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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网络交友状况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情况，为有效

干预 ＭＳＭ ＨＩＶ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对重庆市２０６名 ＭＳＭ进行结构式访问与问卷调查，对半年内未进行 ＨＩＶ

检测者进行实验室筛查，分析 ＭＳＭ 人口社会学特征及 ＨＩＶ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２０６名 ＭＳＭ 平均年龄

（２２．０８±１．８１）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１３７名（６６．５０％），ＨＩＶ感染率为２１．３６％（４４／２０６）。ＭＳＭ 无固定性伴侣

者 ＨＩＶ感染率高于有固定性伴侣者；ＭＳＭ 性伴数量越多，ＨＩＶ感染风险越大；与不熟悉或陌生的人发生性行为

ＨＩＶ感染率高于与熟悉的性伴；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率越高，ＨＩＶ感染率越低，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犘＜０．０５）。不同文化程度的 ＭＳＭ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该市 ＭＳＭ

ＨＩＶ感染率较高，建议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同伴网络教育与行为干预，减少联结 ＭＳＭ 网体之间的桥梁人群，建立

同性恋社会支持体系，降低 ＭＳＭ ＨＩＶ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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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７）：４６１－４６５］

　　近年来，我国由性传播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患者呈快速

上升趋势，性传播已成为我国 ＨＩＶ感染的主要渠

道。男男性行为者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

ＭＳＭ）是经性传播感染ＨＩＶ的高危人群，其性行为

中的多性伴、不固定性伴、肛交、口交和较低的安全

套使用率是感染 ＨＩＶ的主要原因
［１］。开展 ＭＳＭ

网络交友对 ＨＩＶ感染影响的研究，探讨 ＨＩＶ感染

的网络交友及其性行为因素，对防治 ＭＳＭ ＨＩＶ感

染具有重要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２５日在重庆市居住６

个月以上、最近６个月与男性有口交或肛交、年龄≥

１８周岁，自愿接受调查的 ＭＳＭ，对其进行问卷

调查。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结构式访问与问卷调查　深入Ｇａｙ吧、男

同性恋浴池、男同性恋酒吧等场所征集志愿者

１０名，对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５名 ＭＳＭ 进行个案

深入访谈（无结构访问），开展１０人／组的座谈会（结

构式访问）２次，从他们生活和社会环境入手，分析

他们网络交友的原因及其影响。以雪球抽样和偶遇

抽样抽取调查对象，采用具有调查敏感问题经验的

调查员，对拒答者做深入的转变工作，以及充分的物

质鼓励［２］。按照尊重、自愿、保密的原则，在知情同

意后进行问卷调查，筛选１８～２４岁和已参与 ＨＩＶ

咨询检测的２０６名 ＭＳＭ 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

析。

１．２．２　访问提纲与问卷内容　设计结构式访问提

纲与调查问卷，提纲内容主要包括目前的生活状况、

交往的人、到过哪些娱东场所、对同性恋性取向的看

法，使用网络情况、网络交友状况、与性伴相处的情

况等内容。问卷内容包括 ＭＳＭ 人口学特征、性取

向、第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等一般情况、

１０个网络交友相关问题、网络交友性行为（男性性

伴数量、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是什么人、性行

为安全套使用）等内容。

１．２．３　ＨＩＶ初筛和确证检测　确定调查对象半年

内未进行ＨＩＶ检测后，专业检验人员抽取调查对象

３～５ｍＬ静脉血，ＨＩＶ初筛采用血清酶联免疫吸附

实验（ＥＬＩＳＡ）进行血清 ＨＩＶ抗体检测，随即密封、

编号，置于４℃恒温冰箱保存待查
［３］。对于 ＨＩＶ初

筛检测阳性者进行 ＷＢ确认实验，ＷＢ确认实验阳

性者确定为ＨＩＶ抗体确认阳性。

１．３　统计分析　所有问卷统一整理、核对和编号，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２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对

２０６份问卷进行替代数据处理后，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社会学特征　２０６名 ＭＳＭ 中，其中汉族

２０４名（９９．０３％），少数民族２名（０．９７％）；平均年

龄（２２．０８±１．８１）岁，年龄１８～２４岁；城镇户籍与城

市户籍共１６１名（７８．１６％）；独生子１６２名（７８．６４％）；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１３７名（６６．５０％），其中大学本

科７１名（３４．４７％）；月平均收入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１２６名（６１．１７％）；未婚１９８名（９６．１２％），已婚（含

再婚）８名（３．８８％）。性取向确定为同性恋者１８４名

（８９．３２％），双性恋１５名（７．２８％），未确定７名

（３．４０％）。９０名（４３．６９％）将自己的性取向告诉朋

友，１６名（７．７７％）告诉过父母，１４名（６．０８％）告诉

过兄弟姐妹，３５名（１６．９９％）告诉过同学，２２名

（１０．６８％）告诉过同事，２名（０．９７％）告诉过爷爷奶

奶，无１例告诉妻子或女友。１９６名（９５．１５％）第一

个性伴是男性，１０名（４．８５％）第一个性伴是女性。

第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为（１８．０４±４．９９５）

岁，最小的１４岁。

２．２　网络交友途径、原因和目的　２０６名男男性行

为人群中，上网目的排在前四位的选项分别是交友

１６４名（７９．６１％）；浏览社会新闻１４６名（７０．８７％），

其中关注同性恋组织与活动的新闻报道者１１７名

（５６．８０％）；扩展知识面１００名（４８．５４％），其中咨询

艾滋病或性病知识者４７名（２２．８２％）；预约 ＨＩＶ检

测服务者４０名（１９．４２％）。上网的态度：随便看看、

无目的地浏览网页１１９名（５７．７７％），按兴趣爱好浏

览信息者４６名（２２．３３％），根据自己情绪与精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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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者２６名（１２．６２％），针对性强、有目的地搜索者

１５名（７．２８％）。网络交友完全凭自己感觉者８８名

（４２．７２％），希望与对方建立长久关系者４５名

（２１．８４％），希望志趣相投者３０名（１４．５６％），看重

无性传染疾病者１８名（８．７４％），看重对方外貌和年

龄者２４名（１１．６５％），希望对方是本地陌生者１名

（０．４９％）。关于网络交友的途径、原因和目的详见

表１。

２．３　网络交友性行为与 ＨＩＶ感染情况　２０６名

ＭＳＭ，ＨＩＶ感染率为２１．３６％（４４／２０６）。ＭＳＭ 无

固定性伴侣者 ＨＩＶ感染率高于有固定性伴侣者；

ＭＳＭ性伴数量越多，ＨＩＶ感染风险越大；与不熟悉

或陌生的人发生性行为 ＨＩＶ感染率高于与熟悉的

性伴；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率越高，ＨＩＶ感染率越

低，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ＭＳＮ网络交友的途径、原因和目的

犜犪犫犾犲１　Ｗａｙ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ｍｏｎｇＭＳＭ

变量 选项
人数

（狀＝２０６）

比率

（％）

网络交友的途径 ＱＱ １２３ ５９．７１

微信 ８０ ３８．８３

微博、双向视频等 ３ １．４６

网络交友的原因

（多选题）

社会歧视 １４８ ７１．８４

难以公开寻找性伴侣 １５７ ７６．２１

私密性强，安全性高 ９９ ４８．０６

可以找到真感情的性伴侣 １８ ８．７４

信息化时代网络交友是趋势 １３７ ６６．５０

压力大，想放松 １ ０．４９

网络交友的目的 满足性欲 １５ ７．２８

选择自己的人生伴侣 ５５ ２６．７０

排遣心理上的寂寞和孤单 ８０ ３８．８３

出于好奇，想体验 ２６ １２．６２

证明自己的魅力和价值 ２７ １３．１１

无聊，打发时间 ３ １．４６

表２　ＭＳＮ网络交友性行为与 ＨＩＶ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ＭＳＭ

变量 人数 ＨＩＶ阳性人数 阳性率（％） χ
２ 犘

通过网络寻找固定男性伴侣 无 ７５ ２０ ２６．６７ １２．５５７ ０．０１８

１名 ５１ ９ １７．６５

≥２名 ８０ １５ １８．７５

是否经常使用网络寻找性伴 从未 ３１ ２ ６．４５ ８．７２６ ０．０３３

以前没有现在尝试 １５ ２ １３．３３

以前经常现在偶尔 ６５ １２ １８．４６

经常这样 ９５ ２８ ２９．４７

每周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频率（次） １～３ ３１ ４ １２．９０ １１．４３６ ０．０２９

４～６ ２４ ４ １６．６７

７～９ ２７ ８ ２９．６３

≥１０ １２４ ２８ ２２．５８

通过网络结识境外同性朋友 是 ４７ １３ ２７．６６ ２２．４７３ ０．０３６

否 １５９ ３１ １９．５０

参与网络发起的同志交友活动 积极参加 ２５ ８ ３２．００ ４５．７４１ ０．０４８

根据活动情况决定 １６２ ３１ １９．１４

不参加 １９ ５ ２６．３２

男性性伴数量（名） １ ７ ０ ０．００ １３．７９０ ０．０１７

２～ ６４ ７ １０．９４

６～ ６６ １５ ２２．７３

１１～ ４０ １１ ２７．５０

１６～ １７ ８ ４７．０６

≥２１ １２ ３ ２５．００

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是什么人 熟悉 １３２ ２０ １５．１５ ９．０６５ ０．０１１

不熟悉或陌生 ７３ ２４ ３２．８８

付费的人 １ ０ ０．００

性行为安全套使用 总是 ６４ ２ ３．１３ ３２．５７６ ＜０．００１

多数 ９９ ２３ ２３．２３

偶尔 ３７ １４ ３７．８４

从不 ６ ５ ８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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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同文化程度 ＭＳＭ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使用

安全套和 ＨＩＶ感染情况　不同文化程度 ＭＳＭ 每

周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频率、ＨＩＶ感染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不同文化程度的

ＭＳＭ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文化程度 ＭＳＭ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使用安全套和 ＨＩＶ感染情况（名，％）

犜犪犫犾犲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ｎｄ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Ｓ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ｏｆＭＳＭ，％）

项目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χ
２ 犘

每周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频率（次） １０．２６８ ０．５９２

　１～ ０（０．００） ８（１４．０４） １１（１７．７４） １１（１５．４９） １（２５．００）

　４～ ３（２５．００） ８（１４．０４） ５（８．０７） ８（１１．２７） ０（０．００）

　７～ １（８．３３） １１（１９．２９） ５（８．０７） ９（１２．６８） １（２５．００）

　≥１０ ８（６６．６７） ３０（５２．６３） ４１（６６．１２） ４３（６０．５６） ２（５０．００）

安全套使用情况 ２９．４０８ ０．００３

　总是 ２（１６．６６） １０（１７．５５） １６（２５．８１） ３４（４７．８９） ２（５０．００）

　多数 ５（４１．６７） ３０（５２．６３） ３２（５１．６１） ３０（４２．２５） ２（５０．００）

　偶尔 ３（２５．００） １４（２４．５６） １３（２０．９７） ７（９．８６） ０（０．００）

　从不 ２（１６．６７） ３（５．２６） １（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ＨＩＶ ７．１５８ ０．１２８

　阴性 ７（５８．３４） ４２（７３．６８） ４８（７７．４２） ６１（８５．９２） ４（１００．００）

　阳性 ５（４１．６６） １５（２６．３２） １４（２２．５８） １０（１４．０８）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由于社会上普遍对同性恋者存在歧视，同性恋

者很难像异性恋者那样公开寻找性伴侣。现实生活

中同性交友渠道往往受阻碍，约８０％的 ＭＳＭ 使用

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交友，将近６０％是为了满足精神

与生理上的需要，３４％的 ＭＳＭ是为了寻找性伴（临

时性伴或终生伴侣），其次是关注同性恋信息。本组

调查的重庆市１８～２４岁 ＭＳＭ文化程度较高，其注

重发展人际交往关系和精神娱乐生活的享受。

ＭＳＭ活动场所除了 ＭＳＭ 酒吧、ＭＳＭ 浴池等聚集

场地外，更多的是网络空间场所，随着实体活动空间

向网络空间的延伸，ＭＳＭ 不用亲临 ＭＳＭ 聚会现

场，在 ＭＳＭ网站就可以谈心、联络和约会。

长期以来，受异性恋主流文化的影响，ＭＳＭ 社

交范围狭窄，生活和发展的平台极为有限，网络是他

们获取信息、交友和寻找性伴的主要渠道。考虑到

自身身体健康问题，网络也是ＨＩＶ咨询检测的主要

工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手机和网络使得交友

更加容易，方式更加多样，性伴更换频繁。男性伴侣

是 ＭＳＭ寻找心灵慰藉和发展社交关系的轴心。个

案访谈和小组座谈表明：网络寻找男性伴侣的类型

与男男性行为人群共同的都市生活经历、社会阶层，

以及同性恋亚文化有关。网络交友寻找性伴、发生

性行为寻找性伴与ＨＩＶ感染率的差异性比较发现，

ＭＳＭ 是否通过网络寻找固定男性伴、是否经常使

用网络寻找性伴、每周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频率、通

过网络结识境外同性朋友、参与网络发起的同志交

友活动，不同组间 ＨＩＶ感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网络交友发生性行为与 ＨＩＶ

感染率比较，表明 ＭＳＭ艾滋病高危行为普遍存在，

男性伴数量、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是什么人、

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对 ＨＩＶ感染均有显著影响

（均犘＜０．０５），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
［４６］结果一致。

提示网络交友发生性行为容易感染 ＨＩＶ与网络结

识性伴密切相关。通过网络寻找性伴、频繁更换性

伴、与不熟悉男性朋友发生性关系和性行为中不注

意安全防范措施是网络交友感染ＨＩＶ的主要原因。

重庆市 ＭＳＭ ＨＩＶ感染率一直居全国前列
［７］。

本组调查结果显示，ＨＩＶ 感染率较高，为２１．３６％

（４４／２０６），也可能与本次调查样本量小，代表性有限

有关。不同文化程度 ＭＳＭ 安全套使用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文化程度越高者对性病及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越高［８］，越懂得自我保护，对定

期进行 ＨＩＶ咨询检测有较高的认同，能够自觉采取

有效措施降低 ＨＩＶ感染。文化程度是影响 ＭＳＭ

生殖健康知情权和性行为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因

素，因此，加强健康教育宣传会不同程度地改变这一

人群的认知水平和态度倾向，会对其行为改变产生

·４６４·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７月第１５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６



不同程度的影响［９］，建议媒体和社会组织，在同志网

站、聊天室、ＱＱ群和手机交友平台等加强宣传。不

同文化程度 ＭＳＭ 每周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频率、

ＨＩＶ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犘＞

０．０５）。

网络交友形式上表现为交友渠道、性伴来源的

网络化，实质是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被人际性行

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即个体的性伴侣（们），虽然

大家都不认识，也无往来，但是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

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性的网状实体”之中［１０］。

如果任意两个网状实体之间，某个人与双方均有性

关系，那么两个“网体”就被联接起来，形成更大的

“网体”，这个联接者就是“桥梁人群”，也是艾滋病防

治的重点对象［１１］。ＭＳＭ 有着极为复杂的性关系

网，网络交友是现实生活交友的延伸，提示规范网络

交友秩序，净化网络交友环境，才能提高网络交友的

安全性。同时，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开展同伴教育

和行为干预，有助于减少性行为中联结 ＭＳＭ 网体

之间的桥梁人群，也是阻断 ＨＩＶ感染的有效途径。

个案深入访谈和小组座谈也反映网络交友发生性行

为的选择不单纯是个体心理认知的结果，社会排斥、

异性恋主流文化、社会规范对 ＭＳＭ 的性行为也有

影响。个人或群体行为的变化最终需要社会支持，

需减少对同性恋的排斥和歧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建立同性恋社会支持体系，加强政府医务机构与男

男同性社会组织紧密接触和合作［１２］。由于调查数

据局限，本次研究仅仅是描述和分析 ＭＳＭ 网络交

友、性行为与 ＨＩＶ感染情况，未能全面细致地考察

网络交友发生性行为与ＨＩＶ感染其他变量的关系，

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其他风险性行为也未提及，均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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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４（６）：１０１．

［１１］ＡｒａｌＳ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ｅｘＴｒａｎｓｍＤｉｓ，２０００，

２７（６）：３２７－３２８．

［１２］杨海霞，陈伯中，凌坤，等．湖南省永州市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艾滋病

疫情特点［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５，１４（４）：２３２－２３５．

（本文编辑：付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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