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常伴有多脏器功能的损害#如肺损害*肾脏损害*心脏损害

等严重的并发症#其中以肾脏损害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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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供了上海及周边地区
!G=

患者临床

特征及其相关检测结果#为临床诊治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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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安徽东部地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L

#人群
W3̂

'梅毒感染情况!为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
!

由接受过
.̂L

专职培训的医生为性病门诊
.̂L

人员提供自愿咨询!并对相关人员进行
W3̂

以及梅毒抗体检测$

结果
!

对
,(I

例
.̂L

人员进行咨询和检测!发现梅毒血清双阳
K,

例"

+4)I;

#!

W3̂

感染者
),

例"

K4*5;

#!年检测人数变化不

大!梅毒和
W3̂

年感染率均呈上升趋势$结论
!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L

人群检测数量和质量!从而有效地降低艾滋病性病高

危行为和梅毒的发病率$

关键词"梅毒&

!

艾滋病&

!

咨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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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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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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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L

%是指求询者通过咨询#在充

分知情和保密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是否接受艾滋病病毒$

W3̂

%

抗体检测
"

改变危险行为及获得相关服务的过程'

)

(

)

.̂L

能

够早期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

重要措施之一#是国家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重要内容之

一)性病门诊是性活跃人群及其他各类高危人群较为集中的

场所#在性病门诊开展
.̂L

工作较其他公共场所有较为明显

的优势)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门诊设立艾滋病咨询室#对自愿

咨询人员进行
W3̂

及梅毒检测#每年承担本地区近三分之一

的检测任务)为了分析该地区性病门诊
.̂L

人群特点#研究

者对
K*)K

$

K*)8

年
.̂L

人群的流行病学资料以及
W3̂

*梅

毒的感染情况
"

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4C

!

一般资料
!

K*)K

$

K*)8

年在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门诊"

.̂L

门诊的接待的求询者共
,(I

名#就诊主要原因包括有高

危性接触史*皮肤病和性病症状以及性伴通知&咨询场所为性

病门诊设置的艾滋病咨询室)

C4D

!

方法

C4D4C

!

咨询方法
!

按照自愿知情保密免费的原则#对
.̂L

对

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并按照,检测咨询个案登记表-进行个案

登记)收集一般人口学和高危行为信息资料#评估感染的危险

性#对其检测前后的心里进行疏导并帮助实施预防措施#经求

询者知情同意后免费提供
W3̂

抗体及梅毒抗体检测)咨询工

作由性病门诊医师经培训后承担)

C4D4D

!

W3̂

和梅毒抗体的检测
!

采集
.̂L

人员静脉血
5

%G

#置无菌试管中#离心分离出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G3!<

%对
W3̂

抗体进行初筛检查#对初筛阳性标本进行复

检#复检阳性血清经用免疫印迹法$

>1

%进行确认&梅毒的抗体

+

,FK)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K*)F

年
5

月第
+(

卷第
I

期
!

3'"XG#PY?N

!

Y#

U

K*)F

!

ĈB4+(

!

EC4I



检测采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L/g!L

%和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L-6=G3!<

%)

C4E

!

统计学处理
!

用采用
=

2

&N#"#+4)

软件录入并检错#运用

!-!!)(4*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资料用频数与百分比

进行描述#计数资料比较用
!

K 检验和连续性校正#以
C

%

*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4C

!

人口学资料
!

K*)K

$

K*)8

年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科"

.̂L

门诊共接待
,(I

例求询者)全部为汉族&男
(8,

例

$

,54)*;

%#女
)+)

例$

)84I*;

%&平均年龄$

+)458c)*45,

%岁#

小于
K*

岁的
+(

例$

84K);

%#

K*

$%

+*

岁的
8+5

例$

8I48I;

%#

+*

$%

8*

岁 的
KK*

例 $

K54*+;

%#

8*

$ %

5*

岁 的
)+F

例

$

)548(;

%#

5*

岁 及 以 上 的
5)

例 $

54,*;

%&已 婚
855

例

$

5)4(F;

%#未婚
+I)

例$

8848,;

%#离异
++

例$

+4(5;

%&高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
F+K

例$

(K4+5;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K8(

例$

K,4)*;

%)

表
)

!!

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门诊
K*)K

$

K*)8

年
.̂L

人群

!!!!

W3̂

#梅毒感染情况'

#

$

;

&(

年份
#

梅毒单阳性率 梅毒双阳性率
W3̂

阳性率

K*))

年
K5+ )K

$

84(8

%

+

$

)4)I

%

K

$

*4(I

%

K*)K

年
+8+ )K

$

+45*

%

)+

$

+4(I

%

)*

$

K4IK

%

K*)+

年
K,+ ,

$

K4,+

%

)K

$

84K8

%

F

$

K4)K

%

合计
,(I +K

$

+4F8

%

K,

$

+4)I

%

),

$

K4*5

%

表
K

!!

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门诊
K*)K

$

K*)8

年
.̂L

人群

!!!!

W3̂

#梅毒感染影响因素

因素
总人数

$

#

%

梅毒

阳性人数

$

#

%

阳性率

$

;

%

W3̂

阳性人数

$

#

%

阳性率

$

;

%

性别

!

男
(8, K( +4F) )5 K4*)

!

女
)+) ) *4(F + K4KI

年龄

!%

8*

岁
()I K+ +4K* )+ )4,)

!(

8*

岁
)F* 5 +4)+ 5 +4)+

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K8+ )* 84)K F K48(

!

高中及以上
F+F ), K4,8 )K )4,I

行为特征

!

高危性行为
F+K K5 +4IF )( K4FI

!

其他
K8( + )4K) ) *48*

D4D

!

一般行为特征
!

高危性行为共
F+K

例#有商业异性性行

为史
58K

例$

F)4F(;

%#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
,+

例

$

I488;

%#配偶"固定性伴阳性
8

例$

*48F;

%#男男性行为史
+

例$

*4+8;

%)其 他 共
K8(

例#无 高 危 性 行 为 史
)5)

例

$

)(4),;

%#献 血"输 血 史
+I

例 $

8488;

%#手 术 史
KI

例

$

+4+*;

%#职 业 暴 露 史
,

例 $

*4I);

%#注 射 毒 品 史
K

例

$

*4K+;

%#其他
),

例$

K4*5;

%)

D4E

!

检测结果
!

W3̂

阳性
),

例$

K4*8;

%)

L/g!L

*

L-6

=G3!<

均 阳 性
K,

例 $

+4)I;

%&仅
L-6=G3!<

阳 性
+K

例

$

+4F8;

%)

W3̂

和梅毒感染率均有上升趋势)见表
)

)

.̂L

人

员
W3̂

*梅毒感染与高危性行为明显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C

%

*4*5

%#见表
K

)

E

!

讨
!!

论

梅毒是主要的性传播性疾病#近年来艾滋病经性传播途径

感染的比率也逐年上升'

K6+

(

#因此高危性行为者是梅毒
"

W3̂

的极高危人群)本调查研究中的相关因素分析也显示#高危性

行为是
W3̂

*梅毒发病的主要因素)马鞍山疾控中心
.̂L

门

诊依托性病门诊开展工作#

K*))

$

K*)+

年检测
,(I

人中有
F+K

人曾有高危性行为#占检测总人数的
()4)I;

#在此类人群中

W3̂

*梅毒的感染率有上升趋势#符合全国流行情况)安全套

推广是阻断高危人群性传播途径的有效手段'

865

(

#

W3̂

*梅毒的

感染率上升#也可以说明安全套推广工作可能有待加强#甚至

出现了松懈)在
.̂L

门诊中尽早地发现患者固然重要#但是#

加强宣传干预#阻断性传播意义更为重大)因此作为性病门诊

的医生#面对前来就诊的患者#不仅应当及时发现
"

医治他们

可能感染的性传播性疾病#而且应该利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帮助患者了解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这

样对降低
W3̂

*梅毒的发病非常重要)

K*))

$

K*)+

年马鞍山疾控中心性病门诊
.̂L

人群中检

测出梅毒血清抗体双阳病例
K,

例#

W3̂

感染者
),

例#有效地

发现了潜在的感染者)但是笔者发现连续
+

年
.̂L

人数没有

太多增长#今后应当加大宣传#加强性病门诊就诊者的检测#提

高检测人数#更有效地发现感染者&检测人群中的女性
"

吸毒

者
"

男男同性恋等人群的比例不高#因此性病门诊
.̂L

中发

现的感染者并不是所有高危人群中的感染者)特别近年来男

男同性恋人群中
W3̂

*梅毒发病率高'

F6(

(

#应该引起重视#可以

通过性病转介和讲座等形式将性病门诊
.̂L

和男男同性恋

组织
"

吸毒人群
"

妇科门诊有效结合#发挥性病门诊
.̂L

的

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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