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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中国男男性行为者人群中上升趋势十分迅速，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尤其明显，该人群

具有性伴较多、无保护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滥用违禁催情药物等高危行为。论文针对该人群中的传播特点的研究进展进行探讨，

为下一步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病毒在青年学生中的男男性行为者人群内蔓延传播提供参考和指引。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fection rate of AIDS virus has risen rapidly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especially 
among young students, who have more sexual partners, unprotected anal sex, abuse of illegal aphrodisiac drugs and other high-risk 

behavi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opul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on 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AIDS virus among young students who have sex with men.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者人群；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传播特点；防治策略

Keyword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young students; AIDS virus;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基金项目：梧州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02239）。

DOI: 10.12346/pmr.v4i4.7102

1 引言
1981 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出现在性传播中，截至

2020 年底，全球 90% 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都是通过

性传播感染的。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仅包括男性同

性性取向者，还包括有男性性行为的男性异性取向、双性

性取向和异性者，WHO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提出，相对于 

一般男性人群，男男性行为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风险达到 27 倍 

以上 [1]。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从 2006—2019 年间新

增艾滋病感染者中 MSM 病例占比从 1.5% 飙升到 23.0%[2]，

中国男男性行为者 HIV 感染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男男性行

为者当前已经是 HIV 的重要流行人群，如何有效降低 HIV

在 MSM 人群中的传播扩散是现阶段控制疾病蔓延的重中

之重。

2 中国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中 HIV 的流
行情况

2020 年在中国国家疫情数据库中显示新报告的年龄在

15~24 岁青年学生病例有 2977 例，占该年龄段的 22.3%，

占当年新报告病例的 2.3%，男性同性传播占 81.7%。在

2020 年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阳性率发现，男性同性人群

8.6%，近 5 年的阳性率经数据模型调整后在 8%~9% 区间内

波动。

尤其针对在男男性行为者中的青少年群体，在韩晶 [3]

的论文中数据显示，2013—2017 年全国新报告青年学生感

染者 12037 例，11760 例（97.7%）为男性，同性传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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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82.2%，其中 3342 例青年学生感染者在最近三个月发生

性行为，2087 例（62.4%）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国

家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哨点监测项目数据显示 [4]，中国 HIV

感染率在青年学生 MSM 人群呈明显急速飙升趋势，同时新

发感染率仍处于很高的水平 [5]，另外通过高危的、无保护的

男男性行为是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上升的

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发现青年学生感染病例以同性传播为最主要的感染

方式，大部分感染时间在 20 岁前，且相对于其他危险人群，

青年学生 MSM 人群的 HIV 感染率尤其突出，该人群已经

成为一个受艾滋病严重影响的人群 [6]。

3 青年学生中 MSM 人群感染艾滋病的特点
3.1 首次性行为年龄趋于年轻化，部分为危险度极

的高非自愿发生的性行为
燕红等 [7] 通过对 180 名大学生 MSM 人群开展首次性行

为年龄调查项目显示，首次性行为发生在 18~24 岁的 MSM

学生占 76.57%，讨论结果为首次性行为时间越年轻，感染

HIV 风险越大。王毅等 [8] 开展当地 MSM 人群随机抽样调

查发现，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段为 12~22 岁，性行为对

象为男性占 92.4%，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年龄段 12~24 岁。

另外有研究表明，88.7% 的 MSM 首次同性性行为为自愿性

行为，但仍有 11% 为非自愿 [9]，非自愿发生的首次同性性

行为增加了高危性行为和 HIV 感染的风险。

不言而喻，调查情况发现中国青年学生 MSM 人群在年

龄偏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首次性行为，尤其在一线发达地

区，MSM 群体在高中毕业之前就已经发生性行为，重点提

示需要在初高中阶段开展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宣传工作。

3.2 多种高危行为特点共存
在生理学上，大学生的性观念比较开放，自我防卫能

力差，社交圈子范围广且错综复杂，知行分离严重 [10]。在

MSM 群体中，高危险性行为类型有：缺乏安全措施、多性

伴等。而大学生 MSM 人群的高危行为特征主要有：不是每

次均使用安全套或偶尔使用安全、性行为多样化、性伴更换

频繁等情况 [11]。

3.3 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
目前已知的预防艾滋病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正确全程使用

安全套，然而针对在校大学生 MSM 人群的调研发现，这些

人群“知行分离”情况严重 [12]，不乐意使用安全套。曾梓等 [13]

对广西部分高校大学生开展 MSM 人群研究显示，6 个月出

现高达 4% 的无保护措施肛交率，同时调查对象与固定性伴

发生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低于非固定性伴。宣舟斌、商颖、

徐湘等人 [14] 对学生 MSM 人群进行干预，近 6 个月的效果

由干预前同性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 27% 增加 51.3%，结果

表明，采取主动、高效的有针对性的介入措施，能有效提高

大学生安全套使用率，避免发生高风险的无保护性行为。大

学生 MSM 群体不喜欢用套，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

己是健康的，或者他们的性伴是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会影

响到他们的性生活品质；在发生性关系时，如果没有带安全

套，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 MSM 群体的自我防护 [15]。

3.4 大学青年 MSM 人群性活跃程度高
性行为多种多样、性伴多和偶然性伴的青少年是性活跃

的群体，性行为多样化、性伴增多等特征，可能会造成感染

后继发二代传播，必须尽早针对这部分人群开展安全教育干

预。王红红等人 [16] 调查发现，大学生 MSM 群体出现交友

广泛的现象，最近六个月有至少 2 个性伴者占 47.6%，且大

部分为偶然性伴；张夏梦等人 [17] 研究得出多性伴与 HIV 高

感染率具有相关性的结论，中国大部分高校青年学生 MSM

群体中，多性伴（≥ 2 个性伴）比例高达 58.9%。

以上研究数据揭示，预防学生 MSM 群体感染 HIV 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提倡每次性行为是单性伴或固定性伴。

3.5 交友软件泛滥
陈怀良，陈瑾 [18] 对 1151 名调查对象调查中发现，

78.2% 报告曾使用男同社交媒体寻找性伴，67.2% 近 6 个月

使用过男同社交 APP 寻找性伴。最常使用的男同社交媒体

为 Blued，其次为 Aloha、Zank、Grindr、Jack’d 等 APP，

无调查对象报告使用 Scruff。

李志晴等人 [19] 共分析 4651 名 MSM 人群，按主要使用

交友程序分为 3 组：Blued 组 2160 人（46.44%），微信组

2113 人（45.43%），QQ 组 378 人（8.13%），Blued 组 和

微信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自我认同性取向为同性恋的

比例均高于 QQ 组（均有 P ＜ 0.05）。Blued 组最近 6 个月

发生男男群交行为的比例最高（8.1%），其次是QQ组（6.9%）

和微信组（5.3%）。Blued 组、微信组和 QQ 组艾滋病检出

率分别是 2.2%、3.0% 和 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杨诗

凡 [20] 调查成都市 204 名学生中 MSM 交友 APP 中使用率前

3 位的依次为 Blued 79.4%、Aloha 41.2%、Zank 23%。不同

方式、不同时间段使用 Blued，与寻找性伴发生率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通过以上材料初步推断：由于使用不同交友

APP 的 MSM 群体在行为学特征上存在差异，导致其存在不

同的感染风险，下一步应按照不同的特征，开展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

3.6 校园文化环境的不认可
在高校这种特殊的环境范围内，学校设立的规章制度、

校园文化的熏陶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导致大学生

MSM 更不愿向其他人透露心声。宣舟斌等人 [21] 对 68 名

MSM 进行访谈，校园文化的不认可和不接纳，以至于大学

生 MSM 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最后通过频繁交友，寻

求理解和认同，导致可能产生多性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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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策略探讨
4.1 积极开展暴露前后预防用药防控策略

暴露前预防用药（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是

当今前沿的以及最有效的 HIV 预防新措施 [22]，表述为未感

染 HIV 的高风险 MSM 人群在发生暴露前，通过服用抗反

转录病毒药物来降低发生感染的概率。王科儒、彭丽萍、顾

菁等人 [23] 开展暴露前预防用药的相关研究，通过研究发现

当 PrEP 依从性为 100% 时，预计在未来 10、15 和 20 年内

完成消除艾滋病目标，前提是高风险 MSM 人群的 PrEP 覆

盖率需分别为 65%、32%、19% 的结论。

而非职业暴露后预防（Non-occupational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nPEP）是需要在发生 HIV 暴露后 72h 内尽快

服用抗病毒药物并连续维持 28 天，用于降低 HIV 感染风险

的一项方法。吴雨霏、沈智勇、杨新宇等人 [24] 在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整合广西某些城市的 MSM 社会组织为

契机，构建“社会组织—CDC/ 医院—药店”三位一体的联

合服务合作模式，通过实行 nPEP，可以大大降低 MSM 人

群中艾滋病的新发感染。

4.2 针对有害药物的监管
近年来，我国新型毒品日益增多，在 MSM 圈子中常

用零号胶囊、Rush poppers 及冰毒等合成物质，尤其在青少

年 MSM 群体中较受欢迎，其中 Rush poppers 是使用率较

高的一类新型毒品，研究材料表明 [25]，曾服用过 MSM 占

19.2%~53.6%。Rush poppers 的作用是放松肛门括约肌以降

低肛交性行为时候的疼痛感，且能够迅速扩张血管而达到性

愉悦，是一种 MSM 人群较为常用的助性剂。

Rush poppers 往往会出现在无保护群交等高危性行为 

中 [26]，继而引发艾滋病、梅毒等疾病在该 MSM 人群中的

广泛流行。由于 Rush poppers 低廉的价格，在网络店铺或性

用品实体商店都能够轻易买到，难以对 Rush poppers 进行严

格的管制。因此，必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有效管控

Rush poppers 的销售。

4.3 鼓励男男性行为者“HIV 感染状况配对”或“知

情交友”
“感染状况配对”是 MSM 自发形成的旨在减低 HIV

感染风险的一种行为模式 [27]。其首要目的是减低 MSM 中

HIV 感染和传播危害，核心是 HIV 检测和性伴间感染状况

相互告知，这就要求交友双方要互相了解对方的检测结果。

与性伴发生性行为之前，性伴双方往往会问及感染状况，如

若不清楚自己的感染状况，对方就会拒绝发生性行为。这在

一定程度上迫使 MSM 定期检测，及时了解自己的感染状况，

减少男男性行为中的 HIV 感染风险。且无论是性伴个人或

是双方检测 HIV，或是告知自身 HIV 感染状况和治疗情况，

对 MSM 性健康文化的促进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感染

状况配对”有助于将健康防病理念融入 MSM 的生活，促进

HIV 检测和性伴告知，提升 MSM 社区健康意识，将艾滋病

防控的公共卫生要求转化为 MSM 个体的自觉行为，使之更

能为 MSM 社区所接受。

HIV 感染状态知情交友（简称知情交友）是指 MSM 在

对性伴的 HIV 感染状态了解的情况下才选择是否交友 [28]，

据此决定下一步是否发生性行为以及发生何种性行为的办

法，包括仅与HIV感染状态一致的性伴发生无套肛交（CAI）、

仅与 HIV 感染状态不一致的性伴肛交时才使用安全套等。

4.4 利用“互联网 +”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
构建互联网作为 HIV/AIDS 传递艾滋病治疗知识政策的

平台，同时可以提供线上预约、线下检测服务 [29]，也可以

提供在线咨询平台提供实时的咨询和问诊服务，便于提高随

访率和抗病毒治疗率，开发 CD4 检测预约、匿名性伴告知

等功能，形成专业化、人性化、智能化的随访关怀机制 [30]。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开展的防控工作中，不仅要增加知识

宣传面，同时要继续针对青年学生 MSM 人群开展针对性的

干预服务。另外应按照这类人群的特点和需求，建立多部门

联防联控机制和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来扩展更有适合

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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