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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对中国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
性行为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

陈栏心粱浩杨晓波

【摘要】 目的综合评价健康教育对中国流动人VI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相关知、信、行的干预

效果。方法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收集2005--201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我国流动人口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献。文献研究类型为自身前后对照研究或含有自身前后对照研究的部分，且

干预手段为艾滋病健康教育。数据分析采用RevMan 4．2软件，对所选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相关的8

个指标进行Meta分析。结果健康教育后。中国流动人I=I对“安全套可以降低艾滋病的感染风

险”知晓程度提高了23％[率差(RD)95％Cl：0．19～0．27]；“保持单一性关系能降低艾滋病感染风

险”的知晓程度提高了18％(RD 95％Cl：0．14～O．23)；“性生活中愿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提高16％

(RD 95％CI：0．11～0．22)；“商业性行为”发生率降低6％(RD 95％C／：一0．1l—一0．02)；“商业性行为

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提高了17％(RD95％CI：0．10一O．23)；“最近一次性生活使用安全套”的比

例提高25％(RD 95％CI：0．15一O．35)，P值均<O．01。结论健康教育对中国流动人I=I艾滋病高危

性行为相关知、信、行均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有必要对该人群采取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以降低其

危险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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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研究显示，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最主要的

传播途径，其中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

40％⋯。流动人ISI由于本身的流动性强、且多数处于

性活跃期，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低等特点，已成

为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幢】。

2008--2010年监测数据湿示，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中流

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7．5％、21．3％和24．1％t引。

为综合评价当前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干

预的效果，本研究对2005--201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

关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献进行二次研究。

资料与方法

1．文献纳入标准：

(1)研究类型：所纳入文献的研究类型为自身前

后对照的干预研究或含有自身前后对照研究部分的

干预研究。

(2)研究人群：流动人口即特指离开户口所在的

居住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农民

工胁作队伍以及企业员工。
(3)干预方式：①一般健康教育包括发放艾滋病

宣传资料、扑克、台历、张贴宣传海报以及展板等；②

积极健康教育包括一般健康教育的形式，讲座、座

谈、发放安全套、互动游戏、播放相关宣传片NCD、

文艺演出等；③综合干预包括同伴教育(对单位或组

织中的骨干或有较大影响力的人进行艾滋病相关知

识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再南其向单位或组织的其他

人进行传播)和积极健康教育的形式。

(4)评价指标：从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相关的知

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包括①艾

滋病可经性途径传播；②安全套可降低艾滋病的感

染风险；③保持单一性伙伴可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

④性生活中愿意使用安全套；⑤反对非婚性行为；

⑥商业性行为；⑦商业性行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⑧

最近一次性生活使用安全套。其中前3条是性知识

方面的指标，④、⑤是性态度方面的指标，后3条是

性行为方面的指标。拟对上述8个指标进行干预前

后的比较，以评价健康教育的效果。

2．文献排除标准：研究对象为特殊人群(包括男

男性行为者、吸毒人群以及性工作者)的文献；不含

研究所选定指标的文献；不能提供完整的四格表资

料以及经过计算后仍不能得到完整四格表资料的文

献；参考Lichtenstein等¨1提供的标准对每篇文献进

行质量评价，剔除重复报告及无法利用的文献，剔除

进行第二次调查(即干预后调查)时未对新人组未接

受过干预者方面处理的文献；剔除即时干预文献中

包含有行为指标改变的文献。

3．文献检索和提取：计算机检索清华同方、维普

中文期刊、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并结合

文献追溯的方法，收集2005--2010年在国内公开发

表的关于我围流动人El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的文

献。以自由词“艾滋病”、“流动人El”、“高危性行

为”、“健康教育”等为检索词自由组合。如“艾滋病

and流动人口and健康教育”。文献纳入和资料提取

由2名评价员独立通过浏览题目、摘要，选择相关文

献，然后查找出相关文献的全文，阅读全文，根据上

述的纳入标准对文献进行评价，如遇不一致通过讨

论解决。提取的资料内容包括作者、年份、文献题

目、文献来源、男女比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

的比例、健康教育持续的时间、干预手段、干预前后

所获的有效样本数、相关指标的率及所需的四格表

数据。

4．统计学分析：采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 4．2版软件，通过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

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P>0．05)或随机效应模型

(P≤0．05)对干预前后各指标的率差(RD)进行合

并，求合并效应值和95％CI。对异质性较大的文献，

按各指标的基线率和干预手段进行分层，分析存在

异质性的原因，进而评价哪种干预手段效果较显著。

结 果

1．纳入文献的特征：共纳入文献70篇¨_73]。其

中6篇拍5圳为分组干预研究，其他均为自身前后对

照的干预研究；一般健康教育22篇，积极健康教育

30篇，综合干预28篇；干预前后的样本量分别为
39 963例和36 087例；干预时间从即时到3年不等；

人群主要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职业包括建筑工人、煤

矿工人、工厂工人、企业农民工、养路农民工、批发市

场商业人员、酒店服务人员、返乡农民工、铁路施工

单位的流动人员、流动孕妇人口、娱乐场所从业人员

1l类人群，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

2．异质性检验：经异质性检验，8个指标干预前

后的RD均存在显著异质性(异质性检验P值均<

0．01、，2为90．5％一98．6％)，故选随机效应模型对8个

指标的RD进行Meta分析。

3．Meta分析：

(1)高危性行为相关知识的改变：指标①(艾滋

病可经性途径传播)干预前后的总样本数分别为

23 182、26 195例，RD为一0．03—0．50，合并效应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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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5％C／：0．12。0．19；指标②(安全套可降低艾滋

病感染风险)干预前后样本数分别为21 061、26 676

例，RD为一0．01～0．52，合并效应值为0．24，95％C／：

0．18。O．3l；指标③(保持单一性伙伴可降低艾滋病

感染风险)干预前后样本数分别为13 739、15 314

例，RD为0．00。0．45，合并效应值为0．18，95％c，：

0．14～0．23。3个指标95％C／均未包括0，Z值分别为

9．27、11．16和8．97，P值均<0．Ol。

(2)高危性行为相关态度的转变：指标④(性生

活中愿意使用安全套)干预前后合并样本量分别为

4337、5542例，RD为0．03～0．43，合并效应值为

0．16，95％CI：0．11～0．22；指标⑤(反对非婚性行为)

干预前后合并样本量分别为5466、4974例，RD

为一0．07。0．24，合并效应值为0．10，95％C／：0．05～

O．15，z值分别为5．95和3．87，P值均<0．01。

(3)高危性行为的改变：指标⑥(商业性行为)干

预前后的合并样本量分别为1462、747例，RD

为一0．21。0．05，合并效应值为一0．06，95％C／：一0．11一

一0．02；指标⑦(商业性行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干预

前后的合并样本量分别为821、1321例，RD

为一0．01．0．54，合并效应值为0．17，95％C／：0．10～

O．23；指标⑧(最近一次性生活使用安全套)干预前

后的合并样本量分别为3158、461l例，lid为O．02一

·101·

0．75，合并效应值为0．25，95％C／：0．15～0．35，z值分

别为2．96、5．19和4．86，P值均<0．01。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所选8个指标的RD值，

所得的效应值基本相似，说明合并结果稳定性好，基

本可靠。

4．敏感性分析：对所纳入文献按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和综合干预三层进行分析，流动人口

对指标①的知晓程度分别提高了13％、15％和18％，

z值分别为4．81、4．2l和6．63；指标②的知晓程度分

别提高了22％、26％和23％，z值分别为6．0l、7．48和

6．52；指标③的知晓程度分别提高了14％、23％和

20％，z值分别为6．68、5．78和4．11，以上分层指标P

值均<0．01。指标④～⑧分层后结果产生较大的偏

倚可能是由于积极健康教育和综合干预的文献较

少，因此对其分层结果不予描述(表1)。

讨 论

国内外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预防艾滋病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74]。本研究显示对我国流动人口进行

健康教育后，其对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的自我识

别能力及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道德观念以及性态度

有较大的转变，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有较大的改善。

指标④、⑦分别提高了16％和17％，表明流动人口的

表1 8个指标按不同干预方式分层分析汇总

指标 干预方式 文献篇数
样本例数

干预前 十预后
z值 P值 点估计值 95％C／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下预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千预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rT：预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f：j受

一般健康教育

积极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一般健康教育

6 185

5 745

ll 102

5 733

4 568

10 133

5 169

3 354

5 580

677

l 612

2 600

219

862

4365

164

376

934

87

144

590

226

6 730

6079

13 232

7 117

6089

12 978

5 664

3 562

678l

797

l 969

3 382

195

505

4274

80

65

616

96

267

958

325

积极健康教育4 277 500

4．8l

4．2l

6．63

6．0l

7．48

6．52

6．68

5．78

4．1l

8．86

5．74

2．60

0．43

O．37

5．83

2．55

1．71

1．70

1．46

4．48

2．80

1．8l

2．03

<O．000 01

<0．ooOl

<O．ooOOl

<0．O000l

<0．ooOOl

<O．000 0l

<O．ooOOl

<0．000 Ol

<O．000l

<O．ooOOl

<O．oo001

O．009

O．67

O．71

<0．ooOOl

O．OJ

O．09

0．09

O．14

<0．000 01

O．005

0．07

0．04

0．13

O．15

O．18

O．22

0．26

O．23

0．14

0．23

O．20

O．15

O．17

O．16

0．02

0．04

O．12

-o．10

—O．10

—O．10

O．23

O．20

0．14

O-32

O．26

O．08～O．18

0．08～O．22

0．13～0．24

O．15～O．29

O．19～O．33

O．16—0．30

O．10～O．18

O．15～O．3l

O．1l～030

O．12一O．19

O．1l～O．23

0．04—0．28

-0．05一O．08

一O．19～O．27

0．08～O．16

--0．14一加．02
-0．2l一0．Ol

-o．1l—O．0l

-0．08—0．54

O．1I—O．29

0．04—0．23

-0．03一O．68

O．OI_0．52

综合十预 12 2 655 3 786 3．70 O．04 O．23 O．11一O．35

"加笛博博抖¨n”3

5

7●2

7

2

3¨2

5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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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意愿和行为的改变相一致(r=0．469)。因此，今

后的健康教育可以通过注重心理干预以改变流动人

口的意愿从而提高干预的效果。

按一般健康教育、积极健康教育和综合干预=三

种方式分层后，从指标①～③可见，积极健康教育和

综合干预的效果优于一般健康教育。而指标④。⑧

则因纳入文献少，分层后出现较大偏倚，从而导致干

预效果的强度等级不明显。

按干预方式进行分层分析发现，部分亚组的异

质性并未消除(P>0．05)，说明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艾

滋病健康教育效果的因素较为复杂。流动人口不同

的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输出地、务工地点、工

作场所周边环境、所接触的人群、文化背景、家庭背

景等诸多因素都有可能使纳入的研究存在差异性。

此外，各项研究只是简单描述了健康教育的手段以

及时间等，至于干预过程的强度、干预对象的接受度

以及相关部门的配合度是否相似，从研究本身并无

法确定，从而也导致了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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