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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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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重庆市某三甲医院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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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及流行特征!为艾滋病防控相关决策提供证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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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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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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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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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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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进行整理!统计
ZS]

感染率并分析人群特征%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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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男女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婚姻状况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已

婚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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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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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的比例在各年都最高'文化程度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低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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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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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文化程度
ZS]

感染者构成比有增加的趋势%传播途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性传播"包括同性和异性#感染比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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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逐年上升趋势%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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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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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应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男性人群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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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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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艾滋病起源于非洲#后由移民带入美国)

$(/$

年美国在世界上首次报道艾滋病患者的病例报告不久以

后#艾滋病迅速蔓延到各大洲)

$(/2

年#一位到中国旅游的外

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后很快死亡#后被证实死于艾滋

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艾滋病已被我国列入

乙类法定传染病#并被列为国境卫生监测传染病之一)近年

来#

ZS]

感染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艾滋病的传播已由高危

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

'

)在大型综合性医院如何管理这些患

者已不容忽视)为此#对本院
1%%-

'

1%$'

年住院患者
ZS]

感

染状况进行分析#以提高医务人员对
ZS]

感染情况的认识#加

强对艾滋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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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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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

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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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ZS]

感染

者疫情资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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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美国
S\R

公司%统计分析

软件处理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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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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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流行趋势
!

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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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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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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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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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这个数字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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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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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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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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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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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11)

例)感染者新增

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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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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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年都有新增感染

者#但是新增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年增长速度为
2'&-Y

#此

后增长速度呈逐渐放缓趋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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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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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年增长速

度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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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性别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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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中#男
/0$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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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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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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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1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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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验#男女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男性的

比例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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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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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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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感染者文化程度差异
!

本研究对
"##$

!

"#!%

年新

增的
!!!/

例
&'(

感染者的文化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低文化程度
&'(

感染者比例高#但高文化程度感染者有逐年

增加的趋势$不同文化程度感染人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其中具有小学文化水平
%-"

例#占总人数的

%!*,)

#初中文化水平有
%""

例#占总人数的
"+*.)

#高中或

中专文化水平有
".#

例#占总人数的
",*#)

#大专及以上文化

水平的人数有
!-#

例#占总人数的
!%*-)

#见表
-

$

!*%

!

&'(

传播方式
!

本研究对
"##$

!

"#!%

年新增的
!!!/

例
&'(

感染者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分析#发现不同传播途径感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染人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感染
&'(

的方式主

要以性传播途径为主#其中异性传播有
.!!

例#占
+!*+)

#同

性性传播有
$,

例#占
,*+)

#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此外#注

射毒品传播有
.$

例#占
+*$)

#其他途径传播有
%#

例#占

"*$)

#见表
,

$

表
,

!!

"##$

!

"#!%

年重庆市某三甲医院
&'(

感染者的感染

!!!

途径构成情况!

!

"

)

#$

年份 注射毒品 异性传播 同性传播 其他途径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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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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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随着我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启动以及自
"##/

年全面

开始实施%四免一关怀&

'

"

(政策以来#通过扩大和完善艾滋病监

测网#开展高危人群检测和筛查#有效扩大了
&'(

检测范围#

使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被发现$截至
"#!%

年底#全国报告现

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

万人#报告死亡
!%*,%

万

人$感染者发现比例从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

)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管理比例从
"##-

年的不到
"#)

上

升到
"#!%

年的
.-)

$在本调查中发现#近几年重庆市某三甲

医院的艾滋病疫情开始快速上升#

"##$

!

"#!%

年#随着
&'(

感染者实际人数的增加#

&'(

感染者报告人数明显增加#且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

"##$

!

"##.

年
&'(

感染者环比增长速度

在
-#)

左右$从
"#!#

年起#

&'(

感染者环比增长速度有放缓

的趋势#

"#!%

年
&'(

感染者环比增长速度为
""*/)

$这与全

国艾滋病疫情上升速度有所减缓的总体流行态势一致$

在目前
&'(

呈急速流行的严峻形势下#

&'(

的窗口期成

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国外有研究者采用
012340

检

测
&'(

的
056

用作其感染的早期诊断指标#由于
012340

的高灵敏度#这种方法也被认为是
&'(

早期感染的金标

准'

%2,

(

$因此#非常有必要采用核酸检测作为
&'(

早期感染检

测手段#尽可能减少
&'(

感染窗口期的漏检率$

经性传播是我国艾滋病最为主要的传播途径#而且男性同

性性传播增加明显$性传播占每年新发现病例的百分比从

"##,

年的
%%*!)

增加到了
"#!%

年的
.#*+)

#同时男男性行为

人群传播所占比例从
"##,

年的
"*-)

增加到
"#!%

年的

"!*/)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接触是医院
&'(

感染者最主要

的传播途径#其中又以异性间性接触为主#但同性间性接触感

染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因此#我们不容忽视#特别是重庆市的

男
2

男同性恋人群
&'(

感染持续呈现较高水平'

$2!#

(

#

&'(

感染

人群年龄分布情况来看#以
"#

!

/.

岁者居多#且又是性活跃人

群#将会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更大的挑战$洁身自爱*遵守性

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根本措施$因此#要大力开

展性健康教育#树立正确性观念和性取向#遵守性道德#自觉抵

御对同性性行为的好奇与追崇$

目前#

&'(

感染者以青壮年男性*文化程度低组为主#低

年龄组*高文化水平以及学生
&'(

感染者也在增加#感染人群

比较多样化$因此#艾滋病的防控工作责任大#任务繁重$艾

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家庭#做好艾滋病的防护与治疗工作#

不仅仅是医务人员的任务#更是全社会的责任$预防与控制艾

滋病目前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健康教育'

!!2!"

(

$输血科必须充分

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加大对各类人群尤其

是要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人群的

认知水平#自觉改变高危行为#远离艾滋病$同时#还应进一步

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及使用美沙酮治疗'

!%2!/

(

#加大对高危人

群的监控工作#扩大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

(41

"门诊的覆

盖面#以尽早发现感染者#降低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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