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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同时也是重要
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
2018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为“主
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旨在
强调开展艾滋病检测工作对防治艾
滋病、实现“三个 90%”目标和共享健
康生活的重要意义，明确检测是知晓
艾滋病感染状况的唯一途径，倡导通
过检测知晓感染状况，进而采取治疗
和预防措施，有助于控制艾滋病，共
享健康生活，为健康辽宁建设作出贡
献。截至目前，我省报告现存活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病人17281例，处于低
流行水平。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艾滋病防治工作，将其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各地、各部门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以及
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原
则，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艾滋病
防控政策措施，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
进展。

一是省级成立了目前由 24 个部
门组成的辽宁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
员会，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议事机
构，明确了各有关部门职责，全省政
府领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的
艾滋病可持续发展防治机制真正建
立并有效运行。二是出台了《辽宁
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规
划》。《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我
省防控总目标。围绕着总体目标的
实现，《规划》从综合干预、监测检测
以及救治救助等方面提出了“四个
提高”“四个落实”八项主要防控措

施。三是完善服务体系，健全服务
网络。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目前全
省有艾滋病疫情监测哨点 64 个，自
愿咨询检测点数量增至 222 家，全省
艾滋病治疗定点机构 19 家，建立了
由 575 个检测实验室组成的较为完
善的艾滋病检测网络系统。四是加
大防控干预力度，努力降低新发感
染。我省不断加强对高危人群的健
康教育，扩大综合干预覆盖面。全
省所有县区开展了预防艾滋病母婴
传播工作，近年来，孕产妇孕期艾滋
病检测率保持在 95%以上。五是强
化检测救治救助，不断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通过高危人群自愿咨询检
测、医疗机构主动检测、监管场所全
员筛查等方式，检测人次数从 2012
年的 327 万余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519 万余人次。同时，及早开展抗病

毒治疗，将有意愿且无治疗禁忌症
的感染者全部纳入治疗范围，实现
应治尽治。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治
疗感染者和病人 1.6 万余人，正在治
疗 1.4 万余人，治疗规范化程度显著
增强。六是强化血液安全管理，努
力消除经输血途径传播。目前全省
共设置 14 个血站，备案 100 个采血
点，共建立相对固定无偿献血者队
伍 20 余万人，应急献血预备队伍 2.9
万余人，全省无偿献血工作长效机
制已经初步建立，基本杜绝了艾滋
病经输血途径传播。七是创新社会
治理，着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近年来，我省积极组织各地社
会组织申报国家基金项目，以监督
激励为抓手，以绩效考核为手段，不
断完善管理机制，在国家基金项目
的带动下，各地制定措施鼓励、支持

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
作，将社会组织紧密团结在政府周
围，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机制日
趋完善。

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我省进一步
完善了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全
社会普及了艾滋病防治知识，最大限
度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有效控制性传
播，持续减少注射吸毒传播、输血传
播和母婴传播，并进一步降低了病死
率，提高了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质量，
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特别是自2017年开始，我省年新增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呈下降趋势，防治
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较大成
绩。但是，目前艾滋病传播各种危险因
素广泛存在，疫情上升态势尚未得到根
本性扭转，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防治工
作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与问题。

今后，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
各级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作用，
认真贯彻落实《辽宁省遏制与防治艾
滋病“十三五”规划》，全方位开展宣
传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加大对男性同性
性行为、吸毒等人群的干预力度，实
施综合防治策略，减少新发感染；强
化各定点医疗机构、检测监测机构的
主动服务意识，全面提升检测效率和
抗病毒治疗质量；同时要进一步动员
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方力量，努力
破解经性传播难题，不断提高全省艾
滋病防治工作水平，确保防治目标如
期实现，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为建设健康辽宁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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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进一步完善艾滋病防控体系
专家解答 JIEDA

艾滋病检测七问
▼为什么需要检测？

（1）艾滋病离你并不远：截至
2017年底，我国报告现存活感染者75.9
万例；通过艾滋病检测，2017年当年我
国诊断报告的感染者为13.5万例。

检测及诊断报告显示，近年来，
每100个艾滋病感染者中就有超过
90个是经性途径感染。

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就有可能感

染艾滋病。
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感染者因

没有接受检测并不知晓自己感染状况。
（2）检测对个人的好处：
通过检测可以尽早发现自己是

否感染艾滋病，早发现才可以早治
疗，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早检测早发现，才可以更好地采
取措施，避免艾滋病进一步传播。

▼哪些人需要检测?
（1）有高危性行为史，包括仅发

生1次未使用安全套的异性性行为
或男性同性性行为；

（2）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侣；
（3）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者；
（4）在非正规医疗单位拔牙、纹

身者（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没有严格
消毒的器具）；

（5）其他情形：1）梅毒、淋病、
尖锐湿疣等性病患者；2）准备结婚
的伴侣建议婚前检测；3）孕妇建议
在刚发现怀孕时检测；4）感染了艾
滋病的妈妈生的宝宝。

▼什么时候检测？
感染艾滋病后不是马上就能检

出是否感染，存在检测的窗口期，抗
体检测的窗口期一般为 4-12周,核
酸检测的窗口期为1-4周。

目前，最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抗体检

测，建议在高危性行为后4周检测抗体，
大多数感染者4周可以检测到抗体。如
果4周结果阴性可以等到8周或12周再
检测。一般情况下，如果12周之内没有
再发生高危性行为，也没有检测到抗
体，就可以排除艾滋病感染。

▼去哪里检测？
（1）可以去接受检测的地方：
1）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VCT）可以获得免费咨询和检测服务。
2）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均可以提

供检测服务。
（2）检测机构的名录和地址：
提供检测服务的实验室名录可以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
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查询。网址：http://
ncaids.chinacdc.cn/fazl/jcjg_10287/。

（3）可以自己做检测（自我检测）吗？

自我检测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一种检测手段，国际上已经有检
测试剂获得认证。我国还没有获得
认证的产品。目前购买快速试剂进
行自我检测的人，需要特别注意：

1）自我检测者，可能出现不正
确的结果，包括假阴性和假阳性。

2）自我检测阳性并不能确诊艾滋
病感染，一定要到疾控中心或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检测；自我检测阴性，因存
在窗口期，建议在3个月后到疾控中心
或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和检测。

▼有哪些检测方法？
艾滋病检测首先进行的是抗体初

筛检测。如果初筛检测结果为“阳性”，
一定要进一步做确证试验，才能确诊。

常用筛查试验方法包括酶联免
疫吸附实验、化学发光实验、免疫荧
光实验、快速检测实验。也可以使

用抗原抗体筛查实验，即在抗体检
测基础上加入抗原检测，窗口期比
仅用抗体检测提前1周。

筛查试验阳性不是最终结果，
需要进一步确证，常用方法包括抗
体免疫印迹实验、条带或线性免疫
试验，也可用核酸试验进行确证。

▼检测阳性怎么办？
可以到当地的疾病控制机构获得

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
要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治疗

越早，效果越好。
国家有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

每个地区都有开展抗病毒治疗的定
点医院。

要采取防护措施，保护性伴侣不
被感染，同时告知性伴侣接受检测。

不必担心个人患病会被别人知
道，感染者的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

▼检测阴性怎么办？
如果检测为阴性，可能是处于

窗口期内，建议3个月后再次检测，

在此期间没有发生高危性行为，也
没有检测到抗体，则可排除艾滋病
感染。

关于艾滋病，这9点你需要知道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传

染病，病死率高，尚不能彻底治
愈。

艾滋病需要终生服药治疗，
给家庭和个人造成严重负担。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
流行呈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
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
性行为。

艾滋病通过含有艾滋病病毒的
血液和体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等）
传播，蚊虫叮咬、共用学习用品、共
同进餐、共用卫生间、握手、拥抱等
日常接触不会传播。

性行为前使用冰毒等新型合
成毒品、Rush等助性剂以及醉酒
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
的风险。

感染了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风险，感染性病后必须及时
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目前还没有有效疫苗可以预防
艾滋病，拒绝毒品、自尊自爱、遵守
性道德、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措施。

学习掌握性健康知识，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与技能，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
套，可有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感染。

不能通过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如需了解感染状况，
应该到疾控中心、医院等医疗卫生机
构进行检测。

早检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助于疾病预防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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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艾滋病检测咨询月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赵 砚 摄

本组稿件由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