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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省凉山州某地区静脉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及性行为与丙型肝炎

病毒（!"#）感染的关系。方法 以社区为基础使用标准化问卷调查静脉吸毒人群人口学特征和静脉

吸毒共用注射器具方式、性行为情况；通过检测研究对象的 !"# 抗体确定是否感染 !"#。结果

在静脉吸毒 $%& 人中，静脉吸毒人群 !"# 感染率为%’()*（+,&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 $ 个月

共用针头或注射器和既往感染梅毒在 !"# 感染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性检验发现随着共用

针头或注射器、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水的频率以及共用注射器具伙伴数的增加 !"# 的感染率也在增

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 $ 个月共用针头或注射器、既往感染梅毒是 !"# 感染的危险因素，其

!" 值分别为’(.,/（&0* #$：’().0 1 +(),’）和+(&’.（&0* #$：’($+% 1 ,($&/）。未见性行为对 !"# 感染

的影响。结论 需考虑采用定群血清流行病学研究来进一步阐明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及性行

为同 !"# 感染的关系及其联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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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表明，静脉吸毒，尤其是共用

注射器具是吸毒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丙型

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等传染病的

主要危险因素［&’(］。同时，吸毒人员中卖淫嫖娼现象

严重，有研究资料表明 !$# 的感染与性行为方式有

关，但也有研究显示性行为并不是导致 !$# 传播的

主要因素［)’*］。我国已经在静脉吸毒人员中进行了

一些共用注射器具、性行为方式和 !$# 感染状况的

流行病学调查［+’&&］，但并未对其内在的关系进行深

入分析研究，且较少从社区中招募研究对象来开展

调查。因此，本研究选择我国静脉吸毒情况较严重

的四川省凉山州某地区，以社区为基础招募静脉吸

毒人员来探讨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和性行为方式

对 !$# 感染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 ,调查方法：于 -..- 年 && 月在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某地区开展本次调查。研究对象的访谈和

采样均在西昌市皮肤病性病防治站内开展。访谈员

为西昌市皮肤病性病防治站专业技术人员。在开展

调查研究前，访谈员接受了有关研究项目的技术培

训，包括研究方案和调查表填写、知情同意过程、艾

滋病咨询和访谈技巧、隐私保护、调查的标准操作程

序等。本研究从社区中直接招募研究对象，通过社

区宣传将该项目信息传播到社区中，使吸毒人群知

道该研究项目；通过种子介绍研究对象来参加项目；

在开展知情同意过程中，建议参加者将项目信息传

播到社区的吸毒人群中以便其他吸毒人员来参加。

-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纳入的标准为 &+ 周岁及

以上的静脉吸毒者，能够和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

书。

( ,调查内容：吸毒人群的性别、出生时间、民族、

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居住情况、近 ( 个

月静脉吸毒及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和近 / 个月性行为

等有关的行为学特征。

) ,!$# 和梅毒感染检测：采用北京金豪制药有

限公司 !$# 检测试剂盒，一次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01"23）检测阳性者判为阳性。梅毒螺旋体初筛采

用北京金豪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梅毒螺旋体 01"23
诊断 试 剂 盒（双 抗 原 夹 心 法），阳 性 标 本 用 日 本

456789:7; 公司生产的梅毒螺旋体颗粒凝胶法（<==3）

试剂进行确认，两次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 A
@>）。所有检测方法和操作程序按照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

@ ,统计学分析：采用 0B7 CDED 建立数据库，由两

人分别录入数据后，进行一致性比较和修改错误录

入的数据，直到两个数据库达到一致。有关静脉吸

毒共用注射器具行为和性行为特征对 !$# 感染的

影响采用趋势性!
- 检验。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 F;G7HE7I 回归多因素分析。统计分析采用 2=22
&& ,@软件。

结 果

&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在社区招募了吸毒人

群 (+- 人，按知情同意的原则操作，其中静脉吸毒者

(*> 人为合格的研究对象。男性 (&( 人（+- ,/?），女

性 // 人（&* ,)?）；年龄 J (. 岁的占/- ,(?；汉族占

/) ,&?，彝族等少数民族占(@ ,>?；文化程度以高中

以下为主占+) ,)?；有@@ ,>?的研究对象无职业；年

收入低于&. ...元的占@+ ,.?；)/ ,-?的研究对象单

身，-> ,+?结婚，* ,*?同居；居住情况以自己或与父

母以外的人同住为主占@( ,+?，)/ ,-?的研究对象

与父母同住。

- ,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同 !$# 感染的

关系：静 脉 吸 毒 人 群 !$# 感 染 率 为 *& ,.?（-/> A
(*>）。在单因素分析中，静脉吸毒人群近 ( 个月不

同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同 !$# 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J .,.@）的变量是共用针头或注射器具（表 &）。

在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方式同 !$# 感染关系的

趋势性检验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是共用注射器

具伙伴人数、共用针头或注射器和共用洗针头或注

射器水的频率，其 ! 值分别为. ,.(-、. ,.-/、. ,.(+。

说明随着共用注射器具伙伴人数的增加、共用针头

或注射器和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水的频率的增多，

使 !$# 的感染率在增加。

( ,静脉吸毒人群性行为方式同 !$# 感染的关

系：通过对吸毒人群近 / 个月不同性行为方式的

!$# 感染情况分析，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但是既往感染梅毒同 !$# 的感染有统计学意义；未

见该人群中有同性恋现象发生（表 -）。

选择单因素分析中! J .,-.的共用吸毒方式变

量，在分别控制这些变量后进行 F;G7HE7I 回归模型分

析，分别观察既往感染梅毒是否是 !$# 感染的独立

危险因素并对性行为方式与 !$# 感染的关系进行

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 (。

) ,静脉吸毒人群 !$# 感染的多因素分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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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单因素变量进行多因素 %&’()*(+ 回归模型

分析，进入模型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是共用针头或

注射器、既往感染梅毒（表 ,）。

表 - 静脉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具方式与

./0 感染关系分析

危险因素
受检
人数

感染率
（1） "# 值（231 $%） ! 值

共用注射器具伙伴人数

" $-4 56#-
- 7 $ -"8 64#- - #44（"#66 7 $#4"）

!4 38 8-#" $ #"2（"#28 7 ,#36） " #"22
共用针头或注射器

" 次 9周 $$4 58#$
! - 次 9周 -"2 52#6 - #"8（"#5, 7 -#8$）

!- 次 9周 ,6 86#$ 4 #-2（-#$4 7 8#62） " #"4-
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水

" 次 9周 $53 58#6
! - 次 9周 6- 6"#, - #"2（"#32 7 $#""）

!- 次 9周 ,4 85#" $ #8-（-#"8 7 6#64） " #"55
共用吸毒器皿

" 次 9周 $52 52#3
! - 次 9周 55 55#6 " #88（"#,8 7 -#5$）

!- 次 9周 ,, 85#, $ #68（-#"6 7 6#5$） " #"3$
共用棉球

未共用 43$ 6"#6
共用 $6 6,#- - #-8（"#,5 7 4#-8） " #,3$

从他人注射器中吸毒

没有 45, 6-#,
有 -3 5"#" " #5"（"#-2 7 -#23） " #$,6

表 $ 静脉吸毒人群性行为方式与 ./0 感染关系分析

危险因素
受检
人数

感染率
（1） "# 值（231 $%） ! 值

异性性伴人数

" -42 52#-
- --3 64#" - #$-（"#58 7 $#-8）

!$ -$3 6-#$ - #--（"#54 7 -#2,） " #684
是否有主要性伴

否 -42 52#-
是 $," 6$#- 4 #6,（$#3" 7 3#32） " #344

与非主要性伴性交频率

" $,- 6"#-
"- 次 9月 5, 53#5 " #8-（"#,, 7 -#3$）

$ 7 4 次 9月 6, 68#, - #3,（"#8" 7 4#"-） " #$4"
是否以性交为条件

给性伴提供钱物
否 4"4 6$#"
是 65 56#- " #8"（"#,3 7 -#,$） " #,"5

是否以性交为条件接受
性伴提供的钱物
否 44, 6"#-
是 ,3 66#8 - #3"（"#58 7 4#46） " #$8,

近 5 个月是否有新性伴

否 $5, 6"#-
是 --3 64#" - #-5（"#52 7 -#2,） " #338

既往是否感染梅毒

否 4$- 58#$
是 38 85#$ $ #2-（-#$6 7 5#2-） " #""3

表 4 与静脉吸毒人群 ./0 感染有关的性行为因素

%&’()*(+ 回归分析

控制变量
既往是否感染梅毒

"# 值（231 $%） ! 值

与非主要性伴性交频率

"# 值（231 $%） ! 值

共用注射器具
伙伴人数

$#2$"
（-#44- 7 5#,"8） " #""8 - #"28

（"#8,$ 7 -#,4"） " #,2-

共用针头或
注射器

$#23$
（-#4,3 7 5#,62） " #""6 - #--4

（"#833 7 -#,,2） " #,$3

共用洗针头或
注射器水

$#2",
（-#4$, 7 5#456） " #""8 - #---

（"#834 7 -#,,5） " #,43

共用吸毒器皿 $#2,8
（-#4,3 7 5#,54） " #""6 - #-$5

（"#855 7 -#,5,） " #466

表 , ./0 感染的多因素 %&’()*(+ 回归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 &#’ ! 值 "# 值（231 $%）
共用针头或注射器 -#-48" "#,334 "#"-$, 4#-$-（-#4$6 7 5#426）

既往感染梅毒 -#"523 "#,"-4 "#""66 $#2-,（-#$68 7 6#5-3）

讨 论

静脉吸毒已被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证实是 .:0、

./0、.;0 等经血传播的各种传染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且主要由于共用注射器而造成感染［,，2，-"，-$］。国

内 外 报 道 静 脉 吸 毒 者 ./0 感 染 率 为 ,4 #81 7
2,#21［-4<-3］。本次研究发现静脉吸毒者 ./0 感染

率比-228 7 -222 年在该地区进行的同类人群 ./0
感染率$, #$1有所提高［-5］。本次研究在单因素、趋

势性检验和多因素分析中显示近 4 个月共用针头或

注射器同 ./0 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国外静脉

吸毒者的 ./0 感染除与共用针头或注射器有关外，

还与共用过滤用的棉球及其他吸毒器皿等有关。

=>&?@A 等［-6］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共用针头和洗针

头的水与 ./0 感染无统计学意义，而共用注射器皿

和过滤用棉花是主要因素，在调整共用针头这一因

素后其相对危险度（## 值）分别为4 #3和$ #,；在他们

的研究中未发现由注射器后装入毒品与 ./0 感染

也有关［-8］。.B’BC 等［-2］的研究发现静脉吸毒人群

中非共用针头的 ./0 感染者 3,1由于共用注射器

和 9或过滤用棉花导致感染。DAC() 等［-$］进行的研

究结果显示，在多因素分析中共用针头和 9或过滤用

棉花的调整 "# 值为4- #6，提示其为主要危险因素。

本研究通过趋势性检验发现，随着共用针头和注射

器、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的频率增加，./0 的

感染率也在增加，从另一方面提示 ./0 的感染与共

用注射器具方式和频率可能有关。

国外学者对 ./0 是否可经性传播作了大量的

研究，但仍不能肯定 ./0 可经性接触传播［,，3］。有

人认为在 E=D 门诊、妓女及同性恋者中 ./0 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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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高与这一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有静脉吸毒史有

关［!］，而 "#$%& 等［’］的研究表明在排除了该因素后，

(") 门诊中 *+, 的感染率 可 能 达- .’/。0&$#12
等［3］在分析男性同性恋及双性恋者 *4,、*+, 感染

的危险因素时指出，经静脉吸毒是 *+, 感染的最强

危险因素，但在排除了该因素后，一年内性伴侣数超

过 35 个、肛交及口交与 *+, 感染关系密切。6789:
等［;］也报道了异性恋中滥交、肛交及口交等高危性

行为可导致 *+, 感染。国内研究显示 *+, 的感染

与终身性伴数有关，与近期性伴数、性行为方式无明

显相关性［<5］。本次研究所获得的均为近半年来的

性行为数据，通过分析未发现 *+, 感染与性伴数、

性行为方式和频率有关。4#2&=#:8> 等［<?］的研究显

示在单因素分析中既往感染梅毒在 *+, 的感染方

面差异有显著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既往感染梅毒

的静脉吸毒者其 *+, 的感染率高于未感染梅毒的

静脉吸毒者，因此梅毒感染作为既往高危性行为的

指示变量反映 *+, 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或梅毒感

染可能促进 *+, 通过性行为的传播。

本研究结果提示，需要继续开展队列研究以进

一步阐明静脉注射吸毒共用方式和高危性行为同

*+, 感染的关系，以便在对静脉吸毒人群开展健康

教育与行为干预工作中能采取更加有效和针对性的

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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