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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09年1969例新报告HIWAIDS的机体
免疫状况和病毒载量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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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新报告病例的调查和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重要

课题“‘3】。河南省近年来每年均有不少新报告病例¨3。本研

究收集河南省2009年首次确证为HIV抗体阳性病例的

CIM+T淋巴细胞数和病毒载量检测结果，分析该人群的

CD4+T淋巴细胞数与病毒载量、构成及其社会人口学因素的

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数据来源和管理：数据来自“河南省艾滋病检测实验

室网络数据库”，通过链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IDS综

合防治信息系统”获得河南省新报告的艾滋病病例，数据库

包含当前河南省所有已知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W

AIDS)的多项实验室检测信息(包含CIM+T淋巴细胞计数和

病毒载量等)，每个病例均有根据市县(区)编码的惟一不变

的编号，方便数据的整理和使用。

(2)研究对象：剔除信息不完全或信息矛盾的病例后，获

得2009年1一12月经河南省有资质的AIDS确证实验室确证

HIV抗体阳性的HIV／AIDS新报告病例(>5岁)，在这些病例

中选取确诊HIV抗体阳性后1个月内具有CD4+T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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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检测结果的河南省籍患者进行相关分析，选取2009年检

测了HIV病毒载鼍的病例进行病毒载量相关分析。不同感

染途径的分组中每组只包括单一的感染途径，有多接触史的

统计为其他。

(3)CD4+T淋巴细胞和病毒载量的检测：河南省免费为

辖区内所有新上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IDS综合防治

信息系统”的患者进行CD4+T淋巴细胞数和病毒载量检

测。检测由省、市、县i级疾病预防控制中一L,(CDC)进行，各

CDC进行CD4+T淋巴细胞检测的时间间隔从1周至1个月

左右不等，病毒载量检测为每年1次，采样集中在9月份之前

进行。使用美国BD公司FACSCalibur／FACSCount流式细胞

仪进行CIM+T淋巴细胞的绝对计数；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公司的bioM6rieux NucliSens@mini MAG侧／NucliSens@easy

MAG“病毒核酸提取仪进行HIV RNA的提取；使用梅里埃

公司bioM6rieux NucliSens@EasyQ仪器进行病毒载量检测。

(4)统计学分析：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感染途径组

之间CD4+T淋巴细胞数的比较使用多个独立样本检验；各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感染途径和CD4+T淋巴细胞构成组

的病毒载鼍构成的比较使用f检验。用SPSS 14．0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P<0．05判定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1)基本信息和特征：河南省2009年累计报告3284例新

确诊的河南省籍HIV／AIDS，只有1969例接受了国家免费提

供的CD4+T淋巴细胞数检测，其中795例还接受了病毒载量

的检测，病例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及CIM+T淋巴细胞数和病

毒载量的构成见表l、2。用于CD4+T淋巴细胞分析的1969

例抽取者和未抽取者之间年龄(f=12．342，P=0．006)、婚姻

状况(X2=24．396．P=0．000)和感染途径(z2=54．596，P=

0．000)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1969例检测了CD4+T淋巴

细胞数的病例中，男性稍多(56．22％)，30。44岁之间病例约

为一半(47．99％)，多数已婚(64．20％)，91．82％的病例是由

CDC或防疫机构上报的，经血液途径感染的病例占52．46％，

CIM+T淋巴细胞>350 cell#tl和<50 cell／itl的病例分别占

27．88％和22．30％；用于病毒载量分析的795例抽取者和未抽

取者之间年龄(X 2=10．198，P=0．017)、婚姻状况()C2=

lo．315，P=0．016)和感染途径(f=11．656。P=0．009)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在795例同时检测了病毒载量的病例中，同

样为男性稍多(55．72％)，30—44岁占49．18％，多数为已婚

(65．16％)，89．31％的病例由CDC或者防疫机构上报，经血液

途径感染的占55．97％。病毒载量>10'copies／ml的病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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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4％(24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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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9年河南省1969例新报告HIV／AIDS病例的

CD4+T淋巴细胞数及其与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关系

注：4上、下四分位数

(2)社会人口学特征与CD4+T淋巴细胞数的关系：新报

告患者的首次CIM+T淋巴细胞数检测一般在确证为HW抗

体阳性之后随即进行。将1969例病例根据社会人口学特征

进行分组，将不同组的CD4+T淋巴细胞数进行比较(表1)。

多个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男性的CD4+T淋巴细胞数

低于女性(x2----6．260，P=O．012)，年龄在30一59岁之问的

CD4+T淋巴细胞数较低(f=51．628，P=0．000)，经血液途径

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数较低，而通过阳性配偶性途径感

染的则较高(f=7．855，P=0．000)，已婚有配偶人群的CIM+

T淋巴细胞数较低(f=7．855，P=0．049)。

(3)社会人口学特征和CIM+T淋巴细胞构成与病毒载

量构成的关系：由于病毒载量检测血浆样本的采集在每年9

月份之前完成，故本研究有病毒载量检测结果的病例均为9

月份之前新确诊报告。对795名病例中病毒载量的构成和

人口学因素以及CD4+T淋巴细胞数构成的关系进行比较，f

检验表明，不同感染途径和不同CD4+T淋巴细胞数构成人

群病毒载量的构成有所不同(z2=19．291，P=0．004和x2=

29．170，P----0．000)，经血液途径感染病例中病毒载量低的人

较多，CD4+T淋巴细胞数较低病例中病毒载鼍高的人较多。

而不同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人群的病毒载量构成之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

3．讨论：河南省2009年1969例新报告HW／AIDS病例

中72．12％的人CD4+T淋巴细胞数<350 cell／pl，更有22．50％

表2 2009年河南省795例新报告HIV／AIDS病例的

病毒载量构成与社会人口学因素以及

CD4+T淋巴细胞构成的关系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5_29

30—44

45—59

≥60

婚姻状况

443(55．72) 205 94 144

352(44．28) 172 82 98

123(15．47) 52 29 42

391(49．18) 185 100 106

236(29．69) 1 19 36 81

45(5．66) 21 11 13

未婚 102(12．83)

已婚有配偶518(65．16)

离异或丧偶169(21．26)

不详 6(0．75)

传播途径

血液445(55．97)

配偶阳性 131(16．48)

非婚异性 97(12．20)

其他 122(1 5．35)

CIM+T淋巴细

胞数(cell#t1)

<50 439(22．30)

50一199 565(28．69)

200一349 416(21．13、

>350 549(27．88)

4l

249

83

4

2l

114

40

l

40

155

46

l

240 85 120

57 30 44

34 28 35

46 33 43

89 26 74

128 45 59

77 38 52

83 67 57

2．06l 0．357

11．687 0．069

5．690 0．459

29．170 O．Ooo

的人机体免疫状况较差(<50 cell／l_t1)，表明河南省新报告

HIV／AIDS的机体免疫状况整体较差，大多数人需要接受治

疗，提示应加强检测和随访，以利于早发现、早治疗，以减少

死亡。经血液途径和非婚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HIV的人群

中CIM+T淋巴细胞数均显著低于经阳性配偶性途径感染的

人群，河南省经采血浆和输血／血制品途径感染的人绝大多

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感染的，感染时间在15年以上，其机

体免疫水平理应较其他人群差。但同样是异性性传播，非婚

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人群的机体免疫状况明显较阳性配偶

性途径感染的人群差(P=0．000)，这个现象的原因需要进一

步调查。在河南省2009年795例新报告的HIV／AIDS病例中

有30．44％的人病毒载量>10'copies／ml。新报告病例中经血

液途径感染的人所占数量较多，他们感染多年而不自知，在这

个人群中有49．59％的人病毒载量均较高(>10'copies／m1)。

同时发现不同感染途径的人病毒载量构成有所不同，也提示

相关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测，早发现早治疗，以降低HIV

传播的风险b1。综上所述。早发现早治疗仍然是河南省开展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提高监(检)测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增加监测的覆盖人群种类和覆盖面，尤其加强既往有偿供血

(浆)人员及其配偶和子女的检测，及早发现经血液途径感染

的患者。并预防二代传播。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新报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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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访和检测，保证患者能够及时接受治疗。

(感谢河南省各级CDC在“河南省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络数据

库”中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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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群是我国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在吸毒

人群中开展相关知识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感染率监测，可了解

当地吸毒人群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行为变化及流行趋势，

并评估当地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1．资料与方法：收集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群综

合哨点监测数据。监测点为定西、武威市，2009年新增兰州

市和临夏州。以监测点社区、戒毒所和看守所吸毒人员为调

查对象，采用国家统一的静脉吸毒人群(IDU)综合监测调查

问卷，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行为及卫生服务利用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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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抽取3～5 ml静脉血检查HIV抗体和梅毒抗体。数据采

用EpiData软件录入，运用SPSS 13．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学

分析。

2．结果：

(1)人口学特征：2006--2009年甘肃省综合哨点监测吸

毒人员46．77％的来自戒毒所和看守所，53．23％来自社区。

吸毒者中以男性为主(93．1l％～95．40％)；年龄主要为30一

39岁，平均35—37．8岁；婚姻状况中已婚者占绝大多数

(64．10％一73．50％)；民族以汉族为主(71．10％～93．50％)；文

化程度以初中为主(41．60％～53．40％)；吸毒者中以本省人口

为主(96．15％一97．80％)。

(2)艾滋病相关知识及高危行为状况：2006--2009年甘

肃省监测点吸毒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及联合国大会

艾滋病特别会议(UNGASS)指标分别由45。03％、23．88％上

升至76．27％和61．87％；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波动在

45．99％一58．10％。吸毒人员近1个月注射吸毒比例由2006

年0．16％上升至2009年4．20％；2009年静脉注射吸毒人员近

1个月共用针具率为52．24％；吸毒人群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

比例由1．12％上升至19．9l％；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由

18．69％上升至31．00％(表1)。

(3)卫生服务利用情况：2006--2009年甘肃省吸毒人群

接受过针具交换／药物维持治疗由O．64％上升至19．79％；艾滋

病咨询与检测服务由13。30％上升至54．98％；同伴教育由

6．09％上升至27．43％(表2)。

(4)HIV及梅毒抗体检测情况：2006—2009年甘肃省

HIV抗体阳性监测人数分别为O、0、1、4人；梅毒抗体阳性监

测人数分别为9、6、7、46人。2009年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