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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德宏州静脉注射吸毒人群艾滋病毒
感染自然史研究

段松张斓项丽芬段一娟杨忠桔 贾曼红张勇 张小波郗承惠李洲林

叶润华李志荣张好芬张红梅韩文香杨跃诚龚愉蓉高洁汪宁

【摘要】 目的了解静脉注射吸毒人群艾滋病毒(HⅣ)感染的生存与死亡规律及其影响因

素。方法收集并分析云南省德宏州1989年8一12月发现的196例静脉注射吸毒HIV感染者

20年跟踪随访资料。结果截止观察终点2009年12月31日，196例HIV感染者中177例

(90．3％)死亡，10例(5．1％)存活，9例(4．6％)失访。总死亡密度为98．1／1000人年，艾滋病死亡密

度为54．9／1000人年。因艾滋病死亡者占所有死亡者的55．9％，其他疾病死亡原因中以疟疾

(2．8％)、败血症(2．3％)为主，非病死亡原因中以吸毒过量(13．O％)、意外伤亡(6．8％)为主。以死亡

为结局，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者中位生存时间为8．6年(95％(7／：7．6—9．7)。以艾滋病死亡

为结局，则中位生存时间为11．3年(95％c，：10．3—12．8)，估计的潜伏期约为10．3年。30岁及以上

HW感染者死亡的危险性是30岁以下者的1．9倍(95％CI：1．2—2．7)。吸毒时间越长，生存时间越

短(HR=O．7，95％CI：0．6—0．7)。结论静脉注射吸毒人群非艾滋病死亡人数较多。注射吸毒人

群中位生存时间和潜伏期低于发达国家同类人群。年龄是影响HI感染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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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Ⅳ二l infection among intravenous

drug users(IDUs)detected in late 1989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factors related to survival of these

IDUs infected wittl HⅣ．Methods 196 injecting drug users first detected during August and

December。1989 were observed in Ruili county，Yunnan province．Data gathered from the 20一year

follow-up program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20 years’follow-u：p

period．90．3％ofthe 196 IDUs with HIV infection died，5．1％ofthem were stiil alive，and 4．6％wore

lost．The crude pre．AIDS mortality mte was 98．1／l 000 person-years。and the AIDS mortality rate was

54．9／1000 person-years．Malaria。septicemia were the main causes ofdeath among the natural diseases

whereas overdose and accidental causes were the principal causes related to those non．disease deaths．

111e median survival time from SerO—conversion to death was 8．6 years(95％C／：7．6-9．7)．111e median

mlrvival time from sero-conversion to death due to AIDS was 11．3 years(95％C／：10．3-12．8)with the

incubation time as around 10．3 years．People older than 30 years at seroconversion and length of drug

usage were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survival time．、)l，ith hazards ratios as 1．9 and 0．7。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 high pro．AJDS mortality Was observed among IDUs．Both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from sero．conversion to death and the HIV incubation Deriod were short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Age of HIV infection seemed to have a strong effect on survival．

【Key words]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njecting drug users；Natural history；

Incub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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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的自然史是指在没有使用抗病毒药物

的情况下，从感染HIV到艾滋病发病(潜伏期)、从艾

滋病发病到死亡(生存时间)以及从感染HIV到死亡

(HIV感染生存时间)的发展规律。自1989年8月在

德宏州瑞丽市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流

行，HIV感染率达到45．0％E“。本研究通过回顾收集

并分析德宏州发现的静脉注射吸毒HIV感染者的跟

踪随访资料，了解该人群的生存死亡规律。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1989年8—12月云南省德宏州艾

滋病监测陆续确认、登记的共196例静脉注射吸毒

mV感染者。

2．研究方法：采用回顾性资料收集方法，收集

196名HIV感染者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民族、职

业、婚姻状态等)、高危行为特征(开始口吸时间、开

始静脉注射吸毒时间)、生存状况(阳转时间、预后、

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实验室检测情况[采血时间、

蛋白印迹法(、Ⅷ)确认时间、检测结果]等信息。
3．实验室检测及病例诊断：HIV感染者血清标

本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C,(CDC)艾滋病监测检

验中心用ELISA进行HIV抗体初筛检测(分别使用

美国Abbott公司和英国Wellcome公司提供的试剂

盒)，初筛阳性或可疑阳性者进行重复试验，凡2次

试验均阳性者送到中国CDC艾滋病监测检验中心

采用WB进行确证试验，确证试验阳性者定为HIV

感染者。

病例和死亡报告由县(市)CDC填写《疑似艾滋

病或艾滋病病例报告表》和《HⅣ感染者或艾滋病病

例死亡报告表》上报州CDC，州再上报省CDC。病

例报告由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持，经云南省

艾滋病专家委员会讨论后确定，诊断书反馈州、县

CDC。艾滋病例诊断标准按1990年中国卫生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诊断标准(试

行)。死亡原因由县(市)CDC依据死者家属提供的

有关死亡信息确定。
4．统计学分析：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3软件

建立数据库、录人数据，使用SAS 9．1(SAS Institute

Inc．，Cary，NC，USA)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

析。采用乘积极限法(Kaplan Meier法)计算中位生

存时间、绘制生存曲线。由艾滋病到死亡平均经历

一年时间口】，用计算出的中位生存时间(以艾滋病死

亡为结局)推算HIV潜伏期。采用比例危险率回归

模型(Cox回归)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结 果

1．感染者一般情况：196例HW感染者中90．8％

(178／196)来自瑞丽市，8．7％(17／196)来自陇川县，

0．5％(1／196)来自潞西市。全部为男性，确诊HIV感

染时的年龄最小15岁，最大58岁，平均(27．9±7．2)

岁(中位数27．0岁)；91．8％为少数民族。口吸毒品类

型主要是鸦片，注射毒品类型多为海洛因。196例

HIV感染者中，192例吸毒者自报有静脉注射吸毒

史，另#b4例自报口吸毒品者经反复核实确认，也存

在静脉注射吸毒行为。1985—1989年开始口吸者

占多数，开始静脉注射时间主要集中在1988—1989

年。平均吸毒时间为(12．454-6。31)年，最长达34年

(表1)。

表1 196例HIV感染者人口学特征

特征例数臀 特征例数臀
感染时年龄(岁) 职业

<30 119 60．7 农民 185 94．4

≥30 77 39．3 家务及待业 9 4．6

民族 工人 2 1．0

傣族 144 73．5 婚姻状况

景颇族 35 17．9 已婚 112 57．1

汉族 16 8．2 未婚 58 29．6

白族 l 0．5 离婚 26 13．3

2．生存情况：截止观察终点2009年12月31日，

196例早期HIV感染者已有177例(90．3％)死亡，10

例(5．1％)存活，存活者中8例为无症状感染者，2例

为艾滋病，9例(4．6％)失访，失访时均为无症状感染

者。已死亡者平均死亡年龄(28．1±7．3)岁。因艾滋

病或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死亡的感染者平均死亡年龄

为(27．44-7．6)岁。

3．死因分布及死亡密度：HIV感染者死亡密度

为98．1／1000人年，艾滋病的死亡密度为54．9／1000人

年。177例死亡中，除因艾滋病死亡99例(55．9％)

外；非疾病死亡41例(23．2％)，包括吸毒过量死亡

(23例)、意外死亡(12例)、饮酒死亡(4例)和自杀死

亡(2例)；因其他疾病死亡22例(12．4％)；包括疟疾

死亡(5例)、败血症死亡(4例)以及其他病因死亡

等。另有死亡原因不详15例，死亡前均未被诊断为

艾滋病。

4．生存时间及潜伏期：以死亡为结局事件，196

例HIV感染者确诊为HIV感染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8．6年，95％CI为7．6—9．7年(图1)。以艾滋病死亡

为结局事件，196例HIV感染者从确诊为HI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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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11．3年，95％CI为10．3～12．8

年(图1)。由艾滋病到死亡平均经历一年时间，推

算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中位潜伏期约为10．3年，

95％CI为9．3—11．8年。

生存时间(年)

图1 196例早期HIV感染者生存曲线及95％CI

5．生存时间影响因素：以死于艾滋病为结局

事件，研究主要因素包括感染HIV时的年龄(<30

岁=O，≥30岁=1)、民族(汉族=0，少数民族=1)、

职业(农民=O，其他职业=1)、婚姻状态(已婚=O，

未婚／Tg婚=1)、吸毒时间。将5个变量分别引入单

因素Cox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感染时的年

龄、吸毒时间对HIV感染者的生存时间有影响。感

染时的年龄越大，感染者的生存时间越短。吸毒时

间越短，感染者的生存时间越长(表2)。

表2艾滋病生存时间影响因素Cox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OR值(95％c，)P值

注：4参照组

讨 论

云南省于1987年首次发现艾滋病传人病例㈨。

我国居民HIV阳性者较集中发现于1989年8一12月

与缅甸接壤的德宏州瑞丽市戒毒中心的静脉注射吸

毒人群，后经反复确认核对，在陇川县、潞西市亦发

现同类人群的HIV感染者，系我国早期发现的首批

HIV感染者。全部为男性，少数民族居多，以农民为

主，绝大多数曾有静脉注射吸毒行为史和共用未经

消毒的注射器[4]。

本次研究显示，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者

中以艾滋病死亡为主要死因。在发展为艾滋病前的

死亡率较高，与其他的研究相似bJl。主要死因分为

两类，除艾滋病外的其他疾病及非病死亡，且后者所

占比例高于前者。疟疾、败血症是其他疾病死亡中

的主要死因，吸毒过量、意外伤亡是非病死亡中的主

要死因，仅次于艾滋病；非疾病死亡所占比例较高。

疟疾为其他疾病中HIV感染者死亡数最多的病种，

这也与云南边境地区疟疾死亡率较高有关"1；其余

死因与同类研究结果相似哺’9】。静脉注射吸毒人群

非艾滋病高死亡率，提示在对该类人群进行mV／

AIDS疫情估计与预测或制定相关治疗措施时应考

虑这个因素。欧美国家常用反向计算法估计既往

HIV感染率及预测新发艾滋病例数，利用既往报告

的艾滋病例数及HIV潜伏期数据获得n¨21。又如，

笔者使用Spectrum Project Package政策模型估计新

发艾滋病例数、预测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时，都

会应用到潜伏期数据。HIV潜伏期的数据是以所有

的HIV感染者最终发展为艾滋病为前提。而很多静

脉注射吸毒HIV感染者在疾病发展为艾滋病前已经

死亡，导致报告的该人群艾滋病例数量减少，考虑非

艾滋病死亡与不考虑非艾滋病死亡的HIV潜伏期数

据是不一样的，这些就会导致估计的结果产生偏倚，

结果偏高会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如果过低则会

使很多感染者不能接受应有的治疗。

本次研究根据当时邻国缅甸的HIV感染情况以

及以前当地HIV感染的资料确定HIV感染时间。个

别吸毒者的吸毒历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绝大

多数始于1985年后，更集中于1988、1989年。1984

年首次出现静脉吸毒者后，早期感染者静脉注射吸

毒行为绝大多数集中在1988—1989年，少数人在

1986—1987年开始注射H]，距离发现HIV感染时间

在2年以内。本次研究中，研究对象约82％的人在

1988年开始首次静脉注射吸毒，与以往资料记载的

相符，因此，选择以首次检测HIV抗体阳性时间作为

感染时间。

本次研究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感染HIV后的中位

生存时间约为8．6年，低于UNAIDS推荐的平均9．5

年，与郑锡文等¨"对同一地方相同人群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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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考虑了非艾滋病死亡的情况，即将非艾滋病死

亡者与尚存活者和失访者均做为删失值处理，则感

染HIV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1．3年，较以死亡为结局

的中位生存时间长，原因是将死于除艾滋病外的其

他死因者视为删失，即将已经死亡者视为到观察结

束时仍存活，增加了对存活时间的贡献，产生了竞争

死亡偏倚。

本次研究对象为男性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结果

显示，感染HIV时的年龄越小，感染者生存时间越

长；感染时的年龄是影响疾病进程的一个重要因

素。长时间吸毒会降低生存时间n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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