度##

文盲 !’ #": !# ("7
小学 (7 7"% )& !!"’
初中 (&% 7!"( !’: )%"7
高中或中专 ##! (’"% !!! (#"(
大专及以上 #& ("( !) )"!

#!!&"&&!；##!!&"&7

表" 北京地区吸毒人群!$$%年和#&&&年吸毒行为特征

行为特征 !$$%年 #&&&年

开始吸毒种类#

海洛因 7:!（$7"#） (&&（%:"#）

其他 #$（)"%） ))（!#"%）

开始吸毒方法#

口吸 (’!（’&"#） #$#（%)"$）

注射 #($（($"%） 7#（!7"!）

吸毒时间（月，#） #%"7%;!’")# #$"#7;!#"(7
吸毒方式改变

是 (#7（7)"#） !%&（7#"(）

否 #:7（)7"%） !’)（):":）

改变时间（年，#） !"7%;&"#) !"’);&"(#
共用注射器

是 7$（!’"7） #(（!!"$）

否 #$%（%)"7） !:&（%%"!）

毒伴固定否

不固定 ((（77"$） !)（’&"$）

固定 #’（))"!） $（($"!）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8）；#!!&"&&!

#%#

 



表! 北京地区吸毒人群!""#年和$%%%年性行为特征

性行为特征

!""#年

吸毒
人数

构成比
（&）

$%%%年

吸毒
人数

构成比
（&）

婚外性行为!

是 $’ !$() *" $+()
否 !#$ #+() !%* +$()

婚外性伴数（!） $(%!,!(!* !("-,%(#$
避孕套的使用!

从来不用 $!* +%() !)! -+(#
每次都用 *) !!(’ +! $!(#
偶尔使用 )- !+(" "" $"(-

!""%(%%!

讨 论

受国际毒品渗透的影响，已在我国绝迹多年的

吸毒问题自$%世纪#%年代末在部分地区死灰复

燃，并呈持续蔓延之势；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艾滋

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艾滋病监测数据表明，

在我国+%&左右的./0感染是由于吸毒引起的。

因此有效预防和控制吸毒引起的./0感染已成为

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之一。

吸毒人群的范围及其人口特征和行为方式决定

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广度，长期连续监测吸毒人

群的人口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的改变，能够预测艾

滋病传播和扩散的潜在作用，及时改变预防控制策

略，促进行为减低工作，有效预防由于吸毒引起的艾

滋病传播。

!(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年和!""#年

相比，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女性吸毒人群逐渐增多；$)岁以下年龄组及未婚吸

毒者显著增加；农民、学生、干部、个体经营者吸毒人

数明显增多，文盲和小学低教育水平人数明显增多。

女性吸毒、小年龄组吸毒和低教育水平吸毒人群的

增加，反映了宣传教育工作的滞后和吸毒人群的扩

大，因而吸毒人群发生./0感染的危险性增加。

$(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特征：本研究中发现

$%%%年与!""#年相比吸食海洛因以外的其他毒品

者明显增多，这可能与近年来新型毒品，尤其是摇头

丸等毒品的出现有关。吸毒者中共用注射器现象仍

较普遍，!""#年和$%%%年分别有!!("&和!’()&
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共用注射器者毒伴不固定所

占比 例 较 高，!""#年 和$%%%年 分 别 有’%("&和

))("&的共用注射器吸毒者没有固定毒伴。吸毒人

群中持续高比例的共用注射器为./0的传播创造

了有利条件，这也被近年来北京地区吸毒人群中

./0感染者的增多所证实［$］。

*(吸毒人群的性行为特征：国内外大量的研究

均发现吸毒者中存在婚外和婚前性行为现象［!，*，-］。

本研究发现!""#年和$%%%年婚外性行为的比例分

别为!$()&和$+()&，吸毒者中也存在多性伴现象，

而且女性婚外性伴要高于男性，这可能与部分女性

吸毒者为赚取毒资而开始卖淫有关，这使女性处于

更大的./0感染危险中［!］。吸毒人群婚外性行为

的增加和多性伴现象的存在，对加速艾滋病的传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避孕套使用上，虽然在吸毒

者中从来不用者比例降低，而每次均用者比例有所

增加。但目前仍有-+(+&的吸毒者从来不用避孕

套，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对避孕套预防

作用的宣传。

在研究中同时发现随着近几年艾滋病宣传教育

力度加大，吸毒者对艾滋病的认识有所提高，尤其对

可能引起感染传播途径的认识，但对于不传播的认

识仍然有待加强。

本研究中的吸毒人群来自于某强制戒毒所，从

!""#年到现在，除地理位置变更外，收容条件和对

象没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两年内人群的数据是可比

的。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强制戒毒人员，可能

不能代表北京地区的吸毒人群的总体，但根据定性

研究和已有的研究发现［)］，强制戒毒所内吸毒者流

动性大、经济力量薄弱，危险行为要高于自愿戒毒人

群和社区吸毒人群，因此他们的行为特征可能更能

反映北京地区吸毒人群./0传播和扩散的潜在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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