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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0.3/

%在全世界的广泛流行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世界各国
0.3/

流行态势及防治经验表

明$预防与控制是需全社会参与并实施综合治理)艾滋病病毒

#

%.'

%检测是科学预防和控制
0.3/

流行的重要措施$中国率

先提出在重点人群进行
%.'

筛查$将检测作为一种干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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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早*更多地发现
%.'

感染者$有利于掌握
0.3/

流行疫情$对
%.'

感染者实施医学*社会*心理和精神等干预

和支持$有效地促进
%.'

感染者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减少高

危行为$达到控制
0.3/

蔓延的目的)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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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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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分析
%.'

抗体筛查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

制定健康教育和高危行为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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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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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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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钦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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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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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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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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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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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被检测者血液标本$分离血清$使用快速胶体

金法及酶联免疫吸附法#

,-"/0

%进行初筛$

%.'

抗体阳性标

本送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采用蛋白印迹法确认

0.3/

)初筛实验应用的金标试剂为雅培公司产品&

,-./0

试

剂分别为珠海丽珠和厦门新创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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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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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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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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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男*女性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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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人群检

测例数最多$占
997#8g

&

%.'

抗体阳性率以离异或丧偶最高

#

8$7̂9g

%)各类人群
%.'

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6

_"6̂ 78!

$

!

#

$7$$"

%)见表
"

)

@7@7C

!

不同文化程度
%.'

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初中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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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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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咨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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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最多$占

8̂7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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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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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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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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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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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99 6" 87<" 9<< 88 +7̂< <$" "$ "7+8 "#++ 9+ 876#

高中或中专
886 " $78$ 8$9 ^ 679" 8<8 6 $7!+ "$"" "" "7$#

大专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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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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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7̂9 "$++ 8̂ 879+ "69< "+ "7"$ 86#̂ "$$ 87$8

高危人群外展服务
6̂ 6 67++ "<< $ $7$$ "6< " $7<# 8̂9 8 $7<̂

转介求询
#! "# 6$7$$ 8̂ !̂ 9#7̂̂ <" "̂ 6!78! 6+# #! 8̂7"!

其他
$ $ $7$$ 6$ 6 "$7$$ 6 $ $7$$ 66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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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检测的主要目的是
0.3/

的病原体诊断*指导抗病毒

药物治疗及检出
%.'

携带者$早期发现及干预有助于传播途

径的阻断'

6

(

)在
%.'

流行地区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早期获

得
%.'

"

0.3/

并及时开展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可降低病

死率$减少
0.3/

的第
6

代传播'

8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
6$"8

"

6$"!

年
%.'

抗体年均阳

性检出率为
!7$9g

$与周月姣等'

+

(报道的
!7+̂ g

和陈洁等'

!

(

报道的
97̂<g

基本一致)本组
%.'

抗体检测阳性率呈下降

趋势$提示自
6$"$

年起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实施防治
0.3/

的
!

年攻坚工程$通过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

感染率

得到一定的控制'

9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
%.'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与

有关文献报道一致'

+

$

<5̂

(

)

$

!$

岁人群阳性率最高#

6!789g

%$

也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

$

#5""

(

)职业类别以农民阳性率最高

#

8$7̂8g

%&婚姻状况类别以离 异 或 丧 偶 的 阳 性 率 最 高

-

96<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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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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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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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g

%$与其他研究报道一致'

!

$

"$5""

(

)文化程度类别以文

盲的阳性率最高#

"97$̂ g

%$其次是小学文化人群#

"+796g

%$

仍与有关学者的研究一致'

<

$

"$5""

(

)提示钦州市钦南区
%.'

感

染者以离异或丧偶*文化程度低*老年*农民居多$可能是老年

人文化低下$自我保护意识差$易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也反映

出该地区
0.3/

流行特征'

"65"8

(

)说明老年人群性需求不减$更

需加强防治
0.3/

的健康教育)

本研究
%.'

抗体检测标本结果表明$

'R=

人群尽管阳性

率不是最高$但呈逐年增高的趋势$说明该地区通过广泛开展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加强了当地人群的自我保护和自我

防范意识)自愿咨询和主动检测$对及早发现
%.'

"

0.3/

病

例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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