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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日

趋增长!但病毒学抑制率较高&免疫学应答较好!在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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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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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艾滋病疫情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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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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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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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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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每

年的新增治疗数均保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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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率)治疗数的增多#

给重庆市抗病毒治疗的随访管理及治疗效果保证的带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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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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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抗病

毒治疗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交到各定点医院)

本中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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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为市级治疗点后#管理的艾滋病患者数出现暴发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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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目前

抗病毒治疗的效果#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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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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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或固定性伴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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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的一方#患者只要具有

治疗意愿#并可保证良好的依从性#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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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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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可开始治疗)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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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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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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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计数和病毒

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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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对不同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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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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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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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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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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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抗病毒治疗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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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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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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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治疗患者最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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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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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根据治疗时间分组统计#同基线时相比#不同治疗时间病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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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计数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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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学效果
!

对
$:%0

例治疗患者最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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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

行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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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根据治疗时间分组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发现当患者治疗

时间大于
0/

个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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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病毒处于抑制状态#当患

者治疗时间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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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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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患者体内的病毒

能够得到抑制#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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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在防治工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

'

)艾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0

期



滋病防治定点医疗制度#是指由指定的传染病医院或设有传染

病科的综合医院负责收治艾滋病患者#进行抗病毒*抗机会性

感染等艾滋病相关疾病的治疗)研究表明#定点医疗制度在艾

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解决了
[DB

感

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保障了
[DB

感染者和艾

滋病患者的就医权益#并且降低了对综合医院的负面影响&

-.(

'

)

本中心治疗
[DB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历来已久#

$((:

年

即开始收治艾滋病患者#成为市级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

1%$'

年
-

月#重庆市
[DB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由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移交到各定点医院#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原重庆市传染病医院%

1%$'

年新增艾滋病患者数较
1%$1

年增长了
$$

倍#承担了重庆市
[DB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较多

的就医需求和治疗任务)虽然艾滋病患者数目在不断增长#但

目前在治率为
/-M

#病死率为
'&:M

#停药率为
$&(M

#病死率

和停药率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本中心具备较强的对艾滋病患

者进行随访和管理的能力)

进一步对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学效果进行统计分析#

.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
'

版%/把
>\0

淋巴

细胞数量作为是否开始抗病毒治疗的重要实验室指标之一#并

提出艾滋病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
$1

个月后#

>\0

h

?

淋巴细

胞平均计数一般增加约
$:%

个"
"

_

&

$%

'

)本研究中#治疗
$

#

1

年的艾滋病患者#

>\0

淋巴细胞平均增加
$0(&/

个"
"

_

#与上

述要求的水平基本一致#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0

淋巴细

胞增长数进一步增高#治疗时间大于
0

年后#

>\0

淋巴细胞平

均增加数稳定在
1$0&1

#

1:0&-

个"
"

_

#与研究中
>\0

细胞计

数增长的平台发生在病毒被完全抑制的
0

#

)

年后保持

一致&

$$.$1

'

)

[DB

病毒载量检测是国际公认的监测
[DB

感染者疾病

进展和评价
75?

疗效的指标#比
>\0

淋巴细胞检测更为敏

感&

$'

'

)

[DB

"

7D\<

病例接受
75?

后#

B_

$

0%%3"

KQ

"

;_

#表

明病毒抑制成功#说明
75?

能有效地控制病毒在体内的复

制#使之达到测不到的水平#使艾滋病患者的传播风险大大降

低)本研究中所有病例#经过
75?

后#

(-&$M

的艾滋病患者

体内
B_

检测率小于
0%%3"

KQ

"

;_

#高于广东*长沙地区的报

道&

$0.$:

'

)进一步根据治疗时间进行分组分析#治疗时间在
)

个

月内的艾滋病患者#病毒抑制的比率已达到
(%M

#治疗时间大

于
0

年#

$%%M

的艾滋病患者体内病毒得到抑制)说明经过多

年的抗病毒治疗经验的积累#在面对艾滋病患者数目暴发性增

长的情况下#本中心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抗病毒治疗的病毒学效

果#并达到全国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

$%

年来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75?

效

果显著#并且在面对艾滋病患者数目增多的挑战下#仍然能保

持较高的治疗水平)但也有部分
75?

失败的病例#治疗时间

延长增加病毒学失败的发生#有可能是出现了耐药)另一方

面#免疫学效果在治疗时间延长后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待综合研

究考虑)同时#作为重庆市惟一一所艾滋病市级定点治疗医

院#在保证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同时#仍需要加强综合诊疗能力#

例如艾滋病患者的手术治疗*艾滋病患者的会诊机制等#最终

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寿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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