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年3月第27卷第3期 Chin J Epidemiol I March 2006, Vol. 27, No. 3

·现 场 调 查 ·

中国中部农村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
不一致夫妻的随访研究

李敬云 李林 李宏 鲍作义 李韩平 王哲 庄道民 刘永健 刘思扬

    【摘要】 目的 在河南省某地农村建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不一致(DC)的夫妻队列并

进行随访，观察HIV通过异性性传播的频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访谈和血清学检测，确定了

52对(一方HIV阳性而另一方阴性但无吸毒、性乱、输血等HIV感染危险行为)夫妻进人研究队列，

在0.5,1和2.5年进行 3次随访，每次随访均询问夫妻双方的性生活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同时抽取

20 ml抗凝静脉血检测HIV抗体、CD4' T淋巴细胞计数以及病毒载量。结果 (1)0.5,1和2.5年的

随访率分别是92.3%,75.0%和28.8%。在随访的过程中，DC夫妻中HIV阴性一方HIV抗体始终保

持阴性，未出现HIV抗体阳转及HIV的传播。(2)在队列建立时(0年)以及0.5,1和2.5年随访时，

D({夫妻性生活次数每月1次至每周1次的分别占65.4%、 72.9%、 71.7%和80.0%，有时使用或从来

不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是76.9%、 66.6% ,69.1%和60.0%，不同随访时间性生活次数和安全套使用

频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DC夫妻中的HIV阳性一方在0.5,1和2.5年随访时，CD4' T淋巴细

胞计数保持稳定或上升的比例分别是85.4%,66.6%和60.0%0 15对在2.5年随访到双方的夫妻，

HIV阳性一方中病毒载量稳定和下降的占“ 7%，绝大部分病毒载量保持稳定或下降者同时CD4' T

淋巴细胞计数也保持稳定或上升。结论 研究中未观察到HIV在夫妻之间的传播。HIV阳性一方

稳定的病毒载量和CD4十T细胞计数可能是HIV未发生传播的原因之一，宿主的遗传免疫学因素以

及HIV的生物学特性对传播的影响值得深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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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cohort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discordant

couples for follow-up studies and to collect data on frequency of HIV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and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52 HIV discordant couples were identified by face to face interview and

serological testing, in which the HIV negative individuals had no HIV infection behaviors including injecting
drug use,blood transfusion or having sexual partners other than his/her own wife/husband. Three times of
follows-up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in 0. 5 year, l year and 2. 5 year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heir sexual

practices and condom use through face to face interview together with 20 ml whole blood collected to test

HIV antibody, CD4' T cell count and viral load. Results  (1) In the period of 2.5 years follow-up, no HIV
seroconversion and HIV transmission was found. (2) The frequencies of sexual intercourse between once
per month to once per week were 65.4 %，72.9%，71.7% and 80.0% at the time of cohort setup: 0.5
year, l year and 2. 5 years of follow-up respectively. The rated of "occasional use" to "never use" condoms
were 76. 9 %,66. 6 %,69, 1%and 60.0%at the time of cohort setup as: 0. 5 year, 1 year and 2. 5 years of
follow-up,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imes of follow-up for sexual intercourse

or condom use. (3) 85.4%，66.6% and 60.0%of the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kept their CD4十T cell
count stabilized or raised during the 0.5 year, 1 year and 2.5 years follow-up period, respectively.
Howedver, 66. 7 % of them showed stable or declined viral load in the period of 2. 5 years follow-up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2004BA719A01)

作者单位:100071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敬云、李林、鲍作义、李韩平、庄

道民、刘永健、刘思扬);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宏、王哲)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年3月第27卷第3期 Chin I Epidemiol,March 2006,Vol.27,No.3

It appeared that stable or raised CD4' T cell and the stable/declined viral load happened simultaneously. Conclusion   No
transmission wa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The stabilized CD4十T cell count and viral load might be account for the reason of
no transmission while the biological factors from host and virus related with transmission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iscordant
couples

    性传播是艾滋病病毒(HIV)传播和流行的主要

原因[t1，全世界大约70%一80% HIV感染者是通过

性途径感染的，其中异性性接触传播占60%--70%,

男性同性恋传播占5% --10%121。我国HIV流行目

前已经进人快速增长期，新的证据显示我国近年来

经性传播感染的比例有所上升，未来HIV的经性传

播将成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控制

HIV的经性传播也是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主

要目标[[3]。研究我国中部地区农村经采供血途径感

染的艾滋病病例经性途径造成后续传播的趋势，揭

示影响传播的行为和生物学因素，对于预测流行趋

势，制定合理的遏制艾滋病扩散的策略和措施具有

重要的意义。我们于2002年10月在河南省某地农

村建立了HIV感染状况不一致的夫妻(discordant

couples, DC)队列，并进行了随访研究。

    3.实验室检测:

    (1)HIV抗体检测:每次随访均对DC夫妻中的

HIV阴性一方进行HIV抗体检测，筛查呈阳性反应

者进行免疫印迹检测确认，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操

作并判断结果。

    (2)对DC夫妻中HIV阳性一方和在阴性一方

中发现的HIV抗体阳转者检测下列指标:O CD4十

T淋巴细胞计数:采用流式细胞仪绝对计数法(BD

公司仪器和试剂);OZ HIV-1病毒载量测定:采用

NASBA方法(法国梅里埃公司仪器和试剂)。

    4.数据分析及定义: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病毒载量的变化在0. 5 log以内定义为稳定，

上升或下降超过0.5 log定义为上升和下降;CD4十T

淋巴细胞绝对数变化在30%以内定义为稳定，上升

或下降超过30%定义为上升和下降。

资料与方法 结 果

    1.研究队列:2002年10月在河南省某地农村

建立HIV-1感染DC队列。入选夫妻的标准:①一

方HIV阳性，另一方HIV阴性;②双方有稳定的婚

姻，共同生活;O HIV阴性一方没有吸毒、性乱、输

血等HIV感染危险行为;④身体一般状况好。通过

访谈及HIV抗体检测，在某村87对调查的夫妻中

筛选到符合条件的夫妻80对。将愿意接受随访和

后续调查的52对DC夫妻作为随访研究的对象，其

中男方HIV阳性12对，女方HIV阳性40对。HIV

阳性一方感染的原因都是有偿献血浆，估计感染时

间为1995一1996年。

    2.随访:队列建立后0.5年(2003年4月),1年

(2003年10月)和2.5年(2005年4月)共随访3次。

每次随访均先与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由

经过培训的专业研究人员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法和调

查表对每对夫妻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是

询问和了解近6个月以来性生活及使用安全套的情

况，同时告知HIV通过性生活传播的危险及预防方

法，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免费提供安全套。采

集抗凝静脉血20 ml，分离血浆和外周血淋巴细胞

备用。

    1. DC夫妻的基线特征:进人队列时，DC夫妻

平均年龄男性37.9岁，女性36.7岁。有37名DC夫

妻中的HIV阳性一方病毒载量>104 cp/ml，占

71.2%，其中21人的病毒载量>105 cp/ml，占

40.4%. CD4十T细胞计数有29人<300个/mm3mm ,

占55.8%，其中13人 CD4 + T细胞计数<100个/

mm3mm，占25.0%(表1)。
      表1 进人队列时HIV阳性一方的病毒载量和

                CD4十T细胞数的分布

病毒载量
(cp/ml)

CD4 ' T细胞数(个/mm')
合计

  <103

103一100

100一105

<100

    0

101一300  301一500 李501

13        16

  3

12

16

21

52

产n

C
U

，
.

    注:表内数据为人数

    2.随访的情况:0.5年时随访到48对夫妻，随访

率92.3%;1年时随访到39对夫妻，随访率75.0%;

2.5年时随访到15对夫妻，随访率28.8%。失访原

因:(1) HIV感染者死亡。至最后一次随访共有 4

名HIV感染者死于艾滋病，均为进人队列时C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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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数<100个/mm 3、病毒载量>105 cp/m1的男

性HIV感染者。(2)外出不在家。除死亡的HIV

感染者以外，其他的失访原因均为HIV阴性者或夫

妻双方外出打工或做生意。

    DC夫妻中的HIV阳性一方于2004年8月开

始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抗病毒治疗，治疗方案是

AZT + DDI + N V P , 2. 5年随访的结果显示，50.8%

的病例不能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剂量服药，主要原因

是农活忙忘记服药和无法忍受药物的不良反应，此

前部分病例曾断续使用一些中药治疗。

    在随访的过程中，DC夫妻中HIV阴性一方

HIV抗体始终保持阴性，未出现HIV抗体阳转及

HIV的传播。
    3.性生活及安全套使用情况:随访DC夫妻的

性生活次数每月<1次的以及每周>2次的都比较

少，每月1次至每周1次的占很大比例。队列建立

时以及0.5,1和2.5年随访时，DC夫妻性生活次数

每月 1次至每周 1次的分别占65.4%,72.9%,

71.7%和80.0%(表2)。不同随访时间各种性生活

次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丫二0.667,P=0.955)0

      表2 不同随访时间DC夫妻的性生活频数和

                    安全套使用情况

升到40.0%(表2)0

    4. DC夫妻中HIV-1阳性一方的病毒载量和

CD4+ T细胞计数:将各次随访时的病毒载量和

CD4 + T细胞数与进人队列时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0.5,1和2.5年随访时，DC夫妻中的HIV阳性一方

CD4 + T淋巴细胞计数保持稳定或上升的比例分别

是85.4%,66.6%和60.0%(表3)，显示随时间的延

长，CD4十T淋巴细胞数保持稳定或上升的比例降低

的趋势。有13人自进人队列观察以来CD4 + T淋巴

细胞计数始终保持稳定或上升，占全部随访对象的

25.0%a 15对2.5年随访到双方的DC夫妻，HIV

阳性一方保持病毒载量稳定与下降的共有66.7%

(表3)。

        表3 随访过程中HIV阳性者的病毒载量和

                  CD4' T细胞数变化

      指 标

CD4十T细胞

0.5年 1年

20(41.6)

21(43.8)

  7(14.7)

19(48.7)

7(17.9)

13(33.3)

病毒载量

稳定

上升

下降

稳定

上升

下降

2.5年

8(53.3)

1(6.7)

6(40.0)

6(40.0)

5(33.3)

4(26.7)

        项 目

性生活频数

  <1次/月

  1次/月

  2一3次/月

  !次/周

  2一3次{周

  >3次/周

      合 计

安全套使用

  从来不用

  有时用(<50%)

  经常用(>50%)

  每次都用(100%)

0年 0.5年 1年 2.5年

10(19.2)

8(15.4)

8(15.4)

18(34.6)

5(9.6)

3(5.8)

11(22.9)

11(22.9)

7(14.6)

17(35.4)

2(4.2)

0(0.0)

9(23.1)

7(17.9)

8(20.5)

13(33.3)

1(2.6)

1(2.6)

1(6.7)

7(46.7)

5(33.3)

0(0.0)

0(0.0)

2(13.3)

52(100.0) 48(100.0) 39(100.0)15(100.0)

    注:同表 2

    巧对在2.5年随访到双方的DC夫妻，HIV阳

性一方的病毒载量保持稳定和下降的人多数(8/10)

同时CD4十T淋巴细胞计数保持也稳定或上升(表

4)，而CD4十淋巴细胞计数保持稳定或上升的人几乎

全部(8/9)病毒载量保持稳定或下降。提示病毒载

量的稳定或下降预示着CD4 + T淋巴细胞计数的稳

定或上升，反之亦然。

    表4           HIV病毒载量与CD4' T细胞数的相协变化

32(61.5)

8(15.4)

6(11.5)

601.5)

23(47.9)

9(18.7)

7(14.6)

9(18.7)

14(35.8)

13(33.3)

5(12.8)

7(17.9)

3(20.0)

6(40.0)

0(0.0)

6(40.0)

病毒载量
CD4十T细胞数

稳定或上升 下降
合计

稳定或下降

上升 ‘:
合 计 52(100.0) 48(100.0) 39(100.0)15(100.0) 合 计 9              6              15

    注:括号外数据是人数，括号内数据是构成比(%)

    尽管每次随访都向调查对象讲解HIV通过性

传播的危险以及预防的方法，并发放了安全套，但仍

有很大比例的调查对象性生活时仅仅有时使用或从

来不用安全套。队列建立时以及0.5,1和2.5年随

访时，有时使用或从来不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是

76.9% ,66.6%、 69.1%和60.0%。值得注意的是从

来不用安全套的比例从队列建立时的61.5%下降到

2.5年时的20.0%，而每次都用的比例则由11.̀5%上

注:同表 1

                  讨 论

    HIV在DC夫妻中传播的危险在不同地区差别

很大，在赞比亚是7.7/100人年〔4]，在海地是5.4/100

人年[，〕，我国新疆伊宁市是32.49/100人年[6]。本研

究中尽管队列建立和随访的时间只有2.5年，但DC

夫妻中HIV阳性一方感染的时间估计已有10年，

实际上HIV阴性者与其HIV阳性的配偶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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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已有10年以上，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夫妻有正

常的性生活，且早期极少使用安全套，但未发生

HIV的性传播，原因值得深人研究。本课题前期进

行的横断面及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发生HIV性传播

的DC夫妻占全部有性传播危险夫妻的11.1%111'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HIV感染以后的7-8年，

选择身体状况较好的DC夫妻进行队列研究，选择

倾向于在较长时期感染以后仍然保持相对健康的

人，也就是感染进展缓慢者，这部分人HIV感染以

后CD4十T细胞数和病毒载量长期保持稳定，因此本

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低估了实际 HIV经性传播的

危险。

    本研究随访了2.5年的DC夫妻中的HIV阳性

一方感染HIV的时间估计已有 10年，有一多半在

随访期间病毒载量保持稳定或下降、CD4十T淋巴细

胞计数保持稳定或上升，同时没有艾滋病的临床表
现和症状，说明他们在感染多年以后仍然保持相对

健康的状态，属于所谓的长期不进展(long term no-

progression, LTNP) o LTNP有独特的免疫和病毒

学特征，如有稳定的CD4十T细胞计数、强烈和广泛

的中和抗体应答、HIV特异性的CTL反应等，同时

HIV病毒载量测不出或保持稳定、病毒的复制能力

和适应性较差、病毒基因的env区有独特的序列特

征等[8]，这些因素将导致HIV传播效率的下降。本

研究至少可以确定15对长期性生活而未发生HIV

传播的夫妻，HIV阴性一方是长期暴露于HIV而未

感染者。暴露未感染的原因很多，主要可能与宿主

的遗传和免疫因素有关，如HLA的类型、辅助受体

基因的多态性、HIV特异的CTL反应、HIV特异的

豁膜免疫反应等[9]。对HIV感染的LTNP和暴露

不感染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机体的保护性免疫的

机制，为HIV疫苗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中农民DC夫妻的性生活次数以每月1

次至每周1次居多，他们对使用安全套有较大的抵

触，尽管经过多次面对面的讲解和宣教，仍有60%

以上性生活从来不用或仅有时使用安全套。不接受

安全套的原因主要有担心影响夫妻感情、不习惯、安

全套不易得到等。这一方面提示性生活次数较少以

及使用安全套可能是HIV未传播的原因之一，另一

方面说明改变农民的性行为方式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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