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

呈全球性流行［1］，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估计，2012年全球 15~49岁女性中梅毒患病率为

0.50%，男性梅毒患病率为 0.48%。2012年，梅毒发

病率为 1.5/1 000人［2］。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

也可通过血液传播，可引起神经、心血管等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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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江苏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男性戒毒人群的梅毒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于2018年6—8月对江苏

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男性戒毒人群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实验检测抗体，通过问卷调查基本信息、吸毒情

况及性行为情况。结果：790例中共发现133例梅毒抗体阳性，梅毒感染率16.8%，梅毒组平均年龄（P < 0.001）与开始吸毒的平

均年龄（P=0.002）高于非梅毒组，两组间性伴侣情况存在差异（P=0.044）；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毒年限较长

（OR=1.04，95%CI：1.00~1.07）和有临时性伴侣（OR=1.90，95%CI：1.18~3.05）是该人群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该人群梅毒

感染率高，与吸毒年限较长和不安全性行为有关。

［关键词］ 梅毒；戒毒人群；性行为；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5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368（2021）07⁃1079⁃05
doi：10.7655/NYDXBNS20210724

Analysis of syphilis inf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NI Zeyang，YE Xiangyu，WANG Yidi，HUANG Peng，YU Rongbin*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School of Public Health，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infection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syphilis among male drug addicts in a compulsory
isolation detoxific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Methods：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male drug addicts in a
compulsory isolation detoxific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June to August 2018. The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by the syphilis
particle agglutination test，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drug abuse and sexual behavior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Results：
Among 790 people，133 cases of syphilis antibody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 The syphilis infection rate was 16.8%. The average age of
syphilis group（P < 0.001）and the average age of starting drug use（P=0.002）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syphilis group.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sexual partn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44）；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syphilis group（P <
0.001）and the average age of starting drug use（P=0.002）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syphilis group.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sexual
partn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44）；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longer years of drug use（OR=1.04，95% CI：1.00~1.07）
and temporary sexual partners（OR=1.90，95%CI：1.18~3.05）were risk factors for syphilis infection in this population. Conclusion：
The syphilis infection rate is high in this population. It i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years of drug use and unsafe sex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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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甚至威胁生命［3］。

吸毒人群是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国内艾滋病

哨点监测资料显示，吸毒者梅毒抗体总阳性率在

4.0%~5.0%之间［4］。如同时伴有不安全注射、不安

全性行为等高危行为，会增加包括梅毒在内的多种

传染病的感染和传播风险，给公共卫生带来沉重的

负担。为此，本研究以江苏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男

性戒毒人群为研究对象，了解吸毒人群梅毒感染状

况，并探索其危险因素，以期为该人群制定有效且

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18年 6—8月于江苏省某强制隔离戒毒

所男性戒毒人群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年龄

18周岁以上，且能与调查员正常沟通交流；排除未

进行梅毒抗体检测者。所有研究对象均被告知研

究的目的和意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经

获得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现场调查

查阅相关文献，在欧洲毒品和成瘾监测中心药

物相关性传染病示例问卷的基础上，根据戒毒所实

际调查情况，征询相关专业人员后设计问卷。经

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进

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毒品使用情况、注射吸毒情况、性行为等信息。

1.2.2 实验室检查

梅毒检测采用的是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实验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TPPA），

TPPA阳性定义为梅毒感染。

1.2.3 质量控制

对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专人随

机抽检调查表进行复查，制定具体的实验操作手

册，双轨录入调查表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双轨录入，建立数据库，采

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定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 ±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定性资料则以频数（构成比）表示，采用χ2检验

进行组间比较；进一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将单因素分析P < 0.10
的变量选为自变量，梅毒感染情况作为因变量进行

多因素Logistic分析。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概率检验，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共调查 809例吸毒戒毒者，回收有效问卷及对

应血样 790份，应答率为 97.65%。研究对象年龄

（38.11±8.41）岁，最高65岁，最低21岁，文化水平以

初中为主（50.6%），33例（4.2%）来自省外，109例

（13.8%）有过输血/献血史，386例（48.9%）有纹身/穿
孔行为。经实验室检查发现梅毒血清抗体阳性共

133 例，梅毒感染率 16.8%。梅毒感染组年龄

（41.34±8.48）岁，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52.6％），6例
（4.5％）来自省外，13例（9.8%）有过输血/献血史，

66例（49.6%）有纹身/穿孔行为。梅毒组与非梅毒

组基本情况比较如表 1所示，两组间平均年龄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2.2 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情况

使用问卷调查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与性行为

情况，非梅毒组首次吸毒年龄为（27.24±8.10）岁，梅

毒组为（29.66±8.62）岁，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主要使用毒品种类均为冰毒。两组分

别有 107例（16.3%）与 26例（19.5%）有注射吸毒经

历，其中有共用针头行为者分别为 21例（19.6%）与

5例（19.2%）。性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仅 34.6%的吸

毒者只有稳定性伴侣，且两组性伴侣情况存在差异

（P=0.027），非梅毒组的48.4%（318/657）拥有临时性

伴侣，而梅毒组的比例则高达 60.8%（81/133）。其

中538例（68.1%）表示在性交时从不使用避孕套，仅

48例（6.1%）每次都会使用。此外，大部分吸毒者否

认其性伴侣存在注射吸毒行为（表2）。
2.3 梅毒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根据以上单因素分析结果，参考既往研究，将

吸毒年限、是否有稳定/临时性伴侣和使用避孕套情

况作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

析（年龄因与吸毒年限之间存在共线性关系而未纳

入）。结果显示，吸毒年限较长者（OR=1.04，95%CI：
1.00~1.07）和有临时性伴侣者（相对于仅有稳定性

伴侣，OR=2.00，95%CI：1.26~3.18）更易发生梅毒感

染（表3）。
3 讨 论

本次对江苏省某戒毒所吸毒戒毒人群的调查

发现，790例研究对象主要为 30~45岁年龄段人群、

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绝大部分是江苏本地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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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江苏省某戒毒所强制戒毒人群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mpulsory drug addicts in one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变量

身高（cm，x ± s）

体重（kg，x ± s）

年龄（岁，x ± s）

文化程度［n（%）］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居住地［n（%）］

省内

省外

既往输血/献血［n（%）］

是

否

不知道/不记得

纹身穿孔［n（%）］

是

否

非梅毒组（n=657）
172.86 ± 5.35

0072.20 ± 12.38
037.45 ± 8.25

103（15.7）
330（50.2）
183（27.9）
41（6.2）

630（95.9）
27（4.1）

096（14.6）
351（53.4）
210（32.0）

320（48.7）
337（51.3）

梅毒组（n=133）
173.21 ± 5.11
072.85 ± 9.63
041.34 ± 8.48

019（14.3）
070（52.6）
034（25.6）
10（7.5）

127（95.5）
06（4.5）

13（9.8）
070（52.6）
050（37.8）

066（49.6）
067（50.4）

t/χ2值

-0.678
-0.573
-4.930
-0.199

-0.040

-3.136

-0.031

P值

0.498
0.567

<0.001
0.843

0.841

0.208

0.860

表2 研究对象吸毒行为与性行为情况

Table 2 Drug use and sexual behavior in participants

变量

首次吸毒年龄（岁，x ± s）

主要吸毒种类［n（%）］

冰毒

其他

吸毒方式［n（%）］

注射

其他

共用针头［n（%）］

是

否

是否有稳定/临时性伴侣［n（%）］

无性伴侣

仅有稳定性伴侣

有临时性伴侣

和性伴侣性交时使用避孕套情况［n（%）］

从不

有时

总是，每一次

性伴侣是否有注射吸毒行为［n（%）］

无

有

不知道/不记得

非梅毒组（n=657）
27.24 ± 8.10

592（90.1）
65（9.9）

107（16.3）
550（83.7）

021（19.6）
086（80.4）

100（15.2）
239（36.4）
318（48.4）

451（68.6）
171（26.1）
35（5.3）

476（85.4）
25（4.5）

056（10.1）

t/χ2值

-3.042
0.726

0.942

0.004

7.230

-0.884

0.713

P值

0.002
0.394

0.332

0.947

0.027

0.377

0.700

梅毒组（n=133）
29.66 ± 8.62

123（92.5）
10（7.5）

026（19.5）
107（80.5）

005（19.2）
021（80.8）

018（13.5）
034（25.6）
081（60.9）

087（65.4）
033（24.8）
13（9.8）

095（82.6）
07（6.1）

0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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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调查的吸毒人群中梅毒感染率 16.8%，明显高

于葛琳等［4］报道的国内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与另

几项研究数据接近［5-8］，虽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本研

究并未对于 TPPA结果阳性者进行进一步检测，但

依然可以看出该人群梅毒感染情况较为严重。本

研究性行为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50.1%）吸毒者

有临时性伴侣，其中仅 6.0%表示每次与其稳定/临
时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都会使用避孕套，而67.8%
的吸毒者表示在性交时从不使用避孕套，远高于金樱

枝等［5］的研究数据（24.1％），故本研究人群不安全性

行为较为普遍。这与多因素分析结果一致，有临时

性伴侣者比仅有稳定性伴侣者更易发生梅毒感染

（OR=2.00，95%CI：1.26~3.18），提示不安全性行为

是该人群发生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黄鹏翔等［6］的

研究显示，56.0%的吸毒者最近1年与商业性伴发生

过性行为，其中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

安全套的比例仅为11.9%。而在郭燕等［7］的研究中，

仅26.4%的吸毒者在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

全套。说明吸毒人群普遍存在高危性行为。

高永明等［9］的研究发现，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

品吸食者发生性行为频率高于传统毒品吸食者，而

安全套使用比例低于传统毒品吸食者。Sun等［10］的

研究也发现，合成毒品使用者性行为频率和梅毒患

病率明显高于传统毒品使用者。研究已证实，以冰

毒、摇头丸等合成毒品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大量多巴

胺，使人产生强烈的兴奋感和欣快感，性欲望增强，

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加之吸食毒品后经常会发生

群交，从而导致梅毒、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传播风

险增加［8，11］。另有研究发现，一旦海洛因依赖性形

成，性功能和性心理发生逆向转化，表现为性欲减

退或消失，因静脉注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故传统

毒品吸食者比新型毒品吸食者较少发生不安全性

行为［12］。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在全国现

有 250.5万名吸毒人员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 151.5
万人，占 60.5%［13］。而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冰毒使用

比例超过 90%，远高于全国比例，这可能是该人群

梅毒感染率高于前述葛琳等［4］报道的国内艾滋病哨

点监测数据的原因，但由于本研究其他毒品使用比

例过低可能导致了不同毒品使用者间未显示出感

染情况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毒品与性行为关系发

现，使用冰毒者的确更倾向于拥有临时性伴侣，即

吸食冰毒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可能性更高，这与杨单

单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中调查对

象为江苏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群，均为男

性，无法代表女性及所有戒毒人群，需进一步开展

多中心研究。此外本研究梅毒感染者定义为TPPA
阳性者，TPPA试验存在假阳性可能，仍需进一步确

诊梅毒患者。

综上所述，江苏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男性戒毒

人群梅毒感染状况较为严重，较长吸毒年限以及不

安全性行为是其重要危险因素。目前有关吸毒人

群的健康教育主要面向的是传统针具吸毒者，但随

着近年来以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使用比例逐渐

增加［5］，有必要积极探索并开展针对吸食新型毒品

人群的有效干预措施，尤其应当加强性行为相关健

康知识的普及和避孕套的推广使用。因此，应积极

加强吸毒人群的健康教育和传染病监测，普及传染

病防治科学知识，营造该人群参与传染病防治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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