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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艾滋检测，人数未减反增
疾控专家：实名检测并不等于公开隐私，直接受益的是感染者

本报聊城 6 月 3 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孟晶 张芙蓉) 近日，新修

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
引起热议，广西将实行艾滋病检测确证
实名制。3 日，记者从聊城市疾控中心获
悉，聊城免费检测艾滋病实名制实施以
来，前来自愿咨询检测的人员数目并未
减少，相反呈逐年递增趋势。

艾滋病实名制检测一度引起争议，
“隐私权”与“知情权”到底孰重孰轻？针对
这一问题，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
病防治所所长蔡新表示，艾滋病实名检
测，绝不意味着公开感染者和病人的信
息，也绝不是通过“牺牲”少数人利益来换
取多数人利益。实名检测，直接受益的首
先是感染者和病人。

蔡新介绍，实名制的推行在艾滋病
防控上会起到积极作用，一旦检测出前
来咨询者感染艾滋病毒，专业机构就能
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联系到感染者，并
采取正规的预防治疗措施，也能够及时
防御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可以说，艾滋病
检测实名的最大受益者还是艾滋病毒感
染者。

早在 2011 年聊城市疾控中心便开
展免费检测艾滋病实名制，前来自愿咨询
检测的人员数目并未减少，相反呈逐年递
增趋势。蔡新表示，自开展艾滋病自愿检
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艾滋病检测者和
感染者信息泄露的事件。艾滋病检测实名
制对艾滋病的防控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立
法层面约束，将更有助于疾控人员及时和
艾滋病患者取得联系，提醒其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感染配偶或是性伴侣。

艾滋病恐惧症简称“恐艾
症”，是一种对艾滋病的强烈恐
惧，并伴随焦虑、抑郁、强迫、疑病
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
理障碍。记者从聊城市疾控中心
获悉，有的人在高危性行为后总
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检查结
果显示他没有病，这并没有打消
他们的疑虑，他们连续几天反复
拨打疾控咨询电话，求助专家。

疾控专家介绍，近几年来随
着艾滋病发病率连年升高，有的
人患上艾滋病恐惧症，患艾滋病
恐惧症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艾滋
病没有治愈的药物，人们害怕艾
滋病，另一部分则是与患者的心
理素质有关系。患者怀疑自己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或者非常害怕
感染艾滋病并有洁癖等强迫症表
现。

专家表示，克服恐艾心理，更
重要的是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及发病的临床特点。一般而言，
艾滋病通常经过性传播、血液传
播、共用针具传播以及母婴传
播。与患者握手、拥抱、共餐、共
用厕所及游泳池等，是不会进行
传播的。

本报记者 王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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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性行为后

患上“恐艾症”

“实名制”检测会不会让更
多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因害怕

“曝光”而拒绝检测，最终导致
对其他人群构成更大威胁且更
不利于预防呢？聊城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
蔡新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
在的，患者逃避实名制最根本
的畏惧，在于社会和世俗对艾
滋病毒及其传播的恐惧和对艾
滋病患者、携带者的排斥、歧

视，他们担心一旦“实名”，他
们会将成为社会的弃儿。

蔡新表示，对于实名制检
测制度的执行，疾控人员采取
的是弹性管理。因为有的咨询
者在面对实名登记时，选择的
是默默离开，这就有可能把潜
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推向社
会，疾控专家会在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地极力劝说下，尽可
能让咨询者留下真实信息。

蔡新认为最重要的是从
立法层面上全面具体地提出
关于保护患者方面的承诺与
制度，让艾滋病患者能够安
心、放心配合实名制的推行，
积极治疗，通过健全的医保、
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
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在全社
会树立对艾滋病、艾滋病患者
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正确认
识。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新闻延伸>> 面对检测实名，有人转身默默离开

在疾控中心专门设有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室。(资料图)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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