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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确诊一例患者都非常慎重

王红，临沂市疾病控
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
长，从 2 0 0 6 年开始，从事
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很多
人的印象里，艾滋病离自
己 的 生 活 很 远 ，其 实 不
然。”王红说，早在 1 9 9 9

年，临沂就发现了首例艾
滋病患者。

“对前来咨询、要求检
测的人群，我们首先介绍
艾滋病传播途径，然后根

据他们的讲述帮助分析感
染 HIV 的危险性，对符合
检测条件的提供免费、保
密的自愿咨询检测，并对
所有初筛 HI V 抗体阳性
者进行有效信息登记，将
血样送省疾控确认。”王红
说。

某县区有一位农民曾
经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
病，到临沂市疾控中心检
测。经过检测确认，工作人

员电话通知他，他并没有
感染，但他坚持认为自己
得了艾滋病，三天两头打
电话，还说疾控中心不负
责任。

王红等工作人员耐
心 地 给 他 解 释 ，不 会 不
管 一 个 感 染 者 ，但 也 不
会 轻 易 给 一 个 人 下 结
论，每确诊一例感染者，
都 非 常 慎 重 ，因 为 结 果
关乎生命。

“即使确认是阳性，工
作人员也绝对不会简单地
电话通知感染者。”王红
说，对本辖区发现、省疾控
确认试验阳性报告单 2 4

小时内实行网络直报，并
要在 1 0 个工作日内当面
阳性告知，同时采集血样
送省疾控进行二次确认，
同时做 CD4 检测。告知绝
对不能通过电话或邮件的
形式。

当面告知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在王红等防艾医生看
来，当面告知也需要有一
定技巧，“毕竟这个结果，
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王红说，很多人在得知自
己感染艾滋病之后情绪激
动，有的人甚至情绪几近
崩溃。

每逢这个时候，王红
会给他们一个情绪缓冲的
时间，待情绪稳定之后，再
告诉他们一些艾滋病防治

常识，以及日常生活当中
要注意什么、怎么防止家
庭中传播，并告知他们要
配合疾控随访，如果不配
合会带来哪些危害。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
听到自己被确诊后，都感
到难以接受，悔恨、绝望，
情绪会非常激动。这个时
候，防艾医生就要在短时
间内给予他们安抚和及时
的心理疏导。”王红说。

在一次男同性恋人群
集体宣传活动中，一位比
较活跃的男孩子带头抽血
检测，没想到的是，他最终
被确诊感染。听到这个消
息后，这个 20 多岁的男孩
情绪非常激动。“我原本平
静的生活被你们打乱了。”
他当场指责医生。

“像他这样的人有很
多，如果不管他们，他们有
可能自暴自弃，甚至有可

能去危害社会，”王红说，
这时候，防艾医生要给失
去生存勇气的患者以鼓
励，让他们有活下去的勇
气、不要自暴自弃，并告知
他们会完全为他们保密，
讲明感染不代表已经发
病，即使发病，抗病毒治疗
也可以延缓发病、延长生
命，只要配合治疗，他们仍
然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

有困难，他们更愿意找我们

王红说，感染者最终
接 受 被 感 染 的 现 实 ，需
要 一 个 漫 长 的 心 理 过
程 。这 个 过 程 中 会 出 现
各 种 问 题 ，感 染 者 也 会
面 临 各 种 困 难 以 及 歧
视 。“ 时 间 长 了 ，患 者 最
信 任 的 也 是 我 们 ，有 什
么 困 难 ，他 们 更 愿 意 来
找我们。”王红说。

“艾滋病患者都担心

被歧视，所以会千方百计
地对外隐藏自己的真实病
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承
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要远
远大于疾病本身给他们带
来的痛苦。”王红说，如果
有人出了车祸或患了癌
症，人们都会同情他，但如
果说是得了艾滋病，不但
没人同情，反而要被歧视。
这些感染者无处倾诉心中

的痛苦，生活中遇到苦难
也难以启齿。“很多感染者
生活在农村，他们会在生
活上遇到很多困难。就拿
家庭困难的病人申请低保
来说，他们不敢去申请，怕
被人歧视，所以一些手续
都需要疾控中心的人帮忙
去办。”王红说。

其实，不仅如此，平
时感染者到医院看病就

医，防艾医生都会主动带
着他们去。“有的艾滋病
患者不被家人理解，或在
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都愿
意找当地的防艾人员倾
诉。为家庭贫困的感染者
捐款，为他们找工作，帮
忙解决家里的矛盾等工
作之外的事情，防艾医生
都 愿 意 为 他 们 提 供 帮
助。”王红说。

装成患者亲戚去做回访

防艾医生都乐意帮助
感染者，但他们工作时很
像是在做“地下工作”。王
红说，艾滋病感染者确诊
后，防艾医生要定期对其
进行回访。为了避免给不
愿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
带来恐慌，防艾医生总会
小心翼翼。

“为了保护艾滋病患
者的隐私以及减轻他们的

心理负担，县区的防艾医
生去病人家回访时，往往
会把车停到距离患者家很
远的地方，并且一次只去
一两名防艾医生。”王红
说，有时候找不到患者的
家，防艾医生则会装成患
者的亲戚，以走亲戚的名
义打听，或者以乡医打预
防针的名义寻找。

对于有些患者，他们

担心自己的病情被人发
现，防艾医生就会尊重患
者的要求，不到家中回访，
另外选择回访地点。“有时
候需要对患者进行抽血检
查，血样需要在中午 12 点
前送到济南的实验室，遇
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患者
会让防艾医生半夜去采
血。”王红说。

遇到这样的情况，王

红等人会尽量尊重患者的
要求。其实，不仅如此，在
各县区防艾工作者到高危
场所宣传时，他们大多会
选择在下班后或者夜间进
行宣传，而每当有患者、高
危人群要做检查时，防艾
医生也会为他们安排好所
有的保密工作。

本报记者 周广聪

九成感染者

经治疗回到工作岗位
11 月 25 日，记者从

临沂市疾控中心艾滋病
防治科获悉，目前临沂属
于艾滋病低发区，通过近
些年的防治工作，九成以
上的病人经抗病毒治疗
后回到了正常工作岗位。

为尽早发现艾滋病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使他们得到及时救治，
有效控制艾滋病的传
播。自 2004 年临沂市疾
控中心成立了独立的艾
滋病防治科以来，在各
县区疾控中心卫生防疫
站、妇幼保健机构、皮防
所等机构相继建立了 39

个免费自愿咨询门诊，
48 个艾滋病抗体筛查实
验室，为有需求的群众
提供规范的艾滋病自愿
咨询检测工作。

据介绍，各咨询门
诊注重人性化服务，对
咨询者信息进行完全保
密，前来咨询检测的人
数逐年增加。“今年全市

的咨询室接待咨询人数
将超过了 7000 人，这里
面还不包括电话咨询的
人数。”临沂市疾控中心
艾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员
介绍，到目前为止，仅市
疾控中心一个咨询室，
今年就接受了 400 多位
市民咨询。

自 2006 年起，临沂
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
抗病毒治疗，“通过定期
随访以及规范的抗病毒
治疗，艾滋病感染者及
发病患者中，9 成以上
的人已经重返了工作岗
位，并恢复了正常的工
作和生活。”临沂市疾控
中心艾滋病防治科一位
工作人员说。

另据了解，临沂市
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诊实
验室目前正在筹建，预
计明年年底投入使用。
建成后，临沂将具有确
诊艾滋病的能力。

本报记者 周广聪

谈艾不色变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尽管临沂属于艾滋

病低发区，但做到“谈艾
不色变”，临沂还有很远
的路要走。专家呼吁，市
民应多掌握些防治艾滋
病方面的常识，不要谈
艾色变。

据介绍，需要进行
艾滋病检测的对象主要
分为 9 类：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
家属或者密切接触者；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
所产的新生儿；发生职
业暴露的医务人员或其
他人员；共用注射器吸
毒的人员；男同性恋者；
无保护的非固定性性接
触者；有偿供血、受血及
血液制品史者；有流行
病学危险因素、原因不
明的长期发热或免疫功
能极度低下者；患有溃
疡性性传播疾病，如梅
毒、尖锐湿疣、生殖器疱
疹患者。

专家表示，艾滋病
本身的特性是潜伏期
长，处在潜伏期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无任何症
状，在外表上与健康人
无任何区别，只有通过
检测才能被发现。并且
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艾
滋病的恐慌和对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谈
艾色变的心理造成了更
多发生过高危险行为的
人不敢去做艾滋病病毒
的抗体检测。

临沂市疾控中心艾
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对艾滋病进行
咨询的人只是有高危行
为人群的一部分，还有
很多具有高危行为的人
群不愿意或不知道前来
咨询、检测。因此，市民
应多掌握些防治艾滋病
方面的常识，不要谈艾
色变，理性看待艾滋病。

本报记者 周广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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