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哨点如何布局？问卷问些什么？隐私如何保护？

艾滋病监测哨点揭秘
本报记者 郭静

最重要的是

留住感染者
本报记者 刘爽 崇真

高危性行为人群的检测，引出
一张张调查问卷。11 月 29 日，记者
来到青岛一艾滋病监测哨点进行
了探访。

艾滋感染者小朱

小朱已婚，且有个可爱的女儿。

“事发”之前夫妻感情不错。很偶然
的一次，小朱在厕所里经人介绍了
解到“男同”这一群体，令他突然发
现自己对男性更有兴趣。

“我三年前，进入了‘男同’的
圈子，主要是在酒吧、餐厅等场所
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大家聊得
来就一起‘玩’。”小朱回忆，最初
还比较谨慎，后来有些感情不错
的朋友，有时连安全套也不用。

9 月初，他所在的男同 QQ 群
里，有志愿者告诉他在江苏路一个
监测点可以免费检测是否感染性
病，他就来到了这里。

检测结果需要第二天才能拿
到。听到医生告诉他结果为阳性时，

小朱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可能
只能活三两年了，我这一生都完了。

女儿还没长大，好后悔。”

后来，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性健康中心李秀芳教授和同
事对其进行了心理开导，为了丈夫
的前途和女儿以及整个家庭的将
来，小朱的妻子没有选择离婚，反而
对小朱更加关怀备至，每天都努力
为小朱增加营养，增加抵抗力。

和民间组织合作

李秀芳教授称，目前她所在
的性健康中心跟当地多个男同工
作组以及女性高危性行为人群组
织保持联系，经常在志愿者协助
下对这部分人群动员检测。

“检测者来到这里之后，需要
先填写表格，不要求真实姓名，但
是详细联系方式、住址等需要真
实。”记者在表格上看到所列项目
非常详细：“最近 3 个月，你有无
买过性？有无卖过性？有没有性女
伴？发生关系时使用安全套了
吗……”这些内容都需要被检测
对象如实填写。

填完表格将进行抽血，进行
艾滋病抗体快速检测，发现呈阳
性者，则将血样送往青岛市疾控
中心进行确诊检测。此时需要检
测者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以便能随时联系到对方。

“最终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就
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将电话一
换彻底消失。为了稳定这些人，我
们需要非常注意告知的技巧和平
时的心理干预。”李秀芳解释。

志愿者之一、青岛同舟工作
组(男同组织)的于博念念不忘自
己一个朋友小A的经历。小A被检
测出艾滋病菌携带时，因当时一工
作人员对其求助电话没有认真理
会令其觉得孤立无援，遂对于博抱
怨：“没有人关心我，我之所以感染，

也是别人害的，我也要报复，以后做
爱不戴套！现在受歧视是因为人少，

得艾滋病的人多了就不会被歧视
了，大家就都一样了！”

随后一段时间内，在一娱乐
场所工作的小A 真的实施了他的
报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李秀芳
及时将小 A 引导至检测点，一次
次开导下，他开始转变观念，并积
极接受治疗和定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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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防控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前沿侦察兵”的神秘环节，这就是遍布全国的艾

滋病监测哨点。那么，这些哨点如何布局？如何收集相关信息？如何跟踪高危人群？疾控部门

及监测点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深入其中，为您揭

开神秘面纱。

哨点相对隐蔽，化验单专人保管

一个红丝带的标志，两行显
眼的红色大字：国家级艾滋病监

测哨点。这是挂在济南市中心医

院皮肤科门诊大厅的一个牌子。

11 月 30 日中午，记者走进这
个哨点时，除了看到这个监测哨

点的标志，还看到了贴在下面的

一个友情提示：我科是国家艾滋
病监测哨点，免费提供艾滋病抗

体监测。如果需要帮助，您可与科

内医护人员联系而无需挂号。

“这是为了方便存有疑虑的

患者就诊，解除他们的心理压力，

保护他们的隐私。”该科主任杨秀

莉说。她指着蓝色牌子下面的一

个红色笑脸标志，上面写着：增进

交流，互相理解。“我们是为病人

服务，就要尽可能地做好周到的

服务。”

据杨秀莉介绍，该哨点 2003

年前后设置，针对前来就诊的人

群进行监测。“主要针对性活跃期

的青年男女，有的是主动要求检

测，尤其是到艾滋病日前后，前来

检测的更多。一般来说，男性多于

女性。”

按照规定，这是一处性病门

诊男性就诊者监测哨点。这个门

诊相对隐蔽，处于皮肤科门诊的

最里面，门诊内有专门的男性就

诊室。

“这也是保护病人隐私的做
法。”杨秀莉说，另外，病人的化验

单还将由专人保管，“放在其他病

人看不到的地方，不会泄露病人

病情隐私。”

调查问卷在隐蔽空间填写，敏感问题可拒答

需要进行检测的患者，在与医

护人员进行联系后，要填写一份性

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调查问卷。

“填写的时候当然是需要隐蔽

空间的，其中有些项目是可以拒答

的，比如‘最近三个月，你与小姐(暗

娼)发生过性行为吗’这样的隐私问
题病人可以不填，但是一般来说如

实填写的较多。”杨秀莉介绍。

她拿出一份调查问卷，记者
发现上面的问题有20多个，其中

包括监测地点、调查对象基本资
料、对艾滋病的了解情况、最近三

个月的性行为情况，以及接受预

防艾滋病服务情况等。

“比较系统地了解病人的整

体情况，这会对艾滋病的感染原

因和流行变化趋势有一个了解。”

杨秀莉说。

前来检测的病人，不少是事

先对病情已有了解，也有一些人

是从其他地方转过来的，“现在病
人分流渠道很多，很多男科医院

或者皮肤病医院都有病人前去，

应该说我们的门诊量一直比较稳
定，跟这个分流也有关。”她说。

一般来说，每个月疾控中心

人员会来采集病人血样，然后拿

去检测。“我们是临床服务，不管

男女老少，来者不拒，除了采血检

查，还提供咨询服务，回答病人的

疑问，这是我们的宗旨。”

重点监测 8 类高危人群，青年学生为新增群体

目前，全省像这样的哨点有

67个，每个哨点都会根据自己的

针对对象做抽样检测。

监测哨点的监测对象是八类

高危人群。“一类是性病门诊男性

患者，全省有17个点;二是女性性

工作者，全省也是17个点;三是男

男性行为者，有8个点;四是流动人

口，有3个点;五是孕产妇，有17个

点;六是吸毒者，有2个点;七是男

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有1个点；

八是青年学生，有2个点。”省疾控

中心艾滋病所监测专家廖玫珍介

绍。

“这些高危人群的监测点是

慢慢增加的。”廖玫珍说，我省艾

滋病监测哨点是1995年开始建

立，最初只有2类监测对象，分别

针对性病门诊男性患者和女性性

工作者。“这些年来，高危人群逐

渐扩大范围，监测范围也随之扩

大，今年春天又增加了青年学生

这一监测对象。”

增加监测点范围是根据每

年艾滋病感染者疫情报告的特

点和变化而定的，比如如果在

疫情报告中发现了某个感染群

体的增多，就会随之增加新的

监测点。“比如发现长途汽车司

机感染者，就在胜利油田增加

了监测点。而这几年随着性开

放观念的蔓延，青年学生在校

性行为增多，受感染的几率增

大，因此国家就增加了青年学

生监测点。”

“艾滋病监测哨点的功能就

是通过抽样检测，为艾滋病的流

行趋势和变化提供数据支持。”廖

玫珍介绍，就像是前沿阵地的侦
察兵，通过它们的侦察，可以了解

到病情的变化。“这个跟平常的临

床服务和艾滋病检测工作不同，

它们的工作是面对病人做出诊
断。”

暗娼感染梅毒比例上升明显

“今年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

是，我们发现在某城市一个暗娼

监测点所监测的400个暗娼中，感

染梅毒的比例上升明显，监测报告

显示今年已经达到了10%。”廖玫珍
说，这跟这个群体吸食新型毒品有

关，比如冰毒、摇头丸等，吸食毒品

的暗娼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因

此感染梅毒的几率大大上升。

“尽管目前这一群体感染艾

滋病毒的发现率很低，但是感染

梅毒就加大了感染艾滋病毒的风

险，一旦性工作者感染了艾滋病
毒，危害将是惊人的。发现这一趋

势，对于我们下一步开展防治干

预工作提出了警示。”廖玫珍说。

据她介绍，监测哨点的工作

集中于每年的4月初到7月底，“从
4月1日起，我们就开始进行抽血

检测，比如到某个医院的性病门

诊采集男性性病患者血样，拿回

去进行进一步检测”。

当然这并非全民式的监测，

只是针对这一段时间内的400名

患者进行，“比如说不到7月底已

经到了400名患者，那就达到了监

测要求，不再采集血样。”

提起监测哨点工作的难度，

廖玫珍说，最大的障碍是隐私问
题，“这些群体很多都是隐蔽性

的，比如男同性恋、暗娼等，他们

是不想向外人公开的，做起工作

来难度很大。”

“比如男同的监测哨点，最初

建立时，一个患者也没有，后来经

过去男同经常聚集的场所暗访，做

工作，并且跟男同的民间组织联

系，局面才逐步打开了。”廖玫珍
说，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需要

工作者主动去寻找高危人群，并劝

说他们去检测，“尽管是免费检测，

但还是有些人宁愿自己掏钱去医

院检测，也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毕

竟社会的偏见和压力还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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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哨点故事

摸清艾滋病感染的流行和变化趋势，是艾滋

病监测哨点的功能，疾控中心人员形象地称其为

艾滋病防控前沿阵地的“侦察兵”。

目前，我省已设置 67 个艾滋病监测哨点，重

点监控 8 类高危人群，遍布 17 个市。11 月 30 日，

记者走进济南一处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了解

了哨点监测的过程。

设在省城某医院皮肤病性病门诊的艾滋病监测哨点。 郭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