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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性伴特征和多性伴现象对性行为

前使用物质行为的影响ꎬ为制定青年学生 ＭＳＭ 艾滋病防控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１２ 月通过受试者推荐

和滚雪球 ２ 种抽样方法进行抽样ꎬ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对 ２２０ 名青年 ＭＳＭ 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 χ２ 检验和广义线性模型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性行为前物质使用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２２.３９±２.５７)岁ꎬ８４.５％为在读学生ꎬ首次

性行为年龄为(１８.８３±２.４５)岁ꎬ４４.１％有 ２ 个及以上性伴(包括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ꎬ２２.７％有多个男性固定性

伴ꎮ 调整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后ꎬ多性伴与性行为前饮酒(ａＯＲ＝ ２.９７)或滥用药物(ａＯＲ＝ ２.３９)呈正相关ꎻ有男性临时

性伴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呈正相关(ＯＲ＝ ４.１０)ꎮ 结论　 青年 ＭＳＭ 的性伴特征复杂ꎬ多性伴比例较高ꎬ单一固定性伴可降

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风险ꎬ应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 ＭＳＭ 的预防艾滋病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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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性行为人群(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是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报

告新发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 感染者 / 艾滋病 (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ＩＤＳ)病人 １.６ 万例ꎬ其中青年学

生 ３ ０００ 多例ꎬ且 ８０％以上通过男男性行为感染[１] ꎮ
青年学生 ＭＳＭ 相较于普通人群有更高的 ＨＩＶ 感染风

险ꎮ 多性伴与 ＨＩＶ 高感染率相关ꎬ中国高校学生 ＭＳＭ
群体中ꎬ多性伴(≥２ 个性伴)比例高达 ５８.９％[２] ꎮ 但

是多性伴通过何种因素提高了性行为的感染风险有

待研究ꎮ 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阶段ꎬ容易探索新的行

为方式ꎬ甚至尝试物质滥用ꎮ 有研究发现ꎬ物质滥用

是扩大经性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因素[３] 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青年学生 ＭＳＭ 群体多性伴现象

越来越普遍[２] ꎬ为了解该群体性伴特征ꎬ特别是多性

伴及其性行为前是否存在物质使用情况ꎬ特开展本研

１９７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２



究ꎬ对北京、天津两地青年学生 ＭＳＭ 开展横断面调

查ꎬ探讨性伴特征与物质使用的关系ꎬ为制定我国青

年学生 ＭＳＭ 预防艾滋病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通过受试者推荐和滚雪球抽样

２ 种方法进行招募:(１)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１２ 月ꎬ由接受本

研究前期(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项目培训过的 ２２ 名天津

市青年学生 ＭＳＭ 邀请、推荐其同伴或性伴参与调查ꎬ
共邀请到符合条件的同伴 / 性伴 １１３ 名(不包括此 ２２
名接受过培训的青年学生 ＭＳＭ)ꎻ(２)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１２
月ꎬ通过互联网在北京招募符合条件的 ４０ 名青年学生

ＭＳＭ(即种子)ꎬ通过种子进一步提名其社交网络中的

同伴或性伴ꎬ共招募到 １１７ 名研究对象(包括种子)ꎮ
２ 种招募方法共得到研究对象 ２３０ 名ꎬ最终收回调查

问卷 ２３０ 份ꎬ其中符合要求的问卷 ２２０ 份ꎬ合格率为

９５.７％ꎮ 调查的 ２２０ 名研究对象年龄 １７ ~ ２９ 岁ꎬ平均

(２２.３９±２.５７)岁ꎬ其中 １８６ 名(８４.５％)为在读学生ꎬ本
科及以上学历占 ８６.８％ꎬ有 １７ 名(７.７％)未接受过艾

滋病预防教育ꎮ 通过受试者推荐和滚雪球招募的比

例分别占 ５０％ꎮ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１)年龄 １５ ~ ３０ 岁的在校

或毕业 １ 年内青年男性 ＭＳＭꎻ(２)自我报告过去 １ 年

中发生过同性性行为ꎬ包括肛交、口交等性行为ꎻ(３)
无精神疾病ꎬ能独立回答问题ꎬ可与他人正常交流ꎮ
１.２　 方法　 自行编制调查问卷ꎬ依托网络问卷调查平

台ꎬ对招募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ꎮ 调查内容包括:(１)
一般人口学信息ꎬ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开始

接受预防艾滋病教育的学段等ꎻ(２)性行为及 ＨＩＶ 检

测ꎬ包括首次性行为年龄、ＨＩＶ 检测、知晓性伴 ＨＩＶ 感

染情况等ꎻ(３)性伴特征ꎬ包括调查前 ３ 个月的性伴类

型(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性伴性别、性伴

个数ꎻ(４)性行为前使用物质情况ꎬ包括使用酒精或酒

精类饮品和滥用药物(Ｒｕｓｈ、万艾可等)ꎻ(５)艾滋病知

识ꎬ为 ２００７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试

行]» [４]中明确规定的 ８ 条大众需要掌握的艾滋病基

本知识(简称“国八条”ꎬ８ 道题目回答正确≥６ 道为知

晓ꎬ否则为不知晓)ꎮ 受试者均已阅读过本研究的电

子版知情同意书ꎬ并完成口头知情同意ꎮ 本研究通过

北京 大 学 生 物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 批 准 号:
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７０５３)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专业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公

众版收集数据ꎬ导出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后进行核查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数据导入和分析ꎮ 对调查对象的

一般人口学信息、性行为及 ＨＩＶ 检测、性伴特征进行

描述性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性伴数量调查对

象的性行为前物质使用情况ꎬ采用广义线性模型二分

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对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影响因素

进行多因素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年 ＭＳＭ 基本特征与性行为特征　 在 ２２０ 名研

究对象中ꎬ首次和他人发生插入性性行为的平均年龄

为(１８.８３±２.４５)岁(１１ ~ ２７ 岁)ꎬ２７.７％在未成年时期ꎮ
１６９ 名(７６.８％) 研究对象做过 ＨＩＶ 检测且结果为阴

性ꎬ５１ 名(２３.２％) 未做过 ＨＩＶ 检测ꎬ没有阳性报告ꎮ
１７３ 名(７８.６％)报告其性伴中没有 ＨＩＶ 感染者ꎬ２ 名

(０.９％)性伴中有 ＨＩＶ 感染者ꎬ４５ 名(２０.５％)不清楚

性伴感染状态ꎮ
４１ 名 ( １８. ６％) 近 ３ 个月内没有性伴ꎬ ９７ 名

(４４.１％)有 ２ 个及以上性伴ꎬ８２ 名(３７.３％)有 １ 个性

伴ꎬ其中只有 ７０ 名(３１.８％)的单一性伴是固定性伴ꎬ
有 １２ 名(５.５％)的单一性伴是临时 / 商业性伴ꎮ ５０ 名

(２２.７％)有多个男性固定性伴ꎬ８７ 名(３９.５％)有男性

临时性伴ꎬ见表 １ꎮ 近 ３ 个月内有 １ 个男性固定性伴

的 ＭＳＭꎬ与有 ２ 个及以上男性固定性伴的 ＭＳＭ 相比ꎬ
其有男性临时性伴的比例较低(２９. ５％ꎬ８０. ０％ꎬχ２ ＝
３４.７６ꎬＰ<０.０１)ꎮ 艾滋病相关知识“国八条”知晓率为

９３.２％ꎬ在知晓“国八条”的 ＭＳＭ 中有 ９０ 名(４３.９％)
在近 ３ 个月内有多个性伴ꎮ

表 １　 研究对象性行为特征分布(ｎ ＝ ２２０)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１７ ６１ ２７.７
　 ≥１８ １５９ ７２.３
ＨＩＶ 检测
　 检测过ꎬ阴性 １６９ ７６.８
　 检测过ꎬ阳性 ０ ０
　 未检测过 ５１ ２３.２
性伴 ＨＩＶ 感染情况
　 没有 １７３ ７８.６
　 有 ２ ０.９
　 不清楚性伴感染情况 ４５ ２０.５
近 ３ 个月内性伴个数
　 ０ 个 ４１ １８.６
　 １ 个固定性伴 ７０ ３１.８
　 １ 个临时 / 商业性伴 １２ ５.５
　 ≥２ 个 ９７ ４４.１
男性固定性伴个数
　 ０ ６５ ２９.５
　 １ １０５ ４７.７
　 ≥２ ５０ ２２.７
男性临时性伴个数
　 ０ １３３ ６０.５
　 １ ４６ ２０.９
　 ≥２ ４１ １８.６
“国八条”知晓情况
　 知晓 ２０５ ９３.２
　 不知晓 １５ ６.８

２.２　 性伴个数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的关系　 去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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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月内没有性伴、有 １ 个临时性伴或有 １ 个商业性

伴的研究对象后ꎬ１６７ 名研究对象中ꎬ２２ 名(１３.２％)近

３ 个月内发生性行为前曾饮用过酒精或酒精类饮品ꎬ
２３ 名(１３.８％) 曾滥用药物ꎮ 在性行为前使用酒精或

酒精类饮品的 ＭＳＭ 中ꎬ２０ 名(９０.９％)有多个性伴ꎻ性
行为前滥用药物的 ＭＳＭ 中ꎬ２０ 名(８７.０％)有多个性

伴ꎮ 多性伴者更易在性行为前饮酒或滥用药物( ａ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９７ꎬ２.３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青年 ＭＳＭ 近 ３ 个月内性伴

数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情况(ｎ ＝ １６７)

使用物质 人数
性伴个数

１ 个固定性伴 多个性伴
χ２ 值 Ｐ 值 ａＯＲ 值

ａＯＲ 值

９５％ＣＩ
酒精或酒精类饮品
　 是 ２２ ２(９.１) ２０(９０.９) １１.２１ <０.０１ ２.９７ １.５６~ ７.５４
　 否 １４５ ６８(４６.９) ７７(５３.１)
药物
　 是 ２３ ３(１３.０) ２０(８７.０) ９.１３ <０.０１ ２.３９ １.３６~ ５.０１
　 否 １４４ ６７(４６.５) ７７(５３.５)

　 注:ａＯＲ 值和 ９５％ＣＩ 为校正了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影响后的 ＯＲ 值和

９５％ＣＩ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影响性行为前物质使用行为的广义线性模型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进一步进行广义线性模型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将年龄、是否接受过预防艾滋

病教育、首次性行为年龄、是否做过 ＨＩＶ 检测、知晓性

伴 ＨＩＶ 感染情况、艾滋病知识知晓、性伴数量和是否

有男性临时性伴作为自变量ꎬ以性行为前是否使用物

质(包括使用酒精或酒精类饮品和滥用药物)作为因

变量(０ ＝否ꎬ１ ＝是)进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

果显示ꎬ近 ３ 个月内是否有男性临时性伴与性行为前

使用物质呈正相关(ＯＲ ＝ ４.１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５ ~ １６.０１ꎬ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青年 ＭＳＭ 近 ３ 个月内性行为前

物质使用行为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６７)

影响因素 参照组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年龄 － ０.９５(０.８０~ １.１３) ０.５４
是否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教育
　 是 否 １.２９(０.２１~ ７.９９) ０.７９
首次性行为年龄 / 岁
　 ≥１８ ≤１７ ０.８１(０.３２~ ２.０５) ０.６５
是否做过 ＨＩＶ 检测
　 是 否 ０.８７(０.２７~ ２.８０) ０.８２
知晓性伴 ＨＩＶ 感染情况
　 知晓 不知晓 １.５２(０.５４~ ４.２８) ０.４２
艾滋病知识知晓
　 知晓 不知晓 ０.９０(０.１８~ ４.５１) ０.９０
性伴数量
　 ≥２ １ 个固定性伴 ２.４４(０.５２~ １１.５０) ０.２６
是否有男性临时性伴
　 是 否 ４.１０(１.０５~ １６.０１)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的 ２２０ 名研究对象平均首次性行为年龄

(１８.８３±２.４５)岁ꎬ高于同类型研究[５－６] 和本课题组在

２０１８ 年的前期研究结果 [( １８. ５６ ± ２. １７ ) 岁] [７] ꎮ
２７.７％的研究对象首次性行为发生在未成年时期ꎬ提
示应将性教育和预防艾滋病教育落实在大学之前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２３.２％的研究对象报告从未做过 ＨＩＶ
检测ꎬ２０.５％的研究对象不清楚性伴的感染状态ꎬ提示

该群体仍存在部分人没有认识到积极检测的重要性ꎬ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ꎬ对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的危险性认识不足ꎬ
或不清楚自愿咨询检测的流程ꎮ 未来应加强青年

ＭＳＭ 群体的自愿咨询检测意识ꎬ同时提高 ＨＩＶ 自愿咨

询检测普及程度和可及性ꎮ
本研究的青年 ＭＳＭ 多性伴比例达 ４４.１％ꎬ高于只

有 １ 个固定性伴的比例(３１.８％)ꎬ低于我国高校 ＭＳＭ
多性伴比例( ５８. ９％) [２] ꎬ低于北京和天津高校 ＭＳＭ
(同性性伴总数≥５ 人比例 ５８.０％) [８] ꎮ 由于本研究仅

调查近 ３ 个月内的性伴情况ꎬ所以多性伴比例可能低

于其发生首次性行为后至今多性伴比例ꎬ可能是本研

究多性伴比例低于其他研究的原因ꎮ 在所有研究对

象中ꎬ有多个男性固定性伴者占 ２２.７％ꎬ提示固定性伴

在 ＭＳＭ 中不再意味着“单一性伴”ꎬ有部分 ＭＳＭ 可同

时拥有多个固定性伴[９] ꎮ 而且有研究发现ꎬＭＳＭ 与固

定性伴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可能性是与临时性伴的

２.４ 倍[１０] ꎬ因此其感染 ＨＩＶ 风险性可能并不亚于有临

时性伴者ꎮ 提示相关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ꎬ在今后

工作中应重新考量“固定性伴”的意义ꎬ将“单一固定

性伴”作为新指标ꎮ 党静等[９] 研究结果表明ꎬ有固定

性伴的 ＭＳＭ 有利于降低其发生偶然性行为ꎮ 本研究

结果也显示ꎬ与单一固定性伴相比ꎬ有多个男性固定

性伴的 ＭＳＭ 更容易发生临时性行为ꎮ 提示青年 ＭＳＭ
在寻找性伴时ꎬ只维持一个固定性伴ꎬ可减少或避免

偶然性行为的发生[１１] ꎮ
本研究的“国八条” 知晓率虽高达 ９３. ２％ꎬ高于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 [１２] 中对

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制定的知识知晓率达 ９０％的目

标ꎬ但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仅有 ７６.８％ꎬ在知晓知识的青

年 ＭＳＭ 中 ４３.９％有多个性伴ꎬ反映出该群体部分人的

知行分离现象ꎮ 有多项研究发现 ＭＳＭ 的“国八条”知

晓率大于 ９０％[１３－１５] ꎬ但知行分离现象严重ꎮ 提示对于

目前的 ＭＳＭ 群体ꎬ“国八条”的评价能力有限ꎬ不能很

好地反映该群体预防艾滋病的水平和感染风险ꎬ未来

需要更敏感、更全面的指标来评估该群体的预防艾滋

病能力ꎮ
本研究显示ꎬ１３.３％的研究对象近 ３ 个月内发生

性行为前使用过酒精或酒精类饮品ꎬ与张莉等[８] 研究

结果(１４.０％)相近ꎮ 有 １３.８％的研究对象近 ３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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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性行为前滥用过药物(包括 Ｒｕｓｈ、万艾可等)ꎬ低
于昆明市高校 ＭＳＭ 近 ６ 个月 Ｒｕｓｈ 类合成毒品使用率

５０.０％(其中 ９１.３％在吸食后发生了同性性行为) [１６]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多性伴和临时性伴与性行为前使用

酒精或药物呈正相关ꎮ 有研究显示ꎬ有多个性伴者更

容易在性行为前使用酒精或药物[１７] ꎮ 本课题前期研

究也发现ꎬ多临时性伴与青年学生 ＭＳＭ 感染 ＨＩＶ 呈

正相关[１８] ꎮ 饮酒和滥用药物会增加不正确使用安全

套、多性伴、滥用其他药物的风险ꎬ从而增加感染或传

播 ＨＩＶ 的风险[３ꎬ１９] ꎮ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多性伴或

临时性伴与物质使用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ꎬ但多

性伴和使用酒精、药物都是感染 ＨＩＶ 的促进因素ꎬ而
二者又容易互相促进同时发生ꎬ更大大增加了感染风

险ꎮ 有研究显示ꎬ最近 ６ 个月性行为前使用过零号胶

囊的 ＭＳＭ 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约为未使用者的

３.８ 倍[１０]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只有 １ 个固定性伴的青

年 ＭＳＭ 中ꎬ超过 ９０％不会在性行为前使用酒精或药

物ꎮ 提示 １ 个固定性伴可能也是避免其他危险行为的

保护因素ꎮ 应鼓励青年 ＭＳＭ 群体只和 １ 个固定性伴

发生性关系ꎬ避免寻找多性伴ꎬ造成增加饮酒、用药等

危险行为的恶性循环ꎬ 降低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

风险ꎮ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多性伴比例仍然较高ꎬ且存在

较高的多固定性伴现象ꎬ提示固定性伴不再意味着单

一性伴或低风险ꎮ 在青年学生 ＭＳＭ 群体中存在复杂

的社交网络ꎬ其同伴 / 性伴网络不局限于学生群体ꎬ也
涉及社会人士ꎮ 多性伴和临时性伴与性行为前使用

酒精或药物呈正相关ꎬ有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ꎮ
单一固定性伴对于该群体减少性伴数量ꎬ避免危险行

为ꎬ增强各方面能力ꎬ预防艾滋病流行有着重要意

义[９] ꎮ « 遏 制 艾 滋 病 传 播 实 施 方 案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 [２０]中提出“聚焦艾滋病性传播ꎬ树立每个人是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ꎬ作为青年 ＭＳＭ 群体ꎬ应
提高自身健康意识ꎬ避免和减少不安全性行为ꎻ作为

卫生健康部门ꎬ应发挥社会组织作用ꎬ扩大监测覆盖

面ꎬ让更多的 ＭＳＭ 得到安全、隐私、方便的检测服务ꎮ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局限性:(１)样本量较小ꎬ非随

机抽样ꎬ故可能存在选择偏倚ꎻ(２)为照顾青年 ＭＳＭ
群体对隐私保护的高要求ꎬ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填写依

托互联网ꎬ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不能面对面交流ꎬ虽然

问卷中已经对有歧义和有专业名词的地方进行了解

释和描述ꎬ但仍不能避免调查对象对题目理解有歧

义ꎬ故可能存在信息偏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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