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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者(MSM)已成为我国HIV感染率上升最快

的人群。安全套作为阻断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在MSM

不同亚人群(使用互联网和出入场所)中的使用情况尚小清

楚。互联网已经成为MSM沟通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中国

MSM寻找性伴的重要场所之一⋯。MSM目标人群隐蔽、难

以招募的特点使得单纯通过活动现场j羁募存在偏性，探索利

用互联网开展MSM的相，)∈行为调查的可行性。

1．对象与方法：MSM纳入标准为年满18周岁的男性，

近3个月内发生过男男同性性行为，愿意参与本次调杏并知

情同意。现场调查为主动到招募点且符合纳入标准的人

群。可：联网调查为登录互联网完成同卷调查的人群。通过

互联网和现场而对面两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收集时间

为2009年1—4月，其中互联网调企在MSM中影响较大的5

家网站(广州同志、淡蓝网、阳光地带、花样年华、彩源男孩)

进行，该5家网站均具有超过l万次的日点击率和累积lO万

人以上的注册用户群，且按地理位置基本覆盖巾国区域。调

查对象通过页面链接完成自填式问卷，截取数据的时间周期

为1个自然月；现场面对面调查南天津、重庆、上海、广州4个

城市的志愿者小组协助，通过发放招募卡在固定的招募点完

成问卷调查。调杳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个人性行为情况、

安全套使用情况等。互联网调杏直接生成Excel数据库。面

对面调查问卷以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用覆盖率、时效

性、敏感问题应答率、问卷有效率评价互联网调杳可行性。

两个数据库导入SAS 9．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不同MSM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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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间比较采用f检验。

2．结果：

(1)互联网调杏的可行性：①覆盖而：调查数据IP地址显

示，本次调企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西藏、青

海)，另外还覆盖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部分国外(美国、

日本、法国、韩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的调查对象。②时

效性：本研究在5家MSM网站同时实施。实际在线调查的时

间为1．5个月，数据选取的节点为：自然月的第一天零时起至

最后一天12时59分59秒止，获得有效问卷3488份，在较短

时间内收集了较多的有效样本。③敏感问题应答率：调查涉

及男男同性性行为等个人隐私和敏感性问题，采用直接网上

作答的形式；数据核杏选取5个敏感调查项，数据的应答率

均为100％。④问卷有效率：调查共设计问卷题目56个，其巾

单选必答题27个，要求完成所有必答题才箅有效问卷，借鉴

其他相关研究中关于问卷问题回答情况的描述方法口’“，调

杳获得的数据库显示，有19483人点击了放在网站首页的调

查提示的超链接，有3755人完成了MSM纳入标准问题的筛

选，有3541人进入问题页面并完成本次调查设计所有人口

学特征及必答题，去除町能的重复问卷，以人口学特征问题

中任意4个答案相似为删除标准“。，获得有效问卷3488份，

问卷有效率为92．89％；有15 728人放弁或未完成问卷的调

查，放弃率为80．73％。计算机后台数据处理系统对点击链

接进入调查页面但没有同答任何问题，或在答题的过程点

击放弃、或不明原因退出答题页面，或在答题的过程中间断

20 min以上未提交任何答案的问卷都按放弁问卷处理。⑤

人口学特征：通过分析人口学特征调查结果的构成比，发现

互联网调查与现场调查的两类MSM，在年龄、职业、月收入

方面存在差异(表1)。

(2)安全套使用情况：最近3个月男男商业性行为和非

商业性行为中，最近一次肛交中安全套使用率和最近3个月

肛交中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低于90．00％，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

使用率高于非商业性行为。其中非商业男男性行为最近一

次肛交中安全套使用率，互联网人群为65．69％(963／1466)，

现场人群为72．51％(124／171)；最近3个月肛交中安全套坚

持使用率互联网人群为40．08％(959／2393)，现场人群为

35．12％(105／299)。商业性行为时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互

联网人群为86．59％(213／246)，现场人群为84．38％(27／32)；

最近3个月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互联网人群为74．72％(201／

269)，现场人群为54．05％(20／37)。互联网调查和现场调查

在最近一次肛交中安全套使用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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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两种招募方式MSM人口学特征

3．讨论：互联网调查方式实现了将传统意义上的调查问

卷，通过形式和数据的转化呈现在具有交互功能的网页上，

调查对象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调查网页，通过选项回答问

题，答案提交后自动导入数据处理系统形成数据库．可直接

用于分析，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应答率高、可以控制某

些误差和偏倚等特点阽]，避免了MSM难以招募，以及涉及个

人隐私或敏感性问题时不能获得有效数据的弊端。但互联

网调查作为科学的调查设计方法，在样本含量的确定和调查

对象的筛选方面仍是一个技术性的难题。虽然由于互联网

调查收集的样本含量一般较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能

完伞随机抽样带来的误差。但随着互联网调查方法的广泛

应用，该方法也趋于完善，如通过IP地址过滤和纳入标准的

筛选，达到抽样目的，通过设定严格的质控，保证数据的逻辑

性、完整性等。

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利用互联网开展调查的经验，在整

个研究的过程中严格把握每一个细节，本次调查覆盖伞国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并包括国外的部分调查对象，有效解

决了MSM难以招募的弊端，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较多

的样本量，数据结果的时效性强，能够反映最新的MSM的情

况。互联网调查方式不需要调查员现场访谈，可以有效地保

护调查对象的隐私，提高应答率，在问卷的填写过程中采用

严密的质控手段，保证问题填写的完整性，利用互联网调查

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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