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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年云南省会泽县孕产妇艾滋病感染
和流行特征

吴学德

摘要!:目的:了解云南省会泽县 !""$E!""9 年孕产妇艾滋病感染现状和流行特点' 方法:利用 !""$E!""9 年妇

幼(卫生孕产妇 JR6抗体筛查报表和 JR6阳性孕产妇个案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会泽县在 !""$E!""9 年中对

;& G9;例住院分娩孕产妇JR6抗体筛查的结果表明!;$ 例确认JR6抗体阳性$其中 ;% 例抗体阳性孕产妇系通过异

性性接触感染!! 例感染途径不详' 结论:会泽县艾滋病的感染流行形势十分严峻' 建议广泛开展婚前JR6咨询

和安全性行为宣传$开展社区健康教育!设立产前门诊常规JR6检测!提高孕产妇JR6自愿咨询检测率等'

关键词!:孕产妇$ JR6感染$ 流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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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会泽县是云南省东北部一个国家重点扶

贫的高原农业贫困县!总人口 #& 万余人!年人均收入

不足 &""元!男(女性外出务工近 ;" 万人!占总人口

的 ;M;"' 从 ;##9年发现首例JR6感染者以来!全县

对住院患者及住院分娩孕产妇实施+免疫四项,监

测!其中包括JR6抗体快速试剂检测!同时开展艾滋

病知晓率调查' 现就 !""$E!""9 年会泽县妇幼卫生

住院分娩孕产妇JR6筛查资料进行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5;:资料来源:监测资料来源于 !""$E!""9 年全

县医疗卫生机构及县妇幼保健院 ;& G9; 例住院分

娩孕产妇JR6抗体筛查报表和 ;$ 例确认JR6阳性

孕产妇个案资料'

;5!:方法:所有资料收集(整理(报告均按-云南

省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信息管理规范.要求进行!

基本保证数据真实准确'

;5%:数据处理:数据由<@2*0!""" 数据库导出!用

人工方法统计分析'

&"结果

!5;:孕产妇 JR6抗体阳性检出率:!""$ E!""9

年!会泽县有孕产妇 %! $!# 人!住院分娩孕产妇

;& G9;名%占 &$5;T&!其余在家或外地分娩!生育

信息不详' 医疗机构多从儿童计划免疫获得生育

数据!% 年 ;& G9; 名住院分娩孕产妇共检出 JR6阳

性感染者 ;$ 例!检出率为 "5;"T%;$M;& G9;&$其

中#!""$ 年检出阳性孕产妇 $ 例!检出率为 "5;"T

%$M&L;9&$!""G 年检出阳性孕产妇 & 例!检出率为

"5"#T%&M&&9G&$!""9 年检出阳性孕产妇 G 例!检

出率为 "5;;T%GM$%9L&'

!5!:JR6阳性孕产妇基本情况分析:!""$ E!""9

年累计检出阳性孕产妇 ;$ 例!本文利用现有 JR6

阳性孕产妇个案资料进行流行特点分析'

!5!5;:年龄: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平均年

龄 !&5; 岁'

!5!5!:文化程度:文盲 ! 例%!M;$&!小学 L 例%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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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 例%&M;$&!高中 ; 例%;M;$&'

!5!5%:民族:;$ 例JR6阳性孕产妇均为汉族'

!5!5&:职业:农民 ;& 例%占 #%5%T&!职工家属 ;

例%占 G59T&!但婚前均从事服务行业工作 ;% 例

%#G59T&!婚前(婚后仍服务从事服务行业工作 !

例%;%5%T&'

!5!5$:婚姻(生育状况:;$ 例 JR6阳性孕产妇均

为初婚 %;""T&!初产 ;! 例 %L"T&!第二胎 % 例

%!"T&'

!5%:JR6阳性孕产妇感染途径分析:;$ 例感染者

中 ;%例%LG59T&地处边远山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

农村!外出务工多在公共娱乐服务行业!有非婚性接

触史经性传播!占 LG59T' !例阳性孕产妇系外州市

迁入者!其感染途径不确定或不详!占 ;%5%T'

!5&:JR6阳性孕产妇的配偶感染情况:;$ 例JR6

阳性孕产妇中!#例开展配偶JR6抗体检测!!例JR6

检测为阳性!9例JR6抗体检测为阴性!未检测 G例'

!5$:JR6阳性孕产妇检测服务与妊娠结局:;$ 例

JR6阳性孕产妇查出 JR6抗体阳性的时间除 ! 例

%;%5%T&为怀孕 L周孕检检出外!其余 ;%例%LG59T&

为临产时JR6检测抗体阳性' ;$ 例阳性孕妇中!有 ;

例%G59T&终止妊娠!;& 例%#%5%T&已分娩' 在 ;& 例

新生儿中!出生时血清学JR6抗体监测第一次!一周岁

监测第二次!有 %例新生儿确认JR6感染'

@"讨论

会泽县 JR6孕产妇检出率虽然远低于云南全

省平均水平%全省感染率 "5"LT O"5!%T&!按照

Z8HR',MIJK流行的定义!一个地区正常人群 JR6

感染率超过 ;T!表示该地区艾滋病进入广泛流行

区);*

!会泽县尚属艾滋病低度流行区!但 JR6在孕

产妇人群中检出确代表了 JR6在一般人群中的传

播' 会泽县农村孕产妇产前保健水平十分低下!许

多妇女孕期并不接受产前保健和 JR6咨询检测服

务!只有在临产时才能接受 JR6咨询检测)!*

!因此

艾滋病在孕产妇中扩散!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在筛查出的JR6抗体阳性孕产妇!平均年龄在

!&5; 岁!#%5%T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5%T是农

民和无业者!外出务工多在公共娱乐场所(发廊!普

遍存在非婚异性接触史!又处于艾滋病宣传盲区!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她们除生活压力外!还将面临

艾滋病给予的双重打击!如何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有利时机!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空间和医疗

保健服务!提供关怀帮助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在JR6阳性孕产妇巳确定的感染途径中!性传

播为主%;%M;$&!其中又有 ! 例%!M#& JR6抗体阳性

孕产妇的配偶JR6检测抗体阳性!由JR6阳性孕产

妇感染配偶!G 例未检测配偶中!& 例长期在外务工!

! 例不接受检测' % 例%%M;$&JR6阳性孕产妇发生

母婴传播!如果这部分孕产妇提早知道自己的感染

情况!早期实施母婴阻断%孕妇自妊娠 !L 周开始使

用抗病毒药物至分娩结束(婴儿用药 ; OG 周&!就

有可能避免母婴传播或配偶被感染' 可见!预防孕

产妇JR6感染!开展婚前JR6抗体咨询检测十分必

要!同时安全性行为及其相关知识的教育也极其重

要!尤其对妇女及尚未感染 JR6的阳性孕产妇的配

偶)本次检测还有 9 例%9M#&阳性孕产妇的配偶其

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 ;$例JR6阳性孕产妇抗体结果确定时间中!

产前(临产时才得到确认的分别为 !例和 ;%例!分娩

的JR6阳性产妇中 &%T的表示如果知道自己被感

染!就可能不会选择生孩子!产后才确认失去了母婴

阻断的机会' 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防(妇保机构职

能!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提高住院分娩率);*

!在农村产

前保健服务差的地区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社区健康教育活动!设立产前门诊常规JR6检测!提

高妇女孕期JR6抗体自愿咨询检测率!使JR6阳性

孕产妇能自愿选择妊娠结局和获得母婴阻断机会'

积极开展孕产妇JR6MHR',咨询服务%6[_&是有

效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其工作的好坏直接体现国家对感染者的关怀!本次监

测!发现大量的JR6抗体阳性孕产妇的信息无法获得!

特别是外地迁入会泽县的妇女!婚前职业和JR6阳性

确认时间都不甚详细!提示孕产妇6[_服务质量还有

待提高!挑选有责任心(耐心细致的医务人员从事孕产

妇6[_工作!提高其咨询技巧!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是

提高孕产妇6[_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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