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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 2017年 5月至 2018年 6月，以 17 594户登记在册的跨境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开展全员筛查为

目标的横断面调查，以问卷形式收集调查对象的信息，并同时进行HIV抗体检测。结果 有32 400名
研究对象完成HIV抗体检测，HIV感染率为 2.27%（736/32 400），中国籍和缅甸籍的HIV感染率分别

为 2.44%（375/15 372）和 2.12%（361/17 028）。夫妻双方HIV检测结果均已知的 13 853户跨境婚姻家

庭中，双阴性、双阳性和单阳性家庭数分别为 13 415（96.84%）、142（1.03%）和 296户（2.13%），单阳性

家庭分为仅丈夫阳性家庭 167户（1.20%）和仅妻子阳性家庭 129户（0.9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跨境婚姻家庭中，丈夫感染HIV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吸毒史和高危性行为史，而妻子感染

HIV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高危性行为史。结论 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的HIV感染率较高，需加强HIV
检测、预防和行为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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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couples in the Dehong prefectur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mass screening study
with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HIV testing was conducted among 17 594 registered cross-border
couples from May 2017 through June 2018. Results Among 32 400 participan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HIV infection was 2.27% (736/32 400), 2.44% (375/15 372) for Chinese citizens, and
2.12% (361/17 028) for foreign spouses. Among all the 13 853 couples with both spouses receiving
HIV testing, 13 415(96.84%) were seroconcordant-negative couples, 142(1.03%) were
serocondordant-positive couples, and 296(2.13%) were serodiscordant couples, including
167(1.20%) couples with positive husband and negative wife and 129(0.93%) couples with positive
wife and negative husb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HIV infec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drug us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s for male spouses. In contrast, HIV infec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risky sexual behaviors for female spouses.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HIV
among cross-border couples in Dehong prefecture is high, underscoring the urgent need to scale up
HIV testing, prevention,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Key words】 Cross-border couples; HIV; Infection preval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Fund programs: National AIDS Control Projects in Key Region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of China (2018ZX10715006-001, 2018ZX10721102-004)

2019年全球约 81%HIV感染者知晓自己的感

染状况，其中 82%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且病

毒被有效抑制为 88%［1］，但是距离“三个 90%”防治

目标还有一定差距［1］。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累计报告HIV/AIDS
26 036例（含缅甸籍 9 758例），缅甸 2019年≥15岁
人群新报告HIV /AIDS 9 100例，15~49岁人群HIV
感染率为 0.7%［2］。德宏州毗邻缅甸，两国边境居民

通婚现象较多，配偶或性伴间容易通过性途径二次

传播 HIV，给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新的挑

战。本研究分析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现

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

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来源于村民委员会与计划生育服

务机构在册的 17 594户跨境婚姻家庭（夫妻双方有

一方为中国籍公民，另一方为缅甸籍公民）。

2.研究方法：2017年 5月至 2018年 6月开展全

员筛查为目标的横断面调查，以问卷形式收集调查

对象的信息，并同时进行HIV抗体检测。共调查

35 188人。

正式调查前，预调查修改和完善调查方案及问

卷。由州及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艾滋病防治

局、CDC负责组织，乡镇卫生院医生及村医经培训

后，携带调查问卷及采血耗材，入户调查或预约调

查。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艾滋病相关高危行

为、STD感染史、HIV检测等内容。知情同意后，面

对面完成调查问卷，采集静脉血 5 ml，HIV抗体检

测采用ELISA试剂（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复检送辖区CDC艾滋病确证实验室进行

蛋白印迹试验确证。

3.相关定义：

（1）跨境婚姻家庭分为 3类：①单阳家庭：夫妻

双方仅一方HIV抗体阳性，单阳家庭又分为仅丈夫

HIV阳性家庭和仅妻子 HIV阳性家庭；②双阳家

庭：夫妻双方HIV抗体均为阳性；③双阴家庭：夫妻

双方HIV抗体均为阴性。

（2）高危行为特征［3］：包括吸毒行为、非婚非商

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STD感染史。高危行为分

为：均无、仅男性有、仅女性有、均有。

4. 统计学分析：使用 Excel 2010软件整理数

据，使用 SAS 9.4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不同特

征人群的感染率并做 χ 2检验。根据跨境婚姻夫妻

双方HIV抗体检测结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单因素

和多因素 logistic分析。在 logistic回归分析中，为

了解HIV感染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其

自身感染HIV的影响，因变量以单阳性家庭为阳性

结果、以双阴性家庭为阴性结果；为了解单阳性家

庭发生配偶间二次传播进一步演变成双阳性家庭

的影响因素，因变量选择以双阳性家庭为阳性结

果、以单阳性家庭为阴性结果，自变量为配偶双方

的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将单因素分析中P值<
0.2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模型中，并将年龄、

民族、文化程度等可能的相关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

模型。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人口学特征：17 594户跨境婚姻家庭中，共

调查 35 188人，完成 HIV抗体检测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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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00人（含13 853对夫妻），30~39岁为主（44.04%）；
中国籍占 47.44%，缅甸籍占 52.56%；跨境婚姻家庭

组合以中国籍丈夫和缅甸籍妻子为主；少数民族为

主（76.83%）；妻子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

（47.79%），丈夫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50.42%）；结

婚时间≥3年为主（89.15%）。见表1。
2. HIV感染率：研究对象HIV感染率为 2.27%

（736/ 32 400），其中既往HIV感染者 41例。中国籍

和缅甸籍的HIV感染率分别为 2.44%（375/15 372）
和 2.12%（361/17 0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3.71，P=0.054）。

年龄≤29、30~、≥40岁的HIV感染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中国籍和缅甸籍丈夫的HIV感染率分别

为 2.25%和 2.31%；中国籍和缅甸籍妻子的HIV感

染率分别为 4.60%和 2.11%；其他民族和汉族的

HIV感染率分别为 2.53%和 1.44%；文盲和小学文

化 程 度 的 HIV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2.50% 和 2.75%。

见表1。
夫妻双方HIV检测结果均已知的 13 853户跨

境婚姻家庭中，双阴性、双阳性和单阳性家庭数分

别 为 13 415（96.84%）、142（1.03%）和 296 户

（2.13%），单阳性家庭分为仅丈夫阳性家庭 167户
（1.20%）和 仅 妻 子 阳 性 家 庭 129 户（0.93%）。

见表2。
3. 高危行为特征：有吸毒史占 1.52%，大多为

男性；妻子中，非婚非商业性行为占 1.06%，略多于

丈夫；丈夫有过商业性行为占 0.32%；STD感染史占

0.17%；4人发生过男男性行为。见表1。
表1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境婚姻家庭丈夫与妻子社会人口学特征和高危行为特征

特征

年龄组（岁）

≤29
30~
≥40

国籍

中国籍

缅甸籍

民族 a

汉

其他

文化程度 a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结婚时间（年）a

<3
3~

吸毒史 a

有

无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a

有

无

商业性行为 a

有

无

男男性行为 a

有

无

STD感染史 a

有

无

合计（n=32 400）
人数

8 248（25.46）
14 271（44.04）
9 881（30.50）

15 372（47.44）
17 028（52.56）

7 407（23.17）
24 564（76.83）

7 270（22.47）
11 030（34.09）
14 057（43.44）

3 370（10.85）
27 696（89.15）

486（1.52）
31 418（98.48）

306（0.96）
31 605（99.04）

50（0.16）
31 860（99.84）

4（0.03）
14 932（99.97）

55（0.17）
31 840（99.83）

HIV感染

58（0.70）
300（2.10）
378（3.83）

375（2.44）
361（2.12）

107（1.44）
622（2.53）

182（2.50）
303（2.75）
246（1.75）

79（2.34）
622（2.25）

77（15.84）
555（1.77）

106（34.64）
526（1.66）

12（24.00）
620（1.95）

0（0.00）
303（2.03）

8（14.55）
624（1.96）

χ 2值
200.71

3.71

30.21

30.36

0.13

488.44

1 697.66

113.97

0.08

38.53

P值

<0.001

0.054

<0.001

<0.001

0.717

<0.001

<0.001

<0.001

0.774

<0.001

丈夫（n=15 174）
人数

2 662（17.54）
7 157（47.17）
5 355（35.29）

14 133（93.14）
1 041（6.86）

4 358（29.12）
10 609（70.88）

1 678（11.07）
7 642（50.42）
5 837（38.51）

1 609（11.06）
12 939（88.94）

450（3.01）
14 516（96.99）

127（0.85）
14 841（99.15）

48（0.32）
14 920（99.68）

4（0.03）
14 932（99.97）

32（0.21）
14 910（99.79）

感染数

16（0.60）
114（1.59）
212（3.96）

318（2.25）
24（2.31）

56（1.28）
284（2.68）

39（2.32）
218（2.85）
84（1.44）

33（2.05）
292（2.26）

73（16.22）
231（1.59）

32（25.20）
272（1.83）

12（25.00）
292（1.96）

0（0.00）
303（2.03）

5（15.63）
299（2.01）

χ 2值
117.87

0.01

26.96

30.12

0.28

469.50

345.46

127.68

0.08

29.72

P值

<0.001

0.907

<0.001

<0.001

0.598

<0.001

<0.001

<0.001

0.774

<0.001

妻子（n=17 226）
人数

5 586（32.43）
7 114（41.30）
4 526（26.27）

1 239（7.19）
15 987（92.81）

3 049（17.93）
13 955（82.07）

5 592（32.51）
3 388（19.70）
8 220（47.79）

1 761（10.66）
14 757（89.34）

36（0.21）
16 902（99.79）

179（1.06）
16 764（98.94）

2（0.01）
16 940（99.99）

-
-

23（0.14）
16 930（99.86）

感染数

42（0.75）
186（2.61）
166（3.67）

57（4.60）
337（2.11）

51（1.67）
338（2.42）

143（2.56）
85（2.51）
162（1.97）

46（2.61）
330（2.24）

4（11.11）
324（1.92）

74（41.34）
254（1.52）

0（0.00）
328（1.94）

-
-

3（13.04）
325（1.92）

χ 2值
100.92

31.96

6.29

6.27

1.00

15.99

1 458.79

0.04

-

14.98

P值

<0.001

<0.001

0.012

0.043

0.317

<0.001

<0.001

0.843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或率（%）；a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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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有吸毒史的 372户家庭（2.72%）；妻子发

生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 107户（0.78%），丈夫发

生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的有 86户（0.63%）；丈夫发

生过商业性行为的有41户（0.30%）。见表2。

4. 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影响因素：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丈夫年龄≥40岁、其他

民族、有吸毒史、非婚非商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

有 STD病史为HIV“男阳女阴”家庭状态的危险因

表2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跨境婚姻HIV感染者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和高危行为特征

特 征

丈夫年龄（岁，x±s）
≤29
30~
≥40

妻子年龄（岁，x±s）
≤29
30~
≥40

丈夫民族

汉

其他

妻子民族

汉

其他

丈夫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妻子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跨境婚姻类型

妻子为缅甸籍

丈夫为缅甸籍

结婚时间（年）

<3
3~

吸毒 a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a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商业性行为 a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性病史 a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合 计

合计
（n=13 853）
37.32±8.88
2 503（18.07）
684（4.94）

10 666（76.99）
34.14±8.74
4 764（34.39）
677（4.89）
8 412（60.72）

3 903（28.17）
9 950（71.83）

2 280（16.46）
11 573（83.54）

1 520（10.97）
6 938（50.08）
5 395（38.95）

4 308（31.10）
2 672（19.29）
6 873（49.61）

12 929（93.33）
924（6.67）

2 031（14.66）
11 822（85.34）

13 244（97.09）
372（2.72）
20（0.15）
5（0.04）

13 423（98.36）
86（0.63）
107（0.78）
31（0.23）

13 604（99.69）
41（0.30）
1（0.01）

13 591（99.69）
26（0.19）
11（0.08）
5（0.04）

13 853（100.00）

仅丈夫阳性家庭
（n=167）
41.76±7.20
5（2.99）
2（1.20）

160（95.81）
37.34±7.61
23（13.77）
8（4.79）

136（81.44）

27（16.17）
140（83.83）

11（6.59）
156（93.41）

16（9.58）
105（62.88）
46（27.54）

31（18.56）
28（16.77）
108（64.67）

158（94.61）
9（5.39）

27（16.17）
140（83.83）

122（74.39）
41（25.00）
1（0.61）
0（0.00）

144（87.80）
19（11.59）
1（0.61）
0（0.00）

156（95.12）
8（4.88）
0（0.00）

162（98.78）
2（1.22）
0（0.00）
0（0.00）

167（1.20）

仅妻子阳性家庭
（n=129）
39.77±9.53
17（13.18）
0（0.00）

112（86.82）
37.67±8.20
16（12.40）
6（4.65）

107（82.95）

49（37.98）
80（62.02）

16（12.40）
113（87.60）

15（11.63）
80（62.01）
34（26.36）

35（27.13）
24（18.61）
70（54.26）

116（89.53）
13（10.47）

28（21.71）
101（78.29）

123（96.85）
3（2.36）
1（0.79）
0（0.00）

99（77.95）
1（0.79）
27（21.26）
0（0.00）

126（99.21）
1（0.79）
0（0.00）

126（99.21）
0（0.00）
1（0.79）
0（0.00）

129（0.93）

双阳性家庭
（n=142）
40.67±6.60
9（6.34）
1（0.70）

132（92.96）
37.81±7.61
16（11.27）
7（4.93）

119（83.80）

25（17.61）
117（82.39）

15（10.56）
127（89.44）

19（13.38）
90（63.38）
33（23.24）

60（42.25）
32（22.54）
50（35.21）

129（90.85）
13（9.15）

17（11.97）
125（88.03）

95（78.70）
23（21.30）
0（0.00）
0（0.00）

82（75.93）
2（1.85）
14（12.96）
10（9.26）

106（98.15）
2（1.85）
0（0.00）

105（97.22）
1（0.93）
0（0.00）
2（1.85）

142（1.03）

双阴性家庭
（n=13 415）
37.20±8.88
2 472（18.43）
681（5.08）

10 262（76.49）
34.02±8.75
4 709（35.10）
656（4.89）
8 050（60.01）

3 802（28.34）
9 613（71.66）

2 238（16.68）
11 177（83.32）

1 470（10.96）
6 663（49.67）
5 282（39.37）

4 182（31.18）
2 588（19.29）
6 645（49.53）

12 526（93.37）
889（6.63）

1 959（14.60）
11 456（85.40）

12 914（97.52）
305（2.30）
18（0.14）
5（0.04）

13 098（98.87）
64（0.48）
65（0.49）
21（0.16）

13 216（99.76）
30（0.23）
1（0.01）

13 198（99.73）
23（0.17）
10（0.08）
3（0.02）

13 415（96.84）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a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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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发现，丈夫的年龄≥
40岁、其他民族、有吸毒史和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与

HIV“男阳女阴”家庭状态相关。见表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年龄≥30岁、有过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有 STD感染史是HIV“女阳男

阴”家庭状态的危险因素、结婚时间≥3年是保护因

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年龄≥30岁、结婚时

间≥3年、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与HIV“女阳男阴”

家庭状态相关。见表4。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妻子文化程度为初中及

以上是HIV双阳性家庭的保护性因素。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妻子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双阳性

家庭的保护因素，而丈夫有吸毒史则为双阳性家庭

的危险因素。见表5。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中，中国籍

配偶的HIV感染率为 2.44%，缅甸籍配偶的HIV感

染率为 2.12%，高于 2012-2015年德宏州婚检人群

（0.63%）［4］。2009年德宏州相关调查发现，5 742对
夫妻中，双阳性夫妻 91对（1.6%），单阳性夫妻

表3 仅丈夫阳性家庭与双阴性家庭的HIV感染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特征

丈夫年龄（岁）

≤29
30~
≥40

丈夫民族

汉

其他

丈夫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跨境婚姻类型

妻子为缅甸籍

丈夫为缅甸籍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1.45（0.28~7.50）
7.71（3.16~18.79）

1.00
2.05（1.36~3.10）

1.00
1.45（0.85~2.46）
0.80（0.45~1.42）

1.00
0.80（0.41~1.57）

P值

0.656
<.001

<.001

0.170
0.445

0.515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1.31（0.25~6.97）
7.18（2.91~17.72）

1.00
2.38（1.51~3.75）

1.00
1.41（0.82~2.42）
1.05（0.59~1.88）

-
-

P值

0.750
<.001

<.001

0.210
0.872

特征

结婚时间（年）

<3
3~

吸毒行为

无

有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无

均有

商业性行为

无

有

STD感染史

无

有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1.08（0.69~1.68）

1.00
13.93（9.61~20.19）

1.00
20.08（11.90~33.87）

1.00
22.63（10.22~50.15）

1.00
6.28（1.48~26.67）

P值

0.745

<.001

<.001

<.001

0.013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
-

1.00
8.74（5.82~13.12）

1.00
10.06（5.40~18.72）

1.00
2.53（0.93~6.91）

1.00
3.76（0.79~17.96）

P值

<.001

<.001

0.069

0.097
注：-未纳入分析

表4 仅妻子阳性家庭与双阴性家庭的HIV感染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特征

妻子年龄（岁）

≤29
30~
≥40

妻子民族

汉

其他

妻子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跨境婚姻类型

妻子为缅甸籍

丈夫为缅甸籍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2.69（1.05~6.90）
3.91（2.31~6.62）

1.00
1.411（0.84~2.39）

1.00
1.11（0.66~1.87）
1.26（0.84~1.89）

1.00
1.59（0.89~2.83）

P值

0.039
<.001

0.196

0.700
0.269

0.117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3.45（1.33~8.92）
3.88（2.26~6.68）

1.00
1.51（0.86~2.64）

1.00
1.12（0.64~1.95）
1.30（0.84~1.99）

1.00
1.55（0.84~2.86）

P值

0.011
<.001

0.151

0.690
0.236

0.166

特征

结婚时间（年）

<3
3~

吸毒行为

无

有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无

有

STD感染史

无

有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0.62（0.41~0.94）

1.00
4.57（0.61~34.07）

1.00
41.36（25.72~66.52）

1.00
8.12（1.05~62.35）

P值

0.025

0.138

<.001

0.044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0.47（0.30~0.74）

1.00
1.39（0.13~15.30）

1.00
39.09（23.74~64.36）

1.00
0.84（0.07~9.92）

P值

0.001

0.789

<.001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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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对（3.1%），其中 127对（2.2%）仅丈夫阳性的

单阳夫妻和 52对（0.9%）仅妻子阳性的单阳夫

妻［5］。尽管 2017-2018年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

规模明显增加，但HIV感染率水平总体平稳。

既往研究发现，HIV感染者中 30~50岁者较

多，年龄分布与吸毒者年龄分布一致，而且

30~、≥40岁的丈夫中有吸毒史的分别占 2.84%、

4.00%，而≤29岁的丈夫有吸毒史的占 1.43%［6-7］，

说明大多男性HIV感染者在早期共用针具吸毒

感染HIV。本研究也发现，有吸毒史的丈夫，感

染HIV危险性更高，另外，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

为的丈夫，更有可能感染HIV，说明丈夫主要经

性传播和吸毒感染HIV。有研究显示，吸毒行

为往往伴随高危性行为，吸毒者往往有多个性

伴侣，并且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早于一般

人群［8-9］。

本研究发现，妻子有过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是感染HIV的危险因素，由于吸毒的妻子较少，

妻子主要经性传播感染［10］。另外，有过非婚非

商业性行为的妻子中，年龄 30~、≥40岁分别占

50.28%、31.28%，年龄和多性伴增加了其感染

HIV的风险。结婚时间≥3年可能是HIV感染的

保护因素，结婚时间<3年的妻子年龄较小，性观

念较为开放，婚前性行为活跃。

其他民族的丈夫与其自身感染HIV相关，

可能因为其他民族居住地偏远，距离缅甸人居

住的村寨更近，毒品获取较容易，吸毒者更

多［11-12］。也有研究认为，其他民族的高危性行为

更常见，如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低［13-14］。

跨境婚姻的中国籍妻子的HIV感染率高于

缅甸籍妻子，中国籍妻子的HIV感染率高于缅

甸籍丈夫，可能是因为中国籍妻子在婚前就已

感染HIV，找中国籍丈夫困难，只能找缅甸籍丈

夫结婚。361名缅甸籍HIV感染者中，女性占

93.35%，有研究发现，我国云南省HIV感染的缅

甸籍妻子，多数未在缅甸检测 HIV，她们感染

HIV的主要危险因素是随意发生性行为［15］。

妻子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HIV单阳家

庭，变成双阳家庭的可能性更低，可能是其艾滋

病预防知识更多、防范意识更强，降低了配偶间

二次传播的风险［16-17］。而丈夫有吸毒史的HIV
单阳家庭，更有可能发展为双阳家庭。有研究

发现，男性注射吸毒者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差，

中断治疗的可能性较大，间接增加了HIV单阳

表5 双阳性家庭与单阳性家庭HIV感染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特征

丈夫年龄（岁）

≤29
30~
≥40

妻子年龄（岁）

≤29
30~
≥40

丈夫民族

汉

其他

妻子民族

汉

其他

丈夫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妻子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及以上

跨境婚姻类型

妻子为缅甸籍

丈夫为缅甸籍

结婚时间（年）

<3
3~

吸毒行为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非婚非商业性行为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商业性行为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STD感染史

均无

仅男性有

仅女性有

均有

单因素

OR值（95%CI）

1.00
1.22（0.10~15.23）
1.19（0.53~2.65）

1.00
1.22（0.42~3.58）
1.19（0.64~2.22）

1.00
1.62（0.98~2.68）

1.00
0.85（0.44~1.65）

1.00
0.79（0.42~1.48）
0.67（0.33~1.36）

1.00
0.68（0.39~1.19）
0.31（0.19~0.49）

1.00
1.20（0.59~2.44）

1.00
1.14（0.66~1.99）

1.00
1.51（0.86~2.64）

-
-

1.00
0.30（0.07~1.30）
1.48（0.74~2.95）

-

1.00
0.59（0.13~2.78）

-

1.00
1.37（0.12~15.28）

-
-

P值

0.876
0.677

0.719
0.578

0.062

0.632

0.468
0.268

0.174
<.001

0.622

0.637

0.152
-
-

0.106
0.263
-

0.506
-

0.797
-
-

多因素

aOR值（95%CI）

1.00
2.13（0.16~28.31）
1.08（0.35~3.31）

1.00
1.38（0.36~5.26）
1.18（0.49~2.86）

1.00
1.75（0.89~3.43）

1.00
0.63（0.25~1.63）

1.00
0.93（0.43~1.99）
0.78（0.33~1.86）

1.00
0.78（0.39~1.56）
0.48（0.28~0.84）

-
-

-
-

1.00
1.91（1.03~3.53）

-
-

1.00
0.31（0.07~1.37）
1.37（0.66~2.84）

-

P值

0.568
0.899

0.638
0.711

0.103

0.343

0.852
0.580

0.477
0.011

0.039
-
-

0.122
0.402
-

注：-未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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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家庭转变为双阳性家庭的风险［18］。

本研究存在不足。横断面研究无法收集跨境

婚姻家庭HIV新发感染、夫妻间二次传播的相关资

料；仅将夫妻双方HIV检测结果已知的家庭纳入多

因素分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综上所述，德宏州跨境婚姻家庭HIV感染率较

高，需要加强HIV检测、预防和行为干预。应继续

加强对吸毒人群的管理和教育，提高与中国籍居民

结婚的缅籍人的HIV检测率，加强安全套推广及抗

病毒治疗工作，降低HIV单阳家庭中的二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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