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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徐军

艾滋病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2018年12月1日是
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
康”。11月28日，记者从青岛市疾控中心
获悉，今年1～ 10月青岛新发现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男性占
94 . 2%，女性占5 . 8%。今年报告病例全
部为性接触传播，尤其是男男性接触传
播仍然是本市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新发现感染者男性占9成

1992年，青岛在劳务输出归国人员
中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年来，
随着对高危人群动员检测力度的加大和
市民主动检测意识的增强，每年发现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数量明显增
多。
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10月，青岛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及病人中，男性占94 . 2%，女性占
5 .8%，男女之比16 .1：1；汉族占97 .8%，
少数民族占2 . 2%；本市人口占31 . 9%，
流动人口占68 . 1%；从感染途径看，全
部经性接触传播，其中有75 . 8%是经男
男性接触感染；在职业分布中前五位分
别为商业服务人员、干部职员、工人、农
民和学生，分别占 15 . 6%、11 . 9%、
10 .6%、6 .9%、6 .4%。
经疫情分析发现，本市艾滋病流行

特点表现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数量在继续增加，疫情依然呈上升趋势，
但仍属于低流行地区；经性传播是本市
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今年报告病例
全部为性接触传播，经男男性接触感染
的人数上升较快，所占比例已由2008年
的28 . 9%上升到今年的75 . 8%，是异性
性接触感染的3 . 1倍；自愿咨询检测、术
前检测及其他就医病人临床检查、依托
项目开展动员检测、性病门诊检测是本
市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四个主要途
径，占本市感染者总数的90 . 0%；本市
今年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流动人
口为主，占68 . 1%；今年发现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中职业分布以商业服务人

员、干部职员、工人、农民和学生为主，占
51 .4%。

检测网络已覆盖十个区市

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在防治艾滋
病上，青岛各成员单位认真贯彻实施《艾
滋病防治条例》，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日常
工作内容，积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形成
了“政府组织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格局。
市财政每年投入110余万艾滋病防

治专项经费，用于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
疫情监测、行为干预、病人救治等工作，各
区、市也将艾滋病防治经费列入了财政预
算。为更好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青岛组
织开展了艾滋病宣传进农村、进学校、进
社区、进家庭、进公共场所等“五进活动”、
“妇女预防艾滋病面对面”活动、“青春红
丝带”行动，实施“青岛市农民工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工程”、“领导干部培训工程”，
为防治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目前，本市已建立2个艾滋病确证

实验室，51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78家

艾滋病检测点，建立了完善的艾滋病实
验室检测网络，覆盖10个区、市；并设立
42个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包括综合医
院、妇幼保健机构、疾控中心和高校医
院。全市每年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100余万人次。青岛还将娱乐场所服务
人员、男男性接触人群、吸毒人群等高危
人群作为干预工作重点对象，组织动员
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社会组织、志愿者深
入监狱、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各类
高危行为人群集中的场所开展健康教
育、行为干预和技能培训等外展服务，努
力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检测点延伸至基层医院

对于下一步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市
疾控中心专家强调，经性接触传播尤其是
男男性接触传播仍然是本市艾滋病传播
的主要途径，流动人口感染比例仍然较
高，吸食新型毒品加大了艾滋病经性传播
的风险，商业服务人员、干部职员、工人等
职业所占感染比例依然较高。应针对新形

势下艾滋病疫情出现的这些新特点，青岛
将积极探索重点和高危人群的宣教、干预
模式，加强综合防控措施，减缓艾滋病病
毒向一般人群传播几率。
把宣传教育作为艾滋病预防控制的

首要环节，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特别
是要认真做好流动人口、青少年、妇女、
被监管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工
作。着力推进男男性接触人群、吸毒人群
等高危人群行为干预，提高高危人群艾
滋病知识知晓率及安全套使用率，全面
落实综合干预措施，减少艾滋病病毒传
播几率。
在基层医疗机构继续进行艾滋病检

测点建设，扩大艾滋病监测、检测覆盖
面，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做到早发现，
早干预，早治疗。
积极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

及时为符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
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有效落实关
怀和救助措施，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的
服务与管理，提高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
生命质量，努力降低艾滋病患者的病死
率。

新增艾滋感染者男性超九成
今年发现的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比68.1%，男男性接触感染仍是传播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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