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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四川省艾滋病高危行为现状及相关因素。方法 在卖淫妇女、注射吸毒者

和长途卡车司机三类人群中进行艾滋病知识和行为问卷，用!!检验、!检验、"#$%&’%(回归等方法进行

危险行为相关因素分析。结果 三类目标人群对艾滋病知识与文化程度有关（卖淫者")*+,*-，#)
*+***；吸毒者!).,+*-，#)*+***；长途卡车司机!),*+*/，#)*+***）。三类人群最近一次发生

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相关因素，卖淫者和长途卡车司机为艾滋病的传播知识（$%)0+0-0，

0+012）和预防知识（$%)0+*30，0+,.-），吸毒者为性别（$%)!+0!0）。结论 在不同的目标人群中

有针对性地传达正确的艾滋病知识，教授有效的预防艾滋病方法，是减少危险行为发生率，降低艾滋

病危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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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艾滋病流行的多样性正日趋明显，艾滋病

在所有的社会里并不遵循相同的过程流行，而是在

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地区和人

群。为了解四川省艾滋病危险行为现状及其相关因

素，识别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群，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预防艾滋病病毒（NAO）的传播，我们于!**!年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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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部分市的三类目标人群中进行了艾滋病危险行

为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对象与方法

0+调查对象：在分析四川全省艾滋病流行现状

的基础上，分别选择流行程度在全省属高、中、低的

/个市开展调查，对象包括娱乐场所卖淫妇女（卖淫

者）、注射吸毒者（注毒者）和男性长途卡车司机（长

卡司机）三类目标人群。

!+调查内容：包括艾滋病相关的性、注射吸毒等

危险行为现状及特征，对艾滋病正确的认知情况以

及知识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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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传染性的认识、预防艾滋病知识水平及艾滋

病相关危险行为状况等。

!"调查方法：采用一对一现场问卷调查的方法

收集资料，调查方法和问卷经过预试验验证，调查员

均经过统一的培训。调查结果用!#检验、!检验、

$%&’()’*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在确定的目

标人群中进行问卷调查。抽样方法根据不同的人群

特点选择。本次调查中注毒者用“滚雪球抽样”，娱

乐场所卖淫者、长卡司机用概率比例抽样（++,），除

部分注毒者外，各类人群均在社区抽样。样本量根

据危险行为发生的频率和目标人群的数量计算后统

一调整为!-."/..人。

结 果

0"目标人群分布：在1个市的三类目标人群共

问卷 调 查!/23人，其 中 卖 淫 者02-4名，注 毒 者

00.0名，长卡司机313名。

#"艾滋病知识及相关因素：

（0）对艾滋病传染性的认识：对艾滋病传染性正

确认识的!个问题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对“性交可以

传染疾病”和“与567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无套性

交可以传播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得很好，知晓率达到

42"/.8和4!"/28，对于“存在表面上健康的567
感染者”的知晓率较低，只有!4"1#8。对艾滋病传

染性错误认识的/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其中对“蚊虫

叮咬”是否传播艾滋病认识的错误率最高，分别为卖

淫者14"028，注毒者23"0-8，长卡司机1!"4#8。

调查显示，对艾滋病传染性的认识在卖淫者和注毒

者中，认识的正确率和错误率都与文化程度相关，随

文化程度增高，认识正确率增高，错误率降低。与年

龄的关系不明确。

（#）预防艾滋病知识：除卖淫者对“注射吸毒转

为口吸可以预防艾滋病”的知晓率在#4"#28外，三

类目标人群对“性交时外用避孕药”、“性交时使用安

全套”、“注射吸毒不共用针具”等正确的预防艾滋病

知识回答正确率均在1.8以上。“性交后冲洗阴

道”、“口服避孕药”、“性交时外用避孕药”!个问题

中，三类目标人群对“性交后冲洗阴道”认识的错误

率较高（分别为卖淫者!0"148，注毒者#/".38，长

卡司机#2"2/8）。

（!）相关知识与行为关系：#卖淫者的艾滋病知

识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卖淫者

文化程度与艾滋病知识有关。$对不同年龄、不同

文化程度、不同性别的注毒者艾滋病知识比较分析，

结果艾滋病知识随年龄增大或文化程度增高呈增加

趋势，与性别无相关性。%对长卡司机的研究表明，

艾滋病传播、预防知识与年龄均无统计学相关，与文

化程度的关系为文化程度越高，艾滋病传播、预防知

识回答正确率越高。

!"艾滋病相关危险性行为及影响因素：

（0）固定性伴及其性行为：#在接受调查卖淫者

中，有24".28的对象有固定性伴，有01"328的对象

除固定性伴外还有其他性伴。只有!."-28的人在

最近 一 次 与 固 定 性 伴 性 交 时 使 用 安 全 套。$有

2/"-18的注毒者有固定性伴。只有02"!08的人在

最近一次与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使用了安全套。

%调查发现，-4"338的长卡司机都有固定性伴。近

0#个月与固定性伴性交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只

占!"218，30"!18的从来没有使用。

（#）非固定性伴及其性行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

中，有!1"/#8的注毒者、#0"!48的长卡司机有非固

定性伴。只有##".!8的注毒者、!#"/08的长卡司

机最近一次与非固定性伴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

（!）商 业 性 行 为 及 相 关 因 素：#卖 淫 者 中 有

4!"#.8“最近3天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平均每天2
人；“最近一次与嫖客使用安全套”的有32"0-8，使

用率随文化程度的增高升高；有#/"-/8的目标人群

在上次与嫖客发生性关系时没有使用安全套，其原

因包括嫖客反对占1/".-8，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占

#."4-8，使 用 其 他 避 孕 药 和 没 有 想 到 分 别 占

0#".38和0."4#8，其他原因所占比例很小。$注

毒者中!."!48的目标人群“最近0个月和商业性伴

发生了性关系”，只有#4"1/8的人在最近一次与商

业性性伴发生性关系时使用了安全套，其中以文盲

人群最低为#/"#/8，高中及以上人群最高/."/-8；

低年龄组人群的使用率要高于高年龄组的使用率；

来源于社区的被调查者要略高于来源于戒毒所者。

%!/"328的长卡司机承认在近0#个月与卖淫者发

生过性关系（年平均数为!名卖淫者）；与卖淫者发

生性关系的人数百分比随文化程度的增高呈下降趋

势；!."-18的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04"328的人每

次都不使用安全套；每次使用的频率随文化程度的

增高而上升，没有使用的频率则正好相反；没有使用

安全套的原因：1!"018不喜欢用，##"!38认为没有

必要，0!"018没有想到，回答没有买到和使用其他

避孕药的人所占比例很小，没有人由于过于昂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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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

（!）使用安全套相关因素：!以卖淫者“最近一

次与嫖客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为应变量作

"#$%&’%(回归分析，将有关因素引入模型，经筛选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暗娼的艾滋病传播和预防知

识（表)）。"注毒者“最近一次与嫖客／卖淫者发生

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以长卡司机“最近一次与卖淫者发生性关系时

使用安全套”为应变量，与年龄、文化程度、艾滋病传

播知识和预防知识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最近一次与卖淫者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的影响

因素 主 要 有 传 播 知 识（!"+),)!-）、预 防 知 识

（!"+),./0）。

表! 卖淫者最近一次与嫖客发生性关系时

使用安全套的相关因素

因素 $ #!$ %值 !"值

常数项 12,230 2,*!4 2,0*. 1
艾滋病传播知识 2,)-3 2,2!4 2,22) ),)0)
艾滋病预防知识 2,203 2,2!2 2,2-) ),23)

表" 注毒者最近一次与客人／卖淫者发生性关系时

使用安全套的相关因素

因素 $ #!$ %值 !"值

常数项 12,4/3 2,0-4 2,.-4 1
性别 2,0-* 2,*!/ 2,22. *,)*)
年龄分组 12,2!4 2,2*. 2,2!/ 2,/--

!,艾滋病相关危险注射行为及影响因素：

（)）注射频率：调查的注毒者中，“近)个月注射

吸毒的频率”每天*%.次占!*,4/5，!次以上占

*/,.!5，).,-.5的人注射频率每天不足)次。注

射频率与文化程度关系不明显；与年龄组的关系是

高年龄组的注射频率要高于低年龄组。

（*）共用注射器：有*3,025的人“最近一次使用

别人注射器”，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共用率下降。在

使用别人用过的注射器时清洗方式排序是凉水清

洗"热水清洗"酒精清洗"蒸煮清洗（没有人采用

漂白粉清洗）；清洗方式与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用凉水清洗的人数呈下降趋

势。

（.）注射吸毒行为及相关因素：!共用注射器相

关因素：以注毒者“最近一次使用别人注射器”为应

变量作"#$%&’%(回归分析，将有关因素引入模型，经

筛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吸毒者来源和文化程

度，来源于戒毒所的吸毒者使用率多于社区，文化程

度越低的吸毒者其使用率越大。"卖淫者注射吸毒

行为及相关因素：有-,2)5的被调查者回答近)*个

月注射过毒品，按文化程度和年龄比较，可看出文化

程度低的对象注射毒品的比例较高，文盲人群注射

毒品率为).,)4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为

),)-5；低 年 龄 组 的 注 射 毒 品 率 高 于 高 年 龄 组。

"#$%&’%(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卖淫者发生注射吸毒行

为与其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相关，第一次商业性

行为年龄越小，发生注射毒品行为危险越大。#长

卡司机注射毒品行为：被调查的长卡司机中回答注

射过毒品的人数仅!人，占总人数的2,-05。

（!）注毒者获得注射器的途径：调查表明，注毒

者获得注射器的主要途径依次为药店（3*,4/5）、私

人诊所（!/,2*5）、其他注毒者（-,..5）、公立医院

（!,005）、性 伴（*,3)5）、亲 友（),035）、毒 贩

（),.)5）及其他（2,3!5）。

（-）戒毒行为：在调查的))2)名注毒者中，/!4
人回答戒过毒，占3-,/*5；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戒

过毒的比例升高；来源于社区的被调查者中，戒过毒

的注 毒 者 比 例 为34,/25，来 源 于 戒 毒 所 的 为

3*,-*5。

讨 论

),艾滋病知识与行为：本次调查从正反两方面

了解目标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结果发现，被调查者对

艾滋病均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对部分关键知识的

认识有误，如对“存在表面上健康的678感染者”的

正确认识，长卡司机仅为)4,)45，注毒者.!,025，

卖淫者-!,0!5；有.),4/5的卖淫者、*!,205的注

毒者、*-,-!5的长卡司机认为“性交后冲洗阴道”可

以预防艾滋病；)!,/05的被调查者认为性交时外用

避孕药可以预防艾滋病。孔毅等［)］在山东的调查

也显示该地区戒毒所、性病门诊和孕产妇门诊三类

哨点人群对678／97:;有一定了解，/2,25以上的

人听说过艾滋病，对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的正确认

知率为0/,-5%3*,.5，但同时对一些重要相关知

识“外表上判断艾滋病患者”等认识不足，对非传染

途径也存在较多错误认识。错误的知识往往会引导

错误的行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三类目标人群中均

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与固定性伴之外的人发生性关

系时是通过“看外表”来判断对方是否“有病”。

调查中了解到，有0.,..5的调查对象是从电视

中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而目前电视提供的有关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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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的知识主要集中在每年的!"月份，提供的形式

也比较肤浅，无法使处于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特定

人群由此而获得正确有用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方

法。因此，在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性病、艾滋病防治知

识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处于不同危险程度中的人

群开展艾滋病知识教育，对提高人群艾滋病的认知，

获得有效的预防方法更为重要。何启亚等［"］在社

区中对提供或可能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因性行为不当

而造成性病、艾滋病感染或意外怀孕等可能会影响

到其身体健康的有关知识和信息表明，使用避孕套

的比例上升了!#$!%，发生意外怀孕的人数由!&&’
年的"#$(%下降到"###年的!)$*%，人工流产的比

例也下降了)$#%。可见，可及的、有针对性的知识

与预防方法的传达可降低目标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

发生。

"$危险性行为：’+$!(%的卖淫者回答“在最近

一次与嫖客使用安全套”，而最近一个月每次与嫖客

都使用安全套者*,$#!%，*($(,%的对象多数使用，

每次都不使用的比例为)$!*%。与许龙善等［*］的

调查，卖淫者在过去!个月内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

使用避孕套者占)($’%，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使

用避孕套者占,’$#%的结果接近。

“在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注毒者

和长卡司机回答使用的率很低，分别为"&$,)%和

*#$(,%，可见在这两类人群中常有不安全性行为发

生。四川省-./感染途径以注射毒品为主，吸毒人

群-./哨点监测感染率,$)%!!"$)%［)］。调查中

*,$)"%的注毒者有非固定性伴，*#$*&%的注毒者

“最近!个月和商业性伴发生了性关系”。同时，三

类人群在与固定性伴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分别仅为

卖淫者*#$(+%、注毒者!+$*!%、长卡司机*$+,%。

由此可见，-./通过性行为由吸毒人群向其他人群

传播的危险性极大。

在卖淫者和长卡司机人群，安全套使用与艾滋

病知识水平相关，知识水平越高，安全套使用率越

高。而注毒者在发生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女

性高于男性，可能因为多数女性注毒者是通过卖淫

筹集毒资，“以淫养毒”［+］有关。如前所述，调查显

示“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卖淫者为

’+$!(%，注 毒 者 和 长 卡 司 机 分 别 为"&$,)%和

*#$(,%。

上述结果表明，要阻断和减缓-./从吸毒人群

向其他人群传播，主要的手段仍是有针对性地将正

确的艾滋病知识和有效的预防艾滋病方法传达到社

会各类人群，提高自身保护能力。减少不安全性行

为和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是预防-./
经性传播的关键，调查中没有出现“买不到安全套”

和“买不起安全套”的回答，说明目前安全套是易得

的，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多为“不喜欢用”、“认为没

有必要”，说明提高使用率的关键在于提高目标人群

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认识，营造有利于安全套推

广的卫生政策和安全套使用的社会文化支持环境。

*$危险注射行为：共用注射器是目前我国艾滋

病传播的主要相关高危行为。本次调查发现文化程

度与注毒者共用注射器行为相关，文化程度低者共

用注射器行为发生率高。国家禁毒办公室对我国吸

毒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表明，吸毒者中，中小学

文化程度的占&*$’%，文盲占)$)%。本次调查结果

表明，文化程度越低的注毒者共用注射器行为发生

多，而文化程度又与其艾滋病知识相关，可见，对文

化程度较低的注毒者如何开展教育和干预，提高其

知识水平和改变其艾滋病危险行为是预防艾滋病传

播的重点之一。另外发现，部分吸毒者在使用别人

的注射器时会清洗，但清洗的方法基本限于用水清

洗，可以看出这部分人虽然对艾滋病有一定的知晓

度，但对如何预防艾滋病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自我

保护意识极低。在调查中注毒者获得注射器途径主

要是在药店购买（("$,&%），其次是在私人诊所。可

见在被调查地区注射器是可获得的。在0市的另

一项调查表明，注毒者共用注射器的原因多为“临时

没带”、“太晚了买不到”、“自己没钱了，用朋友的毒

品”等情况，提示正常的注射器销售渠道对吸毒者存

在一定的限制，可结合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在吸毒人

群中传授针具的清洁方法和选择性地进行清洁针具

交换等干预措施，降低共用注射器行为发生率，减少

-./传播。目前清洁针具、针具交换等干预措施在

政策层面上尚未得到认可，我国针对吸毒者的主要

政策 是 戒 毒，包 括 强 制 戒 毒 和 自 愿 戒 毒，调 查 中

(+$&"%的注毒者均回答戒过毒，但许多调查显示，

吸毒者戒毒后的复吸率非常高。此次调查的卖淫者

中+$#!%注射过毒品。目前我国女性吸毒人数呈上

升趋势，据国家禁毒办公室的报告表明，女性吸毒人

员(#%有卖淫行为，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放大器”。

这表明我国正面临着-./感染从以共用注射器吸

毒为主要途径的模式向经性传播转变的关键时期，

如果在现阶段把戒毒作为主要的预防-./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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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可能使我们错失遏止艾滋病蔓延的机会。

（四川省绵阳市、广元市、乐山市、达州市、凉山州、自贡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本次调查做了大量现场工作，一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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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灭菌乳中污染过氧化氢所致食物中毒的证实

张之伦 张耀亭 白世基 张明月 江国虹 冯鹤鸣 常改 王燕萍

#$$!年*月!’日天津市区(所小学学生在上午!$时

饮用课间加餐奶后!$956，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症状，至

!!时发病愈+$$例。对可疑食品加工过程调查和实验检测，

证实食物中毒的原因系袋装奶中污染过氧化氢（-#:#）所致。

!"材料与方法：中毒病例为饮用加餐袋装奶后#;内出

现恶心、呕吐症状者。对发病学校饮袋装奶者做个案调查，

同时封闭袋装奶生产现场，进行生产环节的卫生学调查。采

集患者呕吐物、剩余加餐奶检测致病微生物等；取剩余加餐

奶和厂内同批产品做理化检测；用二级 <5=>43雌性大鼠，进

行袋装奶中-#:#毒性作用模拟实验。

#"结果：该批奶被分送+个市区的!+所小学#!%’名学

生饮用。发病波及(所小学的+#!人，罹患率!*"+?。饮奶

者主诉牛奶有异味，饮时“辣嗓子”。课间无其他食品或水进

食史。根 据 个 案 调 查 的’(#例 患 者 统 计，平 均 潜 伏 期 为

#,956，最短(956。其中!$956内发病*+例（#("$?），!;
后发病仅!#例（’"’?）。临床出现恶心’#%例（*$"’?）、腹

痛’!$例（0,"(?）、呕 吐!(#例（++"0?）、发 热 +’例

（!!"*?）、腹泻%例。患者愈后良好，+0;后有’例患者自觉

不适。现 场 调 查 发 现，生 产 工 艺 中 利 乐 包 装 纸 经’("0?
-#:#槽浸洗消毒、高温（+0$@管加热）机械挤压后灌装生

产。采集样品未检出致病菌和葡萄球菌肠毒素，原包装奶的

微生 物 指 标 符 合 有 关 卫 生 标 准。可 疑 奶 样 品 检 出 -#:#
!’$+",9A／1。大 鼠 模 拟 实 验，0 只 大 鼠 经 口 给 予

!#"$9A／BA奶样品有#只表现出腹部收缩，在灌胃后!$、’$、

($956各有#、’和’只鼠出现胃肠道黏膜充血，上皮细胞混

浊、肿胀，固有膜内毛细血管充血，黏膜下水肿，少量嗜中性

细胞浸润等病理改变，肌层及浆膜层未见异常。

作者单位：’$$$!!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

’"讨论：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发病人群有相同的进食史、

相似的临床症状和相近的潜伏期，检测结果与现场卫生学调

查证实灭菌奶污染物只有-#:#，可以判定-#:#污染牛奶引

起的食物中毒。调查发现，消毒利乐包装材料的-#:#使用

前未做浓度检测，高温机械挤压挥发-#:#过程的电压、温度

条件无 监 测 记 录，难 于 证 实 -#:# 的 挥 发 效 果，分 析 认 为

-#:#源于工艺过程中的污染。

-#:#是医学界常用的消毒剂，也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世界卫生组织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之一。我国内蒙古

和黑龙江等地区也允许将其用于生乳的防腐或保鲜，限量为

(9A／1（$"’?-#:#，#9C／1），同时加入D4-E:+!("%(9C／1
作为稳定剂［!］。本研究证实大鼠在一次性摄入超出标准’$$
倍时，不会产生伤害作用，若超出($$倍仅有少量的动物出

现较轻微的中毒表现，病理损伤也较轻微。由此可见，以

$"’?-#:##"$9C／1添加至生乳对人体基本是安全的，灭菌

乳中有少量-#:#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但是我国

部分地区还有将-#:#用于田鸡、竹笋、腐竹、开心果、变质猪

皮的漂白和鱼翅、蹄筋等水发货的处理［#，’］，况且随着国民饮

食结构的改变，冷饮灭菌乳者也日益增多，-#:#对人体健康

的伤害已经存在。主动监测是预防和减少伤害的有效措施。

为提高主动监测的效率，急需补充、修订食品卫生标准和相

应的检测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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