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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预防控制·

浙江省台州地区新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
危险行为网络调查

林海江冯济富 昊琼海裘丹红 高眉扬何纳

【摘要】 目的掌握浙江省台州地Ⅸ新报告艾滋病毒(H1V)感染者的危险行为网络特征。

方法对2008年5月至2010年3月问新报告的HIV感染者及其所提供的高危行为接触者追踪调

查和HIV检测(简称“溯源调奋”)，并详细调查其相关危险行为网络特征。结果研究期间台州

地区共新报告HIV感染者267例，其巾19l例(71．5％)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参与溯源凋杳，包

括第一轮发现报告的l58例及随后通过溯源调查从其高危接触者中新发现的33例HIV感染者。

HIV感染以经异性性传播途径为主(74．9％，143／191)，其次是经男男性接触传播(19．4％，37／191)。

注射吸毒传播ll例(5．8％。li／191)。19l例HIV感染者共累计报告1152名高危接触者．并提供了

其中461名最熟悉者的联络方式，其巾129例接受HIV检测，6l例(47．3％)检测阿{性；以指示病例

的配偶或同定性伴及男男同性性伴中HIV阳性检出率为高，分别为45．6％(47／103)和60．O％(12／

20)。指示病例在与高危接触者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坚持使用安全套者仅占33．9％。

结论浙江省台州地区新报告HIV感染者危险行为网络规模较大，安全套使用率较低，高危行为

复杂．HIV传播风险较大；在男男性接触人群中该特征尤为显著。应针对重点人群和网络特征环

节实施行为干预以降低HIV传播。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高危接触者；溯源凋查；危险行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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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isk behavioral networks of newly reposed HIV

infections in Taizhou prefecture．Zh@ang province．Methods Newly reported HlV infections from

Mav 2008 through March 201 0 in Taizhou prefecture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hich requested number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whom they had had high

risk contacts as well as risk behavioral acts with them．Persons having had risky contacts with

HIV．infected cases were thereof approach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urvey and to receive HIV testing．

Those who tested positive for HIV were SRbject to further round of the surveys．Results Atotal of

267 HIV cases were newly reported during this study period．Among them。l 9 1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and served as‘index cases’．including l 58 cases identified from routine HIV surveillance

programs and 33 cases identified from the present survey．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Was the primary

transmission route【74．9％。or 143／191)．followed by homosexual transmission(19．4％．or 37／191)

and injection dmg use(5．8％．or ll／191)．11hese 19l HIV cases reported a total of 1152 individuals

with whom they had had risky contacts．They were able to provid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46 1 risk

contacts．Ofthem。129 received HlV testing and 6l(47．3％)tested positive for HIV HIV pre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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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e highest among spouses or long-term sex parmers of HIV eases(45．6％，or 47／103)and male

sex partners of HIV-infected men having sex with men(MSM)(60．O％．or 12／20)．Condom use was

very lOW among them，with only 33．9％consistently using condoms for sex．Conclusion Newly

reported HIV infections in Taizhou prefecture reported a large and complicated risk behavioral

networks and low condom use，suggesting a potential risk of HIV among these connected people，

especially among MSM．Much efforts are needed tO intervene these hi【gh risk subgroups and high risk

behavioral networks．

【Key words】 HⅣinfections；Hiigh-risk contacts；Contact tracing；鼬sky behavioral networks

社会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已广泛运用到传染病

的研究中，尤其是性传播疾病防治领域1-31。艾滋病

危险行为网络的研究，改变了传统流行病学对性传

播疾病主要基于个体危险行为属性，而忽略个体间

的相互关联和关联方式对群体疾病传播的贡献H1。

本研究自2008年来对浙江省台州市新报告艾滋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开展以HIV感

染者为核心的危险行为社会网络调查，对与其有性

行为或共用针具(共针)吸毒行为的高危接触者检测

HIV，以掌握HIV感染者及其高危接触者艾滋病相

关行为网络关系，从危险行为网络关系方面了解

HIV传播动力的行为因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08年5月至2010年3月间台州

地区所有新发现报告的HIV感染者及其提供的高危

接触者。本研究中高危接触者定义为，与HIV感染

者之间有可能发生HIV传播(或感染)的接触者，包

括共用针具者、配偶或固定性伴、商、Ik性伴、非商业

非配偶临时性伴(未特别指出，本文中性伴均指异性

性伴)和男男性行为者。

2．研究方法：采取调查个体中心网络

(egocentric networks)的策略，以新发现报告的HIV

感染者为核心，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经过培训的

专业人员采用统一设计问卷对研究对象开展一对

一、面对面的危险行为网络(risk behavior network)

调查，并追踪其高危接触者，动员其检测HIV(简称

“溯源调查”)，对高危行为接触者中原HIV阳性或通

过本次检测新发现的HIV阳性者同样做进一步的溯

源调查，如此逐级追踪溯源。危险行为网络是指通

过无保护性行为、共针吸毒等能引起HIV传播的各

种危险行为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群人，包含有2个基

本要素，即人和危险行为关系。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性伴数、性伴关系、性伴HIV感染状态、性行为方式

(包括阴道交、肛交、口交)、性行为频率及安全套使

用情况、共针吸毒者数等。由于问卷规模限制，每个

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并调查其最熟悉的高危

接触者(上限为8名)。

3．检测方法：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

范》，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初筛(初筛试

剂：吉比爱抗一HIV ELISA试剂盒)，初筛阳性者采用

不同试剂(复检试剂：梅里埃抗一HIV ELISA试剂盒)

复检，然后采用Western blot确认(确认试剂：

Genelabs Diagnostics HIV Blot 2．2，新加坡)。I／IV初

筛在台州市所辖的9个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b(CDC)实验室，确认实验在台州市CDC。

4．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 3．1软件双录入数据，

采用SPSS 15．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 果

1．HIV感染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溯源调查：

2008年5月至2010年3月全市共新报告HIV感染者

267例，其中55例是第一轮溯源调查发现，6例是第

二轮溯源调查发现。267例HIV感染者中有191例

(71．5％)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参与溯源调查，其

中以1 80例性接触传播途径和1l例注射吸毒传播途

径的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191例HIV感染者

中，男性147例(77．0％)，女性44例(23．O％)；已婚有

配偶105例(55．0％)，未婚68例(35．6％)，离异16例

(8．4％)，丧偶2例(1．0％)；年龄18—74(M=33)岁。

HIV感染以异性性传播途径为主(74．9％，143／191)，

其次是经男男性行为传播(19．4％，37／191)，注射吸

毒传播11例(5．8％，11／191)。191例HIV感染者共

累计报告1152(肘=5)名性伙伴，其中37例男男性

行为HIV感染者共报告男男性行为者43l(M=8)

名，报告近一年性伴总数为507(肘=3)名，其中男男

性行为者206(M=3)名。

溯源调查：第一轮158例(含10例经吸毒传播途

径)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参与溯源调查，参与率

为76．7％(158／206)，并提供404名最熟悉的高危接

触者及联系方式，其中115例前来HIV检测，检测参

与率为28．5％；结果新发现55例HIV阳性，阳性检出

率为47．8％。其中配偶或固定异性性伴HIV阳性检

出率为46．7％(43／92)，男男性行为者HIV阳性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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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61．1％(11／18)。

第二轮30例(含1例经吸毒传播途径)HIV感染

者作为指示病例参与溯源调查，参与率为54．5qo(30／

55)，提供49名最熟悉的高危接触者，14例检测

HIV，参与率为28．6％；结果发现6例HIV阳性，阳性

检出率为42．9％。其中配偶或同定异性性伴HIV阳

性检出率为44．4％(4／11)，男男性行为者HIV阳性检

出率为50．0％(1／2)。

第i轮3例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例参与溯源

调查，参与率为50．0％(3／6)，提供8名最熟悉的高危

接触者，但第i轮溯源调查无人前来检测HIV。

2．HIV感染者的性行为网络特征及其性伴的

HIV检测阳性率：180例以性接触为传播途径的HIV

感染者作为指爪病例，其报告的性伴以配偶(或同定

性伴)和男男性行为者为主，分别占36．4％和27．3％；

而其中绝大多数(97．7％，418／428)均不知对方(指

HIV感染者指示病例)的HIV感染状态。前朱接受

HIV检测者也大多数是指示病例的配偶(或同定性

伴)和男男性行为者，而非商业非同定性伴和商业性

伴接受检测者很少。在29．7％(127／428)接受榆测的

高危接触者中，HIV阳性发现率非常高，其中指示病

例的配偶(或同定性伴)和男男性行为者分别为

45．6％和60．O％(表1)。

3．HIV感染者及其高危接触者性行为特征：180

例以性接触为传播途径的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

例，其与高危接触者的性行为特征(表2)：①性行为

类型：HIV感染者与其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异性性伴

之间以阴道性交方式为主，而男男性行为者间大多

采取肛交方式；②性行为频率：43．9％为<1次／月，

34．3％为1—3次／月，21．7％为≥4次／月；③安全套使

用情况：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

(33．9％)，有时使用占30．1％，从小使，【}}占36．o％；④

最近一次性行为的时间：3个月以内占46．7％，4—6

个月占29．9％，7。12个月占13．6％。

4．HIV感染者吸毒同伴网络特征及溯源调查：

11例以吸毒为传播途径的HIV感染者作为指示病

例报告共针吸毒者124例，其中报告的33例最熟悉

的共针者中，只有2例知道共针吸毒者为HIV阳性，

其余均不清楚对方HIV感染状态。通过动员HIV检

测，1例共针者发现其H1V阳性，经调查此人同时也

是指示病例的配偶，即夫妻双方共针吸毒，同时感染

HIV。另外，ll例以吸毒为传播途径的HIV感染者

只有1例报告有多性伴现象，共报告8例商业性伴和

1例其配偶，但均不清楚对方HIV感染状态，且经动

员无人前来做HIV检测。

讨 论

本研究是在我国HIV低流行区引入行为网络理

论和技术开展HIV溯源调查，描述以HIV感染者为

核心的危险行为网络特征，分析HIV传播影响凶素

和特征。根据目前疫情监测数据显示，浙汀省台州

地区虽是我国HIV相对低流行区，但近年来新发现

报告HIV／AIDS例数快速上升，且以性接触传播途

径为主，约占85％。本次溯源调查发现，该地区新报

告HIV感染者的高危接触者数量较多，其中自愿接

受HIV检测者中HIV阳性榆出率高，并发现较多的

HIV感染者，尤其是HIV感染者的配偶(或同定性

伴)和男男性行为者，与叶润华等15l在艾滋病晕度流

行的云南省德宏州开展的溯源调查结果接近，表明

溯源调查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发现HIV感染者的方

表1浙江省台州地区HIV感染者(～=180)性行为网络特征及j￡性伴(n=428)的HIV检测阳性率

特征
第·轮(V=148) 第_轮(．Y=29) 第■轮(／v=3) 合计(^，=I 80)

性伴数(n=372)构成比(％)性伴数(n=48)构成比(％) 性伴数(n=8)构成比(％)性伴数(n=428)构成比(％)

件伙伴关系类型

配偶或I古|定性伴 128

非商业1E固定性伴 75

商、lp件伴 67

男男性行为者 102

知晓性伴HIV感染状态

HIV阳性 3

HIV阴性 7

不清楚 362

HIV检测结果

34．4

20．2

18．O

27．4

0．8

1．9

97．3

28

5

15

O

O

48

58．3

10．4

0．0

31．3

0

0

loo．O

配偶(或}占I定性伴)43／92(46．7y ～ 4／l l(36．4)． 一0

非商业非周定性伴 o／1(o)" 一0 —0

商业性伴0／3(oy 一0 —0

男男性行为者 11／18(6I．I)4
～

r／2(50．O)4 —0

156

83

72

117

3

7

418

注：4分f为检}{：HIV阳性例数。分母为接受检测的性伴人数．括号内数据为HIV阳性检测率(％)

4

4

8

3

7

6

7

弘拇№"

O，卯

一

一

一

一一坩一一

O

5

5

O

O

O

O卯酡

一

O

O∞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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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浙江省台州地区H1V感染者【Ⅳ=180)及其性伴(n-----428)性行为特征

第·轮(，v=148)第二轮(N=29) 第{轮(Ⅳ=3) 合计(_Ⅳ=l 80)

特征 性伴数构成比性伴数构成比性伴数构成比性伴数构成比

(n=372)(％) (n=48) (％) O=8) (％) (n=428)(％)

法同样适用于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的相对低流行

区，是对常规艾滋病检测和监测的重要补充。

有研究表明，行为网络传播HIV的主要影响因

素之一就是行为方式，危险行为网络特征使得HIV

能在处于网络中的个体间传播蚓。本研究显示台

州地区新报告HIV感染者的危险行为网络规模较

大，且高危行为复杂，安全套使用率低，特别是男男

性行为人群具有更大的性伴网络规模和高危行为，

一旦有作为传染源的HIV感染者进入，在如此较大

规模且相互关系较为复杂的网络中，就可能会造成

较大规模的HIV感染’4^引。冈此，为有效控制HIV

传播和预测当地HIV疫情，不仅要关注个体HIV感

染风险的评估，还要注重HIV感染者及其高危接触

者的整体行为网络特征。

预防HIV新发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就是早期

发现作为传染源的HIV／AIDS，通过行为干预和减少

危险行为发生，以降低其传染源意义，进而减少HIV

传播和新发感染。本次调查结果硅示，HIV感染者

的高危行为接触者规模较大，但HIV检测率不高，参

与检测的大多为HIV感染者的配偶、固定性伴及最

为熟悉或同居的男男性行为者，而其非商业非同定

性伴、商业性伴的HIV检测意愿较低，但此类人群可

能有更大规模和更为复杂的性关系网络，从而有更

大的HIV传播风险：4,5．7,8,10J。因此在以性接触传播为

主的HIV流行区，应加大对该类人群的HIV监测和

检测力度，以早期发现HIV感染者，及时采取行为干

预措施，控制艾滋病传播。

本研究叮能存在偏倚，由于获得的信息涉及性

行为、吸毒行为等敏感性问题，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又

主要来自研究对象的自我报

告。因此，在实际调查中，应反

复强调对调杏对象提供的信息

保密，所有调奄均是在私密场

所进行。另外调查中由于问卷

规模限制而设定了提名上限为

8人，显然相当一部分指示病

例的高危接触者不止此人数，

而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低估了

性行为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

此外，本研究为一次横断面调

查，不能观察到网络结构的动

态变化过程。”3，不能直接观察

到网络结构对HIV传播和疫情

变化造成的影响，但行为网络

分析方法和技术为早期发现HIV感染者及HIV传播

动力学研究、干预效果评估、疫情预警预测等提供了

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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