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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9年公布的艾滋病疫情估计报告显示⋯，现存活

的74万HIV／AIDS中，经异性性接触传播占43％，经同性传

播占16％。说明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HIV的主要传播途

径。通过调查得到各类人群中性行为情况的资料可以用于

了解感染HIV高危行为的发生情况、HIV的传播途径、高危

行为发生的原阒，确定干预的目标人群和评价十预效果。目

前，自我报告是获取性行为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没有一个

衡量性行为自我报告真实性的“金标准”存在，要获得准确的

自我报告是困难的乜1。然而，我们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方法

对自我报告的真实性进行各个方面的评价，从而了解自我报

告中町能存在的偏倚及其影响因素，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

的性行为相关调查中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偏倚并估计偏倚

的方向及其程度，以对所收集到的自我报告资料进行合理的

分析和解释。

一、性行为自我报告偏倚产生的因素

性行为自我报告偏倚属于信息偏倚。既往的研究指出了

一系列可能导致自我报告产生偏倚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

结为研究对象的记忆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心理两方面b】。分

述如下。

1．记}乙认知能力：如果调查对象愿意提供真实的信息，影

响其网忆准确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调查所要求同忆的时间跨

度、询问的内容(具体行为是否发生还是发生次数、行为的相

关细节)、个体特征(研究对象行为发生频率、文化程度)等。

(1)时间跨度：通常认为对于跨度越短的时间内的行为

报告较时间跨度越长的更准确，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示实际

情况可能并非如此，Jaccard等【41研究发现，适中的时间跨度

(3～6个月)可能比更短(1个月)或更长(1年)的时间跨度更

能得到准确的自我报告资料。此外，较长时间跨度的自我

报告被认为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发生频率较低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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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询问内容：以询问的方式向调查对象了解某时间段

内行为发生的频率，调查对象通过网忆其中的每一次行为并

计数，以此回答该时间段内行为发生的总次数。但是有些调

查对象可能会将该时间段冉等分为不同的阶段，通过回忆其

中的典型阶段来计算得f}j该时间段内的行为发生频率(比如

某调杳对象认为我对于那一周发生的2次性行为印象较深，

所以过去3个月我发牛的性行为次数是2×12=24)。对于

询问每次具体行为是否发生(二分类变量)还是询问发生的

次数，Catania等¨1认为前者更能够增加自我报告的稳定性，

然而．后者更能够提供数量方面的细节信息，而且比起询问

调查对象是否发生该行为，询问发生次数更能够让调查者意

识到该行为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并非是不正常的行为怕J，从而

降低拒答率。

(3)个体特征：个体特征对自我报告准确性产生影响，

Durant和Carey【7l研究认为发生频率较低的行为在个人的意

识中更深刻，因此记忆也更准确。此外，由于调查对象之间

的文化程度不同，他们提供准确的自我报告的能力也存在差

别，而不同的调查方法(面对面调查、自填问卷)对于调查对

象文化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调查可能由于调查对象误解

问卷的意思而导致报告产生偏倚。

2．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

其本身的心理特征也会对自我报告的准确性产生影响n1。

尤其是对于敏感行为的凋查(比如受到社会歧视的、非法的行

为)，研究对象为了避免尴尬和表现出遵从既定的社会准则，

会对所凋查的行为做出偏高或偏低的报告；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通常称之为社会赞许性偏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J。关

于性行为调查方面，社会赞许性偏倚的程度和方向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比如调查员的性别可能对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

准确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一1，而且调查员对研究对象的期望可

能是凋查对象报告偏倚(过高估计安全套使用率)的主要因

素“⋯。自我报告偏倚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许多研究发现男性

报告的性伴数远高于女性⋯1，男性较女性更容易报告非婚性

伴，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更有可能报告临时性伴““，等等。

社会赞许性偏倚可能会导致调查财象对于社会赞许的行为

(比如安全套使用、单一性伴)报告偏高；而对于社会不认可

的行为(比如无保护性行为、商、№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报告

偏低。因此，能够使调查对象报告更多后一类行为的调查方

法通常被认为是更加准确的¨·”1。这样的假设也通常是我们

评价不同调查方法所得到的自我报告资料真实性的前提。

比如Rogers等“叫的研究中，音频电脑辅助调查(audio

computer assisted self-interviewing，ACASI)比调查员调查

(interviewer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IAQ)能够使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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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报告更多的敏感行为，可以认为该类研究中ACASI可以

改善自我报告资料的质量。

二、目前性行为自我报告常用的调查方法和技术

为了减小以上提到的两种因素可能对性行为自我报告

准确性的影响，目前有多种性行为自我报告的调查方法和技

术町以选择，各种调查方法和技术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对减

小相应的偏倚起作用。根据调查员是否参与调查可分为面

对面调查和自我调查两类调查方法，以及运用于这两类调查

方法中针对不同偏倚的调查技术。

1．面对面调查：

(I)传统的面对面调查：通常是指调查员根据问卷上的

问题对调查对象进行口头的提问，调查对象根据听到的问题

进行口头作答，调查员当场记录研究对象的回答，是目前性

行为调查常用的方法。以计算机代替纸质问卷即电脑辅助

调查(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CAPI)，是使用预

先编好的程序或软件，调查员当场对调查对象的回答进行录

入。由于CAPI可以当场对录入的资料进行逻辑检错，避免

了在录入数据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n“。面对面调查的好处

是，调查员和调查对象可以通过言语交流建立起融洽的关

系，减少调查对象的顾虑，提高调查对象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调查员还可以当场解释调查对象不易理解的问题，减少由于

调查对象对问题的误解而影响回答的准确性，并对调查对象

不完整的回答进行补充，提高资料的完整性。但另一方面，

调查对象的回答直接面对的是调查员，而不像自填问卷调查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AQ)那样更有利于保护个

人隐私n“，因此产生社会赞许性偏倚的町能性更大。

(2)电话调查(telephone interview，TI)：因为调查对象不

会直接面对调查员，调查对象町能在回答问题时更加自然，

从而降低社会赞许性偏倚n”。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了视觉

上的交流，电话调查对调查员和调查对象双方的口头语言交

流技巧要求较高，增加了调查的难度；而且在电话调查中调

查对象对调查员的信任关系不如面对面调查，限制了调查对

象应答的积极性，调查对象对于调查的重要性不理解又导致

了电话调查的低应答率和低准确率。

2．自我填报调查：自我调查也被称为自填式问卷调查

(SAQ)““，由调查对象自己独立完成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可

以不用担心自己的回答被其他人看到，比起面对面调查更有

利于保护个人隐私，通常认为可以减少社会赞许性偏倚“”。

根据调查所采用的媒介不同，常用的自我调查方法有三类。

(1)纸质自填式问卷调查(paper and pencil self-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PAPSI)“”：PAPSI是几种方法中最

简便的，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邮寄将调查表发放给调查对象，

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但调查对象是否理解题意、书写

是否规范、是否漏答、调查后数据录入是否正确等因素都可

能对调查资料的准确性有影响。

(2)电脑辅助自我调查(computer assisted self-interview，

CASI)n．]：cAsI是通过电脑屏幕显示出调查对象所需要回答

的问题，调查对象通过键盘将自己的回答输入电脑。音频电

脑辅助自我调查(ACASI)增加了音频设备m1，问题会显示在

电脑屏幕上，同时调查对象通过配戴的耳机听取屏幕上所显

示的问题和作答的选项，使用键盘输入自己的选项，除了调

查对象本人，其他人听不到研究对象听到的问题，也看不到

其所输入的答案，使调查对象感觉到自己的隐私得到了保

护，提高了回答敏感问题的真实性。

(3)电话自动数据收集系统(automated telephonic data

collection system，ArDc)脚】：ATDC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政治

性民意测验、消费者调查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等领域，调查对

象通过电话按键回答预存于该系统中的问题，适用于较大规

模人群的调查，但应注意电话调查可能产生的选择偏倚。

3．辅助调查技术：

(1)时间轴追踪调查(timelinefollowback，1rIFB)：TLFB

通过建立“标志性事件”、日程表以及其他记忆辅助(memory

aids)信息来帮助调查对象对某行为的回忆，町以减少回忆偏

倚，这种运用记忆援助的方法尤其有利于记忆和交流有困难

的调查对象陋“。

(2)日记调查法(daily diary)：日记调查法是让调查对象

将每天的性行为情况进行记录，由于是一种即时的自我报

告，基本可以避免调查对象的回忆偏倚，因此日记调查法也

通常作为评价回忆偏倚的“金标准”陋】。

(3)随机化应答技术(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Iu盯)∞J：RRT主要是通过利用一个随机装置(如掷骰子或扑

克牌)来决定调查对象需要回答的问题，除了调查对象本人，

没有其他人知道调查对象回答的是哪一个问题，因此最大限

度地保护了个人的隐私∞J。但是，RRT能否获得真实的回答

关键在于调查对象对该方法的理解和信任及其对RRT规则

的依从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可能难以理解RRT保护

其个人隐私的原理m】，因此RRT不一定能促进该人群对敏感

问题作出真实的回答。

基于上述调查方法和技术各自的特点，我们在进行具体

的调查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并可以与

相应的调查技术相结合，从而保证我们的研究能够得出更加

准确的结论。

三、评价自我报告中偏倚的标准

1．生物学指标：生物学指标也被称为客观指标，通常指

以某种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作为评价某项研究的“金标准”。

宫颈阴道分泌物中精液的生物标志物应用于性病艾滋病防

治以及避孕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实验

室研究中需要检测宫颈阴道分泌物标本是否受到精液的污

染，以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1；②评价安全套用于避孕和

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k引；③评价干预措施(推广使用安全

套)是否有效∞】。

目l；{f常用的精液生物标志物有五种：①前列腺特异抗原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是一种由前列腺产生的蛋白

质，起到液化精液的作用，可以促进精子游向其靶细胞。由

于PSA的测定可以反映最近24～48 h的无保护性行为【271，对

于性行为发生频率较高者，PSA相对于持续数天都能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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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标志物(精子6。12 d，Y染色体DNA2周以内)更能

够可靠估计该类人群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的频率m】。②精液

凝固蛋白(semenogelin)是精浆中的另外一种生物标志物，精

液凝固蛋白是一种精囊特异性抗原，使用双抗体ELISA检测

时，当精液以1：200 000稀释时其抗原稳定性可保持96 h汹】。

③Y染色体DNA是精子的一种生物标志物，通过阴道拭子

采集的标本进行PCR检测，无保护性行为后2周以内可以检

测到伽】。④通过革兰染色对精子进行显微镜下检测，以PSA

作为标准．该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36．1％和98．4％，

由于该方法主观性较强，不同的检测人员可能检测出不同的

结果n“。⑤精子生物标志物sP—lO，是一种睾丸特异顶体蛋

白，具有可溶性和免疫原性，对于检测痕量的精子有很高的

灵敏度b“。Gallo等¨¨对347名参加安全套推广项目的女性

性工作者调查发现，回答过去48 h没有发生性行为和回答仅

发生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者中，分别有21％和39％PsA检测

阳性。Jadack等㈣’对103名性病门诊就诊的女性最近2周性

行为的自我报告和Y染色体PCR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

报告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和报告从不使用安全套Y染

色体PCR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5．6％和70．1％。因此，依靠自

我报告可能低估了高危行为的发生情况。

通过将性行为自我报告和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进行比

较，可以评价自我报告无保护性行为的偏倚，但通常生物标

志物仅能进行粗略的评价。此外，在行为干预项目中，HIW

STIs也可以作为评价性行为自我报告的指标，但是由于普通

人群中HIV的感染率很低，可能需要很大的样本量，而STIs

与安全套使用之间并非是完全的线性关系口“，因此，在以

mV／sTIs为指标评价性行为自我报告时应慎重。

2．日记调查法：日记调查法和其他调查方法相比最明显

的优势就是行为发生和自我报告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从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回忆偏倚的产生ⅢJ。同时，日记调查法也通

常被认为更能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3”。Schroder等b1认为日

记调查法可从以下六个方面评价自我报告中的偏倚：①可以

用于阐明不同调查方法敏感行为报告不一致的原因；②通过

日记调查，可以了解自我报告偏倚的方向和比例，比如

Coxonb"通过对男男性接触人群日记调查和回顾性自我调

查问卷进行比较发现，后者55％的自我报告是偏高的，25％

是偏低的偏倚；③识别导致自我报告偏倚产生的因素；④

解决在评价调查方法的重测信度时由于自相关偏倚产生的

问题b3；⑤识别导致自我报告产生不同方向偏倚的因素；⑥

通过与日记调查法进行比较，可以评价不同调查方法的优

势““。尽管日记调查法通过对行为的即时记录，基本上可以

避免回忆偏倚，但是和其他调查方法一样，日记调查法同样

会受到社会赞许性偏倚的影响(日记调查法和其他方法受到

该偏倚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恤’)。对于后者，可以采用直接

测量的方法评价其是否存在于调查中；Marlowe．Crowne社

会赞许性量表就是用于测量调查对象是否有回答社会赞许

行为的倾向【3“，该量表通过罗列一些社会赞许但实际发生的

可能性很低行为的相关问题，比如“无论与谁交谈我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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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聆听者”、“我能够马上承认错误”、“即使是难以相

处的人。我也能经常对其保持礼貌”、“我总是很关心和我一

起相处的人”等，根据选项[(非常)同意、中立、(非常)反对]

然后对调查对象的回答进行打分，得分高者即被认为是受到

社会赞许性偏倚的影响m1。

四、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尽管性行为的自我报告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在各项研

究中。性行为自我报告依然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性行为

自我报告的准确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个体的和群体的。在

个体水平上，自我报告可能是不准确的，但这种情况到了群体

水平上可能是准确的。比如在一组调查对象中，有一部分人

的自我报告是偏高的偏倚，而另一部分人可能却是偏低的，二

者的相互抵消最终可能得出准确的群体自我报告资料m】。在

行为干预项目中，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干预所引起的行为改

变，若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自我报告都存在10％～15％偏低的

偏倚，那么这样的偏倚对我们的研究结论可能没有影响，但

如果两组中的偏倚程度和方向是不一致的，那么研究的结论

可能就不准确了。

NIH对安全套预防HW／STIs有效性的定义是：持续正确

使用安全套对于预防HIV／STIs的效果¨“。在评价安全套有

效性和行为干预效果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调查是否使用安

全套。或是将生物标志物与自我报告的不一致归结于自我报

告偏倚；因为在安全套使用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正确使用的情

况m’，或是安全套中途脱落、破裂。如果自我报告没有涉及

这些问题，则研究可能低估了调查对象的高危行为，同样在

评价安全套使用和预防HW／STIs之间的关系时可能低估安

全套的效果。因此，今后的行为学调查除了安全套使用率还

应该包括安全套是否正确使用。

鉴于性行为自我报告中可能存在的偏倚，我们在今后的

研究中除了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偏倚产生的因素、偏倚的程度

及其方向等进行评价外，还应该在调查中采取各种有效的措

施来减小自我报告偏倚，从而保证我们的研究能够得出真实

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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