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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途汽车司机艾滋病预防干预效果的
Meta分析

张彦 栾荣生李佳圆 刘起勇 王凌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对控制长途汽车司机高危性行为的效果。方法

计算机检索CBM光盘版(1978—2009)、CNKI(1980--2009)、VIP(1989—2009)以及MEDL腿
(1950--2009)数据库发表的中国长途汽车司机艾滋病预防干预的文献，筛选自身前后对照试验或

包括自身前后对照试验的空白对照试验。参考Newcastle．Ottawa scale，结合自身前后对照研究的

特点评估纳入研究偏倚风险，采用RevMan 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13篇文献，纳入

研究存在发生偏倚的高度风险，Meta分析结果显示：(1)知识指标1：纳入7个研究，干预后长途汽

车司机的知识指标l高于干预前(尼D=0．】5，95％CI：0．04～0．26)。(2)知识指标2：纳入10个研究，干

预后长途汽车司机的知识指标2高于干预前(RD=0．24，95％CI：0．17—0．30)。(3)行为指标：纳入6

个研究，干预后长途汽车司机的行为指标高于干预前(RD=0．15，95％CI：0．10～0．19)。结论艾滋

病预防干预对提高长途汽车司机的知识水平、促进其采取保护性性行为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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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HIv／AⅢ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long—distance drivers in China．Me!thod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s，we searched literature from CBM(from 1978 to 2009)，VIP(1989 to 2009)

CNKI(1980 to 2009)。and MEDLINE(1950 to 2009)and alSO assessed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ineluded before．after studies according to Newcastle—Ottawa scale and their characteristies．Cochrane

Collaboration’S software RevMall 5．0 Was used for Meta．analysis．Results 13 studies were

ineluded．witll most ofthem were oflOW quality as having high risk ofbias．(1)Knowledge index l：

We included 7‘pre．Dost’studies．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ADS／HⅣ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knowledge index l among long．distance drivers(肋=0．15。95％C，：
0．04-0．26)．(2)Knowledge index 2：We included 10 pre-post studies。in which the resulm from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AIDS／HⅣ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effecfive in promoting the

knowledge index 2 among long-distance drivers(RD=-0．24．95％C／：0．17—0．30)．(3)Behavior index：

We included 6 pre-post studies in which the results from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ADS／HⅣ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behaviOr index among long-distance

drivers(RD=0．15，95％C，：0．10一0．19)．Conclusion Current evidence demonstrated mat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s were effective．

【Key words】 Acquared inlmune deficiency sundrom；Prevention and control；Long-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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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HIV／AIDS的传播与流行⋯。已有的Meta分析

显示。艾滋病预防干预在我国流动人群、娱乐场所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他J1。长途汽车司机人群是公路沿

线通过性传播途径长距离传播STD／AIDS的载体。

在该人群中进行纠正危险性行为的预防干预，有助

于遏制我国近年来呈快速上升趋势的艾滋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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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系统评价的原理和方法，按照预先制定

的标准全面检索和评价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对长途

汽车司机人群干预效果，同时评估艾滋病预防干预

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资料与方法

1．纳入研究标准：中国长途汽车司机：从事长距

离驾驶的中国境内汽车司机，包括长途卡车司机、长

途货运司机、长途客车司机等。涉及长途汽车司机

艾滋病预防干预的自身前后对照试验或包含自身前

后对照试验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非RCT(包括空

白对照、历史对照等研究)。干预措施：宣传教育、同

伴教育、安全套推广、外展服务、艾滋病自愿咨询监

测(VCT)及|生病诊疗服务等单一措施或各单一措施

的任意组合。结局指标：根据知一信一行(融惦)理
论，综合各方面因素，选取2组3个评价指标。①知

识指标1：“艾滋病可通过性传播”的知晓率=选

“是”的人数／每组例数；②知识指标2：“正确使用安

全套可预防艾滋病”的知晓率=选“是”的人数／每组

例数。③行为指标：非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每

次用+经常用+有时用)／每组例数。

2．文献检索：英文检索词：driver、driving、HIV、

AIDS、Intervention、Educmion、China。中文检索词：

司机、驾驶、HIV、AIDS、干预、教育。以上关键词或

主题词分别以or或and进行连接。电子检索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 disk，

1978—2009年8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

VIP 1989—2009年8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1980—2009年8月)，MEDLINE(1950—

2009年8月)。其他检索：追踪检索相关综述，所纳

入的参考文献。

3．文献筛选：每篇文献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

筛选，确定是否纳入研究。如果意见不一致，双方讨

论解决，必要时由第三方仲裁。文献筛选流程见图l。

4．纳入研究质量评价：参考Cochrane协作网

AIDS／HW评价小组的编者方针推荐的Newcastle—

Ottawa scalebl，结合自身前后对照研究的特点，确定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指标(表1)，进行纳入研究(非

随机对照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5．数据提取：采用经预试的标准数据提取表，由

2名研究人员独立提取。如果意见不一致，双方讨

论解决。如果文中信息不全或信息不清楚，设法与

原始作者联系。提取的内容见表l。

6．统计学分析：定性分析采用描述的方法，将每

图1文献筛选流程图

个类实验研究的特征按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研究结

果、研究质量等进行总结并列成表格，以便浏览纳入

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不同研究间的差

异。定量分析采用Cochrane协作网RevMan 5．0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率差(Ro)效应量进行分析，

并计算95％CI。采用)C2检验评估各实验问的异质

性，检验水准a=o．1。根据P值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如果存在统计学

异质性，对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采用亚组分析。采

用漏斗图检验主要指标，鉴定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对于研究数量≥10的指标，若存在发表偏倚，用减

补法消除发表性偏倚。

结 果

1．纳入研究文献的特征：本系统评价共纳入13

篇文献，各文献特征见表l。其中，自身前后对照8

篇，包含自身前后对照试验的空白对照5篇。

2．偏倚风险评估：纳入研究质量评价见表1，最后

统计，得到2“星级”研究的文章有2篇，3“星级”有4

篇，4“星级”有5篇，5“星级”有2篇，6“星级”有l篇。

3．Meta分析：

(1)预防干预效果评价：各指标的随机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见表2：①知识指标1：7个研究比较了

艾滋病预防干预前后长途汽车司机对“艾滋病是否

可以通过性传播”的知晓率，结果显示知识水平提高

(肋=0．15．95％C1：0．04～0．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73，P=O．006)；②知识指标2：10个研究比较

了艾滋病预防干预前后“正确使用安全套能否有效

预防艾滋病”的知晓率，结果显示知识水平提高

(ew=4．08，95％C1：2．97～5．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8．68，P<0．001)；③行为指标：6个研究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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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纳入研究文献的特征

程茂金1999“

赵敏2008t“

李河1998‘‘1

阎凯2004 E71

自身前后对照

包括自身前后

对照的空白对照

包括自身前后

对照的空白对照

自身前后对照

74．00 44．80

68．30

87．00 75．90 84．30

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健康

诊疗，同伴教育、

VCT安伞i敬放

宣传教育、I咄阵教

育M丌安全宝i§魂受

63．80 56．70 80．70宣传教育、同伴教

育、安全套发放

刘志华2007⋯自身前后对照 71．50 51．oo 88．oo宣传教育

汪武新2001”1自身前后对照 一 75．10 一 宣传教育、

安全套发放

汪武新2002””包括自身前后 100．00 69．60 84．10宣传教育、

对照的空白对照 安伞套发放

汪武新z。06⋯，自身前后对照 一 64．00一萎墨鍪囊矗
石峰2003“21 自身前后对照

刘康J夏2000“”包括自身前后

对照的空白对照

刘伟2000“41包括自身前后
对照的空白对照

辛美哲1997“”自身前后对照

75_80 41．30 93．30宣传教育

99．19 69．80宣传教育

一般知识指标l、2

积极行为指标

积极知识指标l，2

行为指标

积极知识指标1

B

B

A

B

A

A

A

B

A

A

A

A

一般知识指标1、2 B B A

一般垫竖．耋箩2；A A A
行为指标

“ “ 一

一般知识指标2；

行为指标

积极知识指标2；

行为指标

一般知识指标1。2

一般知识指标1

A A A

A A A

B B

B B

B

C C A 3

C A A 4

A A A 6

C C A 2

A B A 3

C B A 4

C A A 5

C A A 5

A A A 3

A A A A 4

88．00 74．50 82．60宣传教育 一般知识指标2
A B A

>60．20 75．50

詹劲基2002““自身前后对照 >63．30 75．10 一

塞赁婺墓。 一般知识指标l、2
B A A

安伞套发放
“ “

萎墨鍪囊蔽 一般罂凳墨霖2； A A A
安全套发放 行为指标

“ “ “

B A A 4

C B A 3

C B A 4

注：4A：合适，独立审定·，B：合适，例如记录连接或基于自我报告，C：没有描述；‘A：连续性或明显代表性的一组对象·，B：潜在的选择偏倚

或没有陈述；‘A=是·，B=否；‘A：两组相同·，B：没有描述，C：率有差别或没有指定；‘A：>／1个月+，B：<1个月，c：没有描述；7A：有·，B：无，

C：没有描述

艾滋病预防干预前后长途汽车司机“非固定性伴安

全套使用率”，结果显示安全性性行为增加(RD=

0．15，95％CI：0．10。0．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5．98，P<0．000 01)。

(2)异质性检验结果及亚组分析：各指标的异质

性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各个指标所纳入的研究

均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异质性原因分析，根据干预前

效果基线值(P)和干预措施的评价结果，分别将各指

标纳入的研究分层进行亚组分析，结果见表3。

4．发表偏倚：

(1)漏斗图：分别对包含知识指标l的7个研究、

包含知识指标2的10个研究、包含行为指标的6个

研究制作漏斗图，结果显示各指标的漏斗图基本不

对称，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大。

(2)剪补定量分析法：知识指标2纳入的文献数

量≥10篇，可以采用剪补定量分析法对发表偏倚进

行一定的处理。具体步骤如下：①利用随机效应模

型计算效应量初估值，其对数值A1=1．4。②对纳入

研究进行中心化过程，即每个研究的lnOR减去△l

得，按照绝对值大小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后，赋予正负

号，计算正负秩和，取最大者瓦=(5+3+4+10+

8)=30；‰值=14×30—10×(10+1)j／(2×10—

1)=0．53，取整为1。③去掉离中心线最远的1个研

究(秩次为10)后，利用剩余9个研究重新计算合并

效应量，A2=1．31。④再次中心化，兀=(10+6+

4+9+5)=37，ko值=[4×37—10×(10+1)]／(2 x

10—1)=2．0，取2。⑤去掉离中心线最远的2个研究

(秩次为9、10)后，合并效应量A3=1．22。⑥第三次

中心化，兀=(7+2+3+5+6+10+9)=42，‰值=

『4×42—10×(10+1)]／(2×10一1)=3．05，取整为

4。⑦去掉离中心线最远的4个研究(秩次为9、

10、一8、7)后，结果发现，以(1nOR—A4)对研究进行

排序，各研究的秩次与以(InOR--A3)进行排序的秩

次完全相同，叠代过程结束。⑧按照对称的原则粘

补4个研究，分别取秩次为9、10、一8、7的研究所对应

(1nOR--A3)值的绝对值，作为其效应量的估计值，

原来的标准误作为一一对应的新粘补研究的标准

误，利用原来的10个研究加上4个增补研究(共计

14个研究)，计算最终的合并效应量及其95％CI。

未调整合并效应量估计值OR。----4．08，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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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长途汽车司机艾滋病预防干预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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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茂金1999‘4

赵敏2008‘¨

李河1998⋯

阎凯2004㈩

刘志华2007㈨

汪武新2001‘93

汪武新2002-”1

汪武新2006
E”’

石峰2003 E”]

刘康迈2000t”1

09569 511 0．9867 527 0．03(0．01一o．05)O．3092 511 0．6262 527 3．74(2．89—4．84)

O．7174 184

0．8333 120

0．9373 35l

O．6268 560

o．5782 486

O．9815 108 026(0．19一O．33)0．4728 184 0．898l 108 9．83(4．94～19．5卯

O．9257 202 0．09(O．02—0．1饥 一 一 一 一

0．959l 342 O．02(’0．0l～0．05)0．7忉351 n9269 342 3．22(1．98～521)

一 一 O．6766 167 0．9128 195 5．OO(2．76—9．06)

一 一 o．5470 181 0．7604 96 2．63(1．5l一4．5刀

一 一 O．7303 89 0．9268 41 4．68(1．32—16．5n

0．8314 522 0．20fO．15一o．26) o．7750 560 0．9310 522 3．92(2．65—5．80)

O．9888 356 041(0．37—0．46) 一 一 一 一

0．2952 105 0．2762 105一o．02(加．14一n1 o)

03803 71 0．6800 25 0．30(o．08一O．51)

0．4970 167 0．5641 195 0．07(-O．04～o．1刀

0．3646 181 0．8750 96 O．51f0．41一o．61)
0．7561 41 0．8764 89 O．12 f加．03～0．2D

刘伟2000‘1“ 一 一 一 一0．4960 125 0．8981 108 8．96(4．38～18．32) 一 一 一 一

辛美哲1997“”0．9196 510 0．9754 528 0．06(0．03—0j0鼢0．7176 510 0．9239 528 1．84(1．37—2．47) 一 一 ～
一

詹劲基2002““ 一 一 一 一0．6787 221 0．9140 221 5．03(2．91～8．71)0．4977 221 0．5611 221 0．06(-0．03一O．16)

合计 2722 2585 O．15(O．04～026) 2899 2688 4．08(2．97～5．60) 786 731 0．15(O．10～0．19)

注：知识指标1：异质性检验：Chi2=372．92，df=6(e<o．000 01)，f=98％；知识指标2：异质性检验：Chi2=38．57，df=9(P<O．0001)，，2=

77％；行为指标：异质性检验：c抒=69．24，碍|5(P<O．00001)，，=93％

表3亚组分析结果

指标类型
亚组 纳入 异质性检验

类型 组 研究数 f值 P值 ，2(％)
RD值(95％Ct)

知识指标l

知识指标2

行为指标

P．

干预评价

P2

干预评价

只

P，≥80％4 5．73 O．13 48．0 0．04(O．02～0．06)

50％≤尸．<80％ 3 38．44 <O．000 01 95．O 0．29(O．16～0．431

积极 2 10．84 O．001 0 91．0 0．18(0．10—0．35)

一股 5 350_25 <0．000 Ol 99．0 0．1 4(O．01—0．28)

50％≤R<80％ 7 14．59 O．02 59．O O．17(O．13—0．2n

20％≤P2<50％ 3 4．83 O．09 59．0 0．37(O．30一0．45)

积极 2 &82 0．003 89．0 0．31(O．09—0．54)

一般 8 57．37 <0．000 01 88．0 0．22(O．15～0．28)

50％≤只<80％ 3 O．45 O．80 0 0．07(0．01—0．131

20％≤只<50％ 3 45．28 <0．000 01 96．0 O．27(O．20一O．35)

干预评价 积极 3 6．82 O．03 71．0 O．08(一0．01～0．17)

=墼 ! !鱼：堑 三!：!!Q!1 21：Q !：!!f!：!!=!：垄1

2．97。5．60；调整合并效应量OR。=1．69，95％Cl：

1．15—2．14。消除发表性偏倚的影响后，漏斗图的中

心位置左移。调整后，干预后的长途司机人群知识

指标2仍高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讨 论

1．指标的选择：本次研究在艾滋病知识、行为的

众多问题中，综合各方面因素，选取了3个问题作为

评价指标。目前我国艾滋病在长途汽车司机人群的

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性传播，知识指标1和2分别作

为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手段的指标被选取。长途

汽车司机具有发生危险性性行为的心理与职业便利

条件，易于发生不安全性行为，非固定性性行为的安

全套使用率作为预防艾滋病的行为指标被选取。由

于我国各艾滋病研究所用的调查工具都不一致，所

以在指标的选择上也考虑到选择多数文献都采用的

指标，以尽量提高资料的利用率，减少偏倚。

2．异质性分析：尽管根据预防干预措施的评价

等级和干预前效果的基线水平(P)分亚组进行Meta

分析，但多个亚组纳入的研究问仍存在统计学异质

性，分析原因可能为：①缺乏客观的定量指标，均为

主观指标，干预效果的判定受限；②某些亚组仅纳入

一个研究且样本量较少，很难说明十预措施的效果；

③影响长途司机艾滋病预防效果的因素较复杂，单

个的分层因素可能尚不足以消除研究间的异质性。

本次研究只是现有基础上进行的综合分析，虽

然初步肯定了预防干预对长途汽车司机预防艾滋病

的积极作用，对制定该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策略

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本研究的结论仍然需要更多，

更全面的研究数据进一步证实，尤其应重视评价

HIV感染率的改变作为终点指标的研究。

3．预防干预效果：知识指标l和2的上升表明，

艾滋病预防干预能够使长途汽车司机意识到高危行

为，并且知道如何在高危行为中保护自己和他人。

行为指标的改变提示，艾滋病预防干预确实能有效

促进该人群采取保护性性行为。但是行为指标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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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幅度(RD，=0．15)要低于知识点(RD，=0．15，RD：=

4．08)的改变，这个信息提示，在KAP模式中，健康行

为的建立不仅受到知识体系的影响，还存在着其他

的影响因素；如果想要在干预人群取得明显的行为

改变，还需要对长途汽车司机进行长期、持久、综合

的干预。

4．亚组分析：

(1)按照“干预前效果基线水平(P)的大小”进行

分层：按照P的大小将各个结局指标分为相应等级，

各层综合效应差异较大，有些层基本上达到同质，提

示P可能是造成异质性的原因。但是有些层的异质

性仍然较大，原因可能包括：①由于文献数量的限

制，P的分层比较粗略；②由于长途汽车司机艾滋病

预防干预的复杂性，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因素。

从结果上来看，P较小的层，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知晓率和保护性性行为的实施率较高，提示在对艾

滋病知识贫乏和缺乏性保护措施的长途司机人群实

施艾滋病预防干预，更容易取得显著的干预效果。

(2)按照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评价效果(积极、

一般)进行分层：按照干预效果将各个研究指标分为

两个等级，各层综合效应有差异，但是各层的异质性

仍然较大，提示预防干预措施评价效果不是造成本

研究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从结果看来，积极的干预措施对长途司机人群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但是

对促进保护性性行为未见成效。提示艾滋病知识的

改变更容易被高频的、多手段联合使用的干预措施所

影响；而行为的改变更多的是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

影响，对干预措施的强度和频度要求不那么明显。

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类实验本身条件的限制

和发生偏倚的高度风险，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因此，要谨慎地看待结果。仍需要高质量的随机

对照研究为长途汽车司机艾滋病预防干预效果提供

更真实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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