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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干预下的M SM群体艾滋病传播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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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新媒体时代，宣传教育对艾滋病在MSM(男男性行为接触者）群体中的防控效果，在建立一类 

M SM 群体艾滋病传播模型的基础上引人媒体因子，并针对这类模型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在无媒体干 

预下，M SM 群体艾滋病传播的基本再生数只。=4. 59;在不同措施中，宣传安全套的使用比其他宣传策略更加有效， 

且提高与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对只。影响更大.同时，得 出 M SM人群中有36. 7 % 的艾滋病感染者未被发现，而每 

年新增感染者中有51. 3 % 是被这些没有被发现的感染者所传染，利用新媒体加强对 M SM 群体艾滋病预防的宣传 

教育可有效控制H I V 的进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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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图 分 类 号 ：〇175. 1 文 献 标 志 码 ：八

M S M 群体一直是H I V 感染的高危人群，也是我国感染艾滋病增长最快的人群之一，具有性行为方式 

高危，安全套使用率低，性伴多等特点[1]. M S M 传播造成的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所占比例从1985 — 

2005年间的0. 3 % 增 至 2015年 的 27. 2 % . 北京、广州、沈阳等大城市的男性同性恋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在 1 % 以上.截至2016年 10月 3 1 日，北京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21 8 8 6例，其中同性传播 

14 451例（占 66. 0 3 % ) ，每年新增感染者及病人中，男男同性性行为所占比例从2011年 的 61. 7 % 增加到 

2016年 10月底的73. 9 % [2].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通告称2011 — 2015年新发学生病例中，男男同 

性性传播占83. 61 % ，同性性传播已成为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3].

在中国，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M S M 目标人群一般比较隐蔽，在现实中对M S M 人群开展宣传教育难 

度很大.但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新兴交友软件逐渐成为M S M 交友的主 

要方式，疾控部门更容易利用新媒体平台对M S M 群体进行定位，并对其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国内一 

项调查显示，M S M 中选择新兴媒体(B lued，微信等）进行交往的比例高达89. 5 % [4]. 2016年 ，同志交友软件 

B lu e d拥有 2200万的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高达数百万[5].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宣传干预作为控制艾滋病流 

行的主要策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献 [6 — 7]讨论了不同干预组合措施对北京M S M 人群中艾滋病感染者的影响.文献[8]提出并研究了 

饱和媒体影响因子对S IS模型的影响.为了反映艾滋病不同感染阶段的区别，在文献[7]的基础上，本文根据 

CD4 水平的不同将H I V 模型分成3 个感染阶段，并且修改了检测后的易感者被感染后成为未检测感染者这 

一过程.其次，本文参考文献[8]在 H I V 模型中引人媒体因子，分析宣传教育作用于不同干预措施对M SM  

群体艾滋病传播的影响.

1 模型的建立

根据是否做过检测，是否做过治疗，将 M S M 人群分为3 类(如图 l h  SN，& ，爲 ，爲为未做检测的M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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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ST，rT，I2T，PT为检测后的MSM人群， 为接受治疗的MSM人群.与文献[7]不同的是，假设检

测后进入ST仓室的易感MSM人群被感染后再次进入仏仓室，而非片仓室.仏仓室的MSM需要再一次检

测才能进入片.易感者被感染后，根据体内CD4 细胞的数量被分为3 个感染阶段:CD4 数 量 >  350/1^(以，

r T，I i )，CD4 数量大于等于200/u L 且小于350/111(爲，片，11)，〇 04数量 < 200/111(爲，玲，̂).其 中 ，麗3麗

3

群体总人口设为N (>) =  SN( > ) +ST(>) +  I (>)，总感染人口的 I (>) =  D  为探究媒体对不同干
i=N，T，A j = l

预措施的影响效果，根据文献[8]，定义媒体影响因子:沿（I ) =  1 +  a  ~ T T J ^g2 ( D  =  l + a2 ~ ( I ) =

1 +心 其 中 沿 表 示 媒 体 宣 传 对 检 测 率 的 影 响 ，心表示媒体宣传对参与治疗率的影响，心表示媒体宣
^3十 J

传对安全套使用率的影响.当A  =  &  =  &  =  〇时，表示没有媒体影响.其参数说明见表2.根据以上假设，建

立模型如下：

"dSjv/ dt =  a — i g i k i +  Ajv+/^)Sjv'> 
d l]v/d/1 =  AjvS jv At^ t —— (^i 2̂ ~h ̂〇i ~h ju) I n ̂ 
d I2N/d t =  PN —  ( g ! k3 +  p2 +  ju) I 2n , 

d I3N/d/1 =  p2 I n — (g i k A +  in ju) 1% ̂ 
d S x / S j y  — (At ju) S-p ?

 ̂ d f T/ d t =  g ik z iN  + ^ 1 \  — (g 2zi +  pi +  ju) I t , (1)

A l\ ! =  g 1k3I 2N +  ̂>2I 2a pi ~  ( g 2 r2 +  ̂ 2 +  ju) I t ̂
d I 3T/ d t =  k A I 3N +^>3PA +  p2 I 2t — (g 2 r3 +  m +  ju) PT .
d l \ / d t =  g 2z x l\ — (A  +  ju)I\ . 
d l i / =  g 2r2 I t ~  (̂ 2 +  ju)I2a ， 

d i l /d广= g2r3 i l  —— （多3 十 mi 十 //) i l ，
其中，

A =  [(1 —客 丌 ）C +  (1 —客 丌 ） C  ̂̂ 1 +  /?2 +  /?3 +  £l (/?4 +  /?5 +  /?6 ) +  £l £2 (/?7 +  /?8 +  /?9 ))

乂 =  [(1 —客丌）。 +  (1 —客 丌 J (A ^  A +  /?3 +  Si (fij I t +  /?5 +  /?6 ) +  £l £2 (/?7 +  /?8 +  /?9 ))

M S M 性伴中有固定性伴和非固定性伴的区别，因此模型中用ttm，C胃分别表示未做过检测的M S M 中 

与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及高危性行为次数，用 n ，CNC分别表示未做过检测的M S M 中与非固定性伴安全 

套使用率及高危性行为次数;用tt™ ，C™ 分别表示检测过的M S M 中与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及高危性行为 

次数，用 ，CTC分别表示检测过的M S M 中与非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及高危性行为次数 [9 %.

由（1)式 得 dN/d〖= a —//N — m (Ii +  I i +  I i ) —//N ，若 M SM人群中没有艾滋病感染者则N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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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a/ "是 N (i ) 的上界.

通过分析可知系统(1)的可行域为：

n  二 { (m m s T , I t  ̂I t  ̂I t G R+ :

S N +  PN +  PN +  PN +  S T +  I t +  I t +  I t +  PA +  I 2a +  PA — }.
!上

易验证 n 是系统a )的正不变集.

( 2)

2 基本再生数

对于传染性疾病，基本再生数是非常重要的阈值参数，它反映了疾病在人群中是否能够流行.系统（1)的 

无病平衡点为私：̂ ^ 了 ^ ^ 私 ^ ^ 了 ^ 了 ^ 了 ^ ^ 了 ^ 二 ( ^ ^ , 0 ,0 ,0 , ^,0 ,0 ,0 ,0 ,0 ,0) .利
1々 十 "  y . y k Y +  f x )

用文献[11]计算再生矩阵的方法，当 A 二 a2 二 a3 二 0 时，有 ：

% ei /?4 £l/35 £1 /3g SlS2^7 SlS2^8 SlSzj^c,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F = ( P N + P T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0 1

一 P k 2 pz fl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f>2 k A fi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h 〇 〇 Ti + fJL 〇 〇 一 A 〇 〇

〇 — h 〇 一 P T2 p2 +  " 〇 〇 一 《 2 〇

〇 〇 一  ^ 4 〇 一 P t3 +  m +  " 〇 〇 一 ^

〇 〇 〇 — Ti 〇 〇 A +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t2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t3 〇 〇 多3 + " _
沁 二 ô C F V 1) ^ 表示再生矩阵F V 1 的谱半径.

计算可得

沁 二 （P jV+ P t ) (M 1 + M 2 + M 3 + M 4 + M 5 + M 6 + M 7 + M 8 + M 9). (3)
这里，P n 二 [(1 — TtNC ) C^c H- (1 — 7tm ) Cp̂ R ] ? P t — [ (1 — TTnC ) C tc H- (1 — 7tTR ) Cjk ],

M 1

m 4

m 6

m 7

Ms

A .
k 2 +  pi +  fj. ，M 2

1̂2 pi
( k Z p2 -\~ /J .)(k2 pi fj.)

/̂ 3 pi p2
( k3

£1/^4 是 2
( k 2 p! pi /J.)
__________ Si pi P2^6______

，m 5
p i  +  /-J-) ( k 2 p i  /j . )  ( k i  m ~ \~  /j .)

______________ Si  p i  [̂ 5______________ ( ______ k 2 1 k s

( k 2 p i  + ^ ) ( r 2 + j 〇2 f j d  T i p i  1
+

：[(-
k 2

+
k3 1

+

k 3 +  p 2 ~\

( k 2 p\ +  / i )  ( r 3 m~\~ fji) Z2 pi fj. k 3 p 2 fj. Z2 pi fJ. {k?,
______________ £1 r i£ 3^2^7______________
(是 2 +  p  +  " )  ( n  +  pi +  " ) ( 多1 +  " )  ’
____________£lT2£2j〇l /3s____________(____ kl____  _|_ ____ 3̂____ )

( k 2 p! f l )  ( r 2 +  j〇2 f l )  (^ 2  +  f l )  Ti pi fl k 3 p 2 p.

-p i fjt) ( k 4 m~\~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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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zpi pi T3 j3g k2
+

( k 2 p i  +  /i) ( r 3 m - \ -  f l )  (̂ 3 +  f l )  Z2 p2 f l  T i  p i  f l  k 3 p 2 f l

是4 n
( k Z p 2 + ^ ) ( ^ 4  p 2 fJi)

沁中的每一项都具有生物学意义.对于从:项，当一个新的M S M 感染者进人片仓室，处于 & 仓室的平 

均时间是VC^ + P + P ，其感染率为译，所以一个感染者在4 仓室停留时间内所传染的人数就是M :.对于 

M 2 项，片仓室中的感染者以^八々2+ ^ + " )比 例 进 人 爲 仓 室 ，处于爲仓室的平均时间为1 / ^ + ^ + " ) ， 

其感染率为择，所以/32;〇1 / (々 3 + j〇2 + " ) (々 2 + j〇l + " ) 表亦在 i l /仓"室停留时间内所传染的人数.其他项可以以 

此类推.

定理 1 如 果 沁 <  1，系统（1 )的无病平衡点凡是全局吸引的.

证 明 由 系 统 （1)，有 +  (是2 +  j〇2 +  ") ilv 二 AjvS jv +  AtS t ，由[J]v eA+^+P’]’ 二 （AjvS jv +  AtS t)

6(̂ 2+。+")，.得

PN ( t) =  PN ( 0) e- ^ z+ p̂ ^  (Xn s n -\-xTS T ) eCk̂ + p̂ sd s,

lim su p J^ ( r ) 二  lim su p [J ；v( 〇 ) e—(〜 +巧 +")， +  e- “ 2+1〇i + " ) ， （“ S n + A TS T) e^ + d + ^ c^ ]  <  lim supQ w S ，
<—*•〇0 <—*•00 J o  <—*•〇〇

ATS T) . lim su p [e— 「 eh+ A +^ds] <  — [(/?x lim su p (& )  + /? 2 lim s u p ( f t )  +
<-»•〇〇 J 〇 fZ  2 ~ I~  p \ \~ j j . 〖—》•〇〇 l-^ -c o

译  l im s u p ( i l j ) + £ 4̂ 4 lim su pG V ) + £ ! 戌  l i m s u p ( i l ) + £ 4̂ 6 l im su p (J3T) +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〇

£i £2/37 lim s u p ( J \ ) + £ i £2/3s lim s u p d i ) + £ i £2/39 lim s u p d i ) ) ] . (4)

同理得到：

Alim  sn p I2N ( t) < i ---r - ^ ~ .—— lim  supJJv (r) , lim  snpPN ( t) < i
l—c〇 p 2 ~ T  ~ T  j-L l—c〇 771 ~\~ ~ T  j-L

lim  s u p il/ (r) ■

lim sxiplr( t) < i-- r- ^~.— lim supJ]v(r) ,lim  sup Jr (r) < -- r-^~.—  lim sxipI2N ( t) + -- r-^~.—  lim s u p il (r)，

lim  s u p lr(r) <

p i  + ^ 1  +  /j . CO

kA

j〇2 +  +  "  CO j〇2 +  r2 +  ^

lim  sxipPN ( t) + P2
. + 《3 +  "  CO

lim  s u p lr(r) , l im  supJ\(r) < Ti

A +  "
lim  su p J r(i ) ■

lim  s u p li ( t) <
A  +  "

lim  s u p lr(r) , l im  snpPA(.t) < T3

整理上式，得到：

lim  sxipl%  ( t) < ---~ !—— lim  sup J]v ( t) , lim  snpPN ( t) 〈

k2

j〇2 +  是3 +  "

多3 +  "  + 叫  CO

p i  p i

lim  su p J r(i ). (5)

( ^ 3 p 2 f J L ) ( k Z m ~ \~  f j.)  CO
lim  supJJv (r)，

lim  sx ip lr ( t) < i lim  supJJv (r)，

lim  s u p lr(r) < _Pl_

j〇l +  A  +  "  CO

k2 k
( r 2 + j〇2 + " )  T i  p i  /J. k 3 p 2 fJL L一

lim  supJJv (r)，

lim  s u p lr(r) < pi pi k2
+

k3 1

(r 3 m - \ -  f j L ) [ _ \T 2  p i  f-J. k 3 p2 fJi) Z2 p2 fj.

I ~  I X / 7 _L~ supi^ ( r)，C々 3十 /〇2十 " ）C々 4十 肌 十

lim  supI^ Ci) <  7---,----T l^2 _ |—— - lim  s \ip f N ( t) ,
一^ Cri ~ r  p i  ~ r  f j.)  \ ? i  ~ r  fj.)

lim  supJ\ (,t) 〈 '

lim  s u p li ( t) < i

pi r 2 k2
(pz ~h Tz ~h ju) ( ^ 2  f-J.) \T i pi fj. k ?! p 2 fj. J i—co丨 lim supJJv (r) ，

pi pi T3 k2 k3
( r 3 f l )  (̂ 3 +  f l )  _ T 2 p 2 f-J. T i  p i  fJL k 3 p2 fJ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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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々
(k3 -Jr p 2j u) (k4 p2 + / / ) lim s u p l ^ ( t ) . ( 6 )

将(6)式代入(4)式，得

lim supJjvC t) <  P n( M1 + M 2 + M 3 + M 4 + M 5 + M 6 + M 7 +  M 8 + M 9) lim  supine/) =  R 〇 lim  sup/jy (/).

因此，凡 〈 1，lim  s u p I^ O  <  只。lim  su p I^O )，则 lim  supljv ⑴ =〇 ，同时 lim  s u p iV U ) =  0 ，lim  s u p l^ ⑴ =  

0，l im s u p l¥⑴ = 0，l im s u p l|'(/L) =  0，lim s u p i^ ⑴ = C U lim s u p IiG ) =  0，l im s u p i l⑴ = 0，l im s u p i l⑴ =  

0.所以，当 私 <  1 时，系统a )无病平衡点全局吸引的.

3 数值模拟

利用遗传算法，对 2012 — 2015年中国 M S M 艾滋病新增病例数进行数值拟合，能够估计出模型中的 

初值(见表1)和未知参数(见表2).

通过模型计算，在当前措施下(未考虑媒体因子作用），中国 M SM人群中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将 

持续增加(见图2).通过所建立的模型 

和估计的参数，计算得出，到 2016年 

在 M S M 群体中将有 36. 7 % 的感染者 

还没有做过检测（没做过检测的设为 

4 ，做过检测的设为 I a 和 ，其中，4

= +  -  n  +  I l  +  H . l r
= f t  +  片 +  荇 ）.这部分感染者并没 

有被疾控或医疗部门所发现，且其自 

身也没有进一步的防治意识，在人群 

中形成了 g 大的艾滋病传播“隐患”

(见图3(a)).而进一步计算得出 2016 

年有 51. 3 % 的 M SM新增感染者是被 

这部分没有被发现的感染者传染的 

(见图 3(b)).

表 1 模型中所取的初值

仓室 初值（人数） 仓室 初值(人数） 仓室 初值(人数）

■Sjf 3 000 _ S t 70,0 0,00 24 947

IN 23 337 片 37 487 A 36 744

I n 24 965 I t 38 570 A 19 178

I n 2 983 I t 19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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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参数说明

参数 数 值 来 源 文 献 参数 数 值 来 源 文 献

«:M S M 每 年 输 人 人 口 数 50 000 拟合

7TM? :未 检 测 的 M S M 与 固 定 性 伴  

安 全 套 的 使 用 率

30. 7 % [ 1 5 - 1 7 ]

//:除 病 程 发 展 因 素 外 的 移 除 率 0. 024 [13]
TTTi? : 检 测 的 M S M 与 固 定 性 伴  

安 全 套 的 使 用 率

31. 6 % [ 1 5 - 1 7 ]

未 接 受 A R T 治疗 的  

病 程 发 展 率
0. 303 [14]

7TNC:未 检 测 的 M S M 与非 

固 定 性 伴 安 全 套 的 使 用 率

37. 7 % [ 1 5 - 1 7 ]

：治 疗 阶 段 因 病 死 亡 率 0. 5 [6]
7TTC:检 测 的 M S M 与非 

固 定 性 伴 安 全 套 的 使 用 率

41. 4 % [ 1 5 - 1 7 ]

C m ? :未 检 测 的 M S M 与 固 定 性 伴  

每 年 发 生 的 高 危 性 行 为 次 数

36. 5 [ 1 5 - 1 6 , 1 8 ] ^ ，々2，々3，々4 :检 测 率
0. 09,0. 14,

0. 44,0. 5
拟合

:检 测 的 M S M 与 固 定 性 伴  

每 年 发 生 的 高 危 性 行 为 次 数
36. 2 [ 1 5 - 1 7 ] ri，T2，T3 :参 与 治 疗 率

0. 018,0. 47, 

0. 56
拟合

C NC:未 检 测 的 M S M 与 非 固 定 性  

伴 每 年 发 生 的 高 危 性 行 为 次 数

18. 2 [ 1 5 - 1 7 ] 多1，多2，多3 :治 疗 失 败 率 0. 024 [7]

C TC :检 测 的 M S M 与 非 固 定 性 伴  

每 年 发 生 的 高 危 性 行 为 次 数

22. 2 [ 1 5 - 1 7 ] 因 病 死 亡 率 0. 5 [6]

ei，£2 :调整因子 0. 54,0. 04 拟合 卢1〜你：每 次 高 危 性 行 为 被 感 染 概 率

0.003 6 , 0 . 0 0 5 , 0 . 086,

0. 003 6,0. 005,0. 0 8 6 ,拟合  

0. 003 6 , 0 . 0 0 5 , 0 . 086

为探究媒体因子对不同干预措施的影响，制定以下4 种措施进行对比.S i:当前干预不变，不加媒体影 

响；S2:媒体因子作用于检测率，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检测率为沿(1) ^，沿(1) 2々，幻(1) 3々,幻(1) 4々,其中，

2々，々3，々4 表示不同感染阶段时的检测率;s3 :媒体因子作用于参与治疗率，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参与治疗率为 

心(I )n ，心（I )r2，心(I )r3，其中，n ，r2，r3表示不同感染阶段时的治疗率;S4 :媒体因子作用于安全套使用率， 

通过宣传教育提局安全套使用率为尽3 (刀心。，尽3 (I )TTtC，尽3 (I )TTtR，尽3 (I )TTm? .

取媒体影响因子 1̂ = 心 = 心 = 〇. 5 ，̂ =  62 =  63 =  1000,数值仿真结果显示S4 措施的效果明显好于 

其他措施(见图4).由此得知，宣传安全套使用这个干预措施将更加有效.图5 中，进一步得到在M SM 固定 

性伴中提高安全套使用率对抑制艾滋病传播的效果更加明显.首先，当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7T™ 保持 

不变，非 固 定 性 伴 的 安 全 套 使 用 率 各 从 4 0 % 增加到 1 0 0 %时，基 本 再 生 数 凡 仅 从 4. 5 9 降 到 3. 09 

(见图5(a));而 当 与 非 固 定 性 伴 安 全 套 使 用 率 ; 保 持 不 变 ，固 定 性 伴 的 安 全 套 使 用 率 各 从  

4 0 % 增加到1 0 0 %时，基本再生数凡会从4. 1 9降到1.5(见图5(b))，提高与固定性伴的安全套使用率会更 

大幅度降低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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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分析了当M S M 非固定性伴和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共同变化对基本再生数私的影响(见图 

6)，可以得到风< 1 时安全套使用率范围.在凡< 1 区域中，选取两点作为2016年之后固定性伴与非固定 

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得到在此条件下，每年 M S M 中新增H I V 感染者数量的变化(见图7).若 2016年之后与 

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达到87. 5 % ，与非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达到82. 5 % 时，到 2018每年 M S M 中 H IV  

新增感染者将会逐年下降.

图6 安全套使用率与i?。的关系 图7 不同安全套使用率对MSM中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的影响

4 结 论

本文建立了|类具有媒体效应的M S M 群体艾滋病传播模型，这类模型很好地拟合了 2012 — 2015年中 

国 M S M 新增病例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艾滋病在M S M 人群中的传播机理.利用估计得到的参数计 

算在蠢前措施下，基本再生数凡=4. 5 9 > 1，这说明中国M S M 人群中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未来将持续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图 2 中表示疾控或医疗部门每年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病例数，但仍有一部 

分 感 染 者 并 没 有 被 发 现 .本文通过模型算得M S M 人群中未发现的H I V 感染者比例为36 . 7 %， 

高于中国整体艾滋病未发现比例32%[19]，这可能因为中国M S M 人群较其他人群更加隐蔽，发现更加困难. 

此外，通过模型还计算出2016年新增感染者中有51. 3 % 是被这些没有被发现的感染者所传染.这些未被发 

现的感染者一方面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由于不清楚自己的感染情况，会传染更多的易感者.

通过数值仿真，模拟媒体因子作用于3 种不同干预措施，得到媒体加强宣传安全套使用所产生的效果 

明显好于宣传其他干预措施.而提高固定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对基本再生数凡的影响更大，说明加强宣传固 

定性伴对安全套的使用对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更加有效.

综上所述，疾控部门在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时，应结合多种干预措施，并重点强调安全套的使 

用，以此抑制艾滋病在M S M 群体中的进一步蔓延.提高M S M 人群中安全套的使用率，特别是与固定性伴 

安全套的使用，能够更有效地预防艾滋病.在M S M 性行为的发生过程中，不能因为其与固定性伴的信任而 

忽略安全套的使用，否则将增加艾滋病的患病风险.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大M S M 人群 的 H I V 检测率，让更 

多 M S M 知道自身的感染情况，并通过媒体干预等措施，降低其传播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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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IDS Transmission Model Among MSM Under Media Coverage
CUI Jingan, FAN Shengjie, CHEN Fangyuan

(School of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2616» China)

Abstract： In new media ag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strateg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AIDS among 

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is paper,it is established a H IV  epidemic model with media factors,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ortant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H IV  transmission model, it is calculated that the basic reproduc

tion number is i?0 =4 . 59 among MSM without media intervention. Comparing different propaganda strategies, it is found that 

promoting the use of condom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publicity strategies and increasing the use of condom with regular 

partners has greater impact on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i?0. At the same time，it is concluded that 36. 7% of MSM infec

ted people are not found and 51. 3 % of new infections are transmitted by these unfound infections. Strength propaganda and ed

ucation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pread of H IV  among MSM under new media era.

Keywords： M SM； AIDS;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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