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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生存质量
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陈江鹏王宏刘靓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MSM)生存质量现状，探讨其生存质量与社

会支持的相关关系。方法分别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WHO生存

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中文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分别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重庆市大学生MSM和普通男大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253名大学生

MSM，其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分别为13．82±2．25、13．14±2．51、

13．24±2．96、12．44±2．49、13．12±2．16。大学生MSM生存质量各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均低于普

通男大学生得分(P<0．05)。典型相关分析表明，反映社会支持的第一典型变量(v。)主要由主观

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决定，反映生存质量的第一典型变量(w。)主要由心理领域和社会关系领

域决定。结论改善大学生MSM的主观感受，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率，根据不同人口学特

征特别是无固定性伴、性角色为“0”、圈内朋友个数极少的大学生MSM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有

利于提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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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ofquality oflife(QOL)on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uppor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ongqing．

Methods Snowball sampling was applied to recruit the subjects on MSM for this study and

multistage s仃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recruit ordinary 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QOL．BREF and SSR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both MSM and

ordinary male college students．Results Scores from the physiological，psychological，social

re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omainsforQOL andtotalQOLwere 13．82±2．25，13．14±2．5l，13．24±

2．96．12．44±2．49 and 13．12±2．16．respectively．Scores for all domains ofQOL on MSM were lower

than figures from ordinary male college students(P<0．05)．Results from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the use of support，together with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the social suppor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is population，

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proper us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among this MSM population should accord to the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did not have regular sexual partner or in gay circles．and for

those who practice passive role during sexual act(as⋯0’)，seemed to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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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92％为MSM乜1。据潘绥铭和杨蕊b1调查显示，12．6％

男大学生有过同性性接触，在大学期间男生新发生

同性性接触者占其总数的6．0％，有同性性行为者占

4．3％。2011年我国15～24岁男性1144万人H]，按照

3％的比例推算，应有34．3万MSM。现实中MSM人

群的生存质量不为人知，亟待得到关注。为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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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于2012年lO一12月对大学生MSM和普通男大

学生的生存质量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比较两人群

的生存质量水平，探讨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

关系。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1)大学生MSM：调查对象均自愿参与并口头

知情同意。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男大学生最近6

个月内至少发生一次男男性行为。根据纳入标准采

取“滚雪球”抽样抽取270名大学生MSM进行自填

式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有效问卷253

份，问卷有效率为93．70％。“滚雪球”抽样实施步骤：

随机从“同志聊天室或论坛”和现场(包括浴池、酒

吧、MSM聚集公园等)选择大学生MSM，并提供另

外一些调查对象，根据此线索选择大学生MSM进行

调查。

(2)普通男大学生：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

法抽取重庆市普通男大学生作为对照。被调查者按

照大学性质抽取，每类大学抽取一所，即重庆大学

(综合类)、重庆工商大学(财经类)、重庆师范大学

(师范类)、重庆医科大学(医药类)，再采用整群抽样

方法抽取共计17个班级的普通男大学生，调查对象

均自愿参与并口头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382份，

回收有效问卷361份，问卷有效率为94．50％。

2．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调查问卷，通过预调

查对该问卷进行完善与修改，内容包括年龄、性取

向、“出柜”情况、有无固定性伴、圈内朋友人数、性

角色等。

(2)生存质量测评：采用中山大学郝元涛和方积

乾b1编制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

BREF)中文版。WHOQOL—BREF包括生理、心理、

社会关系、环境4个领域和总健康状况及生存质量共

5个维度25个条目，各条目按l。5级评分，其中有3

个条目需反向计分。领域得分按正向计(即得分越

高，生存质量越好)，领域得分通过计算其所属条目

的平均分再乘4得到结果。根据实际情况，本调查将

第21题“您对自己的性生活满意吗?”改为“您对自己

的性方面需求的满足情况满意吗?”。统计分析时，4

个领域分别以x。～Ⅺ作为变量名；4个领域的

Cronbach 0【系数为0．876，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

系数为0．896，提取1个公因子，解释方差73．851％，4

个领域的负荷量均>0．8；对总的24个条目进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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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共提取5个公因子，解释方差56．84％，大部分

因子负荷>0．4，说明该量表应用于大学生MSM生

存质量测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

(3)社会支持测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

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条)3

个维度和10个条目哺1。第1—4、8。10条，每条只选

l项，1～4项分别计l～4分；第5条分A、B、C、D四

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

分；第6～7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回答

“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相应分数。得分越

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根据实际情况，将量

表内的人称做适当改动，如将第2题“同事”去掉，第

3题“邻居”改为“室友”，第4题“同事”改为“同学”，

第5题去掉“儿女”并将“夫妻”改为“恋人”，第6、7题

“配偶”改为“恋人”、“同事”改为“同学”、“工作单位”

改为“老师”。将3个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作为变

量，4个成分Cronbach a系数为0．783，Spearman．

Brown分半信度系数为0．952，提取1个公因子，解释
方差66．056％，因子负荷均>0．6；对10个条目进行

因子分析，共提取3个公因子，解释方差52．154％，大

部分因子负荷>0．4，说明该量表应用于大学生

MSM社会支持测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

3．质量控制：调查前集中培训调查员，统一调查

方法和指导语。预调查时了解问卷的可接受性、询

问方式等。调查前由调查员按纳入标准筛查调查对

象，经口头知情同意后由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每名

调查对象独立匿名填写，再经调查员审核合格。网

络调查时删除来自于同一IP地址的问卷。确认各

项无误后打印归档，并录入电子数据库。生存质量

评定的删除标准b1：Q)WHOQOL—BREF量表条目缺

失超过总条目的20％；②生理、心理及环境领域缺失

2个条目以上，社会关系领域缺失1个条目以上；③

基本信息缺失。其他符合条件的缺失值则以平均分

代替。

4．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采用双人、双录入方法录人数据后核对。运用

SAS 8．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描述性分析采用频

数分布、均数±标准差(互±s)等。采用t检验、方差

分析进行不同基线状况人群生存质量的差别性分

析，采用t检验比较大学生MSM和普通男大学生生

存质量的差异，与社会支持和生存质量有关的因素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双侧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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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基本信息：253名大学生MSM年龄为18～23

岁，平均(20．56±1-32)岁。其中76人(30．04％)有固

定性伴；圈内朋友数为l～4人者有131人(51．78％)，

5～9人者有51人(20．16％)，≥10人者有71人

(28．06％)；性角色为“1”(可扮演“丈夫”角色)37人

(14．62％)，“0”(可扮演“妻子”角色)102人

(40．32％)，“0．5”(可扮演“丈夫”或“妻子”角色)114

人(45．06％)(表1)。361名普通男大学生年龄为

18～23岁，平均(20．36±1．23)岁。大学生MSM组

与普通男大学生组在性别、文化程度上完全匹配，年

龄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0，P=O．06)。

表1 253名大学生MSM一般社会和性行为特征

特征 人数鼍甓产 特征 人数鼍甓产
籍贯 安全套使用频率

重庆市城区 118 46．64 全部使用 94 37．15

其他区县 48 18．97 多数使用 75 29．65

其他省市 87 34．39 偶尔使用 37 14．62

性取向 不使用 47 18．58

同性 205 81．03 独生子女

非同性 48 18．97 是 95 37．55

性病感染 否 158 62．45

是 20 7．91 固定性伴

否 233 92．09 有 76 30．04

HIV检测 无 177 69．96

是 111 43．87 圈内朋友人数

否 142 56．13 1—4 131 51．78

“出柜”情况 5～9 51 20．16

是 3l 12．25 ≥10 7l 28．06

否 222 87．75 性角色

了解VCT服务 l 37 14．62

是 126 49．80 0 102 40．32

否 127 50．20 O．5 114 45．06

2．不同特征大学生MSM生存质量比较：大学

生MSM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及生存质量总分经统

计学检验发现，有固定性伴的大学生MSM心理、社

会关系及环境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高于无固

定性伴者；不同圈内朋友人数组在各领域得分和生

存质量总分具有线性趋势，随着圈内朋友人数增加

其各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性角色为“0”的大学生MSM其社会关系领域、环境

领域得分和生存质量总分低于其他性角色者。其

余人口基本特征变量不同水平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表2)。

3．大学生MSM与普通男大学生的生存质量比

较：大学生MSM生存质量各领域得分与生存质量总

分均低于普通男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表2不同人口基本特征的大学生MSM

生存质量比较(互±s)

变量 篆襄 寡蠢 社鑫羲系 磊菱 生趸雾量
固定性伴

有 14．14±2．03 14．00±2．22 14．30±2．94 13．01±2．47 13．75±1．99

无 13．68±2．32 12．78±2．54"12．78±2．86"12．19±2．47*12．85±2．17"

圈内朋友人数

1—4 13．57±2．37 12．74±2．59 12．76±2．97 12．09±2．65 12．77±2．27

5—9 13．52±1．97 13．19±2．42 12．89±2．83 12．65±2．05 13．07±1．83

≥10 14舶±2．0乎13．85±229"14．37±2．76c 12．94±2AI‘13．79±2．01。

性角色

1 13．95±2．6l 13．23±3．16 12．97±3．86 13．08±2．99 13．36±2．66

0 13．47±2．14 12．71±2．34 12．58±2．62 11．85±225 12．63±1．99

0．5 14．09±2．19 13．50±2。38 13．92±2．79'12．76±2．436 13．48±2．05'

注：4t检验，P<O．05；6方差分析，P<O．05；‘方差线性趋势分

析，P<0．05

表3大学生MSM与普通男大学生的生存质量比较(互±s)

4．大学生MSM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

关分析：以人口学各因素和社会支持各维度为典型

变量(V)、以生存质量4个领域得分为典型变量(W)

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得到4对典型变量，经统

计学检验，前两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在ct=O．05水

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0．0001和

0．0453。前两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034、0．2502，累积贡献率达94．28％，即前两对典

型变量可概括原变量94．28％的信息(表4)。

表4大学生MSM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关分析

从表5可见，第一对典型变量中V。主要由主观

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决定，w。主要由决定心理领

域、社会关系领域决定。第二对典型变量中v：主要

由有无固定性伴、客观支持所决定，w：主要由生理

领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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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典型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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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MSM生存质量不容乐

观。大学生MSM生存质量各领域和生存质量总分

均低于普通男大学生生存质量(P<O．05)，与

Ghorayeb和Dalgalarrondo[73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

是因为部分大学生处于青春后期，身心快速发展，对

自身的性取向感到迷茫和困惑。王中杰等陋1对男同

性恋大学生进行定性研究发现，访谈中某些个体在

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后深感痛苦，在这种压力下很

可能出现不良的心理卫生问题。但随着其不断地了

解该群体，降低了孤独感和恐惧感，自我认同感越来

越高，因而出现普通MSM人群以及普通男大学生的

生存质量高于大学生MSM人群的现象。值得注意

的是，本研究发现30．04％大学生MSM有固定性伴，

最近6个月内坚持使用安全套的仅占37．15％，与成

都市学生人群比例相近旧]，而稍高于重庆市一般

MSM人群¨0|，但安全套使用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甚至有18．58％的大学生MSM从不使用安全套。由

于大学生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更易出现对艾滋

病的恐慌心理从而影响其生存质量。提示，对大学

生MSM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加强危险意识教育和

自我保护技能培训，促进自我认同、推广和建立“固

定性伴”的社会文化和潜在的社区规范，提高该人群

的生存质量。

研究中发现，圈内朋友人数较多的MSM生存质

量更高，与王毅等n¨研究结果一致。还发现生存质

量与陛角色有关，“0”的生存质量最低。这可能是由

两方面原因所致：①同性恋者中性角色“0”的比例及

发生“419”(即有偶遇性伴)的比例均高于其他两类

性取向者n2|。前者肛交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

10％，可能与其心理和行为上更具依赖性和从属性

有关n3I。但艾滋病的危险性可能对性角色“0”带来

担忧甚至抑郁的心理问题，最终表现为生存质量的

降低。②性角色“0”可能更易发生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Berg等n4 3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是同性恋和

双性恋者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性角

色“0”也有可能为掩饰其性取向或性取向更易被察

觉而承受家庭和社会更大压力有关。

研究还显示，有固定性伴的大学生MSM除生理

领域外，其他各领域得分均高于无固定性伴的大学

生MSM。这可能是因为固定性伴不仅可满足双方

的性需要、同时带来更为稳定和庞大的社会网络，此

外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高危因素[1 5I，

“419”也是HIV感染的危险性行为¨6I，固定性伴可

较大程度降低感染HIV的风险，减轻MSM的心理

负担。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n 7I。本研究

结果表明，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考虑到

一般认为第一典型相关系数足以表达前两组指标

之间的相关信息。因此在生存质量和社会支持两

组变量中，MSM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在

生存质量的心理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中起了重要

作用。调查对象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越

高，生存质量越高。提示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利

于提高生存质量，特别是体验到情感上的支持即主

观支持更有意义。因此提高MSM的主观支持和对

现有社会支持的利用能力，是改善其生存质量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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