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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不挂牌，问卷血检都保密
本报记者探访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
本报记者 周倩倩 喻雯

泰安有四家

监测哨点
监测期为 4-6 月

本报泰安 11 月 29 日讯(记者
喻雯 周倩倩) 29 日，记者从

泰安市疾控中心获悉，泰安市有四
个艾滋病监测哨点，主要分布在泰
山区和新泰市。

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
滋病防治所主任杨东方介绍， 艾
滋病监控哨点是艾滋病防控体系
的环节之一。艾滋病哨点监测是指
通过连续多年观察部分人群艾滋
病防治知识、行为特征和艾滋病、
梅毒以及丙型肝炎感染率的变化
情况，扑捉艾滋病及相关病种的疫
情变化趋势，为分析当地艾滋病流
行趋势、评价艾滋病预防与控制效
果提供依据，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
防治措施。

据悉，泰安市自 2004 年开始
设立了国家级、省级艾滋病监测哨
点若干个。近年来根据全市艾滋病
流行状况和全省监测的需要，经过
多次整合，目前泰安市主要承担了
暗娼、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孕产
妇、单位体检人员四类人群的国家
监测哨点的工作任务。泰安的四个
哨点主要分布在泰山区和新泰市。

杨东方称，现在哨点的监测期
为每年的 4-6 月份，主要开展问卷
调查和血样检测，调查和检测都是
征得被调查人员的同意后进行，并
给予严格保密。

通过近几年的监测发现，泰安
市在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中发现
1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值得注意
的是，梅毒检出率也处于较高水
平，暗娼梅毒检出率在 0 . 78-0 . 31%

之间，性病门诊就诊者在 4 . 0 6-
13 . 02% 之间，代表普通人群的孕
产妇和单位体检人群梅毒检出率
分别在 0 . 2 5 - 1 . 5 3 % 和 0 . 0 4 -
0 . 05% 。在孕产妇和单位体检人

群中还检出丙肝 5 例。

作为艾滋病防控
体系的重要环节，艾
滋病监测哨点让人颇
感神秘。监测哨点是
做什么的，如何收集
相关信息，如何跟踪
高危人群，哨点监测
能为艾滋病的流行趋
势和变化提供怎样的
支持？29 日，记者探访
泰安市中心医院的艾
滋病监测哨点访。

29 日上午，记者几经打听，
来到位于泰安市中心医院的艾
滋病监测哨点。这处哨点外观和
普通门诊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没
有门牌。仅在楼梯口有一个简单
的指示标志，标明楼上可以进行
性病等疾病的问询检测。门诊内
的摆设也与普通门诊一样。

皮肤科主任郭辉告诉记者，

为了患者的隐私考虑，他们没有
设置门牌，这处哨点设置在性病
门诊上，第一次来的通过楼梯口
的指示都能找到这里，实在不知
道的也可以到分诊台问询。“标
志太明显，很多患者碍于面子就
不会来检测了。”郭辉说，这个哨
点主要面向是性病就诊者，监测
对象为主动就诊的 15 岁以上男

性，无论是否被诊断患有性病，
均纳入监测对象。不包括生殖医
学咨询者、在皮肤性病科就诊的
皮肤病患者。

记者了解到，在该科室就
诊 的 患 者 可 以 不 填 写 真 实 信
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甚至
是真实姓名，碍于患者的隐私，
这些都可以用假信息。”郭辉

说，医院会对患者填写的所有
信息保密，病人的化验单还将
由专人保管，每一个监测哨点
都设置一位信息联络员，负责
调查问卷收集和上报，并将所
有问卷送交疾控中心。“监测哨
点的工作集中于每年的 4 月初
到 7 月底，这个时间段进行监测
的患者都是免费的。”

郭辉拿出一份《调查问卷》，
这是监测对象填写的。记者看
到，整个问卷的问题有 30 多个，
内容涉及到年龄、婚姻、性行为
及吸毒行为等高危行为信息、艾
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等。

问卷涉及一些较为敏感的
问题，比如：“最近三个月，你与
小 姐 ( 暗 娼 ) 发 生 过 性 行 为

吗？”、“最近三个月，你与多少
个 临 时 性 伴 发 生 过 性 行
为？”……本以为这些都是市民
回避的问题，没想到，他们普遍
填写，填得较为详细。皮肤科检
验技师姜同峰介绍，多数前来
检测的人都有过高危性行为，
他 们 或 许 想 通 过 这 种 形 式 安
心。“我们绝对尊重咨询者的隐

私，有些问题如果他们不愿意
填写，我们绝不会强迫。”姜同
峰说。

填完调查问卷后，就是血
样检测。郭辉说，起初咨询者填
完调查问卷后就不愿意抽血检
查，近几年来，主动要求做血样
检测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三分
之二的人都会配合。泰山区疾

控中心每周一次到中心医院皮
肤科收集血清和调查问卷，做
好样本交接记录，在取样 5 天
内会把检测结果再反馈到皮肤
科。整个监测结束后，泰山
区疾控中心会及时上报
监测数据，并且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从填表情况来看，前来做
检测的对象主要以 2 0 岁— 4 0

岁的人群为主，中青年居多。
“今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检
测 的 人 群 中 年 轻 男 性 越 来 越
多。”姜同峰说。“我们甚至接

触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有
学生模样的患者。”

“现在很多患者长期背负
较大压力，主动到医院要求检
查。”姜同峰讲述了一个印象
深刻的经历：前一段时间有位

患 者 在 出 差 时 因 为 难 耐 寂 寞
出入过一次红灯区，回来以后
一直担心自己得病，到医院后
积 极 配 合 问 卷 调 查 和 血 液 抽
检。

提起监测哨点工作，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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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婚
外性行为，他们不想向外人公
开，做起工作来难度很大。”

监测哨点门外没有挂牌，看上去和普通诊室并无区别。 记者 周倩倩 摄

患者就诊可填假信息

问卷涉及较多敏感话题

高危人群呈低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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