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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访和检测，保证患者能够及时接受治疗。

(感谢河南省各级CDC在“河南省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络数据

库”中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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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群是我国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在吸毒

人群中开展相关知识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感染率监测，可了解

当地吸毒人群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行为变化及流行趋势，

并评估当地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1．资料与方法：收集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群综

合哨点监测数据。监测点为定西、武威市，2009年新增兰州

市和临夏州。以监测点社区、戒毒所和看守所吸毒人员为调

查对象，采用国家统一的静脉吸毒人群(IDU)综合监测调查

问卷，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行为及卫生服务利用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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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抽取3～5 ml静脉血检查HIV抗体和梅毒抗体。数据采

用EpiData软件录入，运用SPSS 13．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学

分析。

2．结果：

(1)人口学特征：2006--2009年甘肃省综合哨点监测吸

毒人员46．77％的来自戒毒所和看守所，53．23％来自社区。

吸毒者中以男性为主(93．1l％～95．40％)；年龄主要为30一

39岁，平均35—37．8岁；婚姻状况中已婚者占绝大多数

(64．10％一73．50％)；民族以汉族为主(71．10％～93．50％)；文

化程度以初中为主(41．60％～53．40％)；吸毒者中以本省人口

为主(96．15％一97．80％)。

(2)艾滋病相关知识及高危行为状况：2006--2009年甘

肃省监测点吸毒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及联合国大会

艾滋病特别会议(UNGASS)指标分别由45。03％、23．88％上

升至76．27％和61．87％；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波动在

45．99％一58．10％。吸毒人员近1个月注射吸毒比例由2006

年0．16％上升至2009年4．20％；2009年静脉注射吸毒人员近

1个月共用针具率为52．24％；吸毒人群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

比例由1．12％上升至19．9l％；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由

18．69％上升至31．00％(表1)。

(3)卫生服务利用情况：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群

接受过针具交换／药物维持治疗由O．64％上升至19．79％；艾滋

病咨询与检测服务由13。30％上升至54．98％；同伴教育由

6．09％上升至27．43％(表2)。

(4)HIV及梅毒抗体检测情况：2006—2009年甘肃省

HIV抗体阳性监测人数分别为O、0、1、4人；梅毒抗体阳性监

测人数分别为9、6、7、46人。2009年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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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2009年甘肃省综合哨点监测吸毒者知识及高危行为状况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表2 2006--2009年甘肃省综合哨点监测吸毒者卫生服务利用情况

注：l司表1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25％和2．88％。

3．讨论：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员艾滋病知识的知

晓率逐年提高，由45．03％提高至76．27％，基本反映了甘肃省

近几年有关艾滋病预防知识公共宣传教育和加强同伴教育

的效果。但与《中国预防与开展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

2010年)》要求在高危人群中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

80％以上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艾滋病UNGASS指标逐

年提高。由23．88％提高至61．87％。而传播途径知晓率水平较

低，波动在45．99％～58．10％，与近年来甘肃省吸毒人群高危

行为持续增高有直接关系。提示今后在加强宣传非传播途

径方面知识的同时也应加大传播途径方面知识。吸毒人员

由于经济困难，往往为节约吸毒成本而共用针具⋯。通过对

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员最近1个月注射吸毒和共用

针具监测，注射吸毒人群中共用针具比例明显高于茅乃玲

等妇。的报道。截止2009年，监测吸毒人群中发生商业性行为

比例为19．91％、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为31．00％。性乱以及

安全套使用率低，是造成HIV感染者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国外研究也表明，吸毒者的吸毒方式、共用注射器的频率、不

安全性行为均是吸毒人群HIV传播的危险因素¨。，将会加速

从静脉吸毒者向性伴以及一般人群传播的速度。因此，根据

甘肃省吸毒人群的行为特征及具体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干

预活动，以减少他们的不安全注射行为以及促进他们在性行

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从而减少艾滋病的流行【4】。2006—

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员接受过针具交换，药物维持治疗者由

0．64％上升至19．79％，但远远低于国家计划2010年70％目标

B’，接受同伴教育由6．09％上升至27．43％，接受艾滋病咨询与

检测服务由13．30％上升至54．98％，但各项干预覆盖率依然

偏低。因此，在今后的防治工作中应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美

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和针具交换／清洁针具等方面措施，做好

HIV自愿咨询检测，推广安全套100％使用，开展同伴教育，

增加吸毒人员HIV相关知识，减少吸毒人员的高危行为，以

降低感染HIV风险。

参考文献

[1]Gao L，Li XC，Wang YL。et a1．Characteristics of drug use and

sexual behaviors among HIV positive drug users．Chin J Prey

Med。2010．1l(7)：702—704．(inChinese)

高丽，李晓春，王艳丽，等．HIV感染的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知识

和行为调查．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0，11(7)：702—704．

[2]Mao NL，Lu MM，Qin QR，et a1．HIV，syphilis infections and

thei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mong drug users in

Mamashan city。Anhui province．Chin J Dis Control Prev，2010，14

(8)：729—731．(in Chinese)

茅乃玲，卢曼曼，秦其荣，等．安徽省马鞍山市社区吸毒人群

HW、梅毒感染状况及其行为特征分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0，14(8)：729—731．

[3]McCoy CB，Lai S，Metsch LR，et a1．Injection chug u∞and crack

cocaine。smoking：independent and dual risk behaviors for HIV

in-fection．Ann Epidemiol，2004，14(8)：535-542．

[4]ZhuOV，LiuW，GuoNZ。et a1．Analysis ofcomprehensiveAIDS

surveillance among drug users in Nanning city．2004．Chin J

Epidemiol。2006，27(8)：720．(inChinese)

朱秋映，刘伟．郭宁贞，等．南宁市2004年吸毒人群艾滋病综合

监测结果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27(8)：720．

[5]Wu ZY，Zhao CZ．update of harm reduction in China．18tll

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ug Dependence．Poland：2007．

(收稿日期：2010-12—24)

(本文编辑：万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