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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及相关因素。方法　调查对象为最近 1 年发生

男男性行为的年龄≥18 岁男性。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估计样本量为 4 312 人。在我国 30 个省份 MSM
社会组织协助下，2023 年 8 月 10-14 日，自行设计匿名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收集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猴痘知识知晓、旅居史和性行为等信息。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　调查对象为7 725人，年龄（31.6±9.0）岁。猴痘知识知晓率为50.1%（3 872/7 725）。猴痘知

识的主要获取途径是微信、微博、抖音和 Blued 社交软件等新媒体（88.4%，6 827/7 725），猴痘知识的期

望途径主要是官方媒体报道（79.3%，6 129/7 72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 猴痘知识

知晓率较高的因素包括现住址地区为西部和东部地区、≥26 岁青壮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现居住

地为城镇和城乡接合部、性取向为同性恋和双性恋、最近 3 个月发生男男性行为频次 1~5 次/月、知晓

HIV 感染状况为阴性和阳性、最近 3 个月对猴痘信息关注程度为经常、偶尔和极少关注、通过新媒体

和社会组织获取猴痘知识。结论　我国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较低，应重点关注低年龄组、低文化程

度和性行为活跃者，借助新媒体和社会组织力量，开展精准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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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rate of mpox knowledge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in China. Method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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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men aged ≥18 years who had sex with men in the past year,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estimated sample size was 4 312.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MSM in 
30 provinces in China,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anonymou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powered by www. wjx. cn during 10-14 August 2023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wareness of mpox knowledge, travel history, and 
sexual behaviors of the respondents. The software SAS 9.4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7 725 respondents, and the age of the respondents was (31.6±9.0) year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awareness rate of mpox knowledge was 50.1% (3 872/7 725). The main routes to 
acquire mpox knowledge were mainly new media, including WeChat, Weibo, TikTok, and Blued 
social software (88.4%, 6 827/7 725), while official media report was the most trusted way to 
acquire related knowledge (79.3%, 6 129/7 72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actors indicated a higher awareness rate of mpox knowledge, including liv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or the eastern region, people were over 26 years old in early adulthood and midlife, 
college-educated or with higher degrees, living in towns or urban periphery, being in homosexual or 
in bisexual relationships, 1-5 homosexual times/months in the past 3 months, knowing their HIV 
infection status, paying attention to mpox knowledge very often, occasionally or rarely, and 
convenient ways to acquire mpox knowledge from new media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Conclusions　The awareness rate of mpox knowledge was low among MSM in China.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rate of mpox knowledge among those who are young, less 
educated, or sexually active, with targeted health education via new media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pox; Awareness; Related factor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病

死率为 1%~10%，且免疫缺陷低下者发生重症和死

亡的风险更高［1-2］。猴痘既往流行于非洲西部和中

部地区，主要通过感染猴痘病毒的动物传播［3］，

2022 年 5 月以来全球多国暴发的猴痘疫情主要为

MSM 的性传播，通过 MSM 大型聚会和后续在 MSM
社区的扩散。截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猴痘已影响

超过 115 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猴痘确诊病例 9 万

余例，其中 157 例死亡［4］。近半年以来，由于行为和

医疗干预，全球猴痘疫情呈下降趋势，WHO 宣布猴

痘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

而，相较于欧美猴痘传播情况，东南亚地区以及包

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区域传播水平显著升高。

2023 年 6-8 月，我国 26 个省份新报告 1 098 例猴痘

确诊病例，且大多数有男男性行为史［5-7］，表明猴痘

病毒仍在重点人群中隐匿传播。考虑到我国 MSM
人口流动性较大、多性伴、易发生无保护性肛交和

群交等高危行为特征［8］，再度流行的威胁仍然存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

病进行管理［9］。国外已有研究表明，针对性地开展

猴痘宣传教育可促进高风险人群改变其行为习

惯［10-11］。因此，在国内猴痘病例集中暴发阶段，开

展全国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调查和相关因素分

析，对优化猴痘宣传干预工作仍具有现实和指导

意义。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最近 1 年发生男男性行为（插入

性肛交/口交/手交）、年龄≥18 岁的男性，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中国 CDC 性病艾滋病预防

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文号：X230222743）。

2. 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和方

便抽样方法。

（1）30 个省份地理区域划分［12］：①东北地区：

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②东部地区：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

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③中部地区：山西省、河

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④西部地

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甘

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

云南省。

（2）样本量估计：根据 2022 年我国居民传染病

防治素养水平（28.16%）［13］，估算公式：n=（tα）
2PQ/d2，

式 中 ，P=28.16%，Q=71.84%，α =0.05，tα =1.96，d=
0.1P，各地理区域的估计样本量为 980 人，拒答率

为 10%，估计样本量为 4 312 人。

（3）现 况 调 查 ：自 行 设 计 匿 名 调 查 问 卷 ，

2023 年 8 月 10-14 日采用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调

查，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猴痘知识知

晓、旅居史和行为学等信息。30 个省份经 MSM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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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协助，由完成培训的调查员招募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扫描二维码参加线上匿名调查，相同手机

号及 IP 地址只能填写一次。

3. 相关定义：猴痘知识知晓［14-15］：包括病原体、

传染源、传播途径、潜伏期、易感人群、临床症状、治

疗预后和预防措施等15道知识题，均为单选题，每道

知识题1分，总分≥12分判定为知晓，否则为不知晓。

4. 调查问卷的质量控制：进行预调查，对 15 道

题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回收有效问卷 528 份的

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标准化

Cronbach's α 值为 0.865，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0.913，

Bartlett's 球形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5. 统计学分析：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采用描述性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构

成比等指标描述。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

析 MSM 猴痘知识知晓的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有

意义的自变量，自变量的筛选标准为 0.05，采用逐

步 法 纳 入 多 因 素 分 析 。 双 侧 检 验 ，检 验 水 准

α=0.05。

结 果

1. 社会人口学特征：回收调查问卷 7 762 份，调

查对象为7 725人，有效应答率为99.5%（7 725/7 762）。

调查对象年龄（31.6±9.0）岁，以 31~40 岁（32.0%）、

未婚（78.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76.0%）、现住

址 为 城 镇（86.2%）为 主 ，职 业 以 企 业/事 业 单 位

（19.5%）和商业服务（18.2%）为主，性取向为同性

恋和双性恋分别占 75.9% 和 19.0%。见表 1。

2. 性行为特征及旅居史：最近 3 个月发生男男

性行为的占 70.3%（5 430/7 725），有国外旅居史的

占 5.0%（271/5 430），在国外旅居期间发生男男性

行 为 的 占 51.3%（139/271），国 内 跨 省 活 动 的 占

35.0%（1 903/5 430），国内跨省活动期间发生男男

性行为的占 44.7%（850/1 903）；最近 3 个月发生群

交的占 15.5%（1 194/7 725）；自报 HIV 感染状况为

阴 性 和 阳 性 分 别 占 67.9%（5 247/7 725）和 23.9%
（1 848/7 725），最 近 3 个 月 患 STD 的 占 5.2%
（398/7 725），患梅毒和尖锐湿疣的分别占 57.5%
（229/398）和 26.4%（105/398）。

3. 猴痘信息关注度和知识知晓率：最近 3 个月

猴痘信息关注度分别为经常关注、偶尔关注、极少

关注和不关注的分别占30.0%、51.0%、12.9%和6.1%。

见表 1。猴痘知识知晓率为 50.1%（3 872/7 725），

“减少性伴数”预防措施的知晓率最高（88.6%），“猴

痘可以自愈，大多数病例症状会自行消失” “所有

人均是猴痘病毒的易感人群”和“猴痘潜伏期范围

5~21 d（通常为 6~13 d）”的知晓率分别为 47.5%、

50.0% 和 51.7%。见表 2。

4. 猴痘知识获取途径、期望途径和知识服务需

求：猴痘知识获取途径主要是新媒体（88.4%）、传统

媒体（44.9%）和社会组织咨询服务（43.6%）。期望途

径前 3位分别是官方媒体报道（79.3%，6 129/7 725）、

科普短视频（61.3%，4 734/7 725）和医疗机构就诊

或检测时咨询（47.3%，3 657/7 725）。见表 3。

5. 猴痘知识知晓相关因素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较高的

因素包括现住址地区为西部和东部地区、≥26 岁青

壮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现居住地为城镇和城

乡接合部、性取向为同性恋和双性恋、最近 3 个月

发生男男性行为频次（1~5 次/月）、知晓 HIV 感染状

况为阴性和阳性、最近 3 个月对猴痘信息关注程度

为经常、偶尔和极少关注、通过新媒体和社会组织

获取猴痘知识。见表 1。

讨 论

本研究发现，2023 年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为

50.1%，高于我国 30 个省份 2022 年 9 月的调查结果

（31.8%）［1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疾病预防

控制局 2023 年 7 月印发的“猴痘防控方案”发布了

猴痘宣传干预指南［14］，各地积极响应，集中开展宣

传教育，使得 MSM 更加关注猴痘信息，促进了目标

人群知晓率的提高，但最近 3 个月不关注或极少关

注猴痘信息的 MSM 仍占 19.0%，且这部分人群知晓

率均较低，提示猴痘宣传教育的覆盖面需进一步

扩大。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远低于该人群艾滋病

（91.4%）、梅毒（82.7%）、丙型肝炎（72.2%）的知晓

率［17-19］，且 不 同 问 题 的 知 晓 率 存 在 很 大 差 异

（47.5%~88.6%）。本研究发现，猴痘的病原体、传

染源、常见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知晓率较高，而知

识薄弱点为人群易感性和治疗预后。2022 年以来

的猴痘疫情临床表现呈现出非典型的特征［20］，而仅

47.5% 的 MSM 知晓猴痘可以自愈，这容易导致疾病

的误诊和漏诊，不利于人群自我健康监测和传播链

的追溯。“所有人群均是猴痘病毒的易感人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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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特征的男男性行为人群猴痘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    量
现住址地区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年龄组（岁）
18~
26~
31~
≥41

婚姻状况
已婚
离异/丧偶
同居
未婚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职业
离退休人员
无业/待业
商业服务
个体户
工人/农民
学生
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

现居住地
农村
城乡接合部
城镇

性取向
异性恋
不确定
双性恋
同性恋

最近 3 个月发生男男性行为频次（次/月）
0
1~
≥6

HIV 感染状况
不清楚
阳性
阴性

最近 3 个月猴痘信息关注度
不关注
极少
偶尔
经常

通过新媒体获取猴痘知识 a

否
是

通过传统媒体获取猴痘知识 b

否
是

通过社会组织咨询服务获取猴痘知识
否
是

通过医疗机构获取猴痘知识
否
是

调查对象
（n，%）

1 606（20.8）
2 488（32.2）

654（8.5）
2 977（38.5）
2 210（28.6）
1 855（24.0）
2 468（32.0）
1 192（15.4）
1 027（13.3）

485（6.3）
161（2.1）

6 052（78.3）
599（7.8）

1 254（16.2）
5 872（76.0）

57（0.7）
844（10.9）

1 404（18.2）
1 035（13.4）

994（12.9）
1 134（14.7）
1 505（19.5）

752（9.7）
495（6.4）
574（7.4）

6 656（86.2）
87（1.1）

310（4.0）
1 462（19.0）
5 866（75.9）
2 295（29.7）
4 736（61.3）

694（9.0）
630（8.2）

1 848（23.9）
5 247（67.9）

476（6.1）
995（12.9）

3 936（51.0）
2 318（30.0）

898（11.6）
6 827（88.4）
4 257（55.1）
3 468（44.9）
4 360（56.4）
3 365（43.6）
5 908（76.5）
1 817（23.5）

猴痘知识（n，%）
知晓（n=3 872）

758（47.2）
1 220（49.0）

336（51.4）
1 558（52.3）
1 006（45.5）
1 010（54.5）
1 323（53.6）

533（44.7）
458（44.6）
221（45.6）

78（48.5）
3 315（51.5）

195（32.6）
463（36.9）

3 214（54.7）
21（36.8）

383（45.4）
653（46.5）
483（46.7）
467（47.0）
567（50.0）
870（57.8）
428（56.9）
169（34.1）
262（45.6）

3 441（51.7）
25（28.7）
99（31.9）

688（47.1）
3 060（52.2）
1 093（47.6）
2 458（51.9）

321（46.3）
191（30.3）
940（50.9）

2 741（52.2）
86（18.1）

275（27.6）
1 905（48.4）
1 606（69.3）

316（35.2）
3 556（52.1）
1 991（46.8）
1 881（54.2）
1 887（43.3）
1 985（59.0）
2 799（47.4）
1 073（59.1）

不知晓（n=3 853）
848（52.8）

1 268（51.0）
318（48.6）

1 419（47.7）
1 204（54.5）

845（45.5）
1 145（46.4）

659（55.3）
569（55.4）
264（54.4）

83（51.5）
2 937（48.5）

404（67.4）
791（63.1）

2 658（45.3）
36（63.2）

461（54.6）
751（53.5）
552（53.3）
527（53.0）
567（50.0）
635（42.2）
324（43.1）
326（65.9）
312（54.4）

3 215（48.3）
62（71.3）

211（68.1）
774（52.9）

2 806（47.8）
1 202（52.4）
2 278（48.1）

373（53.7）
439（69.7）
908（49.1）

2 506（47.8）
390（81.9）
720（72.4）

2 031（51.6）
712（30.7）
582（64.8）

3 271（47.9）
2 266（53.2）
1 587（45.8）
2 473（56.7）
1 380（41.0）
3 109（52.6）

744（40.9）

单因素分析
OR 值（95%CI）

1.00
1.08（0.95~1.22）
1.18（0.99~1.42）
1.23（1.09~1.39）
1.00
1.43（1.26~1.62）
1.38（1.23~1.55）
0.97（0.84~1.12）
1.00
1.04（0.84~1.29）
1.17（0.83~1.63）
1.32（1.15~1.51）
1.00
1.21（0.99~1.49）
2.51（2.10~2.99）
1.00
1.42（0.82~2.48）
1.49（0.86~2.58）
1.50（0.86~2.61）
1.52（0.87~2.64）
1.71（0.99~2.97）
2.35（1.36~4.06）
2.27（1.30~3.95）
1.00
1.62（1.26~2.08）
2.06（1.70~2.50）
1.00
1.16（0.69~1.96）
2.20（1.37~3.54）
2.70（1.69~4.31）
1.07（0.89~1.25）
1.25（1.07~1.47）
1.00
1.00
2.38（1.96~2.88）
2.51（2.00~3.00）
1.00
1.73（1.32~2.27）
4.25（3.34~5.42）

10.23（7.97~13.13）
1.00
2.03（1.75~2.35）
1.00
1.35（1.23~1.48）
1.00
1.78（1.61~1.96）
1.00
1.23（1.10~1.39）

P 值

0.251
0.072

<0.001

<0.001
<0.001

0.652

0.723
0.362

<0.001

0.067
<0.001

0.211
0.154
0.150
0.138
0.055
0.002
0.004

<0.001
<0.001

0.571
<0.001
<0.001

0.52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多因素分析
aOR 值（95%CI）

1.00
1.14（1.01~1.31）
1.17（0.95~1.44）
1.23（1.08~1.40）
1.00
1.36（1.19~1.56）
1.44（1.26~1.64）
1.22（1.01~1.48）
1.00
0.98（0.77~1.25）
1.08（0.74~1.57）
1.17（0.98~1.39）
1.00
1.04（0.83~1.31）
2.15（1.75~2.61）

-
-
-
-
-
-
-

1.00
1.38（1.06~1.81）
1.45（1.17~1.78）
1.00
1.14（0.65~2.02）
1.71（1.02~2.87）
1.84（1.11~3.05）
1.20（0.99~1.44）
1.23（1.03~1.46）
1.00
1.00
1.55（1.25~1.91）
1.69（1.39~2.05）
1.00
1.53（1.16~2.02）
3.23（2.51~4.15）
7.79（6.00~10.11）
1.00
1.37（1.17~1.61）
1.00
1.04（0.94~1.15）
1.00
1.48（1.33~1.65）
1.00
1.10（0.97~1.26）

P 值

0.046
0.171
0.002

<0.001
<0.001

0.039

0.881
0.708
0.086

0.715
<0.001

0.018
<0.001

0.645
0.034
0.015
0.061
0.02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0.462

<0.001

0.137
注：a 新媒体：微信、微博、抖音和 Blued 等；b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和报纸等；-：未纳入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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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率仅 50.0%，较 2022 年反而降低（62.6%）［16］，考

虑与近期媒体猴痘疫情报道过于强调 MSM 中猴痘

疫情的严重性有关。研究表明，约 20.0% 的 MSM
会与异性发生性行为［21］。我国 2023 年 8 月猴痘疫

情监测报告中，报告了女性猴痘病例，且发病前

21 d 内均有异性性接触史［7］，MSM 自身存在的感染

高风险使其成为猴痘异性传播的重要媒介。在工

作中应重点针对知晓率低的知识点开展宣传科普，

纠正错误认知，提高 MSM 对猴痘的全面认知水平。

与既往研究类似，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与年

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有关［16，22-23］。相较于 18~
26 岁年龄组，年龄较大的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较

高，可能与其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况有关。文化程

度较高、现居住地为城镇或城乡接合部均是猴痘知

识知晓的促进因素，这部分人群获取健康信息更频

繁且途径广，对知识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强，在艾滋

病知晓率调查中具有相似特征［24］，今后可开发通俗

易懂的猴痘宣传材料，对较低文化程度和农村人口

开展精准的健康教育。西部和东部地区 MSM 猴痘

知识知晓率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先前研究的结论一

致［16］。2023 年 6 月以来，我国猴痘疫情主要累及广

东省、浙江省和四川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疫

情较其他区域更加严重，这些地区的 MSM 担心自

己有更高的感染风险，从而主动了解猴痘知识。有

文献报道，性取向与猴痘知识知晓率相关［22］，本研

究发现，性取向为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的猴痘知识知

晓率较高，可能因为他们接受同伴教育较多，防范

意识更高。已知自身 HIV 感染状态的 MSM 猴痘知

识知晓率较高，与这部分人群有良好的健康素养有

关，可能接受过猴痘知识科普。本研究还发现，最

近 3 个月发生男男性行为频次较低（1~5 次/月）的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高于频次较高者（≥6 次/月），

这提示 MSM 猴痘知识的普及与其产生良好健康信

念和行为改变存在一定相关性。

在知识来源和获取途径方面，我国 MSM 获取

猴痘信息的途径以微信、微博、抖音和 Blued 等新媒

体为主，且通过新媒体以及社会组织获取猴痘知识

的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更高，提示可探索利用新

媒体平台开拓更新颖的猴痘宣传和干预模式，凝聚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本研究中，仅 23.5% 的 MSM
通过医疗机构获得猴痘信息，我国医务工作者对猴

痘的认知及服务方面存在不足［25］，应提高猴痘检

测、诊疗服务人员的猴痘业务知识水平，为求询者

提供全面、准确的猴痘知识。MSM 最期望获取猴

痘知识的途径是官方媒体报道，其次是科普短视频

和医疗机构就诊检测时咨询，说明 MSM 的知识服

务需求与获取渠道权威性有关。建议创新猴痘宣

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利用权威的、时效较强和影

响力较广的官方和主流新媒体，针对公众关注点及

时发布信息，吸引网民主动学习、转发和传播［26］。

表 2 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猴痘知识相关问题知晓情况

变    量
病原体：猴痘是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传染源：感染了猴痘病毒的人或动物均是猴痘的
传染源

传播途径

与猴痘病例密切接触（如触摸、亲吻、性行为等）

接触感染猴痘病毒动物的体液，或被感染动物
抓伤咬伤

长时间、近距离吸入猴痘病例的呼吸道飞沫

接触被猴痘病毒污染的物品

所有人均是猴痘病毒的易感人群

猴痘潜伏期范围 5~21 d（通常为 6~13 d）
临床表现

发热、头痛、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发痒或疼痛的皮疹或黏膜疹

治疗和预后

目前国内有针对猴痘病毒的特效药物

猴痘可以自愈，大多数病例症状会自行消失

猴痘痊愈后会留下持久性疤痕

预防措施

做好手卫生，消毒双手

减少性伴数

总知晓率

正确回答人数
（n=7 725）
6 756（87.5）
6 302（81.6）

6 725（87.1）
6 299（81.5）

5 394（69.8）
4 874（63.1）
3 864（50.0）
3 993（51.7）

4 934（63.9）
5 961（77.2）

4 402（57.0）
3 668（47.5）
5 301（68.6）

4 928（63.8）
6 847（88.6）
3 872（5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表3 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猴痘知识获取途径和期望途径

变   量
获取途径（多选）

微信、微博、抖音、Blued 等新媒体

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

社会组织咨询服务

医疗机构就诊或检测时咨询

学校、企业、社区等组织或单位

亲戚、朋友、邻居告知/交谈得知

期望途径（多选）

官方媒体报道

医疗机构就诊或检测时咨询

科普短视频

专家讲座

微信推文

学校、企业、社区等组织或单位

回答人数（n=7 725）

6 827（88.4）
3 468（44.9）
3 365（43.6）
1 817（23.5）

821（10.6）
1 097（14.2）

6 129（79.3）
3 657（47.3）
4 734（61.3）
2 393（31.0）
4 138（53.6）
2 025（26.2）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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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MSM 最近 3 个月发生男男性行为

的占 70.3%，其中有国外旅居史的占 5.0%，在国外

旅居期间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占 51.3%。提示我国

仍然存在猴痘疫情输入风险。另外，国内跨省活动

的 MSM 占 35.0%，期间在当地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

占 44.7%，说明 MSM 的社交网络较多而复杂，国内

外旅行和交往较为频繁，给猴痘疫情防控带来了挑

战，建议加强出入境和涉疫地区人员的健康监测，

出现任何猴痘样症状都应及时报告。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方便抽样无法代表全国

MSM 的猴痘认知水平，结论外推应谨慎。

综上所述，我国 MSM 猴痘知识知晓率较低。

应重点关注低年龄组、低文化程度和性行为活跃

者。应充分利用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体系，借助新

媒体平台和社会组织力量，针对 MSM 猴痘知识薄

弱点，开展精准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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