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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

为给感染者减少麻烦，防艾工作者装成亲戚回访

谈艾不色变 仍任重道远

35 岁的王先生(化名)曾

有过婚外情史，担心自己感染

了艾滋病毒。近日，他来到临

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

病防治科，在进行了检测咨询

后，主动要求抽血化验。在该
科副科长王红看来，像王先生

这样有过高危行为的市民前

来咨询，早已不鲜见。

据介绍，2004 年，临沂市

成立了艾滋病咨询检测中心，

之后，在各县区疾控中心卫生

防疫站相继建立了 12 个免费

自愿咨询室，43 个艾滋病抗

体筛查实验室。

“全市各个检测咨询室加

起来，每年接待咨询人数有六

七千人。”王红说，到目前为

止，仅疾控中心这一个咨询

室，今年就接受了 300 多市民

咨询，2004 年刚刚成立时，每

年只有 100 多人的咨询。

“鼓起勇气来的市民越来

越多，”王红告诉记者，从她多

年接受咨询者的经历来看，大

部分人都是发生了高危行为，

比如婚外性行为等之后前来

咨询的。

在疾控中心检测资讯室，

记者见到一份咨询者需要填

写的《检测咨询个案登记表》，

登记表详实地将咨询者的个
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文化程度与主要求询的原

因等一一标明。“这些信息都

是保密的。”王红说。

从年龄结构看，主动进行

艾滋病检测的多为 20 岁-40

岁之间的人群，王红介绍，50

岁以上前来咨询的市民较少。

“在被动检测中，也有母婴感
染的情况。”王红介绍。

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

字，但从职业结构来看，主动

进行艾滋病咨询的人中，大部

分登记者为企业打工者。其中

以男性为主，仅有少数女性自

愿来咨询。

“目前，对艾滋病进行咨询的人还只是感染者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患者是我们没有掌握的。”据临沂市疾病预防控制制中心的防

艾工作人员介绍，从近年来掌握的数据和今年前三个季度接受咨询检测服务的统计结果来看，尽管临沂市属于艾滋病低低发区，但

“谈艾不色变”，临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11 月 29 日，疾控中心的防艾工

作者来到兰山区义堂镇一工厂进行防

艾知识普及，在工人中间发放了宣传

材料和安全套。

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

校，防艾工作者的身影活跃在这些人

群密集的地方。仅今年前三季度，防

艾工作者入户 34139 家，覆盖学校

130 所，在社区设置固定宣传栏 29

个、永久广告牌 8 个，发放宣传材料

达十几万份。而针对咨询检测艾滋病

人数最多的打工者群体，防艾工作也
开展到进城武功人员中，前三季度就

覆盖工地 14 个，培训 320 多人，发

放安全套 10976 只。

王红说，近年来进行咨询检测的

人数越来越多，但并不能反映出发病

的人数有多少，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很

多人不敢来咨询，另外还有人不了解

如何应对。希望社会能多关注多宣传

这方面的知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艾

滋病、正视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也
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正视自己

的病情。

“有的丧失劳动能力的患者，治

疗后能下地干活了，这是我们防艾工

作者最愿看到的事。现在确诊的病患

还只是一部分，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

各种渠道，把防艾知识宣传出去，让

更多的市民了解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

办法。”王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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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有一位艾滋病

患者，防艾工作者为其建立档

案后，并不定期进行回访，随

时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但这几

年，该患者多次变换电话号码

甚至搬家，这让防艾工作者十

分无奈。王红告诉记者，现在

他们与这名患者联系非常困

难。

“其实他们并非躲避治疗，

而是躲避周遭的眼光。”王红

说，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鼓起
勇气到疾病控制机构和医院检

查，只是迈过第一道坎。一旦确

诊后，承担这个事实却是一道

更大的难关。患者本人要面对

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的眼光，

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

愈艾滋病，患者心理压力大，不

知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艾滋病毒感染者心理压

力大，很少对外公开自己艾滋

病患者的身份，但艾滋病检验

结果备档后，防艾工作者要对

其进行回访。如何避免给不愿

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带来

恐慌，防艾工作者总是小心翼
翼。

“我们经常化装成患者的

亲戚。”王红告诉记者，在回访

开始前，防艾工作人员会提前
打电话联系患者，在约定的时

间到患者家里去。每次回访的

工作人员不超过两名，“人多

了他们就会害怕，担心周围邻

居怀疑我们的身份。”王红说，

有时他们开的车，都不进患者

居住的村子，而是停放在村外

的路边上，他们的衣服也与普
通人没有区别。

装成患者亲戚做回访

咨询人数 6 年增三倍

让更多人

正视艾滋病

一名市民前来接受检测，据了解，目前前来检测的人群以 20-40 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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