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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点

岛城今年新增“艾滋病”134例
同性恋接触感染占一半以上
本报记者 崇真 孟艳

今年的 12月 1号是第

23个世界艾滋病日。11月

30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2010年1月1日至11月25

日，青岛市共发现报告艾

滋病感染者134例。从感染

途径看，经同性接触感染

72例，占到一半以上。

高危人群患者占四成

根据山东省卫生厅法定
传染病疫情通报信息，2010
年1月1日至11月25日，青岛
市共发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
134例。其中，男性112例，
占83 . 6%，女性22例，男女
之比5 . 09：1；本市人口44
例，占33%，外来流动人口
90例，占67%。

据了解，今年青岛市加大
了对暗娼、同性接触者、吸毒
人群等高危人群的主动筛查

检测力度，提高了高危人群中
的艾滋病发现率。据统计，通
过主动筛查检测等手段在高
危人群中新发现 52人，占今
年发现人数的39%。

另外，自愿咨询检测、
就医病人临床检查、高危人
群主动筛查、对监管场所被
监管人员检测是青岛市发现
艾滋病感染者的四个主要途
径，占岛城总感染者总数的
92 . 5%。

从感染途径看，经同性
接触感染72例，占53 . 7%，
异性性接触感染 4 3例，占
32 . 1%，注射吸毒感染6例，
其他或感染途径不详13例。
记者了解到，新发现的感染
者以男性为多数，男性所占
比例由2006年的65 . 5％上升
到今年的83 . 6%；主要是对
同性接触人群的主动筛查发
现增多所致；男同性接触感
染占性传播比例由2006年的
16%上升到今年的63%，已
经超过异性性接触感染发现
的人数。

针对同性艾滋病传播加

大，岛城将对娱乐场所服务
人员、男同性恋、注射吸毒
人群等高危人群作为干预工
作重点，对1000所高危场所
进行干预，组织高危人群干
预工作队深入监管场所和娱
乐场所开展从业人员健康教
育、行为干预和业主培训等
外展服务。

为了加强主动监测，积
极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
人，目前，青岛市已建立 2
个艾滋病确认实验室，44家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建立了
完善的艾滋病实验室检测网
络，覆盖12个区市。

同性恋感染者占一半

艾滋病关怀一直在路上

从2010年开始，小天的工作地
点变成了上海，他也成了一个艾滋
病防治宣传团体的负责人，面向社
会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
传、普以及反歧视宣传，并对感染
者提供宣传教育、心理支持、咨询
检测、同伴教育、治疗关怀、药物依
从性教育等。
“我们现在的团体一共有34个

人，他们都是艾滋病患者，在这里
我们可以脱掉伪装，可以毫无顾忌

地畅所欲言。”小天表示。
“人们现在总是把艾滋病和道

德联系在一起，因为得了艾滋病的
人就是几种人群：同性恋人群、吸
毒人群、性接触随便的人。大家会
普遍认为这些感染者不是好人，没
必要去管他们。其实艾滋病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大家对这种病不了
解”，采访中，小天不仅一次地表达
了这样的看法。
“许多患者一开始确诊之后，都

觉得只有等待死亡，我经常拿自己的
例子告诉他们，7年前自己确诊，到现
在一样活得很好。”对艾滋病患者进
行心理支持是小天的重要工作，每天
他都要接近20个咨询电话。
“艾滋病群体和其他的群体没

有什么区别，艾滋病给他们带来磨
难的同时也让他们更加坚强，因为
活着就是一种幸运。”采访结束的
时候，小天自言自语地说，话语中
透着坚强。

每年百万经费防艾滋

记者了解到，五年来中
央财政共补助青岛市防治艾
滋病经费351 . 5万元，而青
岛市财政每年都设立了 100
万元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
用于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
疫情监测、行为干预、病人
救治等工作。各区市也将艾
滋病防治经费列入了财政预
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
区市加强对艾滋病感染者和
病人的综合管理服务工作，
为每个感染者和病人建立了
档案，定期进行随访。全市

已累计治疗艾滋病病人 5 9
人，其中正在接受治疗 5 4
人。

目前，青岛市已建立 2
个艾滋病确认实验室，44家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建立了
完善的艾滋病实验室检测网
络，覆盖12个区市。

除此之外，青岛市精神
卫生中心建立了全省首家美
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
诊，将于 12月1日开诊，针
对吸毒人员开展美沙酮维持
治疗服务。

11月29日，青岛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艾滋病病
毒抗体检测。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活 着就是一种幸运”
——— 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真实人生
本报记者 张杰

艾滋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许只在12月1日，也就是世界艾滋病日这天，才能

走进公众的视线，平时很多人视他们为洪水猛兽，逃避不及。这其中甚至包括他们的家

人、朋友、同事，当然还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们其实只是一群病人，就像得了普通的疾病，只是和别的疾病病毒不一样，这次的病

毒叫HIV。一份关爱、一个友好的眼神也许是他们最需要的，他们渴望被平等地对待。

被人歧视仍然是块心病

得知自己得了艾滋病时，一开
始，小天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但7
年过去后，小天对许多事情已经看
得非常淡。但是许多人不经意间的
歧视依然是小天的一块心病。“我
一开始在一家公司做外贸，由于某
些原因，公司里面的几个人知道了
我的情况，然后我用过的电话、拿
过的文件、去过的地方都成了禁
忌”，小天告诉记者。

无奈中，小天只能选择现在的工
作，谈到当时的初衷，“一半是自愿，
一半是‘被选择’”。小天笑着告诉记
者。
“艾滋病歧视现在依然很严

重。”青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徐进
主任表示。在岛城某高校的250份
的调查中，有30%的人认为远离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有效预防艾
滋病。“这直接反映了很多人谈艾

色变，反映的是一种歧视。”徐进表
示。

这是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造
成的，小天现在很理解公众的心理
状态。“如果人们不知道艾滋病只
能通过性、血液、母婴三个途径传
播，如果以为看艾滋病患者一眼，
与他们说一句话，握一下手就能被
感染，谁不躲得远远的呢？”小天经
常用这几句话劝慰自己。

为了家人，选择去流浪

小天（化名）身材略胖，接近
1 . 8米的身高让他显得颇为壮实，
爽朗的笑声，更让人觉得他一点都
不像一个艾滋病患者。2009年以
前，他一直在青岛一家外贸公司从
事外贸工作，现在在上海专门从事
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工作，并积极开
展与公众的对话。

11月29日，当记者联系他时，
他犹豫了片刻。30日下午，小天主
动给记者打来电话，他的坦然让记
者很惊讶。

小天是一个男同，也是因为这个
原因，7年前他患上了艾滋病。“现在
想一想，其实男同群体就是一个艾滋
病高危群体，当时自己也知道容易感
染，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是你也
知道，因为某些原因，知识和行为并
不能完全等同。”
“当时拿到确诊报告的时候，

找不到人去诉说，就觉得天都要塌
了。”谈起最初的情景，小天坦言当
时他几近绝望，近30岁的他常常忍
不住掉眼泪。

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看了我
的电脑，发现了里面的QQ聊天记
录以及一些有关的图片。“那时候
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家里人都
有意远离我，在家里我实在生存不
下去。”因为不容于家人，小天只能
选择去别的城市。
“我并不恨他们，因为那时候

大家毕竟了解得都很少。”2009年，
小天去了银川，并加入了那里的一
个组织，认识了很多同伴，并在那
里积极开展艾滋病宣传预防工作。

11月29日，在青岛市疾控中心，因为临近世界艾滋病日，主动筛选艾滋病的患者比平时增多。本报记者 杨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