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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我省首家美沙酮门诊

每天10元钱，助瘾君子防艾
本报记者 刘爽 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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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山东路一家
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青
岛红十字会红丝带志愿
者服务站的两位社工正
在忙着手头的工作。

房间只有三十多平
方米，一侧的墙上贴满
工作组成员的心情感言
卡片。“办公条件有些简
陋，但是已经不错了，有
关机构肯给我们提供这
么一个场所开展工作。”

社工烨萱告诉记者。

据了解，作为青岛
唯一一个对感染者进行
行为干预和治疗服务的
社会团体，青岛红十字会
红丝带志愿者服务站有
100余人，除了两位社工
外，其余都是感染者。感
染者阳阳是这个工作组
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这个
工作组成立于2008年。

后来由于发起人都
有工作，而且也不方便
在一些场合露面，于是
在志愿者小琴和烨萱出
现的时候，阳阳这些最初
的发起者就退到了幕后。

但是如果有需要，他们还
是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为感染者做心理疏导。感
染者工作组2009年进入
红十字会服务系统。

烨萱说，如果感染
者需要开药，他们就帮
着预约医生，然后领着
感染者做各项检查。“不
同的药品有不同的副作
用，所以开药要根据感
染者的血常规、肝肾功
等检查情况。”

“我们除了提供志
愿服务，还要定期组织
感染者培训，教会他们
如何使用药物治疗，在
家庭生活中如何护理，

如何避免感染他人。”小
琴说，这些培训活动需
要找场地、请老师，都需
要钱。而工作组所有的
感染志愿者全部是免费
服务，而社工小琴和烨
萱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
的生活费。

(崇真 刘爽)

领着感染者

去医院做检查

11月30日下午，在青岛市第七人民

医院内的美沙酮门诊，护士长薛梅向记者

介绍了整个门诊的运行过程。

目前可以接受美沙酮治疗者需要具备

五个条件：经多次戒毒仍未脱瘾的海洛因成

瘾者；强制戒毒2次或劳教戒毒1次以上者；

年龄在20周岁以上；当地居民且有固定住

所，或者在当地居住满六个月且有暂住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如果已感染

艾滋病的海洛因成瘾者只要具备后两项就

可以接受治疗。符合条件者需要经过公安部
门备案，然后定期定量领取美沙酮。

“患者每次来服药都需要交纳10元钱，

这10元钱一方面用于减轻门诊运营的压力，

另一方面为了给患者一些心理安慰，不少人

认为免费的

没 有 好 东

西。”薛梅介
绍，因吸毒是

一种极易复

发的慢性脑

疾病，因此需

要长期服用

药物维持治

疗。海洛因成

瘾者接受美

沙酮治疗之

后，需要每天

到门诊服药。

“如果无故脱

组三次且一

周时间联系

不上，我们将

向公安部门

通气，防止患

者 再 次 吸
毒。”

每一位
患者来到门诊都要先经过检测，然后获得一

个有详细信息的IC卡。此后每次就诊入门、

出门都要打卡。前一个患者饮用美沙酮环节

完毕才能允许第二个人进入，充分保护患者

隐私。此外，IC卡连接到电脑上会显示卡主

的照片，因此杜绝了冒用的现象。

据了解，美沙酮门诊主要依靠各级财
政拨款支持。目前美沙酮门诊所需要的药

水都由省卫生厅指定的济南某药厂生产，

需要从济南专车运往青岛。“一桶5000毫
升，门诊只需支付100元的运费。”

美沙酮在黑市作为一种毒品流通，其市

场价约为每毫升10元。而根据患者毒瘾大小

不同，每天饮用的药量也不同。平均起来约

为每人每天60毫升，市场价就在600元左右。

而在美沙酮门诊只需要支付10元钱。

为了防止有人将美沙酮含在嘴里，出

了门诊再吐出来拿到黑市贩卖，门诊还规

定，每位患者喝完美沙酮之后都需要在工

作人员面前再喝半杯白开水，将杯子交还

给工作人员，并说声“谢谢”才能离开。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称重，全天患者饮用

量和取药量必须符合，且向国家美沙酮门诊

工作组一天一报，以防止工作人员利用便利

盗取药物。12月1日，美沙酮门诊将正式揭

牌开诊，门诊预计每天接诊量为150人至

200人次。

据艾滋病监测中心
的统计数据，我国边境
一带的毒品流行重灾
区，吸毒群体艾滋病感
染率高达68%。而美沙酮
作为相似的一类药物，

毒性较小，对身体损伤
不大，而且是口服，不会
因共用注射器而造成艾
滋病感染，对药物依赖

者的艾滋病防治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11月30日，记者提

前走进位于青岛的我省
首家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美沙酮门诊)，揭开其神
秘面纱。

“男同”志愿组织不想再潜伏
希望有合法身份去做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郭静

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
的薄弱防区，相当于这一领域的

盲区，尤其是近些年来，感染艾

滋病的“男同”比例逐步上升，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

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专门服务
于“男同”的草根组织“山东彩
虹工作组”负责人眩眩和服务
于“男同”中艾滋病感染者群体

的组织“友爱人生”的负责人宇

轩，这两位致力于“男同”公益

活动的年轻人呼吁，为了自己，

也为了爱人，一定健康去爱。

抱成团

希望得到更多理解

“山东彩虹工作组是2005

年成立的，当初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为像我们一样的人组织

一个家园，让大家感受到温暖，

不再孤独。”11月29日，在网络

上，眩眩告诉记者。这位28岁的

年轻人开朗乐观，对生活充满了

信心。他目前已经“出柜”(即公

开自己的“男同”身份)了，经常

面对媒体进行宣传。

在眩眩看来，现在社会虽然

对同性恋的态度开放了很多，但

还有很多人存在偏见和歧视。

“我们抱成团，希望能得到更多

人的理解和认同。”

目前，彩虹工作组经过5年

的时间，在山东16个市设有分

组，核心成员97人、固定志愿者
376人。

“主要是开展同伴教育、心

理干预、发放安全套、外展等工

作。其中外展的工作就是针对

预防‘男同’不洁性行为引起的

疾病，我们常去‘男同’聚集的

据点、酒吧发放安全套、健康知

识手册、检测联系卡，进行一对

一的健康咨询。”眩眩说。

双重身份

有时压得透不过气

宇轩最初是彩虹工作组的

志愿者，2006年，他被确诊为艾

滋病感染者，之后经历过一段

精神崩溃的日子，当年10月他

创立了友爱人生的团体，“都是

‘男同’感染者，固定成员现在

有七八十个人，济南有 30多

个”。

宇轩还没有完全“出柜”，

对于周边有些朋友来说，他是

公开的，但是对于家人还是隐

秘的。“我正在做铺垫，希望

我的家人能够接受，我可能

会先告诉他们我的感染者身

份。至于‘男同’的身份，还是

再考虑吧。现在有句话叫‘子女

出柜，家人入柜’，我不想伤害

我的家人。”

让宇轩欣慰的是，现在不少

人开始接受他们。“尤其是年轻

人，比较容易沟通。”但尽管如

此，他有时还是感觉透不过气
来，“有时候也会想到发病时怎

么办，不能说不恐惧，但是已经

这样了，只能过好现在的日子。”

不想只在

12月1日被关注

“‘男同’感染者经历的痛

苦会比一般的‘男同’或者感

染者更多，我们这样的身份不

仅在普通人中有压力，即便在

‘男同’的圈子里也有压力。”

尽管如此，宇轩说，他经常告

诉病友的一句话是：世界没有

改变，改变的是自己的眼光和
心态，只有自信，才会改变自

己的生活。

采访宇轩时，他的手机不

断响起，有几个是联系采访的，

“12月1日前后，这种电话特别

多，我并不担心面对媒体，只是

很感慨，只有这时我们才广受

关注，平时更多时候更像是潜

伏状态。”

对于眩眩和宇轩来说，目前

他们更期望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这样有利于我们搞一些公益活

动，也有利于争取资金。”

位于青岛市第七人民医院内的美沙酮门诊。 刘爽 摄

格抗艾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