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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呵护性健康，行动抵御艾滋病
——某区低档暗娼干预项目经验分享

杨　坤　符　健　佘旭敏　朱秋忆　杜睿宇

昆明市官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213

摘�要：问题：2017年某区暗娼规模估计人数为680人，其中低档暗娼规模估计人数为230人，目标人群工作性质
自由，频繁更换工作单位，流动性较大（流动率>20%）且对性病/艾滋病认知低下、防艾意识不足。策略：某区疾控
中心针对辖区内低档暗娼人群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一对一强化干预、动员性病及艾滋病检测。方法：

以“对场所内目标人群进行防艾宣教和动员检测”为核心，通过深入娱乐场所的外展活动、同伴教育、VCT咨询、检
测动员等多途径促进目标人群高危行为改变和安全行为保持[1]。成效：2017年1-12月，暗娼干预平台共干预7996人，
HIV检测3080人，初筛阳性1例，确证检测1例，确证检测率为：100%，梅毒检测2622人，双阳人数28人，转介治疗28
人，转介率为100%，其它性病检测2622人，异常67人，转介治疗67人，转介率为100%。亮点：建立活动驿站并形成
同伴教育及网络干预模式，积极动员检测，形成性病告知-转介-治疗一站式服务流程。挑战：辖区内低档CSW人群较
多，流动性大，文化水平较低，动员检测难度大，难以跟踪宣传教育，小组需加强工作能力，加强多部门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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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某区是主城区之一，区内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

善，是重要的客运、货运窗口。这里集中着数十个城中

村，居住着30余万流动人口，人流量较大。辖区拥有不
同层次的宾馆 、酒店、招待所200余家，拥有KTV、夜总
会、歌舞厅、发廊等娱乐场所数十家，分为高档娱乐场

所（KTV、夜总会）和低档娱乐场所（歌舞厅、发廊、站
桩点）。某区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病人和死亡人

数呈逐年上升，截止2018年12月31日，按现住址统计累计
感染2204人，在例感染者中，女性占34.35%。2018年新报
告病例中，传播途径仍以性传播为主，并且性传播途径感

染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加之近年来自媒体网络的兴起，

传播方式更加隐蔽，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2]，日常干预的

力度和广度不够，尤其是低档暗娼，检测覆盖面有待进一

步扩大，覆盖人次数有待进一步增加。因此，有必要对低

档暗娼普及性病艾滋病知识，增强其感染性病艾滋病的警

觉性，从而激发其采取保护性／预防性措施的动机。

2��目标

扩大监测检测的覆盖面，提高性病/艾滋病检测率。
干预覆盖率90%，HIV检测率85%，检测卡持卡率90%，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90%，安全套使用率90%，性病检测率
达85%，对性病患者进行转介治疗，转介率达90%。
3��策略与方法

3.1  利用“活动驿站”开展核心同伴教育

3.1.1  建立“活动驿栈”。
在目标人群居所附近，选择交通相对便利，环境优

雅的地方建立“活动驿栈”，为目标人群建立一个交流

活动的场所，对她们进行高危行为干预活动。在“活动

驿栈”配置沙发、电视、电脑、桌子等家具，增添屋内

装饰，营造温馨舒适的“小家”氛围，从而提高“活动

驿栈”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在墙壁上贴一些有关男女

生殖系统结构示意图、安全套的使用方法、相关艾滋病

防治知识的宣传画，让目标人群自己可以很自然的认识

到健康的重要性。为吸引目标人群参加活动，购买合适

的小礼品，免费发放安全套，由核心同伴组织动员她们

接受VCT和性病咨询检查服务，每月组织4-5次检测活
动，每次活动参与目标人群人数20-30人。

3.1.2  同伴教育
外展人员在日常干预工作中通过观察及场所老板的

推荐，在目标人群中选择那些具有一定的文化、善于交

谈、促织能力较强的目标人群，并且在本人愿意的情

况下，对她们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然后再由她们对同

伴进行多次培训教育。这批人成为“同伴教育者”后，

再由她们每月组织本场所的同伴数十名人员进行一次性

病艾滋病预防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在干预工作中了解到

大多数目标人群同乡之间组成一伙，生活之间依赖性

强，交流良好。她们“工作”之余经常在宿舍附近一起

打牌、喝茶、看电视等，她们了解到有关性病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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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知识也是零星地从报纸、杂志、老板、领班、朋

友、同伴听到或学到，在这些人群中开展同伴教育，目

标人群接受度很高，覆盖人群较广，而且效果也很好。

这样有利于防止艾滋病在目标人群中的流行，同时防止

艾滋病通过她们传播给更多的人。

3.2  场所外展和安全套推广
3.2.1  场所外展
外展是整个活动中心的桥梁，我们的核心骨干小组

成员，白天在活动驿栈上班，负责到访目标人群的服务

接待。晚上定期分散到歌舞厅、发廊等场所的艾滋病

高危人群中，利用场所例会、姐妹化妆时间开展健康教

育活动。外展活动可以加强对性工作者预防性病和艾滋

病宣传教育，提高她们对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和自

我保健意识；通过安全套使用的培训，提高她们对安全

套防病作用的认识，减少和避免危险性行为，保持低危

或安全行为；通过外展可以扩大“活动驿栈”的宣传力

度，吸引更多的目标人群到访“活动驿栈”，从而为更

多目标人群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引导其规范就

医，最大限度降低性病/艾滋病在目标人群中的传播。
3.2.2  安全套的推广使用
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性服务目

标人群与嫖客之间的性行为，又成为了艾滋病从同性恋

群体向正常群体传播的重要环节。安全套的使用可大大

的减少了艾滋病和其他性病传播的可能性[3]。由于使用

安全套可以作为艾滋病病毒和性传播疾病感染的一种屏

障，以及安全套在更安全的性教育项目中的中心作用，

所以在性服务目标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成为了一项很

有效的干预措施。

3.3  VCT及检测动员
3.3.1  VCT检测
由外展或业主动员目标人群集中至某区疾控中心进

行实名检测（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目标人群也

可单独自行前往官渡疾控中心艾滋病科或活动驿站进行

咨询检测。检测后，驿栈工作人员会监督业主，让业主

通过行政管理，促使目标人群到区疾控中心获取艾滋病

检测结果，并在场所内有针对性的开展艾滋病检测结果

知识讲解，随着干预频率地不断加大和干预模式创新，

辖区内女性性工作者接受VCT服务的人员逐年增多。
3.3.2  性病检查
外聘妇科专家到活动驿站坐诊，进行妇科知识讲

解，并开展性病相关检查及采样工作，包括阴道滴虫检

测、白带检测、淋病检测等。将采集的标本委托医院进

行检测，2018年全年共检测1400人次。

3.3.3  阳性暗娼管理
目标人群到官渡疾控中心接受VCT检测和性病检

查，检测结果一周后由本人至艾滋病科领取，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结果告知，阴性者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及宣传资

料发放。对初筛阳性的暗娼陪同进行确证检测，确证阳

性率陪同转介率达100%；确证阳性暗娼进行随访管理，
进行CD4细胞检测，并转介至市第三人民医院入组抗病毒
治疗，抗病毒治疗转介率达90%。同时对发现的户籍为某
区的阳性暗娼进行关怀支持及心理支持，劝说其离开岗

位，并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帮助就业。户籍为异地的，

转介其到户籍地接受相应随访管理服务。对检测出的梅

毒及其他性病阳性者进行告知-转介-治疗一站式服务，由
活动驿站外展员陪同转介至规范性病门诊（某区人民医

院皮肤科、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接受治疗。

4��产出及经验模式

4.1  产出
4.1.1  指标完成
2014-2018年项目实施期间，干预检测人数和阳性

发现数逐年增加。2018辖区暗娼规模估计人数710人，
覆盖娱乐场所45家，全年共干预8400人次，干预覆盖率
100%；动员HIV检测3086人，检测率达100.2%；检测卡
共办理3086张，持卡率100%；经确证后的3名暗娼陪同
转介至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转

介率达100%。哨点监测问卷调查艾滋病防治知晓率达到
100％，安全套使用率达95%。

4.1.2  目标人群健康意识大大提升。
几年来某区不断探索和改进干预模式，建立活动驿

站、召开业主会和多平台交流会，目标人群的健康意识

不断增强，不再是被动接受填鸭式宣教，而是主动到疾

控中心接受咨询检测服务；反复的干预活动大大提升了

目标人群的信任度，实现检测工作实名登记和完整身份

信息收集。与业主紧密合作，有效分担的干预工作

4.1.3  服务流程优化
形成完整的目标人群服务体系。经过多部门的协调

合作，辖区暗娼干预各项服务流程实现无缝对接。外展

员现场干预进行健康宣教，通过小组活动进行检测动

员，利用线上线下实施咨询检测预约，一对一进行陪同

转介治疗。服务流程的优化有力促进了检测工作的顺利

开展，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

4.2  经验模式
4.2.1  召开娱乐场所业主大会
为更好的干预工作开展和检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

控制艾滋病、性病在目标人群的传播，降低向目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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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风险，每年召开业主大会，邀请卫生监督局、公

安、工商等部门参会，配合疾控中心对娱乐场所进行协

调管理，与业主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防艾工作要求，

按时对场所内的目标人群进行培训，配合外展工作人员每

月到场所进行干预宣传工作，积极动员目标人群到某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业主会上，业主代表们积极发

言，反馈了本年度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目标人

群更多的服务需求，工作人员在与外展员和业主的讨论

中及时掌握辖区目标人群的分布、流动及安全套使用情

况，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及时调整工作方法，提高干

预覆盖和检测率。业主会的开展促进了业主与工作人员

合作关系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干预工作效率。

4.2.2  多平台经验交流会议
为充分展示目标人群的才艺，加强外展员、目标人

群、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活动驿栈的知晓

率，让更多的目标人群接受到我们的干预服务。每年开

展业主动员大会和联谊活动，让目标人群更清楚的了解

我们项目工作对她们的有益性，使她们更积极主动的参

与到我们的活动中。花样年华驿栈先后举办了几次联谊

会，每次都得到目标人群的大力支持。联谊会的开展以

文艺演出的方式，结合防艾知识游戏抢答的形式进行，

为有才华的高危人群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增强其

自信心，促进其回归社会。同时，也为各个小组提供一

个交流平台，弘扬发展各个小组文化，互相借鉴，共同

进步。

4.2.3  网络干预模式探索
由于近年娱乐场所变更频繁，目标人群流动性增

强，低档暗娼行迹更加隐秘，现场干预效果欠佳[4]，目标

人群性病检查率和转介治疗率低，小组尝试暗娼人群网

络干预模式探索，疾控中心成立辖区暗娼干预业主群，

邀请辖区业主入群。每家场所业主建立场所干预工作

群，邀请目标人群进群，通过微信群推送健康知识（艾

滋病防治、性病预防、生活小贴士、女性自我保护、心

理卫生等），根据目标人群特点、爱好及需求，及时准

确的为目标人群提供性病/艾滋病知识，解答目标人群提
出的疑问，同时结合日常干预积极动员目标人群进行检

测，帮助目标人群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引导其进行规范

就医。

4.2.4  性病转诊一站式服务。自2018年新增淋球菌检

测工作后，同伴外展人员对性病知识掌握不全面，性病

转介治疗率低，因此我区拟举办小组成员能力建设培训

班，加强工作人员和平台小组成员性病知识培训，在阳

性告知过程中准确专业地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提高目标

人群的信任度。同时，与辖区定点诊疗机构协商，制定完

整的暗娼高危人群性病告知-转介-治疗一站式服务流程，
实施一对一陪同转介，各项服务无缝对接，形成长效性

病转诊工作机制，为患者提供便捷可靠的治疗服务。

结束语

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暗娼工作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近年来由于扫黄打非，娱乐场所更换、倒闭现

象普遍存在，导致干预面过窄、覆盖面不广，针对高危

人群的干预工作，干预覆盖人群数量有限。

二是低档暗娼人群的文化程度较低且流动性较大，

不容易对他们开展反复多次的行为干预。部分接受过培

训的目标人群，对自己存在的高危行为有一定的了解，

但高危行为改变不大。

三是暗娼人群流动性大，生活奢靡，出现不少吸食

毒品现象，特别是新型毒品的吸食，比如摇头丸、K粉、
三唑仑等致幻剂、迷药，加大了对目标人群干预的难

度，检测力度受到很大牵制。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女性高危

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希

望在今后更多人关注到这部分女性人群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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