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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天津市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ꎬ探讨不同寻找性伴方式下的

大学生 ＭＳＭ 人口学和行为特征ꎬ为结合社交网络方式进行干预提供证据和信息ꎮ 方法　 根据来源以及经常寻找性伴的方

式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２４ 岁的天津市 ５４６ 名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分为互联网型 ＭＳＭ(３９６ 名)和传统型 ＭＳＭ
(１５０ 名)ꎮ 采用 χ２ 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两种 ＭＳＭ 的人口学信息、性行为特征、ＨＩＶ 预防与检测意识以及精神物质使用等

情况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探讨影响在校大学生使用互联网寻找性伴的因素ꎮ 结果　 互联网型 ＭＳＭ 在最近 １ 年接受过 ＨＩＶ
检测以及安全咨询服务、艾滋病知识水平、同伴教育等方面具有优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调查人群的精神物质使用达到 ４０％
以上ꎬ互联网型 ＭＳＭ 事前阻断药物以及事后阻断药物的知晓率分别为 ３２.９８％和 ５５.３２％ꎮ 多变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
接受过安全套发放与艾滋病咨询以及同伴教育的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寻找性伴侣(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１６ꎬ
１.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互联网在艾滋病相关知识、ＨＩＶ 检测、精神物质等方面对高校 ＭＳＭ 的艾滋

病预防控制进行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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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ꎬ在互联网
以及各种网络方式如 Ｂｌｕｅｄ、Ｊａｃｋ’ ｄ、Ｇｒｉｎｄｒ 等软件的
飞速发展下ꎬ男男性行为者 (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ＭＳＭ)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侣的方式迅速取代了
传统场所ꎬ其中在校大学生作为好奇心以及接受能力
极强的青年 ＭＳＭ 群体ꎬ容易在互联网的覆盖下了解
和参与同性恋活动[１－２] ꎬ但却并不具备较为成熟的预

防意识ꎮ 有研究显示ꎬ中国青年 ＭＳＭ 群体中的 ＨＩＶ
感染率正在飞速激增ꎬ且由于缺乏相关数据ꎬ公共卫
生专家对于该群体的传播途径仍需要深入探讨[３] ꎮ
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ꎬ针对 ＭＳＭ 所
进行的大众媒体 ＨＩＶ 检测干预正在进行[４] ꎬ但中国的
相关情况并不明晰ꎮ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１９ 年的天
津市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ꎬ探讨不同社交网络下大学生
ＭＳＭ 的人口学和行为特征ꎬ为结合社交网络方式进行
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相关证据和信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入选的调查对象是 １８ ~ ２４ 岁天津市在校
大学生 ＭＳＭꎬ共 ５４６ 例ꎬ根据调查对象的来源以及经
常寻找性伴的方式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类ꎬ其中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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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联网方式(ｂｌｕｅｄ、ＱＱ、Ｊａｃｋｄ 等)寻找性伴的称为
互联网型 ＭＳＭꎬ共 ３９６ 例ꎻ传统方式(如同性酒吧、浴
池、会所等)为传统型 ＭＳＭꎬ共 １５０ 例ꎮ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主要由天津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 ＭＳＭ 组织机构深蓝的工作
人员ꎬ对自己承认是 ＭＳＭ 或者 １ 年内与男性进行过性
行为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及 ＨＩＶ 检测ꎮ 每一
位调查对象都有独立的电子档案以及指纹编号识别ꎮ
工作人员与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的当面交流并指导
调查对象完成问卷调查ꎮ 在等待 ＨＩＶ 检测结果的时
间内ꎬ工作人员进行 ＨＩＶ 预防知识的普及和安全性行
为教育ꎮ 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的个人信息(如
年龄、户籍、本地居住时间、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通常
采用的寻找性伴方式等)、艾滋病知识水平的调查(共
８ 个问题ꎬ总分为 ８ 分ꎬ得分≥７ 分为高水平ꎬ否则为低
水平)、性行为情况(６ 个月内是否进行了肛交、群交、
商业性行为、异性性行为等)、近 １ 年的性病感染情
况、１ 年内的 ＨＩＶ 检测情况、精神物质使用、艾滋病安
全意识、安全套使用情况等ꎮ 调查问卷由天津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深蓝” 共同编辑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 ６５ꎬ内部一致性一般ꎻＫＭＯ 球形检测系数为
０.７０ꎬ结构效度良好ꎮ 本研究经国家艾滋病 / 性病预防
控制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ＩＲＢ 批准号:
Ｘ１３０２０５２６７]ꎮ 所有参与者在调查开始之前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ＡＳ ９.４ 进行数据的
分析和统计描述ꎬ对于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中
位数(Ｐ２５ ~ Ｐ７５)表示ꎬ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ꎬ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进行描述并进行 χ２ 检验ꎬ使用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探讨影响在校大学生使用互联网寻找性伴
的因素ꎬ将互联网型赋值为 １ꎬ传统型赋值为 ２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学基本信息　 在校大学生互联网型与传统

型 ＭＳＭ 在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以及 １ 周内肛交次数
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中位数均为 ２１ 岁ꎬ１８ 岁ꎬ１
次ꎬＺ 值分别为－１.７１ꎬ－１.２１ꎬ１.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调
查人群吸烟的比例为 １５.２０％ꎬ饮酒为 ３９.５６％ꎻ同性恋
比例为 ９６.７０％ꎬ双性恋为 ３.３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性行为特征 　 在性行为特征方面ꎬ互联网型
ＭＳＭ 与传统型的 ＭＳＭ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其中 ９８.２３％的互联网型 ＭＳＭ 在最近 ６ 个月
发生了肛交性行为ꎬ但只有 ７６.８６％曾有安全套的使
用ꎬ商业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１.８０％和
０.７６％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艾滋病检测及预防意识　 在艾滋病宣传教育以
及知识水平的调查中ꎬ６０.６１％的互联网型 ＭＳＭ 在最
近 １ 年接受过艾滋病咨询服务及安全套发放ꎬ５９.８５％
在 １ 年内进行过 ＨＩＶ 检测ꎬ具有高水平艾滋病知识
(得分≥７ 分)的 ＭＳＭ 达到 ９１.６７％ꎬ接受同伴教育的
比例为 ４３.６９％ꎬ均高于传统型 ＭＳ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精神物质使用及阻断药物了解情况　 互联网型
ＭＳＭ 中听说过事前阻断药物( ｐｒ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
ｉｓꎬ ＰｒＥＰ)的比例约为 ３２.９８％ꎬ能够接受的价格约为
５００ 元ꎮ 听说过事后阻断药物( ｐｏｓ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ｐｈｙ￣
ｌａｘｉｓꎬ ＰＥＰ)的比例为 ５５.３２％ꎬ知道 ＰＥＰ 购买地点的
占 ２５.９３％ꎮ 见表 ４ꎮ
２.５　 ＨＩＶ 感染状况　 调查人群 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４.４０％ꎬ
其中互联网型 ＭＳＭ 为 ４.２９％(１７ 人)ꎬ传统型为４.６７％
(７ 人)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４ꎬＰ ＝ ０.８５)ꎮ
２.６　 寻找性伴方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多变量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调整年龄以及最近一次安全
套使用情况、本地居住时间等因素后ꎬ最近 １ 年接受过
安全套发放与艾滋病咨询以及经历过同伴教育的在
校大学生 ＭＳＭ 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寻找性伴侣[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分别为 ２.１６(１.４７ ~ ３.１８)ꎬ１.９８(１.３１
~ ２.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互联网型与传统型社交网络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人口学信息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户籍

天津 其他地区

本地居住时间 / 年
<１ １~ ２ >２

民族

汉族 其他民族
吸烟 饮酒

性取向

同性恋 双性恋
互联网型 ３９６ １３４(３３.８４) ２６２(６６.１６) ２４(６.０６) ４２(１０.６１) ３３０(８３.３３) ３７８(９５.４５) １８(４.５５) ６３(１５.９１) １５２(３８.３８) ３８２(９６.４６) １４(３.５４)
传统型 １５０ ４９(３２.６７) １０１(６７.３３) １０(６.６７) ９(６.００) １３１(８７.３３) １４４(９６.００)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３.３３) ６４(４２.６７) １４６(９７.３３) ４(２.６７)
χ２ 值 ０.０７ ２.７４ ０.０８ ０.５６ ０.８４ ０.２０
Ｐ 值 ０.８０ ０.２５ ０.７８ ０.４５ ０.３６ ０.７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或报告率 / ％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相关性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最近 ６ 月

发生肛交

性行为

最近 ６ 月

肛交时使

用安全套

最近 ６ 月肛交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从未使用 有时使用 一直使用

最近 ６ 月

发生过商

业性行为

最近 ６ 月

发生过异

性性行为
互联网型 ３９６ ３８９(９８.２３) ２９９(７６.８６) ９(２.３１) ２３１(５９.３８) １４９(３８.３０) ７(１.８０) ３(０.７６)
传统型 １５０ １４９(９９.３３) １１２(７５.１７) ４(２.６８) ９０(６０.４０) ５５(３６.９１) ４(２.６８) ３(２.００)
χ２ 值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１６
Ｐ 值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９４ ０.５１ ０.３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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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组别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荡艾滋病检测与预防意识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最近 １ 年

诊断为性病

最近 １ 年接受

过安全套发放

与艾滋病咨询

最近 １ 年接

受过 ＨＩＶ 检测

接受过

同伴教育

艾滋病知识水平

高(≥７ 分) 低( <７ 分)
ＨＩＶ 感染

互联网型 ３９６ ７(１.７７) ２４０(６０.６１) ２３７(５９.８５) １７３(４３.６９) ３６３(９１.６７) ３３(８.３３) １７(４.２９)
传统型 １５０ １(０.６７) ６２(４１.３３) ６７(４４.６７) ４２(２８.００) １２９(８６.００) ２１(１４.００) ７(４.６７)
χ２ 值 ０.２３ １６.３５ １０.１６ １１.２１ ３.９２ ０.０４
Ｐ 值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８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４　 不同组别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阻断药物与精神物质相关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听说过事前

阻断药物

听说过事后

阻断药物

了解事后阻断

药物购买地点

精神

物质使用
互联网型 ３９６ ９３(３２.９８) １５６(５５.３２) ４２(２５.９３) １６１(４０.６６)
传统型 １５０ ３７(２９.８４) ７３(５８.８７) ２５(２８.７４) ６１(４０.６７)
χ２ 值 ０.３９ ０.４４ ０.２３ ０.０１
Ｐ 值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６３ １.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中数据存在缺失值ꎮ

３　 讨论

在数字信息时代ꎬ加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方法
之一是通过互联网传播艾滋病的相关宣传信息ꎬ目前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的干预作用ꎮ 互联网
提供了一个以更少的地域限制有效传递信息的机会ꎬ
而中国男同性恋者的高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使用率能
够为在线干预提供良好的基础ꎮ 目前ꎬ中国社交网络
下的 ＭＳＭ 群体行为特征仍在研究中ꎬ高校 ＭＳＭ 作为
接受良好教育的新生代ꎬ是干预的重点研究人群ꎬ具
备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价值ꎮ

在校大学生 ＭＳＭ 大部分会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
侣ꎬ相对于传统的酒吧以及浴池ꎬ针对性极强的 ｇａｙ
Ａｐｐｓ 具备寻找性伴侣的便利和及时性ꎬ这种特点使互
联网型 ＭＳＭ 更容易进行多人性行为以及增加性伴侣
的数量[５] ꎮ 同时ꎬ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与是否使
用互联网并没有一定的联系[５] 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结果主要揭示了互联网型 ＭＳＭ 在艾滋病
预防控制意识上的优势ꎬ在接受安全套宣传以及主动
进行定期的 ＨＩＶ 检测等方面ꎬ互联网型 ＭＳＭ 表现都
优于传统的 ＭＳＭꎬ 且接受艾滋预防服务及咨询与
ＭＳＭ 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存在联系ꎮ 从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互联网型的双面性ꎮ 互联网用户具有很强的聚
集性ꎬ信息的传递不再拘束于时间和空间ꎬ能够及时
并且全面地普及到用户群体ꎬ使群体之间预防信息的
交流更具有流动性ꎮ 所以ꎬ发达国家已有政策针对性
地结合互联网进行 ＨＩＶ 检测的推广与宣传ꎬ中国也在
开展相关研究证实该方法的有效性ꎬ探讨互联网作为
高校 ＭＳＭ 宣教工作载体的可能[６－７] ꎮ 此外ꎬ同伴教育
表现出与互联网型 ＭＳＭ 的联系ꎬ考虑到 ＭＳＭ 群体的
敏感性强、不易接触等特点ꎬ同伴教育作为一种有效
接触 ＭＳＭ 群体的干预方式[８] ꎬ能够借助互联网的隐
秘性进一步发展其优势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校 ＭＳＭ 群体中精神物质使用率

达到 ４０％左右ꎬ鉴于精神物质滥用与 ＨＩＶ 感染率的正
相关性[９] 以及互联网平台的贸易情况ꎬ高校 ＭＳＭ 的
精神物质宣传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内容ꎮ 目前中国在
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及监管体系并不明晰ꎬ可以考虑
加强互联网平台在这方面的监管以及教育宣传ꎬ达到
控制精神物质使用的目的ꎮ 此外ꎬＰｒＥＰ 和 ＰＥＰ 作为
目前 ＨＩＶ 研究中的热点ꎬ具有详细探讨的价值ꎮ 但
ＰｒＥＰ 作为一种较新的药物ꎬ在高校 ＭＳＭ 中相对陌生ꎬ
提示通过网络普及相关知识的必要性ꎮ 有学者指出ꎬ
中国迫切需要采用 ＰｒＥＰ 来完善艾滋病控制预防的策
略[１０] ꎮ

综上所述ꎬ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互联网在艾滋病相
关知识、ＨＩＶ 检测、精神物质等方面对高校 ＭＳＭ 的艾
滋病预防控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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