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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分析苯丙胺类兴奋剂( ATS) 药物依赖者血液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为该人群病情监测和治疗提供有

效依据。方法
獉獉

: 收集万源市戒毒所 2017 年 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入所的 289 名 ATS 类戒毒人员的调查问

卷和血清学样本，分析社会学指标的相关因素，所有数据使用 SPSS 22. 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獉獉

: 289 名 ATS
药物依赖者中，男性 235 名( 81. 31% ) ，女性 54 名( 18. 69% ) ，平均年龄 36. 12 ± 3. 67 a; ATS 药物依赖者中感染 HIV
有 14 名( 4. 84% ) ，感染 HCV103 名( 35. 64% ) ，感染梅毒 19 名( 6. 57% ) ，两种病毒混合感染 11 名( 3. 81% ) ，三种

病毒混合感染 1 名 ( 0. 34% ) ; ATS 药 物 依 赖 者 HIV 感 染 的 危 险 因 素 为 注 射 吸 毒 ( OＲ = 5. 546 ) 、商 业 性 行 为

( OＲ =14. 546) 、吸毒年限( OＲ =5. 019) 和吸毒量( OＲ = 14. 558) ; ATS 药物依赖者 HCV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商业性

行为( OＲ =4. 686) 、吸毒年限( OＲ =5. 033) 和吸毒量( OＲ = 2. 711) ; ATS 药物依赖者 HCV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初中

及以下学历( OＲ =3. 873) 、商业性行为( OＲ = 4. 686) 和吸毒量( OＲ = 3. 291) 。结论
獉獉

: ATS 滥用是导致 HIV 和性传

播疾病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建议在 ATS 滥用群体加强宣传 HIV、HCV 及梅毒的基本知识，预防、干预吸毒人群经

血和性途径传播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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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bloo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drug addicts with

amphetamine ( ATS ) ，and to provide effective basis for disease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Methods:

Questionnaire answers and serologi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89 newly admitted ATS drug addicts
from January 15，2017 to September 30，2018 in Wanyuan Drug Ｒehabilitation Institute． Ｒelevant factors
of sociological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Data managemen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SPSS 22. 0．


Ｒesults: Among 289 ATS drug addicts，235 ( 81. 31% ) were males and 54 ( 18. 69% ) were

females，with an average age of 36. 12 + 3. 67 years; 14 ( 4. 84% ) were HIV － infected，103
( 35. 64% ) were HCV － infected，19 ( 6. 57% ) were syphilis － infected，11 ( 3. 81% ) were syphilis －
infected，and 1 ( 0. 34% ) were ATS drug － dependent． The risk factors of HIV infection in lairs were
injecting drug use ( OＲ =5. 546)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 ( OＲ =14. 546) ，drug use years ( OＲ =
5. 019) and drug use amount ( OＲ = 14. 558 ) ; the risk factors of HCV infection in ATS drug addicts
were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 ( OＲ =4. 686) ，years of drug use ( OＲ =5. 033) and drug use amount
( OＲ =2. 711) ; the risk factors of HCV infection in ATS drug addicts were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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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low． ( OＲ =3. 873)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 ( OＲ =4. 686) and drug abuse ( OＲ =3. 291) ．


Conclusion: ATS abuse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HIV and STD infec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basic
knowledge of HIV，HCV and syphili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mong ATS abusers． We should prevent
and intervene blood － borne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drug addicts．

Keywords ATS; drug dependence; blood － borne diseases; risk factors

前言

苯 丙 胺 类 兴 奋 剂 ( Amphetamine － type
stimulants，ATS) ，能够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或抑制，易产生强烈依赖性和

成瘾性［1］。随着毒品在全球蔓延，近几年来 ATS 类

兴奋剂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滥用毒品，我国滥用

ATS 类兴奋剂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形成与传统毒

品交叉蔓延的形势［2］。我国毒品滥用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吸毒人员数量大、低龄化等特点［3 － 4］，吸毒人

员持续增长，在 2016 年新发现的 53. 1 万名吸毒人

员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占 80. 5%，其中滥用冰毒、
摇头丸等 ATS 类毒品的占 73. 2%［5］。大量研究表

明［6 － 8］，ATS 类兴奋剂可以直接使大脑神经细胞变

性、坏死，对脑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

研究［9］显示在吸食甲基苯丙胺数小时后吸毒者会

出现全身疲乏、精神不振、焦虑痛苦等身心疾病。毒

品问题往往会牵涉到很多社会问题，除了刑事犯罪

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之外，毒品的蔓延还会导致艾滋

病、丙肝、梅毒感染人群的扩大。吸毒人员吸毒方式

多样化，注射吸毒与其他吸毒方式相比能够获得更

多快感。研究发现［10 － 11］，吸毒者大多文化程度、收

入较低，卫生意识淡薄，常常多人共用一个注射器或

者，这样会使血液进入他人体内，感染艾滋病、丙肝、
梅毒几率更高。另外还有一些吸毒者对性安全不够

重视，廉价的商业性行为比较普遍，这些都会加重艾

滋病、梅毒等疾病的感染风险。本文通过收集 289
名 ATS 药物依赖者社会学指标及血清样本，分析其

血液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为该人群病情监测和治

疗提供有效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收集万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 年 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新入所的 ATS 类兴奋剂戒毒

人员 289 名的问卷调查的回答和血清学检测的样本

采集。纳入标准为: ( 1)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

诊断标准》( CCMD － 3 ) 有关“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精神障碍 － 苯丙胺类药物依赖”的诊断标准; ( 2 )

既往无精神病史，无幻觉、妄想、思维障碍等精神症

状; 排除标准: 同时或曾经滥用其他物质毒品。
本研究已获得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

委员会许可，并遵照临床试验伦理要求完成研究。
每位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对所

有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实行保密原则，研究对象因

自身原因随时有权退出研究。
1. 2 研究方法

1. 2. 1 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包含了研究人群的基本

信息和社会学指标: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

入、职业、婚姻状况、吸毒年限、吸毒方式 ［静脉注

射、吸入( 烫吸、口服、鼻吸、烟吸) 、混合( 多种吸毒

方式共存，包括注射、吸入等) ］、吸毒量( 每天吸毒

品频次和数量) 、共用针剂、性行为等。所有问卷调

查人员均自愿参加。
1. 2. 2 血液检测 采集 ATS 类兴奋剂戒毒人员静脉

血 5ml，室温静置 3 － 5h，离心，分离血清，对血清标

本进行进行 HIV 抗体、HCV 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

HIV 抗体的检测采用万泰公司 Anti － HIV ( 1 + 2) 双

抗原夹心酶联免疫 ( ELISA) 诊断试剂，两次初筛阳

性者判断为 HIV 抗体阳性; HCV 抗体的检测采用万

泰公司 Anti － HCV 酶联免疫( ELISA) 诊断试剂，连

续两次结果呈阳性反应判定为阳性; 梅毒检测采用

科华公司的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试剂( ＲPＲ) ，

上述检测过程及结果判读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 3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使用 SPSS 22. 0 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

分析。并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社会学

指标用构成比表示，不同率之间的比较用卡方检验，

ATS 药物依赖者血液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进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 1 ATS 药物依赖者社会学基本特征

本次研究的 289 名 ATS 药物依赖者中，男性

235 名( 81. 31% ) ，女性 54 名( 18. 69% ) ，平均年龄

36. 12 ± 3. 67 a，年龄最小 19 a，年龄最大 48 a，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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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药物依赖者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没有伴侣 ( 未

婚、离 异 或 丧 偶 ) 占 76. 82%，吸 毒 方 式 以 吸 入

( 58. 13% ) 为主，其次为静脉注射 ( 29. 76% ) ，详见

表 1。

表 1 ATS 药物依赖者社会学基本特征

特征 分类 戒毒人数( 名) 百分比( % )

性别

男 235 81. 31

女 54 18. 69

年龄( a)

＜ 20 1 0. 35

20 － 72 24. 91

30 － 134 46. 37

40 － 82 28. 37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05 70. 93

高中 73 25. 26

大学及以上 11 3. 81

婚姻状况

未婚 129 44. 64

已婚 93 32. 18

离异或丧偶 67 23. 18

吸毒方式

静脉注射 86 29. 76

吸入 168 58. 13

混合 35 12. 11

2. 2 ATS 药物依赖者艾滋病、丙肝、梅毒感染情况

289 名 ATS 药物依赖者中感染 HIV 有 14 名

( 4. 84% ) ，感染 HCV103 名( 35. 64% ) ，感染梅毒 19

名( 6. 57% ) ，两种病毒混合感染有 11 名( 3. 81% ) ，

三种病毒混合感染 1 名( 0. 34% ) ，HIV 和梅毒单一

感染及 HIV + 梅毒、HCV + 梅毒女性感染率高于男

性，但无显著差异，三种病毒混合感染女性感染率高

于男性，有显著差异( P ＜ 0. 05) ，见表 2。

表 2 ATS 药物依赖者 HIV、HCV、梅毒感染情况

感染类型

男性( n = 115)

戒毒人数

( 名)

百分比

( % )

女性( n = 33)

戒毒人数

( 名)

百分比

( % )

P

HIV 9 3. 83 5 9. 26 0. 11

HCV 87 37. 02 16 29. 63 0. 473

梅毒 12 5. 11 7 12. 96 0. 054

HIV + HCV 1 0. 43 0 0 0. 632

HIV + 梅毒 2 0. 85 2 3. 7 0. 114

HCV + 梅毒 4 0. 17 2 3. 7 0. 365

HIV + HCV + 梅毒 0 0 1 1. 85 0. 038

2. 3 ATS 药物依赖者艾滋病、丙肝、梅毒感染危险

因素

可能影响 ATS 药物依赖者艾滋病、丙肝、梅毒

感染危险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吸毒方

式、商业性行为、吸毒年限及吸毒量，将这些因素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TS 药物依赖者 HIV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注射吸毒( OＲ = 5. 546) 、商业性

行为( OＲ =14. 546) 、吸毒年限( OＲ = 5. 019) 和吸毒

量( OＲ = 14. 558 ) 见表 3; ATS 药物依赖者 HCV 感

染的危险因素为商业性行为( OＲ = 4. 686) 、吸毒年

限( OＲ = 5. 033 ) 和吸毒量 ( OＲ = 2. 711 ) ，见表 4;

ATS 药物依赖者 HCV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初中及以

下学历( OＲ = 3. 873) 、商业性行为( OＲ = 4. 686 ) 和

吸毒量( OＲ =3. 291) ，见表 5。

表 3 ATS 药物依赖者 HIV 感染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β SE OＲ 95%CI P

年龄 0. 022 0. 038 1. 013 0. 912 － 1. 015 0. 512

已婚 0. 289 0. 417 1. 459 0. 602 － 3. 592 0. 376

初中及以下学历 0. 653 0. 492 1. 894 0. 767 － 5. 235 0. 185

注射吸毒 1. 452 0. 812 5. 546 1. 862 － 21. 551 0. 039

商业性行为 0. 923 0. 358 2. 517 1. 248 － 5. 151 0. 008

吸毒年限 1. 635 0. 763 5. 019 1. 153 － 22. 274 0. 032

吸毒量 2. 482 1. 019 14. 558 1. 853 － 112. 537 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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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TS 药物依赖者 HCV 感染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β SE OＲ 95%CI P

年龄 0. 057 0. 042 1. 086 0. 982 － 1. 163 0. 127

已婚 1. 368 0. 775 3. 943 0. 967 － 16. 612 0. 063

初中及以下学历 0. 312 0. 461 1. 756 0. 544 － 5. 072 0. 352

注射吸毒 1. 487 0. 846 4. 159 0. 751 － 21. 582 0. 087

商业性行为 2. 004 0. 745 4. 686 1. 573 － 22. 014 0. 021

吸毒年限 1. 639 0. 757 5. 033 1. 149 － 22. 136 0. 035

吸毒量 0. 996 0. 362 2. 711 1. 164 － 6. 317 0. 024

表 5 ATS 药物依赖者梅毒感染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β SE OＲ 95%CI P

年龄 0. 758 0. 419 2. 533 0. 976 － 5. 775 0. 065

已婚 0. 055 0. 019 1. 047 0. 954 － 1. 157 0. 113

初中及以下学历 1. 386 0. 562 3. 873 1. 337 － 12. 014 0. 015

注射吸毒 0. 652 0. 487 1. 895 0. 769 － 5. 269 0. 183

商业性行为 1. 224 0. 472 5. 769 1. 836 － 22. 047 0. 021

吸毒年限 0. 863 0. 274 1. 275 1. 084 － 1. 377 0. 095

吸毒量 1. 275 0. 062 3. 291 1. 762 － 5. 768 ＜ 0. 001

3 讨论

毒品滥用造成传染性疾病如乙肝、丙肝、性病、
艾滋病的迅速蔓延［11］。全球注射毒品者有 1200 万

人，约有 160 万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约有 610 万人

患有丙型肝炎，而同时感染丙型肝炎和艾滋病毒吸

毒者有 130 万人［12］，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闫

薇，高雪娇等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吸毒人群
HIV ，HCV 和梅毒的感染率分别是 3. 3%、50. 4%
和 11. 5%，其 HIV 感染率比正常人群高 65 倍，HCV
感染率高了近 15 倍、梅毒感染率也高出正常人 23
倍［13］。本文研究的 289 名 ATS 药物依赖者中 HIV
感染率为 4. 84%，HCV 感染率为 35. 64%，梅毒感

染率为 6. 57%，其中女性 HIV 和梅毒感染率分别为
9. 26% 和 12. 96%，高于陶礼平的研究结果［14］，女

性感染率高的原因可能为了筹集毒资，从事商业性

行为，增加了 HIV 和梅毒的感染风险。HCV 感染男

女感染几率低于刘效峰等的研究［15］，这是因为 ATS
类兴奋剂吸毒方式多数为吸入，减少了注射吸毒的

方式，从而大大降低了 HCV 的感染风险。
我 国 吸 毒 人 群，男 性 占 93. 28%，女 性 占

6. 02%，男性吸毒人群远远高于女性，这与本文的研

究结果相似［16］。本文研究发现 ATS 药物依赖者年

龄主要集中在 20 － 40 a，青年人对新事物容易差生

好奇心，辨别力不强，易受到他人暗示和诱惑，自制

力不完善。另外新型毒品的出现和在娱乐场所的迅

速蔓延，使得毒品成为当下许多青少年人际关系中

一种“时尚”的社交方式。70% 以上 ATS 药物依赖

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这与己有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17 － 18］。大部分吸毒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毒

品危害认知不足，再加上文化程度低，没有固定职

业，经济压力大，这与我国吸毒人员文化程度低、缺
少 稳 定 工 作 的 现 状 相 符。吸 毒 方 式 以 吸 入
( 58. 13% ) 为主，其次为静脉注射 ( 29. 76% ) ，大量

研究表明［10 － 11，14］，苯丙胺类物质主要以吸食为主，

注射及混合较少，这与本文的研究有点区别，其原因

可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 36 岁高于其他

研究的平均年龄，更多时候采用保守的吸毒方式。
陈嘉宝等研究 492 例冰毒依赖者呼吸系统疾病临床

分析表明注射吸毒人数占吸毒人数的 40% 以上，高

于本文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地区差异及个人习惯

有关［19］。ATS 药物依赖没有伴侣 ( 未婚、离异或丧

偶) 占 76. 82%，未婚群体在生活中缺少理解和支

持，在情感比较空虚，用毒品麻醉自己，在毒品的影

响下，丧失了一定的婚配机会，而丧偶或离异会影响

吸毒者心理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吸毒行为有

促进作用，进而形成复吸的恶性循环。
有研究表明［20］吸毒人群共用针具是 HIV 的感染

的危险因素，由于共用注射器的过程中可能引起血液

的交换导致疾病感染率增加。本文研究发现注射吸

毒是 HIV 感染的危险因素，与之前研究结果一直。
HCV 和梅毒感染与注射吸毒无关，这可能因为 ATS
类兴奋剂现在己经成为第一使用量的毒品，主要以烫

吸方式吸食，而注射要求海洛因纯度较高，且价格昂

贵，多少吸毒者的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另外，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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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吸毒知识的大力宣传，吸毒人群也意识到注

射吸毒容易传染多种疾病，所以不再共用针剂，尽可

能减 少 注 射 吸 毒［21］。本 文 研 究 发 现 商 业 性 行 为
HIV、HCV 和梅毒的危险因素，性行为是 HIV 和 HCV
的主要传播途径，减少商业性行为，可以有效降低
HIV、HCV 和梅毒的感染几率，这与戴洁，杨莉的研究

结果一致［22］。吸毒量为 HIV、HCV 和梅毒的危险因

素，吸毒量越大，吸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性越强，研究

发现吸毒量越大，CD4 + CD25 + 水平越高，免疫功能

抑制程度越大，人体免疫力越低［5］，有学者报道 ATS

类药物依赖可抑制脂多糖刺激的 B 淋巴细胞增殖活

性，使机体 B 淋巴细胞活性降低、抑制细胞因子如
IL21 和 IL22 的产生，间接抑制体液免疫功能，这些都

增加了吸毒人员感染疾病的风险［8，23］。
综上所述，如何提高吸毒人员的防护意识是控

制吸毒人群血液疾病蔓延的主要因素，提高吸毒人

员的防护意识，加强宣传 HIV、HCV 及梅毒的基本

知识，改变吸毒人员的行为和态度，控制吸毒人群向

商业性行为或家庭成员的传播疾病，鼓励吸毒人员

积极参与治疗，促进卫生事业发展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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