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男同性恋人群感染艾滋比例明显增加

最小艾滋“男同”未满 18 岁

12 月 1 日，是第 24 个“世界艾滋病
日”。临沂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透露，
目前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构成特点正发生
变化，临沂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
在明显增加。

“男同感染比例明显上升的同时，低龄
化趋势也日趋显现。临沂市籍今年一位因
为发生同性关系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在被
确诊时还不满 18 岁。”连日来，本报记者采
访了多位人士，了解到两位男同性恋感染
者的患病经历，这或许也给社会以及有关
部门的防治工作敲响了警钟。

现状调查：

“男同”感染艾滋比例明显增加

“从去年以来，到临沂市
各县区自愿咨询、检测的人
群来看，经常有男同性恋人
群来咨询、检测。”临沂市疾
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王
红说，今年以来，市疾控中心
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的检
测结果显示，艾滋病的阳性
检出率较往年同期有了明显
的上升。

据王红介绍，从临沂市疾
控中心今年以来接受咨询、检
测服务的统计结果来看，艾滋
病仍然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
且感染人群以 20 至 44 岁的年
轻人为主，相当一部分感染者
是 80 后年龄段的人群，而年
轻男同性恋人群被查出感染

艾滋病的人数明显增多。
“在 MSM(男性性接触

人群的简称 )人群预防知识
培训会时，疾控部门会开展
检测，每次都能监测出来感
染者。”王红说，根据有关部
门权威数据统计，在过去的
几年时间里，男同性恋的艾
滋病毒感染者人数逐年上
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目前，市疾控中心通过与
临沂本地同性恋组织——— 临
沂彩虹工作组，在 MSM 人群
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
每个月，临沂彩虹工作组相关
负责人会把当月的工作开展
情况，汇总形成报表报给市疾
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

作为高危人群，男同性
恋人群正在成为今后艾滋病
预防控制工作的重点人群。
前不久，临沂市某县全球基
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防艾人
员，对该县 182 名男同性恋
人群做了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人口特征、艾滋病知识态
度情况、性行为情况及彩虹
组织外展干预情况等。

男同性恋人群，又被称
为 MSM 人群。调查结果显
示，该人群主要集中在 19-50

岁人群，男性行为者首次性
行为的平均年龄为 2 1 . 8 6

岁，性伴多、双性者占了多
数，不安全性行为方式发生
率高，其中近半年采用不安
全性行为方式占 63 . 19%。

被调查人中，未做过艾
滋 病 病 毒 检 测 的 高 达
70 . 33% ，而艾滋病已检测者

仅占 29 . 67% ，但已知艾滋病
阳性感染率占总调查人数的
3 . 07% 。调查结果显示，多性
伴、无保护性性行为和双性
接触等高危行为，已经成为
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和
传播的主要原因。

调查人员发现，本次调
查的结果与全国大中城市研
究成果基本一致。近日，疾控
部门权威数据统计，男男同
性恋艾滋病患者已占到总数
32 . 5%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
里，中国男同性恋的艾滋病
毒感染者人数逐年上升，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
现象引起各大相关部门的注
意和警惕，如何防治和干预
男男同性恋行为也成为各大
城市艾滋病防治中心的重要
工作任务。

本报记者 周广聪

七成男同性恋人群未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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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说感觉最对不起父母

今年 21 岁的川川出生在某
县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看上
去阳光、帅气的他，与普通年轻
人并无差别。然而，在 2 0 0 9 年，
在临沂打工的他，被确诊为艾滋
病感染者，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被
彻底改变。

2009 年的一天，川川因为身
体不适，到临沂市人民医院做检
查。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把他拉
到一旁说：“你的血可能存在问
题，建议你去市疾控中心再检查
一下。”很快，川川和男性同伴来
到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咨
询，并做了检测。最终，两人都被

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而川川当
年只有 19 岁。

工作人员通知他过来，并把
确诊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情绪很
激动，并痛哭流涕。他说，因为自
己不懂事与别人发生关系，自己
非常后悔，感觉最对不起父母。
他请求工作人员不要通知家人，
说自己想使劲挣点钱给父母，然
后出走。

工作人员给他做了心理咨询，
并劝说他，不要自暴自弃，把艾滋
病当做慢性病来治，只要配合治
疗，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会有太大
影响。后来，川川辞职去了外地，市

疾控中心建议他到工作地点的疾
控中心治疗。

不久后，他主动联系了临沂市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愿
意在临沂接受治疗，并配合定期查
体。而在当时，川川的 CD4 指标已
经很低，需要马上接受治疗。经过
一段时间治疗后，川川的 CD4 恢
复正常。

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川川仍然在外地工作。不过，他会
经常打电话给临沂的防艾医生，告
诉他们自己的近况。电话中，川川
还像以前一样，是个健谈的大男
孩。

虽是大学生，但对艾滋病一无所知

前两年，一位正在临沂某单
位实习的大四学生木木，来到临
沂市疾控中心做检查，工作人员
在与他交流之后得知，大学期
间，他曾经和学校的男同学发生
过关系。

他告诉疾控中心的工作人
员，因为好奇，他接触了同性恋
圈内的人群，并和身边的人发生
了关系。后来，他了解到男同人
群有了高危行为之后，有感染艾
滋病的风险。在反复思考之后，

他决定到疾控部门做一次检查。
经过检测，这名大学生被确诊感
染艾滋病，

然而，工作人员发现，将近大
学毕业的他竟然对防治艾滋病知
识并不了解。当市疾控中心的工作
人员，把他叫到市疾控中心当面告
知时，他的情绪几乎崩溃。

“我们跟他讲了艾滋病的相
关知识，并告诉他，只要配合治
疗，还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
活。”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他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他请求工
作人员不要告诉自己的父母和
学校，当时他临近毕业，是个很
优秀的大学生，包括工作在内的
很多事情已经基本确定下来。

后来，工作人员几次和他沟
通，并对其进行回访。不过，后
来，随着他毕业到外地工作，市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与他失去了
联系。“如果不是患病，他原本会
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一位工作
人员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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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时，他还没过 18 岁生日

“今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年
轻的男孩子来做咨询，当时他告诉
我，自己发生过同性性行为。后来，
他被确诊感染艾滋病。”11 月 28

日，市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
员说，这个男孩子当时没过 18 周
岁生日，他也是临沂历年来，在男
同人群中发现的最小感染者。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这个患
者对于艾滋病方面的知识严重缺
乏，甚至不知道得病之后到底意味
着什么。当面告知他时，他只是觉
得自己得了一种严重的病，而没有

意识到底多严重。”市疾控中心的
工作人员说。

后来，工作人员通过了解得
知，这位患者的家庭情况比较特
殊，“他连初中都没上完，知识文
化比较低，在被确诊之前，他对
艾滋病没有任何了解。不过他还
是一名很懂事的孩子，在自己查
出来被感染之后，他带自己的女
朋友过来检查。好在他的女朋友
并没有被感染。”这位工作人员
表示。

11 月 29 日，记者了解到，在

近些年以来，临沂市各县区防艾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像这个年轻
的感染者一样，临沂类似的情况正
在逐渐增多，许多年轻的男同性恋
在被确诊患有艾滋病之前，很少知
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患
病之后，将给自己生活带来何种影
响。

“男同被感染群体不仅出现在
年轻的打工人群中，近些年，不少
高中、高校的学生群体中也开始增
多。”临沂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担忧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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