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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社区注射吸毒人群HIV和HCV发病率。方法 自 2014年 6月至 2019年
6月，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以当地的清洁针具交换点为平台，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招募社区注射

吸毒者 200人作为研究对象。队列每 6个月进行 1次随访评估，调查高危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情况，并

采集血样进行HIV和HCV血清抗体检测。采用开放队列，每 12个月队列开放 1次，补充研究对象至

200人。结果 社区吸毒人群队列随访 5年，共招募社区注射吸毒者 231人，5年随访率为 82.0%（164/
200）。研究对象在研究期间第 5年尚未发现HIV阳转。研究队列共有 89名HCV阴性注射吸毒者，观

察总人时为 384.6人年，HCV发病率为 0.26/100人年。结论 该地区社区注射吸毒人群HIV和HCV
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需继续在吸毒人群中采取有效的综合性干预措施以控制该人群HIV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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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incidences of HIV and HCV infections in injecting drug
users (IDUs) in community. Methods A community-based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recruit 200
HIV sero-negative IDUs for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ased on the local needle and syringe
exchange program in Longyang district of Baoshan city, Yunnan province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9, China. Follow-up was carried out every six month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drug use
behavior and sexual behavior in IDU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m to test HIV and HCV
serum antibodies. The cohort was opened for recvuitment every year to replenish the cohort to 200
subjects. Results A total of 231 IDUs were recruited after 5 years of follow-up. Cohort retention
rate was 82.0% (164/200) in 5 years. No HIV sero-positive conversion was found during the 5-year
study. There were 89 HCV negative IDUs. Totally, 384.6 person years were observed and the HCV
sero-positive conversion in this cohort was 0.26 per 100 person-years. Conclus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s of HIV and HCV in IDUs in communities of the study area were at low levels,
whil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still needed to control HIV and HCV
infections in thi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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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是评估疾病疫情流行状况和开展综合

防控措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开展人群队列研究是

获得疾病发病率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此，中国

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自

2014年 6月开始，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建立了社

区注射吸毒人群队列，分析HIV、HCV新发感染趋

势，为了解疾病在该人群中的流行形势提供科学依

据。截至2019年6月，队列完成5年的随访工作。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年龄≥18岁，最近 1个月内有注射

吸毒行为，最近 3个月没有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

疗，HIV抗体结果阴性，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艾

防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X140121316）。

2.样本量：采用队列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估算

所需样本量：

n = ( )Zα 2-pq + Zβ p0q0 + p1q1
( )p1 - p0 2

2

其中 α=0.05，Zα=1.64，β=0.2，Zβ=0.84，p0=0.2%，p1=
4%，n=174，若考虑到可能有 15%拒访，则 174×
1.15=200人。

3.研究方法：从 2014年 6月开始，在云南省保

山市隆阳区以当地清洁针具交换点为依托，招募社

区中的注射吸毒者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共招募

符合标准的 200名研究对象进入队列随访。本研

究采用开放队列，每 12个月队列开放 1次，补充研

究对象至 200人。截至 2019年 6月，共纳入研究对

象 231人，其中 2014年入组 200人，2015年入组

18人，2016年入组 11人，2018年入组 2人。研究队

列每隔 6个月评估调查 1次，每次评估调查时研究

对象除完成面对面问卷访谈外，还需采集血样进行

HIV和HCV血清抗体检测。研究对象的问卷访谈

和血样采集由专业卫生技术人员负责实施。评估

调查时间为入选日期后每 6个月的目标日期后

30 d内。由调查员、外展工作人员或吸毒者同伴负

责寻访研究对象，包括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上门通

知、亲属通知、信件通知、同伴通知等方式。为减少

失访，要求项目工作人员或注射吸毒者同伴每月随

访 1次研究对象（电话或上门随访），以及时更新有

效联系方式及随访状态。

4.研究内容：注射吸毒人群的一般情况（性别、

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工作等），艾

滋病基本知识与态度，毒品使用及共用针具情况，

参加针具交换及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服务、危险性行

为、安全套使用及HIV/HCV感染情况。

5.相关定义：

（1）共用针具：满足其中之一：①共用注射器；

②共用一瓶水清洗注射器；③共用容器溶解毒品；

④共用棉球过滤毒品。

（2）失访：研究对象因各种原因（如死亡、被捕、

外出等）离开研究队列，无法继续随访。

（3）1年随访率：能够观察满 1年的研究对象中

实际随访满 1年的比例。其余 2、3、4、5年随访率同

此定义。

6.实验室检测：采集静脉血 5 ml送实验室开展

HIV和HCV抗体检测。HIV抗体初筛采用 ELISA
试剂盒（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初

筛阳性者采用免疫印迹法（WB）试剂盒（上海英旻

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进行确证实验。HCV
抗体检测采用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HCV抗体检测试剂盒。

7.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2人分别录入后，进行一致性检验，修正错误结

果，直至达到一致。采用 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情况：研究队列在起始阶段共招募研究

对象 200人，在研究满 12、24、36、48个月研究队列

各开放 1次，补充研究对象至 200人。共有 231名
研究对象进入本研究队列。年龄（36.5±7.5）岁，以

男性为主，占 90.5%；汉族占 97.0%；文化程度以初

中及以下为主，占 90.9%；婚姻状况以已婚/同居为

主，占 42.8%；大部分研究对象目前没有工作

（90.5%）。失访人群和随访人群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和毒品使用行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随访情况：HIV血清抗体阴性的注射吸毒人

群的队列 5年随访率为 82.0%（164/200），5年的队

列失访 36人。在失访的注射吸毒者中，有 32人
（88.9%）被捕，2人（5.6%）外出打工始终无法联系，

1人（2.8%）因吸毒过量死亡，1人（2.8%）因车祸死

亡。队列 1、2、3和 4年的随访率分别为 92.2%（213/
231）、87.8%（201/229）、87.8%（201/229）和 86.2%
（18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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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IV阴性阳转情况：基线 231名HIV血清抗

体阴性研究对象，随访到研究第5年末，未发生HIV
血清抗体阳转。

4. HCV阴性阳转情况：参加基线调查的 231人
中 142人HCV阳性，阴性 89人，其中 71人研究满

5年，5年随访率为 90.1%（64/71）。随访到 5年研究

期结束，观察总人年 384.6人年，有 1人HCV血清抗

体阳转，发病率为0.26/100人年。见表2。

讨 论

研究表明，吸毒人群队列中HIV/HCV发病率

有随时间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2003年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招募 508名注射吸毒者队列随访 1年
的研究中，HIV血清抗体的发病率为 8.8/100人

年［1］。2002-2005年在四川省西昌市社区中筛查

HIV阴性的 333名注射吸毒人群队列，3年HIV血

清抗体阳转率为 2.3/100人年，HCV血清抗体阳转

率为 33.3/100人年［2］。2004-2008年云南省德宏州

760人HIV阴性注射吸毒者队列随访 4年HIV发病

密度为 4.07/100人年［3］。2006-2008年四川省西昌

市 376人HIV阴性注射吸毒者队列 2年随访HIV发

病率为 0.62/100人年，HCV发病率为 30.3/100人

年［4］。2007-2010年云南省玉溪市 388人HIV阴性

注射吸毒者队列随访 3年HIV血清抗体阳转率为

2.22/100 人 年［5］。 2010-2015 年 云 南 省 德 宏 州

1 413人HIV阴性注射吸毒者队列 5年HIV发病率

为 1.1/100人年［6］。本研究队列中，研究对象 5年的

随访观察尚未发现 HIV阳转者，HCV发病率为

0.26/100人年，均低于其他研究水平。发病率的降

低可能与多年来我国在注射吸毒人群中开展有效

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基线 231名研究对象，有 19.5%
（45/231）未参加过针具交换服务，但在 6个月随访

时，参加随访的全部研究对象均自述曾参加针具交

换。这说明当地的社区注射吸毒者在被招募进入

研究队列之后，那些基线调查前未参加过针具交换

的注射吸毒者已被成功动员开始接受清洁针具交

换服务。通过本次队列研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

地清洁针具交换的实施，提高了该项服务对注射吸

毒人群的覆盖面。

通过对发生HCV阳转的 1例研究对象的深入

访谈得知，该研究对象是 2014年 12月进行的基线

调查，血清HCV抗体阴性，在 6个月随访时发现其

血清HCV抗体呈阳性。其自述在这 6个月内没有

共用针具的行为，但是在 2015年春节前后曾到街

头游医处拔牙 2次，没有严格的消毒措施。推测其

表1 社区注射吸毒人群队列的随访与失访研究对象

基本情况比较

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x±s）
民族

汉

其他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同居

离异/丧偶

目前是否工作

否

是

注射吸毒时间
（年，x±s）

曾经共用针具

是

否

调查人数
（n=231）

209（90.5）
22（9.5）
36.5±7.5

224（97.0）
7（3.0）

210（90.9）
21（9.1）

72（31.2）
99（42.8）
60（26.0）

209（90.5）
22（9.5）
7.9±5.6

25（10.8）
206（89.2）

随访人数
（n=195）

180（92.3）
15（7.7）
36.5±7.5

189（96.9）
6（3.1）

178（91.3）
17（8.7）

45（23.1）
101（51.8）
49（25.1）

176（90.3）
19（9.7）
7.8±5.6

21（10.8）
174（89.2）

失访人数
（n=36）

29（80.6）
7（19.4）
36.2±7.4

35（97.2）
1（2.8）

32（88.9）
4（11.1）

8（22.2）
17（47.2）
11（30.6）

33（91.7）
3（8.3）
8.5±5.5

4（11.1）
32（88.9）

χ2/t值

-0.26a

0.24

0.68a

P值

0.06b

0.79
1.00b

0.75b

0.62

1.00b

0.50
1.00b

注：a t值；b Fisher确切概率法

表2 社区注射吸毒人群队列5年HCV新发感染情况

随访时间
（年）

1
2
3
4
5

合计

期初组内
人数

71
66
75
79
79
-

期间失访
人数

4
3
0
0
0
7

期间入组
人数

0
12
4
0
2
18

有效
观察数

71
78
79
79
81
89

观察
人年数

68.3
77.3
79.0
79.0
81.0
384.6

期间新发HCV
感染人数

1
0
0
0
0
1

发病率
（/100人年）

1.46
0.00
0.00
0.00
0.00
0.26

累计发病率
（/100人年）

1.46
0.69
0.44
0.33
0.26
-

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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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阳转的主要原因为拔牙时使用了不洁净的医

疗器械所致。因此，对注射吸毒者应加强相关防病

知识教育，提高其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同时还应加

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督管理。

本研究中，在基线调查期间收集详细的研究对

象联系信息并定期更新，每月随访研究对象以保持

持续的随访现场存在感，是使研究队列保持较高随

访率的关键所在。另外，良好的部门间沟通以及同

伴教育员的适当选择与监督管理也是有效维持研

究队列，减少失访的重要保障。本研究队列的 3年
保持率达到 86.0%［7］，5年随访率也达到了 82.0%，

高于其他研究的随访率［3，8-9］。

本研究中部分研究对象因各种原因失访，对

HIV/HCV发病率的估计可能产生影响。但本研究

发现，失访者与随访者在基本人口学特征和毒品使

用行为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失访者不会影响对

本研究队列HIV/HCV新发感染的估计。

综上所述，该地区社区注射吸毒人群HIV和

HCV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需继续在吸毒人群中

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以控制该人群HIV传播。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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