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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市城区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群对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高危行为，以加强宣传教育。方

法　采用连续抽样方法，对该市城区４００名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及人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梅毒

和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检测。结果　４００名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知晓率为８３．５０％；不同

文化程度的司乘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存在差异（犘＝０．０００），文化程度低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有４７人

（１１．７５％）在最近一年与女性性工作者发生过性行为，其中只有１４人（２９．７９％）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未发现

ＨＩＶ阳性和ＨＣＶ阳性者，梅毒抗体阳性１人（０．２５％）。结论　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对艾滋病知识缺乏了解，

特别是文化程度低者；高危行为发生率较高，是感染ＨＩＶ的高危人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措施，使其改

变高危行为或采取安全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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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群由于生殖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缺

乏，高危性行为和生殖系统感染普遍存在；加之对相

关卫生服务需求高，利用率低，增加了其感染性病、

艾滋病的危险性［１－３］。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作为

流动性较强的群体，其性生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于该人群进行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已成为

防艾工作的重点之一。为探索针对男性长途汽车司

乘人员这一特殊人群进行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干预模

式，对其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我们于２０１０年

４—７月对某市城区部分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的

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调查，现报告

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０年４—７月，在某市对男性

长途汽车司乘人员进行连续抽样调查。发放调

查问卷４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４００份，有效问卷

率为１００．０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

方案（试行）》２０１０版中的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群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艾滋病知

识知晓率（共８条）、嫖娼行为、同性性行为、注射吸

毒行为及检测信息。

１．２．２　血清学检测　对每位接受调查的男性长途

汽车司乘人员抽取静脉血５ｍＬ，送该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实验室进行血清学检测。检测项目为人免疫

缺陷病毒（ＨＩＶ）、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实

验所用试剂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下发的哨

点专用试剂。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对资料

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

４００人，年龄２１～５８岁，平均３４．９１岁，中位数３４

岁；主要集中在３１～４０岁年龄段，占总人数的

５２．７５％。婚姻状况：未婚１６．２５％，已婚８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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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０．５０％，离异或丧偶２．００％。文化程度：文盲

０．５０％，小学２．２５％，初中２７．７５％，高中或中专

５０．００％，大专及以上１９．５０％。

２．２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在被调查的４００人中，有

３３４人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答对６道及６道以上题，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８３．５０％。经统计学分析，不

同年龄段者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８２），见表１；而不同文化程度者的艾滋病知

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０），见表２。

表１　各年龄段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年龄（岁）
艾滋病知识

不知晓（例） 知晓（例）
知晓率（％）

≤２５ ５ ３４ ８７．１８

２６～３０ ５ ５８ ９２．０６

３１～４０ ３５ １７６ ８３．４１

４１～５０ ２０ ５９ ７４．６８

≥５１ １ ７ ８７．５０

合计 ６６ ３３４ ８３．５０

表２　不同文化程度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

文化程度
艾滋病知识

不知晓（例） 知晓（例）
知晓率（％）

文盲 ０ ２ １００．００

小学 ６ ３ ３３．３３

初中 ３０ ８１ ７２．９７

高中或中专 ２３ １７７ ８８．５０

大专及以上 ７ ７１ ９１．０３

合计 ６６ ３３４ ８３．５０

２．３　高危行为　在被调查的４００名男性长途汽车

司乘人员中，有４７人（１１．７５％）在最近一年与女性

性工作者发生过性行为，其中只有１４人（２９．７９％）

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１人（２．１３％）从来不使用安

全套；３２人（６８．０９％）在最近一次与女性性工作者

发生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未发现有注射吸毒行

为和男男性行为。

２．４　血清学检测结果　４００份被调查者血清中，未

发现ＨＩＶ阳性和ＨＣＶ阳性者（阳性率０．００％）；梅

毒抗体检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初筛阳性

１人，ＴＲＵＳＴ复检亦为阳性，梅毒抗体阳性率为

０．２５％。

３　讨论

３．１　文化程度影响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本

调查发现，在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群中，文化程度是

影响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因素之一，文化程度低者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而年龄因素影响并不明显。

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对于消除艾滋病恐慌，客

观估计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性，降低艾滋病相关歧视

具有重要意义［４］。以上调查结果提示，应重点在文

化程度低的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也说明在中小学和驾校进行艾滋病健康促进和健康

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３．２　应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　本调查结果显示，男

性长途汽车司乘人群非婚性行为活跃，但只有

２９．７９％的司乘人员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２．１３％的

司乘人员从来不用安全套，说明男性长途汽车司乘

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比较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有研究显示［５］，开展促

进安全套使用的艾滋病预防活动可以提高高危人群

安全套使用率，且可有效降低一些人群中的ＨＩＶ感

染率。因此，应加强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群的健康

教育，使其改变高危行为或采取安全性行为；推广

１００％使用安全套，提高其认知水平和自我保护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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