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献血为生 ,有时 1个月内竟去两所医院献

血。目前不少县级医院尚不能开展 HIV抗体

检测 ,因此 ,输血造成 HIV感染的危险性很

高 ,故必须加强对献血员的管理 ,开展抗-

HIV检测。

关于 HIV感染者与家庭的关系 ,我们采

取将感染结果告诉配偶 ,而对其父母和亲戚

采取保密措施。同时 ,我们对配偶进行了预防

AIDS感染的健康教育 ,并且指导他们正确

使用、处理避孕套。最初 ,配偶在听到丈夫感

染 HIV后 ,都感到震惊、气愤和不解。家庭也

一度出现轻微裂痕 ,我们及时反复做工作 ,使

其配偶关心、谅解丈夫 ,维持家庭和睦。这样

才有利于 HIV感染者身心健康 ,并减少对社

会的不利影响。使他们自觉建立健康行为 ,遵

守社会公德。

“同享权利 ,共担责任”是 1995年 W HO

在 AIDS日对全社会提出的要求。 目前我国

社会对 HIV感染者的偏见、歧视使他们在工

作、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例如我市 3名

抗 -HIV阳性的归国人员先后均遇到了工作

不落实、医疗费用不报销、劳动保护不兑现等

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极易造成他们对

社会的不良后果。 因此 ,根据《传染病防治

法》和《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4〕 ,我们

给市政府打了专门报告 ,要求“为 HIV感染

者固定医疗单位诊治 ,并给其与单位工人享

受同等的医疗待遇”。上述种种现象使我们认

识到 ,我国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开展对高危

人群的长期定期检测 ,并制定对 HIV感染者

管理的有关政策 ,不仅早期发现 HIV感染

者 ,而且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温暖 ,以健康安全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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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例疟疾发病原因分析

王大利

　　我部位于安徽省东部 ,是以中华按蚊为主要传

播媒介的间日疟流行地区 ,也是全国的高疟区之一 ,

我部 1988年从苏北移防以来 ,经过几年的综合防

治 ,疟疾的发病率每年基本稳定在 2‰左右 ,但 1995

年发病突然上升 ,全年共发病 71例 ,发病率为

11. 83‰ ,比往年上升了 5. 9倍。 分析这次疟疾发病

突然回升的原因 ,主要是: ( 1)本次发病以外出驻训

人员发病较高 ,主要是驻训地蚊虫密度较高 ,天气炎

热 ,部分官兵睡觉不习惯使用蚊帐 ,防疟药品不足。

另外随部队的卫生人员对防疟知识了解甚少 ,检查、

指导、督促各项防疟措施落实不够。 ( 2)由于部分单

位基层卫生人员缺编 ,工作开展不力 ,致使预防服药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八三六五一部队医院　安徽省滁

州 239002

和灭蚊等措施不落实。 从 1995年 71例发病情况来

看 ,有 55例发病集中在这些单位 ,占发病人数的

77. 5%。 ( 3)部分官兵对预防服药认识不足 ,造成卫

生人员这边发药那边丢药的现象。 ( 4)目前使用的预

防药品基本上都是 20年前生产的老药 ,由于存放时

间较长 ,有的出现潮解 ,在药效上必然受到影响。 目

前市场上也很难购买到新药 ,给疟防工作带来了一

定的困难 ,这次疟疾发病的突然回升 ,充分显示了在

预防服药等各项措施落实上开展不力。为此 ,笔者建

议有关领导和部门应高度重视 ,切实落实卫生人员

编制 ,协调和解决好药品供应 ,卫生人员应切实抓好

对部队官兵进行防疟知识的宣传教育 ,加强检查、指

导和督促官兵预防服药和各项防疟措施的落实 ,确

保人员、时间、药品、措施和效果五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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