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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群丙型肝炎病毒（HCV）和梅毒感染状况。方法 通过国家艾滋病哨点监测数

据管理系统收集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5个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吸毒人群资料，分析性行为、毒品使用、HIV检测和

接受行为干预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吸毒人群HCV和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监测吸毒人员

2 019人，年龄为（43.32±9.88）岁。男性 1 958人，占 96.98%。本地户籍 1 830人，占 90.64%。在婚/同居 1 038人，

占51.41%。初中及以下学历1 410人，占69.84%。汉族1 884人，占93.36%。使用传统毒品1 605人，占79.49%；使用

新型毒品 283人，占 14.02%；使用混合毒品 131人，占 6.49%。注射吸毒 340人，占 16.84%，其中共用针具 41人，占

12.06%。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460人，占22.78%。HCV阳性477例，阳性率为23.63%；梅毒阳性77例，阳性率为3.81%；

未检测发现HIV阳性。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OR=3.747，95%CI：2.161~6.497；≥50岁，OR=
5.302，95%CI：3.064~9.177）、本地户籍 （OR=3.409，95%CI：1.935~6.008）、使用传统毒品 （OR=1.477，95%CI：
1.035~2.108）和注射吸毒（OR=2.700，95%CI：2.067~3.527）的吸毒人员HCV感染风险升高；离异/丧偶（OR=3.413，
95%CI：1.463~7.962）和外地户籍（OR=2.404，95%CI：1.304~4.433）的吸毒人员梅毒感染风险升高。结论 内蒙古自

治区哨点监测吸毒人群以中年男性为主，HCV和梅毒感染与年龄、户籍、婚姻状况、使用毒品类型、吸毒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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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of hepatitis C and syphilis infections among drug user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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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and syphilis among drug users (DU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Methods DUs' epidemi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5 national AIDS surveil⁃
lance sentinel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2021 through the National HIV/AIDS Sentinel Surveillance Da⁃
ta Management System, and sexual behaviors, DU behaviors, HIV testing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were descriptively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CV and syphilis infections were identified among DUs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2 019 DUs were enrolled, with a mean age of (43.32±9.88) years. Among the par⁃
ticipants, there were 1 958 males (96.98%), 1 830 with local registered residence (90.64%), 1 038 with marriage/cohabi⁃
tation (51.41%), 1 410 with an educational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above (69.84%), and 1 884 with Han Ethnic⁃
ity (93.36%). There were 1 605 DUs with use of conventional drugs (79.49%), 283 with use of new drugs (14.02%)
and 131 with use of mixed drugs (6.49%), and there were 340 DUs with injection drug use (16.84%), including 41
that shared the needles (12.06%). There were 460 DUs with commercial sexual behaviors in the past year (22.78%).

··1125



预防医学 2022年11月第 34 卷第11期 Prev Med, Nov. 2022, Vol. 34 No.11

The percentage of HCV and syphilis positive was 23.63% and 3.81%, respectively, while no HIV positive case was de⁃
tected. In addition,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40 years- , OR=3.747, 95%CI: 2.161-
6.497; 50 years and older, OR=5.302, 95%CI: 3.064-9.177), local registered residence (OR=3.409, 95%CI: 1.935-
6.008), use of conventional drugs (OR=1.477, 95%CI: 1.035-2.108), and injection drugs (OR=2.700, 95%CI: 2.067-
3.527) caused an increased risk of HCV infections among DUs, and divorced/widowed (OR=3.413, 95%CI: 1.463-7.962)
and non-local registered DUs (OR=2.404, 95%CI: 1.304-4.433) had an increased risk of syphilis infections. Conclu⁃
sions Middle-aged men are predominant DUs in national AIDS surveillance sentinel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prevalence of HCV and syphilis infections correlates with ag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arital status,
type of drugs used and route of drug use.
Keywords: drug user; HIV; hepatitis C virus; syphilis;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吸毒人群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和多性伴等，是艾滋

病、性病的高危人群［1-2］。丙型肝炎 （丙肝） 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主要经血液传播，注射吸

毒人群 HCV 感染率较高［3］。我国吸毒人群艾滋病病

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HCV 和

梅毒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4］。《中国病毒性肝

炎防治规划（2017—2020 年）》提出到 2030 年消除

丙肝［5］的目标。内蒙古自治区艾滋病、丙肝和梅毒

疫情均呈逐年上升趋势［5-6］，为控制 HIV、HCV 和梅

毒传播，制定更精准的预防控制措施，对具有行为隐

匿、流动性强、难以管理等特点的吸毒人群哨点监测

资料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和乌海市 5 个国

家级吸毒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资料来源于国家艾滋病

哨点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

实施方案》［7］，于 2021 年 4—6 月对口服、吸入、注

射传统毒品（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

杜冷丁）和新型毒品（冰毒、K 粉、摇头丸、麻古、

安钠咖）人员进行调查，每个监测点调查 400 人。

同时使用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定义为使用混合毒品。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

案》中的吸毒人员调查问卷进行一对一调查，内容包

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民族、文化程度、

性行为、毒品使用、HIV 检测和接受行为干预情况。

1.2.2 实验室检测 采集吸毒人员血样检测 HIV、

HCV 和梅毒。检测方法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试剂

由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采购自珠

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

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HCV 和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 监测吸毒人员 2 019 人，年龄为

（43.32±9.88）岁。男性 1 958 人，占 96.98%；女性

61 人，占 3.02%。本地户籍 1 830 人，占 90.64%。

在婚/同居 1 038 人，占 51.41%。初中及以下学历

1 410 人，占 69.84%。汉族 1 884 人，占 93.36%。

使用传统毒品 1 605 人，占 79.49%；使用新型毒品

283 人，占 14.02%；使用混合毒品 131 人，占

6.49%。传统毒品、新型毒品和混合毒品使用人员

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构成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吸毒行为与性行为特征 注射吸毒 340 人，占

16.84%；其中共用针具 41 人，占 12.06%。近 1 个月

有性行为 300 人，占 14.86%；近 1 年有商业性行为

460 人，占 22.78%；接受社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

供/交换 822 人，占 40.71%。不同类型毒品使用人员

注射吸毒、共用针具、近 1 个月有性行为、近 1 年有

商业性行为和接受社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
换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混

合毒品使用人员注射吸毒比例较高，传统毒品使用

人员共用针具、近 1 年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较高，

新型毒品使用人员近 1 个月有性行为的比例较高。

见表 2。
2.3 HIV、HCV 和梅毒感染情况 HCV 阳性 477
例，阳性率为 23.63%；梅毒阳性 77 例，阳性率为

3.81%；未检测发现 HIV 阳性。本地户籍吸毒人员

HCV 阳性率高于外地户籍吸毒人员；注射吸毒人员

HCV 阳性率高于非注射吸毒人员；共用针具吸毒人

··1126



预防医学 2022年11月第 34 卷第11期 Prev Med, Nov. 2022, Vol. 34 No.11

员 HCV 阳性率高于未共用针具吸毒人员；接受社

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换吸毒人员 HCV 阳

性率高于未接受社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换

吸毒人员；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使用毒品

类型不同的吸毒人员 HCV 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外地户籍吸毒人员梅毒阳性率

高于本地户籍吸毒人员；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的吸

毒人员梅毒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0.05）。见表 3。
2.4 HCV 和梅毒感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分别以 HCV 和梅毒是否阳性为因变量（0=
否，1=是），以单因素分析中 P＜0.10 的变量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40
岁、本地户籍、使用传统毒品和注射吸毒人员 HCV
感染风险增加；离异/丧偶和外地户籍的吸毒人员梅

毒感染风险增加。见表 4。

3 讨 论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群哨点监测资料结果

显示，吸毒人员以男性、本地户籍、在婚/同居、初中

及以下学历为主，与国内多项研究结果［8-9］相近。传

统毒品使用人员占比较高，为 79.49%，与我国新型毒

品使用人数超过传统毒品，新型毒品成为主要毒品类

型［1］的调查结果不同。可能原因为新型毒品主要从云

南输入，经四川、重庆贩往陕西、河北等地，或经四

川、甘肃贩往新疆、宁夏等地［1］，内蒙古不在主要运

输路线上。新型毒品使用人员中外地户籍占 17.67%，

高于传统毒品和混合毒品使用人员中外地户籍占比。

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使用人员近 1 年接受社区维持治

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换的比例分别为 33.58% 和

55.12%，低于混合毒品使用人员的 96.95%，提示亟

需加强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使用人员的干预工作。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不同类型毒品使用人员人口学资料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drug user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n (%)]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年龄/岁Age/Year
＜30
30～
40～
50～

户籍Household registration
本地Local
外地Non-local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未婚Unmarried
在婚/同居 In marriage/cohabitation
离异/丧偶Divorced/widowed

文化程度Educational level
初中及以下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高中及以上High school and above

民族Ethnicity a

汉族Han
其他民族Others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1 958（96.98）
61 （3.02）

184 （9.11）
564（27.93）
653（32.34）
618（30.61）

1 830（90.64）
189 （9.36）

468（23.18）
1 038（51.41）

513（25.41）

1 410（69.84）

609（30.16）

1 884（93.36）
134 （6.64）

使用传统毒品

Conventional drugs
（n=1 605）

1 560（97.20）
45 （2.80）

151 （9.41）
433（26.98）
520（32.40）
501（31.21）

1 470（91.59）
135 （8.41）

391（24.36）
800（49.84）
414（25.79）

1 142（71.15）

463（28.85）

1 495（93.20）
109 （6.80）

使用新型毒品

New drugs
（n=283）

267（94.35）
16 （5.65）

26 （9.19）
89（31.45）
90（31.80）
78（27.56）

233（82.33）
50（17.67）

61（21.55）
164（57.95）
58（20.49）

185（65.37）

98（34.63）

262（92.58）
21 （7.42）

使用混合毒品

Mixed drugs
（n=131）

131（100.00）
0 （0）

7 （5.34）
42 （32.06）
43 （32.82）
39 （29.77）

127 （96.95）
4 （3.05）

16 （12.21）
74 （56.49）
41 （31.30）

83 （63.36）

48 （36.64）

127 （96.95）
4 （3.05）

χ2 值

11.034

5.890

30.864

16.434

6.608

3.059

P值

0.004

0.436

＜0.001

0.002

0.037

0.217

注：a表示数据有缺失。Note: a, having miss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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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员 HCV 和梅毒阳性率比较

Table 3 Prevalence of HCV and syphilis infections among drug usr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年龄/岁Age/Year
＜30
30～
40～
≥50

文化程度Educational level
初中及以下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高中及以上High school and abov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未婚Unmarried
在婚/同居 In marriage/cohabitation
离异/丧偶Divorced/widowed

469
8

16
74

176
211

353
124

76
246
155

23.95
13.11

8.70
13.12
26.95
34.14

25.04
20.36

16.24
23.70
30.21

3.851

99.111

5.510

26.496

0.050

＜0.001

0.023

＜0.001

74
3

4
18
39
16

50
27

9
38
30

3.78
4.92

2.17
3.19
5.97
2.59

3.55
4.43

1.92
3.66
5.85

0.014 a

12.766

0.913

10.413

0.906

0.005

0.339

0.005

变量Variable
HCV阳性HCV positive

例数Cases 阳性率

Rate/% χ2 值 P值

梅毒阳性Syphilis positive

例数Cases 阳性率

Rate/% χ2 值 P值

表 2 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员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比较［n（%）］

Table 2 Drug use and sexual behaviors among drug user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n (%)]

项目 Item

注射吸毒 Injection drug use
是Yes
否No

共用针具Sharing needles
是Yes
否No

近1个月有性行为

Having sex in the past month
是Yes
否No

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

Having commercial sex in the past year
是Yes
否No

接受社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换

Receiving community maintenance treat⁃
ment/clean needle supply/exchange
是Yes
否No

调查人数

Cases surveyed

340（16.84）
1 679（83.16）

41 （2.03）
1 978（97.97）

300（14.86）
1 719（85.14）

460（22.78）
1 559（77.22）

822（40.71）
1 197（59.29）

使用传统毒品

Conventional drugs
（n=1 605）

257（16.01）
1 348（83.99）

39 （2.43）
1 566（97.57）

248（15.45）
1 357（84.55）

419（26.11）
1 186（73.89）

539（33.58）
1 066（66.42）

使用新型毒品

New drugs
（n=283）

15 （5.30）
268（94.70）

0 （0）
283（100.00）

49 （17.31）
234 （82.69）

40 （14.13）
243 （85.87）

156 （55.12）
127 （44.88）

使用混合毒品

Mixed drugs
（n=131）

68（51.91）
63（48.09）

2 （1.53）
129（98.47）

3 （2.29）
128（97.71）

1 （0.76）
130（99.24）

127（96.95）
4 （3.05）

χ2 值

142.734

7.319

18.153

58.211

229.776

P值

＜0.001

0.026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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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Household registration
本地Local
外地Non-local

民族Ethnicity
汉族Han
其他民族Others

毒品类型Type of drugs
传统毒品Conventional
混合毒品Mix
新型毒品New

注射吸毒 Injection drug use
是Yes
否No

共用针具Sharing needles
是Yes
否No

近1个月有性行为

Having sex in the past month
是Yes
否No

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

Having commercial sex in the past year
是Yes
否No

接受社区维持治疗或清洁针具提供/交换

Receiving community maintenance treat⁃
ment/clean needle supply/exchange
是Yes
否No

463
14

449
28

398
35
44

140
337

16
461

60
417

102
375

226
251

25.30
7.41

23.83
20.90

24.80
26.72
15.55

41.18
20.07

39.02
23.31

20.00
24.26

22.17
24.05

27.49
20.97

30.396

0.598

12.150

69.797

5.500

2.567

0.696

11.498

＜0.001

0.439

0.002

＜0.001

0.019

0.109

0.404

0.001

63
14

71
6

58
6

13

11
66

1
76

10
67

23
54

30
47

3.44
7.41

3.77
4.48

3.61
4.58
4.59

3.24
3.93

2.44
3.84

3.33
3.90

5.00
3.46

3.65
3.93

7.341

0.171

0.854

0.373

0.003 a

0.222

2.285

0.102

0.007

0.679

0.652

0.541

0.958

0.638

0.131

0.750

变量Variable
HCV阳性HCV positive

例数Cases 阳性率

Rate/% χ2 值 P值

梅毒阳性Syphilis positive

例数Cases 阳性率

Rate/% χ2 值 P值

注：a表示校正值。Note: a, the correction value.

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群 HCV 和梅毒阳性率均高

于我国一般人群水平（3.0% 和≤1.0%）［3］，低于全国

哨点监测数据［10］，可能与不同地区人口学特征、毒

品使用类型和性行为差异有关。研究显示，2016—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 HCV 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梅毒

阳性率呈上升趋势［11］。提示本地区吸毒人群丙肝防

治工作颇有成效，应继续探索有效干预措施；并加强

对梅毒感染的防控。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CV 感染风险随年龄增

长升高，可能与吸毒年限较长，抵抗力下降，不安全

性行为、注射吸毒和共用针具等高危行为有关［12-13］；

也可能是 HCV 感染隐匿性较强，潜伏期长，存在累

积效应［14］。HCV 感染后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

癌，应重点关注 40 岁及以上人群，定期监测 HCV
抗体水平。注射吸毒人员 HCV 感染风险高于非注射

吸毒人员，与相关研究结果［3，12-14］一致。HCV 主要

经血液传播，吸毒人群文化程度较低，没有稳定的经

济来源，健康意识薄弱，易发生共用针具行为［4］。

提示应继续加强对注射吸毒危害的宣传，做好清洁针

具提供/交换等干预服务。传统毒品使用人员 HCV 感

表 3（续） Table 3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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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大，可能与监测结果中传统毒品使用人员共用

针具、近 1 年发生商业性行为比例较高有关。本地

户籍吸毒人员 HCV 感染风险较高，可能与本地户籍

吸毒人员使用传统毒品的比例较高有关，应积极动员

本地户籍吸毒人员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由于丙肝存

在隐匿性，且治愈率高（98%～100%）［15］，应重视丙

肝高危人群的定期检测工作，早发现、早诊断，并进

行针对性治疗，从而控制传染源，降低传播风险。离

异/丧偶的吸毒人员梅毒感染风险增加，与该人群无

固定性伴，不安全性行为发生比例较高有关［16］。外

地户籍吸毒人员梅毒感染风险较高，提示应加强对流

动人口的梅毒防治知识健康教育和监管能力，预防和

控制梅毒传播。

本研究纳入的监测哨点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地区，

不能代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问卷中自述性问题的调

查结果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吸毒和性行为等敏感问题

的调查结果可能存在信息偏倚。

综上所述，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吸毒人群 HCV
和梅毒阳性率较高。使用传统毒品和注射吸毒是

HCV 感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加强对传统毒品的管

制和静脉注射吸毒的干预，强调使用毒品、注射吸毒

和共用针具的危害。加强外地户籍和离异/丧偶吸毒

人员的梅毒宣传干预，对感染者进行规范化治疗，预

防和控制梅毒的发生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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