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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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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河池市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依

据。方法　对河池市辖区内不同场所档次女性性工作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犎 检

验推断安全套使用情况，用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回归分析对安全套使用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调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河池市女性性工作者１０８６７人，艾滋病相关知识总知晓率９５．６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随场所档

次提高而增大（趋势χ
２＝５３．７２，犘＜０．０１）。安全套使用频率影响因素分析显示，来自高档场所（犗犚＝３．０３４，

９５．０％犆犐＝２．４１０～３．８１８）和中档场所（犗犚＝１．８０７，９５．０％犆犐＝１．６３９～１．９９２）者较低档场所者坚持使用安全套

的可能性较大，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犗犚＝１．４０３，９５．０％犆犐＝１．１８３～１．６６５）较初中及以下者坚持使用安全

套的可能性较大。另外，艾滋病知识作答全对（犗犚＝２．５２１，９５．０％犆犐＝２．２９１～２．７７３）、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

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服务（犗犚＝２．０１９，９５．０％犆犐＝１．５６８～２．５９９）、接受过同伴教育（犗犚＝１．５３８，９５．０％犆犐＝

１．３６５～１．７３３）均为安全套使用的促进因素。而年龄在４０岁以上（犗犚＝０．８３５，９５．０％犆犐＝０．７３７～０．９４５）则为影响

安全套使用的危险因素。结论　安全套的使用主要受调查对象自身文化程度及其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程度等因

素的影响，加强针对低档场所以及中年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有利于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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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女性性工作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ＳＷｓ）

进行哨点监测，是深入了解该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状况

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有效途径，持续的横断面调查对

于及时掌握该人群历年来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

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流行趋势的变化情

况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ＵＮＡＩＤＳ）在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年度世界艾滋病日报

告中指出，２０１５年全世界１５岁及１５岁以上人口中

新增ＨＩＶ感染人数１９０万人，其中１５～２４岁的女

性感染者约占２０％，该群体存在巨大的 ＨＩＶ感染

风险。同时，报告警示，性工作者群体感染 ＨＩＶ的

风险比一般人群高１０倍
［１］。在我国，性传播依然是

ＨＩＶ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２］，而 ＨＩＶ通过性传播的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危险的性行为。ＦＳＷｓ是存在高

危行为的人群，也是将 ＡＩＤＳ从高危群体传播至一

般人群的桥梁，是我国当前 ＡＩＤＳ防治工作中不容

忽视的群体。在既往研究中，关于河池市ＦＳＷｓ安

全套的使用情况以及历年来ＡＩＤＳ流行特征变化趋

势的报道较为缺乏［３］，并且未能对该群体安全套使

用影响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为进一步了解河

池市ＦＳＷｓ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及其有别于其他地

区的安全套使用相关影响因素，及时掌握其 ＡＩＤＳ

流行特征的动态变化规律，本研究现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河池市ＦＳＷｓ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研究结果将为河池市制定针对性较强的

ＡＩＤＳ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广西河池市辖区内的ＦＳＷｓ，根据

其工作场所档次的差别，可分为低档（小饭店、洗脚

屋及街头等）、中档（宾馆和美容美发店等）、高档（酒

店、歌舞厅和桑拿洗浴中心等）３类。

１．２　调查方法　对不同场所档次ＦＳＷｓ开展一对

一匿名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ＦＳＷｓ的人口学特

征、ＡＩＤＳ知识知晓情况、行为学特征、接受预防

ＡＩＤＳ干预服务的情况等。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百分率趋势性检验比较和

检验计数资料率的差异，以及是否存在某种变化趋

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安全套使用差异

的影响因素。所有统计学方法均采用双侧检验，检

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共调查 ＦＳＷｓ

１０８６７例。其中４３．２３％来自低档场所，４９．７５％来

自中档场所，７．０２％来自高档场所；年龄为１４～６１

岁，平均年龄（３１．６４±７．６２）岁，以４０岁以下为主，

占８３．２９％；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５６．７９％，其

次为小学，占２８．６２％；婚姻状况：未婚、在婚、同居、

丧偶或离异者分别占２７．０４％、６１．６７％、４．４９％、

６．８０％；户籍主要为本省籍，占９２．１０％；在本地工

作时间≥６个月者占７４．３６％，前一个工作地点以本

省居多，占８３．３６％，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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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市ＦＳＷｓ人群人口学特征分布［人（％）］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ＳＷｓｉｎＨｅｃｈｉ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Ｎｏ．ｏｆＦＳＷｓ［％］）

项目
２０１１年

（狀＝１８７０）

２０１２年

（狀＝１８３６）

２０１３年

（狀＝２３４６）

２０１４年

（狀＝２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狀＝２４２４）

合计

（狀＝１０８６７）

场所档次

　低档 ６１７（３２．９９） ７９８（４３．４６） １０５１（４４．８０） １０６７（４４．６３） １１６５（４８．０６） ４６９８（４３．２３）

　中档 １１１８（５９．７９） ９３８（５１．０９） １１６７（４９．７４） １１４０（４７．６８） １０４３（４３．０３） ５４０６（４９．７５）

　高档 １３５（７．２２） １００（５．４５） １２８（５．４６） １８４（７．６９） ２１６（８．９１） 　７６３（７．０２）

婚姻状况

　未婚 ５９４（３１．７７） ５５７（３０．３４） ７３２（３１．２０） ６５３（２７．３１） ４０２（１６．５８） ２９３８（２７．０４）

　在婚 １１５２（６１．６０） １０３７（５６．４８） １３９６（５９．５１） １３３７（５５．９２） １７８０（７３．４３） ６７０２（６１．６７）

　同居 　７０（３．７４） １５０（８．１７） 　７３（３．１１） １２５（５．２３） 　７０（２．８９） 　４８８（４．４９）

　离异或丧偶 　５４（２．８９） 　９２（５．０１） １４５（６．１８） ２７６（１１．５４） １７２（７．１０） 　７３９（６．８０）

户籍所在地

　本省 １７３０（９２．５１） １７０５（９２．８６） ２１５０（９１．６５） ２１４７（８９．８０） ２２７７（９３．９４） １０００９（９２．１０）

　外省或外籍 １４０（７．４９） １３１（７．１４） １９６（８．３５） ２４４（１０．２０） １４７（６．０６） 　８５８（７．９０）

文化程度

　文盲 　５９（３．１５） 　５６（３．０５） 　６０（２．５６） １０１（４．２２） １０８（４．４６） 　３８４（３．５３）

　小学 ４８５（２５．９４） ５１９（２８．２７） ５５２（２３．５３） ７３３（３０．６６） ８２１（３３．８７） ３１１０（２８．６２）

　初中 １１１９（５９．８４） ９９７（５４．３０） １４０５（５９．８９） １３３５（５５．８３） １３１５（５４．２５） ６１７１（５６．７９）

　高中或中专 １９０（１０．１６） ２４９（１３．５６） ２８８（１２．２７） ２０７（８．６６） １６１（６．６４） １０９５（１０．０８）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０．９１） 　１５（０．８２） 　４１（１．７５） 　１５（０．６３） 　１９（０．７８） 　１０７（０．９８）

在本地工作时间

　≥１年 ９４５（５０．５４） ９４０（５１．２０） １２４６（５３．１１） ８３２（３４．８０） １３８３（５７．０５） ５３４６（４９．１９）

　６～１２个月 ４３７（２３．３７） ４２１（２２．９３） ６２７（２６．７３） ６９５（２９．０７） ５５５（２２．９０） ２７３５（２５．１７）

　１～６个月 ３６１（１９．３０） ３６８（２０．０４） ３８４（１６．３７） ６３９（２６．７２） ３５９（１４．８１） ２１１１（１９．４３）

　＜１个月 １２７（６．７９） １０７（５．８３） 　８９（３．７９） ２２５（９．４１） １２７（５．２４） 　６７５（６．２１）

前一个工作地点

　外省 １６７（８．９３） １９３（１０．５１） ２７２（１１．５９） ４８５（２０．２９） ２５２（１０．４０） １３６９（１２．６０）

　本省外市 ５５９（２９．８９） ５０７（２７．６２） ７０４（３０．０１） ８２５（３４．５０） ６１４（２５．３３） ３２０９（２９．５３）

　本市 １０５８（５６．５８） １１３３（６１．７１） １３６６（５８．２３） ９２７（３８．７７） １３６６（５６．３５） ５８５０（５３．８３）

　无 　８６（４．６０） 　 ３（０．１６） 　 ４（０．１７） １５４（６．４４） １９２（７．９２） 　４３９（４．０４）

年龄（岁）

　＜３０ ８７２（４６．６３） ８７５（４７．６６） １０６８（４５．５２） １０３８（４３．４１） ９０４（３７．２９） ４７５７（４３．７８）

　３０～ ６６２（３５．４０） ７０１（３８．１８） ９４９（４０．４５） １００８（４２．１６） ９７４（４０．１８） ４２９４（３９．５１）

　４０～ ３０８（１６．４７） ２４５（１３．３４） ２９６（１２．６２） ３２９（１３．７６） ４６１（１９．０２） １６３９（１５．０８）

　≥５０ 　２８（１．５０） 　１５（０．８２） 　３３（１．４１） 　１６（０．６７） 　８５（３．５１） 　１７７（１．６３）

２．２　ＡＩＤＳ知识知晓情况　ＡＩＤＳ知识总知晓率

（答对６题以上）为９５．６９％（１０３９９／１０８６７），８题全

部答对者占７１．３３％（７７５１／１０８６７）。低档、中档、

高档ＦＳＷｓＡＩＤＳ知识知晓率（答对６题以上）分别

为９４．０４％（４４１８／４６９８）、９６．８２％（５２３４／５４０６）、

９７．９０％（７４７／７６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χ
２＝

５３．７２，犘＜０．０１），具有随着场所档次的提高而增大

的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年度 ＡＩＤＳ知识知晓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χ
２ ＝９．８４，犘＜

０．０１），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２。

２．３　吸毒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调查对象中承认

有吸毒行为者占０．５２％（５６／１０８６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各年度 ＦＳＷｓ吸毒率分别为０．７０％、０．６０％、

０．４３％、０．７１％、０．２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９１．３６，犘＜０．０１）。低档、中档、高档ＦＳＷｓ吸毒率

分别为０．４５％（２１／４６９８）、０．６１％（３３／５４０６）、

０．２６％（２／７６３），经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检验，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６１），尚不能认为不同场所档次

ＦＳＷｓ吸毒率不同。

２．４　接受预防 ＡＩＤＳ相关干预服务情况　最近一

年，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ＡＩＤＳ咨询与检测服

务者占９７．０４％（１０５４５／１０８６７），接受过社区药物

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与交换服务者占１．２８％

（１３９／１０８６７），接 受过同 伴 教 育 者 占 ２１．４３％

（２３２９／１０８６７），至少接受过一项干预服务者占

９７．１３％（１０５５５／１０８６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上述各项

干预服务接受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

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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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市ＦＳＷｓ人群ＡＩＤＳ知识正确知晓情况［人数（％）］

犜犪犫犾犲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ＡＩＤＳａｍｏｎｇＦＳＷｓｉｎＨｅｃｈｉ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Ｎｏ．ｏｆＦＳＷｓ［％］）

ＡＩＤＳ知识
２０１１年

（狀＝１８７０）
２０１２年

（狀＝１８３６）
２０１３年

（狀＝２３４６）
２０１４年

（狀＝２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狀＝２４２４） χ
２ 犘

外表识别感染者 １７１２（９１．５５） １７３９（９４．７２） ２２１４（９４．３７） ２２８７（９５．６５） ２３０６（９５．１３） ３８．５７ ＜０．０１

蚊虫叮咬 １６０７（８５．９４） １６１２（８７．８０） ２０４５（８７．１７） ２０６８（８６．４９） ２１０５（８６．８４） ３．３０ ０．５１

共同进餐 １５６１（８３．４８） １６５０（８９．８７） ２０７６（８８．４９） ２１３７（８９．３８） ２１４０（８８．２８） ４７．３６ ＜０．０１

输血 １７９６（９６．０４） １８１５（９８．８６） ２３０５（９８．２５） ２３６３（９８．８３） ２４１５（９９．６３） ９５．２５ ＜０．０１

共用注射器 １８１８（９７．２２） １８１９（９９．０７） ２３０７（９８．３４） ２３５１（９８．３３） ２３９１（９８．６４） ２１．７０ ＜０．０１

母婴传播 １７４８（９３．４８） １８０７（９８．４２） ２２６８（９６．６８） ２３４８（９８．２０） ２３８７（９８．４７）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１

使用安全套 １８０７（９６．６３） １７８７（９７．３３） ２３１５（９８．６８） ２３１８（９６．９５） ２３９０（９８．６０） ３５．３３ ＜０．０１

单一性伴 １７４０（９３．０５） １７０６（９２．９２） ２２０２（９３．８６） ２１２８（８９．００） ２２３９（９２．３７） ４６．０９ ＜０．０１

全部答对 １１７５（６２．８３） １３８０（７５．１６） １７１４（７３．０６） １７３５（７２．５６） １７４７（７２．０７） ８５．０５ ＜０．０１

答对≥６个问题 １７５７（９３．９６） １７６６（９６．１９） ２２５２（９５．９９） ２２８４（９５．５２） ２３４０（９６．５３） ９．８４ ＜０．０１

　　：百分率线性趋势检验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市ＦＳＷｓ人群接受预防ＡＩＤＳ相关干预服务情况［人数（％）］

犜犪犫犾犲３　ＦＳＷ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ＡＩ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ｃｈｉ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Ｎｏ．ｏｆＦＳＷｓ［％］）

接受服务项目
２０１１年

（狀＝１８７０）

２０１２年

（狀＝１８３６）

２０１３年

（狀＝２３４６）

２０１４年

（狀＝２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狀＝２４２４）

合计

（狀＝１０８６７） χ
２ 犘

安全套宣传和发放／

ＡＩＤＳ咨询与检测

１７３８（９２．９４） １７８４（９７．１７） ２３０３（９８．１７） ２３４３（９７．９９） ２３７７（９８．０６） １０５４５（９７．０４） １３６．０７ ＜０．０１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

清洁针具提供与交换

　１３（０．７０） 　６１（３．３２） 　４５（１．９２） 　 ７（０．２９） 　１３（０．５４） 　１３９（１．２８） １０２．３６ ＜０．０１

同伴教育 ２７７（１４．８１） ６９０（３７．５８） ７６１（３２．４４） ５５２（２３．０９） 　４９（２．０２） ２３２９（２１．４３） １０４８．０７ ＜０．０１

至少接受过一项 １７４２（９３．１６） １７８９（９７．４４） ２３０４（９８．２１） ２３４３（９７．９９） ２３７７（９８．０６） １０５５５（９７．１３） １３０．３ ＜０．０１

２．５　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２．５．１　不同调查周期安全套使用情况　调查对象

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占８８．１７％。最

近一个月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者占

７１．３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年度最近一次发生性行

为时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百

分率线性趋势检验，趋势χ
２＝６５８．６０，犘＜０．０１），具

有逐年上升趋势。此外，经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犎 检

验，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

亦存在统计学差异（犎＝４３２．０８，犘＜０．０１），见表４、

表５。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市ＦＳＷｓ人群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人数（％）］

犜犪犫犾犲４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ａｒｅｃ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ｏｎｇＦＳＷｓｉｎＨｅｃｈｉ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Ｎｏ．ｏｆＦＳＷｓ［％］）

使用情况
２０１１年

（狀＝１８７０）
２０１２年

（狀＝１８３６）
２０１３年

（狀＝２３４６）
２０１４年

（狀＝２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狀＝２４２４）

合计

（狀＝１０８６７）

使用 １１９７（６４．０１） １６６５（９０．６９） ２２１４（９４．３７） ２２３５（９３．４８） ２２７０（９３．６５） ９５８１（８８．１７）

未使用 ３３２（１７．７５） １５０（８．１７） １２０（５．１２） １３８（５．７７） １３６（５．６１） ８７６（８．０６）

拒答 ３４１（１８．２４） 　２１（１．１４） 　１２（０．５１） 　１８（０．７５） 　１８（０．７４） ４１０（３．７７）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市ＦＳＷｓ人群最近一个月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人数（％）］

犜犪犫犾犲５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ｏｎｅｍｏｎｔｈａｍｏｎｇＦＳＷｓｉｎＨｅｃｈｉ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Ｎｏ．ｏｆＦＳＷｓ［％］）

使用频率
２０１１年

（狀＝１８７０）
２０１２年

（狀＝１８３６）
２０１３年

（狀＝２３４６）
２０１４年

（狀＝２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狀＝２４２４）

合计

（狀＝１０８６７）

从未使用 ３９（２．０９） 　１１（０．６０） 　１６（０．６８） 　 ２（０．０８） 　 ７（０．２９） 　７５（０．６９）

有时使用 ６６０（３５．２９） ４１９（２２．８２） ５８４（２４．８９） ５５３（２３．１３） ４００（１６．５０） ２６１６（２４．０７）

每次使用 ８４０（４４．９２） １３８１（７５．２２） １７１０（７２．８９） １８３０（７６．５４） １９９７（８２．３８） ７７５８（７１．３９）

拒答 ３３１（１７．７０） 　２５（１．３６） 　３６（１．５４） 　 ６（０．２５） 　２０（０．８３） ４１８（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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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安全套使用频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调查

对象最近一个月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用安全套

为因变量（０＝最近１个月未做到每次均用安全套，

１＝最近１个月每次均用安全套），以场所档次、婚姻

状况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６。首先进

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并将犘＜０．０５的自变

量选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两次均采用进入

法（纳入标准为犘＜０．０５，剔除标准为犘＞０．１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场所档次高、文

化程度高、ＡＩＤＳ知识作答全部正确、接受过安全套

宣传和发放／ＡＩＤＳ咨询与检测服务、接受过同伴教

育是安全套使用的促进因素，而年龄在４０岁以上是

影响安全套使用的危险因素，见表７。

表６　调查对象安全套使用主要影响因素和赋值

犜犪犫犾犲６　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变量 赋值

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安全套

的使用

０＝未每次均用安全套；１＝每次均

用安全套

年龄 ０＝＜４０岁；１＝≥４０岁

婚姻状况 １＝未婚；２＝在婚；３＝同居；４＝离

异或丧偶

场所档次 １＝低档；２＝中档；３＝高档

知识作答 ０＝未全部答对；１＝全部答对

文化程度 ０＝初中及以下；１＝高中及以上

在本地工作时间 ０＝≤６个月；１＝＞６个月

户籍所在地 １＝本省；２＝外省；３＝外籍

接受安全套宣传和发放／ＡＩＤＳ

咨询与检测

０＝否；１＝是

接受同伴教育 ０＝否；１＝是

表７　调查对象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过程中安全套的使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７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ｏｎｅｍｏｎｔｈ

变量 调查人数 作答人数 每次使用安全套（人）比率（％） ＣＯＲ（９５％犆犐） 犘 ＡＯＲ（９５％犆犐） 犘

场所档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低档 ４６９８ ４４９４ ２９７１ ６６．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中档 ５４０６ ５２０６ ４１３５ ７９．４３ １．９７９（１．８０７～２．１６８）＜０．００１１．８０７（１．６３９～１．９９２）＜０．００１

　高档 ７６３ ７４９ ６５２ ８７．０５ ３．４４６（２．７６０～４．３０２）＜０．００１３．０３４（２．４１０～３．８１８）＜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１ ０．８５８

　未婚 ２９３８ ２８２１ ２１７２ ７６．９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在婚 ６７０２ ６４５３ ４７４６ ７３．５５ ０．８３１（０．７４９～０．９２２）＜０．００１１．０２２（０．９１２～１．１４６） ０．７０４

　同居 ４８８ ４４７ ３４９ ７８．０８ １．０６４（０．８３７～１．３５４） ０．６１３１．０４７（０．８１４～１．３４６） ０．７２０

　离异或丧偶 ７３９ ７２８ ４９１ ６７．４５ ０．６１９（０．５１８～０．７４０）＜０．００１０．９５４（０．７８３～１．１６３） ０．６４３

文化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初中及以下 ９６６５ ９３３２ ６８２９ ７３．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高中及以上 １２０２ １１１７ ９２９ ８３．１７ １．８１１（１．５３８～２．１３２）＜０．００１１．４０３（１．１８３～１．６６５）＜０．００１

本地工作时间 ０．１１８

　≤６个月 ２７８６ ２７０４ １９７７ ７３．１１ １．０００

　＞６个月 ８０８１ ７７４５ ５７８１ ７４．６４ １．０８２（０．９８０～１．１９５） ０．１１８

户籍所在地 ０．５４７

　本省 １０００９ ９６１３ ７１２４ ７４．１１ １．０００

　外省 ８４６ ８２４ ６２５ ７５．８５ １．０９７（０．９３０～１．２９５） ０．２７３

　外籍 １２ １２ ９ ７５．００ １．０４８（０．２８４～３．８７５） ０．９４４

年龄（岁）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４０ ４７５７ ４５２３ ３４７５ ７６．８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 １７７ １７３ １１５ ６６．４７ ０．６３６（０．５７０～０．７１０）＜０．００１０．８３５（０．７３７～０．９４５） ０．００４

知识作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未全部答对 ３１１６ ２９４１ １７３６ ５９．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全部答对 ７７５１ ７５０８ ６０２２ ８０．２１ ２．８１３（２．５６３～３．０８７）＜０．００１２．５２１（２．２９１～２．７７３）＜０．００１

安全套宣传和发放／

ＡＩＤＳ咨询与检测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未接受 ３２２ ２８８ １６４ ５６．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接受 １０５４５ １０１６１ ７５９４ ７４．７４ ２．２３７（１．７６４～２．８３６）＜０．００１２．０１９（１．５６８～２．５９９）＜０．００１

同伴教育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未接受 ８５３８ ８１６４ ５９１０ ７２．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接受 ２３２９ ２２８５ １８４８ ８０．８８ １．６１３（１．４３８～１．８０９）＜０．００１１．５３８（１．３６５～１．７３３）＜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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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对河池市ＦＳＷｓ开展的调查

结果显示，该人群主要来自中、低档娱乐场所，以４０

岁以下青年及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户

籍以本省为主，与沿海地区以外省籍为主的特征不

同［４］。前一个工作地点在本省者达８３．３６％，在本

地工作时间达半年或半年以上者占７４．３６％，流动

性不强，该特征与梁霞等［５］的研究类似，而与丁琳

等［６］的研究不同，提示对该群体进行长期干预具有

较大的可行性，有利于维持和巩固干预的效果。婚

姻状况以在婚者为主，有别于长春市的调查结果［７］，

存在发生ＨＩＶ婚内传播的潜在风险。

ＡＩＤＳ知识总知晓率（答对６题以上）为９５．６９％，

高于马玉霞等［８］的研究结果。结果显示，低档娱乐

场所的知晓率低于中、高档娱乐场所，可能的原因是

来自低档场所的ＦＳＷｓ文化水平较低，且其工作场

所通常不固定，接受到 ＡＩＤＳ知识宣传普及服务的

机会减少，导致该群体ＡＩＤＳ相关知识的匮乏，发生

不安全性行为的概率增加，传播 ＡＩＤＳ等性传播疾

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的可能性增

大。此外，研究发现，ＡＩＤＳ知识知晓率逐年上升，

与安全套的使用仍不容乐观的现状形成反差，提示

该人群存在知行分离现象，提示知识普及与行为干

预工作应该同时兼顾。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承

认有吸毒行为者占总人数的０．５２％，高于既往类似

调查结果［９］，提示ＦＳＷｓ群体中仍存在部分兼具多

种高危行为者，而研究证实该类群体暴露于ＨＩＶ等

传染性疾病的概率较一般ＦＳＷｓ群体更大
［１０］，使

ＡＩＤＳ干预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从２０１１到

２０１５年，调查对象在既往１年内至少接受过１项

ＡＩＤＳ预防干预服务的比率均达到９０％以上，与仪

征市的监测结果相似［１１］。干预总覆盖率达到

９７．１３％，高于新疆巴州的研究报道
［１２］，说明河池市

针对ＦＳＷｓ开展的预防干预工作覆盖面较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年度ＦＳＷｓ最近一次发生性

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率除２０１１年外均达到９０％

以上，而最近一个月发生性行为时每次均使用安全

套的比率较低，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与张掖市的调查

结果［１３］相比较不容乐观，但高于贵港市同期监测水

平［１４］。国外类似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调查对象都

认识到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避免 ＨＩＶ的传播，但出于

对性服务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未

采取安全措施［１５］，存在知行分离的现象。该分析结

果提示行为干预工作有待深入，可以考虑将干预对

象范围扩展到性服务消费者领域，使该群体普遍认

识到安全套使用的重要性，并在发生性行为时自觉

使用安全套，这对于安全套使用状况的改善和控制

ＡＩＤＳ和其他ＳＴＤ的传播均有积极的影响。

安全套使用频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安全

套的使用与ＦＳＷｓ的文化程度、艾滋病知识的知晓

程度、干预服务的接受情况、场所档次及年龄有关，

与武威市［１６］和湖州市［１７］的研究报道不完全相同，具

有河池当地的特点。有国外学者认为文化程度高低

与高危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１８］，相对于低文化水平

的ＦＳＷｓ而言，高文化程度者安全套使用频率较

高，该结果与王立华等［１９］的研究一致。而针对河池

市ＦＳＷｓ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ＦＳＷｓ文化程度

普遍低下，提示在开展ＡＩＤＳ知识宣传活动时，应多

采用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宣传手段，如制作内容浅显、

通俗易懂的宣传视频等，使文化水平偏低的ＦＳＷｓ

群体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 ＡＩＤＳ预防知识。此外，

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ＡＩＤＳ咨询与检测服务、

接受过同伴教育均为安全套使用的促进因素，提示

这些干预服务对防治 ＡＩＤＳ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尽

可能的提高其覆盖范围和可及性。

场所档次低和年龄在４０岁以上均为影响安全

套使用的危险因素，其中随着场所档次的降低，调查

对象使用安全套的频率减少，提示来自低档场所的

ＦＳＷｓ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概率较大，是 ＡＩＤＳ从高

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蔓延的桥梁，今后应加强对

低档ＦＳＷｓ的干预力度，不仅要普及 ＡＩＤＳ基本知

识使其对预防ＡＩＤＳ的传播保持足够的重视，而且

要加强行为干预使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得以长期应

用。而调查对象年龄与安全套的使用存在关联，可

能的原因是不同年龄段ＦＳＷｓ对预防ＡＩＤＳ相关知

识知晓程度不同，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程度亦不同，

年龄小于４０岁的青年群体较４０岁以上的中年群体

可能更为乐于接受 ＡＩＤＳ相关防护知识的宣传教

育，形成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相比之下，４０岁以

上的中年群体ＡＩＤＳ相关防护知识相对匮乏，自我

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极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其感染ＨＩＶ的风险，提示应加

强针对４０岁以上的ＦＳＷｓ人群的干预力度，使其对

ＡＩＤＳ的传播途径及有效的预防措施有清楚的认

识，促使其在发生性行为时有意识地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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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深化 ＡＩＤＳ相

关知识的普及程度，扩大干预服务的覆盖范围仍为

促进安全套使用的有效措施。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池

市对ＦＳＷｓ开展的ＡＩＤＳ预防干预服务的覆盖面较

广，加强对低档场所以及中年ＦＳＷｓ的干预有助于

减少高危人群的疾病负担。针对河池市ＦＳＷｓ自

身的特点，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干预活动，优化干预

模式，进一步提高干预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调动

各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干预工作，可全面提升 ＡＩＤＳ

防治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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