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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预防控制·

云南省德宏州2005--2009年新报告HIV-1
感染者中新近感染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继宝 杨跃诚段松李艳玲杨锦项丽芬叶润华龚渝蓉 高洁王憨杰

沈圣 肖瑶 田飞 蒋岩何纳

【摘要】 目的了解云南省德宏州2005--2009年新报告HIv二l感染者中新近感染者构成比

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该州2005—2009年所有新报告HIV-I感染者的血清样本用BED

HIV-I发病率捕获酶联法(BED．CEIA)检测以确定新近感染者。结果2005--2009年德宏州共

新报告HIV感染者9367例。对其中7252例(77．4％)进行BED．CEIA检测，其中954例(13．2％)为

新近感染者，各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中新近感染者所占比例依次是：2005年为11．21％、2006年为

11．87％、2007年为17．55％、2008年为13．22％、2009年为12．22％。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

控制了各变量间的潜在混杂作用影响后，2009年度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户籍的HIV感染者

中新近感染者所占比例显著不同，女性显著高于男性、11—19岁组显著高于50岁以上组、外地户

籍(不含外籍)显著高于本地户籍、外籍(主要为缅甸籍)则显著低于本地户籍。结论2005—

2009年云南省德宏州新报告HIV感染者中HIV新近感染构成比呈历年小幅波动态势，其长期趋

势尚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2009年度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新报告HIV感染者中新近感染所占

比例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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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itstract J 0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portions and correlates of recent HⅣinfections

among newly reported HIV／AIDS cases盘om 2005 through 2009 in Dehong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Methods A1l available serum samples of newly reported HIV／AIDS cases during

2005—2009 period in Dehong prefecture．were tested using the BED HIV incidence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Results Atotal of 9367 HIV，AIDS cases were newly reported in 2005

through 2009．ofwhom 7252(77．4％)were tested with BED-CEIA．Among the tested，954(1 3．2％)

were positive for BED．CEIA and were regarded as recent HIV infections．The proportion of recent

HⅣinfection among newly reported HIV，AIDS Cases was 11．2 l％in 2005，11．87％in 2006。1 7．55％

in 2007．1 3．22％i11 2008，and 12．22％in 2009．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ecent HⅣinfections among newly reported HIWAIDS CaseS in 2009 Wa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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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l"among females，those aged 11一l 9 years，and internal residents outside of Dehong prefecture，

but significantly IOWel"among immigrants who were mostly from Myanmar．than local residents．

Conclusion From 2005 to 2009．the proportion of recent HIV infections amongnewly reported HIv／

AIDS cases in Dehong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was fluctuating slightly．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amine its long-term and secular wend．Such propor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different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V／AIDS cases；Recent HIV infections；Correlates

应用以往的监测手段获得HIV感染病例报告数

仍难以反映疫情变化趋势和评估防治效果。长期随

访队列研究是获得HIV新发感染率的町靠手段，但

由于投入经费大、资源有限及观察对象流动性大等

问题，难以广泛开展。1998年Janssen等1。报道了采

用实验室血清学方法——低敏酶联免疫法(EIA)检

测HIV-I新近感染，进而估算新近感染率，但低敏

EIA主要适用于B亚型感染的人群。Parekh等矗。

2002年报道一种对HIv_1抗体阳性样本检测的

BED捕获酶联法(BED Capture EIA，BED．CEIA)，

以估算新近感染率，可用于区别近期感染与既往感

染，即从HIV-I血清学阳性至应用BED．CEIA检测

达到预定标准光密度(A)值，称为BED的平均窗口

期。虽然BED．CEIA的窗口期对于HIV-l不同亚

型有所区别，但是计算人群新近感染率时平均窗口

期是155 d，所以BED—CEIA是通过检测已确认为血

清阳性的样本，来判断该血清样本是否为新近感染

即血清阳转发生于155 d内。

云南省德宏州于1989年从静脉注射毒品者

(IDU)中发现r我国最早的HlV感染局部暴发^，并

继而成为云南省乃至全国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为深入分析艾滋病疫情和防控效果，自2005

年以来对历年新报告的HIV感染者的血清标本进行

BED．CEIA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德宏州2005—2009年新报告的

HIv_1感染者。

2．研究方法：BED．CEIA检测采用美国Calypte

生物医学公司生产的HIV．1 BED发病率检测EIA

检测试剂盒(Calypte Biomedical Corporation，

Portland，OR，USA)。实验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

行：固相载体微孔用羊抗人IgG包被，以捕获血浆或

血清中的抗HIV二1抗体和非抗HIV二l抗体，计算受

检样品中抗HIV二l特异性IgG抗体占总lgG抗体的

比例。将试验检测所得A值通过标准品A值换算为

标准值(A凡)后，An值>O．8为感染时间>155 d，≤

O．8为在采样前155 d内感染，从而判断既往或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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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本检测方法分初筛和确认两步，检测过程相

同，结果判断标准有区别。试验中设阴性对照2孔，

弱阳性对照3孔，强阳性对照3孔，标准品对照3

孔。初筛试验中，各样品进行单孔检测，／4n值=各

样品A值／校准品A中值，An值≤1．2时进行确认试

验，即3孔蘑复检测；确认试验中，各样品An值=各

样品A中值／校准品A中值，A凡值≤0．8判断为阳性，

即可认为该份样本为HIV新近感染。

3．统计学分析：对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等进行描述性分析，计算并描述历年新报告HIV感

染中新发感染比例，采用)C2检验对两变量间差异做

显著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HIV新发感

染比例的影响因素做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以

SPSS l 7．0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结 果

1．新报告HIV感染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感染

途径：2005—2009年5年间共新报告HIV感染者

9367例，以男性、年龄20～39岁、已婚、汉族、傣族和

景颇族、小学文化程度、农民等为主。HIV感染途径

以经性与经吸毒并重为主转为以经性传播为主。不

同年度报告的HIV感染者在地区、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以及感染途径等社会人

口学特征构成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2．新报告HIV感染者中BED．CEIA检测率：5年

间共对7252例HIV感染者进行BED．CEIA检测，占

总报告病例数的77．4％。从表2可见，历年新报告

HIV感染者中BED检测率依次是62．5％(2005年)、

78．8％(2006年)、68．5％(2007年)、84．4％(2008年)和

96．7％(2009年)。由于2009年BED检测率高达

96．7％，故未对该年度BED检测者和未做BED检测者

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做统计学分析。而2005--2008年

度，BED检测者和未做BED检测者在地区、年龄、婚

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及感染途径等社会人口学特

征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未检测的主要原因是部

分HIV感染者的血清量不足或不符合检测要求，以及

因部分HIV感染者的姓名变更、无身份证号码等而导

致无法将BED结果与病例报告系统匹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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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2009年云南省德宏州新报告HIV感染者

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感染途径

项目篙)(黧)(蕊)(篙(篙
报告县(市)．

梁河

陇川

潞西

瑞丽

盈江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y

O—

lO一

20—

30—

40～

≥50

婚姻。

77(3．9、

40t(20．2)

362(1 8．3)

740(37．31

404(20．4、

92(4．6)

270(13．6、

556(28．01

649(32．61

422(21．21

63(3．3、

222(11，6、

624(32．5)

612(31．9、

400(20．81

42(2．3)

27l(14．6、

603(32．5)

570(30．71

370(19．9)

50(3．1)

240(14．8、

536(33．21

435(26．91

356(22．O)

1407(70．9)1315(66．1)1188(61．8)1206(65．0)998(61．7)

577(29．1)674(33．9)733(38．2)650(35．O)619(38．3)

36(1．8、

65(3．3、

813(41．0)

731(36．81

235(11．8)

104(5．21

43(2-2)

70(3．5、

782(39．3)

697(35．01

25302．7)

_144(7．2)

42(2．2、

65(3．∞

709(36．9)

709(36．91

253(13．2、

143(7．舢

34(1．8、

66(3．6、

634(34．2)

693(37．31

29105．7、

1 38(7．41

280．n

37(2．3、

517(32．01

651(40．31

249(1 5．41

】35(8．41

已婚有配偶1053(53．1)1192(59．9)1092(56．9)1068(57．5)1031(63．8)

未婚 527(26．6)516(25．9)510(26．6)524(28．2)374(23．1)

离异或丧偶24802．5)206(10．4)27504．3)24503．2)210(]3．0)

不详 156(7．9) 75(3．8)44(2．3) 19(1．o) 2(O．1)

民族。

汉

傣

景颁

其他

缺失

文化程度7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不详

户籍，

本地

外地

外籍

职业‘

农民

服务人员

儿童学生

其他

不详

感染途径‘

异性传播

注射毒品

母婴传播

其他

小详

614(31．O、

491(24．81

340(17．1)

70(3．5)

469(23．矾

275(1 3．9、

807(40．71

355(17．9)

79(4．01

468(23．6)

709(35．71

397(20．0)

288(14．5)

70(3．5)

525(26．41

25602．91

659(33．1)

442(22．2)

1 13(5．7)

519(26．1)

824(42．91

474(24．71

298(15．51

84(4．钔

24102．61

352(1 8．3)

781(40．7)

528(27．51

128(6．7)

132(6．外

778(41．9)

455(24．51

390(21．0)

93(5．61

130(7．o)

378(20．4、

840(45．3)

493(26．6)

142(7．71

3(o．∞

681(42．1)

458(28．3)

351(21．71

77(4．8)

50(3．1)

369(22．81

721(44．6、

439(27．2、

88(5．51

O

1616(81．4)1349(67．8)1338(69．6)]253(67．5)1178(72．8)

]50(7．6)199(10．0)202(]0．5)157(8．4)1 12(6．9)

218(11．0)441(22．2)381(19．8)446(24．0)327(20．2)

z369(69．o)1319(66-3)]260(65．6)1318(71．o)1177(72．8)

252(12．7)309(15．5)354(18．4)24403．1)162(10．0)

37(1．9)44(2．2) 370．9) 38(2．O) 27(1．7)

116(5．8)284(14．3)223(11．6)23502．7)238(14．7)

2lo(10．6)33(1．7)47(2．5) 21(1．1) 13(o．8)

617(31．1)942(47．4)1276(66．4)1278(68．9)1260(77．9)

648(32．7)593(29．8)45“23．7)422(22．7)264(16．3)

33(1．7)40(2．0)44(2．3) 37(2．O) 290．8)

7(O．4) 2(O．1) ll(O．6) 38(2．1)40(2．5)

679(34．2)412(20．7)134(7．O) 81(4．4) 24(1．5)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x 2=

211．415，P<0．001；6 X2=47．556，P<0．001；‘X2=70．023，P<0．001；

。jc2=261．213，P<0．001；‘r=646．195，P<0．001；7f=1204．299，P<
0．001；‘X

2
158．0011，P<0．001；‘)c 2=30．630，P<0．0111；‘)c

2=

1412．442，P<0．001

3．新报告HIV感染者中新近感染比例：5年间

共对7252例新报告HIV感染者进行BED．CEIA检

测，其中954例(13．2％)检测阳性，确定为新近感染

者。历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中新近感染者所占比例

分别为11．21％(2005年)、11．87％(2006年)、17．55％

(2007年)、13．22％(2008年)、12．22％(2009年)。

4．2009年度不同特征新报告HIV感染者中新

近感染比例及其影响因素：该年度共有29例HIV感

染者系经母婴传播途径感染，均进行了BED检测，

其中5例(17．2％)BED检测阳性，该5例BED阳性者

检测时年龄范围为1。11岁。而2009年度新报告

HIV感染者中BED．CEIA检测率接近100％，故仅对

该年度不同特征新报告HIV感染者中(除外经母婴

传播途径感染者)新近感染比例及其影响冈素做分

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各变量间的潜在混

杂作用影响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户籍的

HIV感染者中新近感染者所占比例显著不同，女性

显著高于男性、11～19岁组显著高于≥50岁组、外

地户籍(不包括外籍)显著高于本地户籍、而外籍(主

要为缅甸籍)则显著低于本地户籍者，而报告县

(市)、婚姻状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以及感染途径

等与新近感染比例无显著性关联。

讨 论

目前BED．CEIA方法是较为通用的估计HIV发

病率的监测技术，已有多个国家将该方法整合到

HIV／AIDS的二代监测工作中H'引，我国也对该监测

方法进行了研究№J】。

云南省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

验室从2005年引进BED．CEIA检测技术，每年都对

当年新报告的HIV-l感染者进行BED．CEIA检测。

2005—2009年德宏州新报告HIV感染者中HIV新

发感染构成比呈历年小幅波动，其长期趋势尚有待

进一步观察。2009年度新报告HIV感染者中HIV

新发感染所占比例以女性、1l—19岁、外地户籍、母

婴传播途径感染者为高，以外籍(缅甸籍)为低，而与

婚姻状态、民族、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等无显著性关

联。由于历年检测的人群基数、样本构成、检测样本

的比例等具有较大差别，因此新近感染比例是否能

够表明不同县(市)、不同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趋势

和防控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根据德宏州IDU等人

群新发感染率研究结果，该州HIV感染快速上升趋

势已经得到遏制，防治效果开始显现【7—1。

本研究发现2009年度德宏州29例经母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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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2009年云南省德宏州新报告HIV感染者中BED检测者和未检测者的社会人r丁学特征及感染途径比较

报告县(市)

瑞丽

潞阿

梁河

盈江

陇川

统计学分析

性别

男

女

统计学分析

年龄组(岁)

O～

lO～

20一

30～

40～

50～84

统计学分析

婚姻

未婚

已婚有配偶

离异或丧偶

不详

统计学分析

民族

汉

傣

景颇

其他

不详

统计学分析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不详

统计学分析

户籍

本地

外地

外籍

统计学分析

职业

农民

儿童及学生

其他

统计学分析

感染途径

注射毒品共用针具

异性传播

母罂传播

367

253

46

278

296

373

109

3l

126

105

427

442

77

388

233

222

114

15

34

37

38l

409

48

308

170

23l

215

15

92

52

429

525

36

333

243

14l

78

6

37

28

)[2=90．043，P<O．001 f=1 19．851，P<O．001 x2=35．423，P<O．001 x1=53．901，P<O．001

856

384

551

193

1012

555

303

119

798

518

390

215

f=5．695，P=O．017 f=7．734，P-----O．005 Z=2．569，P=O．109

19

42

517

441

154

67

17

23

296

290

8l

37

33

59

617

545

196

117

lO

ll

165

152

57

27

32

48

519

475

160

82

lO

17

190

234

93

6l

1009 197

557 93

f=I．317．P=O．251

29 5

59 7

545 89

558 135

253 38

122 16

f=4．546，P=O．474 f=2．312，P=O．804 f=76．300，P<O．001 x2=13．463，P=O．019

338

699

166

37

189

354

82

119

411

940

174

42

105

252

32

33

368

734

189

25

142

358

86

19

433

905

2lO

18

9l

163

35

1

f=109．563，P<o．001 f=27．507。P<o．001 f=6．785，P=O．079 f=3．1933，P=O．363

383

27l

222

37

327

23I

220

119

33

141

59l

319

255

59

343

116

79

33

“

183

558

336

225

66

13l

265

137

74

18

11l

683

403

345

9l

44

92

52

47

12

87

x'=25．802，P<o．001 f=85．887，P<O．001 f=35．016，P<O．001 f=275．824，P<O．001

170

495

214

36

325

105

312

14l

43

143

222

548

370

9I

336

34

lll

72

22

183

255

543

359

82

77

97

238

169

46

55

339

1∞

398

120

2

39

133

95

22

l

x'=20．556，P<o．001 f=85．045，P<O．001 f=10．473，P=O．033 f=14．819，P<o．001

992

96

152

624

54

66

x2=5．854。P----O．054

915

2l

304

432

16

296

f=53．305，P<O．001

393

392

18

255

225

15

112l 228

162 37

284 157

x2=70。436．P<0．001

1104 195

34 10

429 217

f=89．164，P<O．001

527

774

3l

66

168

9

952

146

218

386

56

163

f=28．172，P<O．001

917 33l

28 9

37l 265

f=45．683，P<O．001

342

863

32

114

413

12

lll6 137

127 30

323 123

f=70．700，P<o．001

1135 133

3l 7

400 150

Z=82．196。P<O．001

373

1089

3l

49

189

6

385

534

50

354

240

946

617

28

37

502

620

243

133

359

992

2lO

2

68l

455

348

78

l

369

704

402

88

O

1172

112

279

1167

27

369

263

122l

29

50

2

0

2

O

52

2

O

O

15

31

6

2

15

39

O

O

O

4

3

O

47

0

17

37

O

O

6

O

48

7

O

47

】

39

O

其他或不详437 249 235 179 79 66 73 46 50 14

．．丝生：兰坌堑 茎三!：!塑：￡三!：兰!! 芷三!堡：!!!：￡三!：塑! ￡三丝：!竺：￡三Q：塑! 茎三!!：!!!：竺三Q：塑!
．

注：由=t=2009年BED检测率高达96．7％，故未对该年度BED检测者和束做BED检测者的社会人Lj学特征及感染途径做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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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9年云南省德宏州新报告HIV感染者中(不含经母婴传播途径感染者)

新近感染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俪日 新近感BED检新近感染 !!g型!望旦童坌堡 !!巫望!垒堕耋坌堑：
恍口

染例数测例数比例(％) OR值(95％cO P值 OR值(95％C／)P值

报告县(市)

有差异，因此基于本次检测

获得的HⅣ感染者中新近感

染比例的代表性在上述两年

度尚显不足。但2009年度的

薹雾
41 380

10：79
1。oo

。． ．
1．．00．．． ． BED检测率接近100％72523 13 77 1 32(0 88 1 99)0 183 1 lO(O 70 l 73)0669．，- ，能够xv．v潞两 一． ．

． ． 一． ．

桑赫 8 49 16．33 1．61(o．71—3．68)o．255 l“(o．52。2．97)0．633 很好反映客观实际。今后应

盈江 30 348 8．62 0．78(0．48～1．28)0．325 0．69(0．40—1．20) o．190 提高检测率，准确判断德宏

¨璧川
35 234 14舶1’45(o。9¨2‘36) o’129 146‘o名5以jo) n169

州HIv感染-4者中新近感染的址口Il ，·⋯1-J L，’ ～日 ⋯ⅢⅢ小H■
男 90 932 9．66 1．00 1．00 发生情况及由此反映的流行

．女
96 602 15·95 1．77(1．30一2·42)o·000 1．66(¨6～2·38) o·006 趋势和防控效果。

1I--一 7124

36

38：89 5．．87(2．．43。～14．18’o．．000 6．．69(2．．51～-17．．8116’o．．00020 502 14 34 l 55(0 83 2．89)0 172 1 76(0 88 3 5 0 1i1
参考文献

一 72 ．．．一 ．．．～．11．
7 7⋯’

30— 63 620 10．16 1．04(o．56—1．96)0．893 1．12(0．58—2．t8)0．736 【I]]anssen Rs，Sat'ten GA，Swame。

50。84 13 133 9．77 1．00 1．00 detect early HIV二1 infection for

婚姻 赫i品1。：宇1；翟嚣裟：嚣￡
未婚49 330 14．85 1．00 1．00 JAMA．1998．乏80：42—48j‘
已婚有配偶 111 994 11．17 0．72(0．50一1．04)0．076 1．oo(o．65一1．56)0．987 [2]ParekhBS，Kcnn。dyMS，DobbsT，

目塞异或丧偶
26 2lo 12·38 o·81(o-49～1·35) o·419 1．07(o·59_1·95) o·822

譬c当inQguaHnItvitattiypvee dletanecttiibo。ndieosf

民族茹漤”蒜：赫毒：：：：1：‘≯“蓦：蒜
汉89 670 13．28 I．00 1．00

assay for detecting recent H-rIv--

其他 13 78 16．67 1．31(0．69—2．47)0．411 0．94(0．48一1．85)0．859
[3]2M0a02Y,1，8L：i2925z-3，z07h．ang KX，et a1．

初中47 402 11．69 1．01(。0．65．1．59)0．956 o．70(0．42一1．17) o．177 E，．pid⋯emiol,：990，Il(3)：184—185·
高中及以上 20 88 22．73 2．25(1．24～4．09)0．008 1．69(0．83—3．44)0．150 马瑛。李祖IE，张开样，等．首次在

本地 142 1147 12．38 1．00 1．00 染者．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0，

外地 22 11l 19．82 1．75(1．06以88)0．028 1．68(0．96矗94)0．067 [4]黜1警篙：b M，H蝴E，
外籍 22 276 7．97 0．61(0·38。0．98)0．041 0．48(0·28。0．83)0．008 et a1．Investigating the utility

职业 of the H．IV-l BED
captu．re

其他 56 370 15．14 1．42(1．01—1．99)0．042 1．08(0．70—1．66)0．721 es盯oros：票篙1篓il嚣咖渊

异性传播 148 1221 12．12 1．oo(o．66，1．50)O．983 0．76(0．47．1．22)0．255 e．t a1．．A．p．plicatkm．of human．

基丝塞至堂 曼 塑!!：塑垒：!!!Q：!!：!：兰兰殳：!!!!：!!!旦：!!：三：!坠旦：!!兰器努m(塞翥嚣一m：嚣麓。晋二
注：。多因素分析时。将表格中各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各OR值和P值均已调dried blood spots in India．J Med

整控制表格中其他变鲢的潜在混杂影响 Microbiol，2009。58：312—317．

途径感染的儿童HIV感染者中有5例BED检测阳HIV-1 incidence estimates usin‘g IgG．cap。ture BED．enzyme

性，但该5例感染儿童接受BED检测时的年龄范围嚣等等器怒翼簇：猕箸：藩嚣8ec)．Stion47紫u8粥m
为l—II岁，理论上其BED检测结果应为阴性。由 ‘7【Dincuaiden。S。。,鎏麓未。篙ry，。s pulM。,。ie。nt。ail。．DE。s裟：嚣三．m等黼
此推断，该5例可能系BED假阳性。本结果还进一hit area along a孟ajor仃a衔：k迅mute．BMC Pu崩icHealth，2010．

步提示，目前的BED检测方法或判断标准可能不适 Is】裂釜裂i锄g LF，Yhg YC，ct。1．hcid锄。。a11d ri。k雠to巧。n

用于经母婴传播途径感染的少年儿童HⅣ感染者。 墨怒‘篙j慧}鬯册X麓：：。墨鬻，pore(fel2)cture：
相关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216—1219．(in C‘hinese)

‘

本研究中2005—2008年度特别是2005年度和 曩垒耋要矗鬟莲替磊嘉鬻嚣篇冀兰慰毒200品9者,30m(V12新)：
2007箐苎苎PE?检测率芝翌警譬，，乎过磐要苎挚

12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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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者与未伍-&／。?剡lJ,I石／a’．BED 在有关社会人口学特征上 一i苯夏磊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