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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受供血人群经血传播艾滋病
自然史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陈素良赵宏儒 张玉琪赵翠英 李保军 白广义 梁良 陈志强

回延良王伟路新利

【摘要】 目的分析经血感染HIV后的潜伏期和生存期。方法病例来自河北省籍的受血

和有偿供血HIV感染者(包括1995年前后发生的一次性受血后HIV感染者和1995年有偿供血者

普查发现的HIV感染者)。潜伏期研究对象为354例HW感染者(142例供血感染和212例受血感

染)，均在发病前无抗病毒治疗(HAART)史；生存期研究对象为141例艾滋病患者(57例供血感染

和84例受血感染)，均在发病前后无HAART史，动态观察发病和病后死亡情况。结果截止2010

年12月31日，潜伏期观察组HIV感染者累积患病率为88．70％(314／354)，发病强度为9．14／100人

年(314／3435．75)，中位潜伏期为113个月。供血感染观察组142例，中位潜伏期为112个月；受血

感染观察组212例，中位潜伏期为115个月。在生存期观察组，141例于病后34个月内全部死

亡，病死强度为204．70／100人年(141／68．88)，中位生存期为4个月，其中57例供血感染者在发病

后24个月内全部死亡，病死强度为250．66／100人年(57／22．74)，中位生存期为3个月；84例受血

感染者在发病后34个月内全部死亡，病死强度为182．05／100人年(84／46．14)．中位生存期为4个

月。结论研究中获得了经血传播艾滋病的自然史，对1995年前后有偿供血和受血感染HIV疫

情评估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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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IDS，caused by blood transfusion．

Methods All HIV infections and AIDS patients were from Hebei province．including those mfeeted

through blood transfusion around I 995。山at were identified私through general census of fcliTner

eommercial plasma donors(FCPDs)．Among those objcots being observed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354 had HⅣinfections(including 142 cases infected via plasmapheresis and 212 eases caused

by transfusion)but had not been treated by HAART before the onset of disease．Objects being

observed during the survival period，141 welle AIDS patients(ineluding 57 cases infected via

plasmapheresis and 84 cases causes by transfusion)but had not been treated bv HAAIU’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disease．All infectors and AIDS patients were under follow．1m on the progress of

illIless or death．respectively．Results By December 3l，2010。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among HIV

infections Was 88．70％(314／354)．with the incidence density as 9．14／100 person．years(314／3435．75)

and tlle medinn incubation period was ll 3 months．Of 142 HⅣinfections in the blood donation group

and 212 infections in the blood transfusion group．the incubation periods wLq'e l 12 months and 115

months，respectively．AIl of the 14 I patients died 34 months after the onset．with the death．strength as

204．70／100 person—years(14l／68．88)and the period of survival Was 4 months．Among those 57

FCPDs infections．山ey WCTe aJl(bed 24 months after the onset，研山the death．strength as 250．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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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years(57／22．74)and the survivaI W[IS 3 months．The other 84 infections who were blood

recipients．all died 34 months after the onset，with the death—strength as l 82．05／1 00 person·years(84／

46．14)and the survival was 4 months．Conclusion Through this study。we noticed tha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I the AIDS patients was caused by blood transmission．It wa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IV epidemics among botll FCPDs and blood recipients．occurred before and

after 1995．

【Key words】HⅣ；Former commercial plasma donors；Blood recipients；Natural history

河北省局部地区在1995年前后发生了因单采

血浆还输血细胞交叉感染及接受未经筛查HIV抗

体的血液后分别导致的有偿供血者和受血者HIV

感染¨詹]，至今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已发病，且发病

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HAART)者多数已死亡。此

期间本研究对感染者进行了动态观察，现将潜伏期

和生存期的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凡在1995年普查发现的河北省籍单采

血浆有偿供血HIV感染者、l 995年前后一次性输入

未经HIV抗体筛检血液后的HIV感染者，排除吸毒、

性乱、夫妻传播、母婴传播及其他传播危险因素者作

为观察对象，其中发病前未接受HAART者，作为潜

伏期观察对象；发病前后未接受HAART者，无论是

否存活(剔除非艾滋病死亡)，均作为生存期观察对

象。所有对象均经过蛋白免疫印迹试验确证为

HIV-I型感染者。诊断依据中华医学会《艾滋病诊

疗指南》。

2．方法：观察对象定期接受流行病学跟踪调查

随访和CD4+T淋巴细胞检测，记录检测结果、发病

时间、死亡时间及其死因。

3．相关定义：潜伏期是指有偿供血或受血者HIV

感染至发病的一段时间。其中有偿供血感染日期依据

单采血浆供血者HIV感染暴发的溯源结果b1，受血感

染日期依据输入未经HIV抗体筛检血液的日期(后

期证实接受HIV感染者的血液)。生存期是指发病

至死于艾滋病的时间，观察终点为2010年12月31

日。采用HIV感染队列估计潜伏期，以进入队列时

间为感染日期。发病作为结局事件。采用患者队列估

计生存期，以发病时间作为进入队列的日期，死于艾

滋病作为结局事件，观察期间剔除非艾滋病死亡者。

4。统计学分析：随访资料建立数据库。经过

SPSS 15．0软件处理．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

析。平均潜伏期和生存期均采用中位数法。

结 果

1．基本特征：选择354例为潜伏期观察对象(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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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发病前死于非艾滋病、接受过HA_ART及多次受

血和受血日期不详者)，男性占33．9％，中位年龄30

(95％CI：29～32)岁。其中1995年发现的有偿供血

HIV感染者142例[中位年龄32(95％C1：3l～35)岁，

男性占43．0％]，1995年前后发现的受血HIV感染者

212例[中位年龄27(95％C／：25～29)岁，男性占

27，8％]。截止2010年12月31日，354例中已有314

例发病[临床诊断194例，CD4+T淋巴细胞<200

cell／btl 63例(CD4+T淋巴细胞中位数为80 celVttl，

55．04％的病例CD4+T淋巴细胞<100 cell／ttl)，符合
临床诊断且CD4+T淋巴细胞<200 celF肛l的57例]，

累积发病率为88．7％，其中未进行HAART者141例

(包括有偿供血感染57例，受血感染84例)作为生存

期观察对象。生存期观察对象分别于1997年1例、

1998年l例、1999年6例、2000年12例、2001年lo

例、2002年27例、2003年18例、2004年19例、2005

年11例、2006年10例、2007年lO例、2008年10例、

2009年4例和2010年2例陆续死于艾滋病。由于河

北省在2004年后陆续开展HAART，故上述死亡绝

大部分未得到HAART。

2．潜伏期：截止2010年12月31日，经血传播感

染者累积患病率为88．70％(314／354)，发病强度为

9．14／100人年(314／3435．75)，中位潜伏期为113个月

(9．42年)。95％CI：109．33～116．67个月。对有偿供

血和受血感染组潜伏期分别分析，供血感染观察组

中位潜伏期为l 12(95％CI：108．76—115．24)个月；受

血感染观察组中位潜伏期为115(95％C／：110．11一

l 19．89)个月。经log．rank检验，有偿供血感染组潜

伏期与受血感染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z=1．454，

P=O．228)。见表l和图l。

3．生存期：141例生存期观察对象于病后1—

34个月全部死于艾滋病，病死强度为204．70／100人

年，中位生存期为4(95％c，：3．08—4．92)个月。其

中57例有偿供血者感染发病后1．24个月全部死

亡。病死强度为250．66／100人年，中位生存期为3

(95％c，：1．77—4．23)个月；84例受血感染者发病后

l。34个月全部死亡，病死强度为182．05／100人年，

中位生存期为4(95％CI：2．59—5．49)个月。经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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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经血传播HIV感染发病动态分析

有偿供血感染后发病动态 受血感染后发病动态 合计(经血感染后发病动态)

。。蓄名_期初记入期内退出期间发期末累积未期初记入期内退出期间发期末累积未期初记入期内退出期间发期末累积未
“”

队列例数队列例数病例数 发病比例 队列例数队列例数病例数 发病比例 队列例数队列例数病例数 发病比例

褥
肇
诞
裂
嚣
略

感染后|H致

图1经血传播H1V感染者累积患病率曲线

rank检验，两组生存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2．86，P=0．091)。见表2和图2。

讨 论

对河北省1995年前后经血传播H1V感染者的

甜
枣
察
裂
鼷
略

发病后月致

图2经血传播HIV感染者发病后生存概率曲线

动态观察，中位潜伏期为113个月(9．42年)，与

UNAIDS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未接受HAART感染者

平均潜伏期(9．5年)一致，但低于河南及其周围省份

有偿供血感染者(11．8年)¨3，略高于河南省农村地区

有偿献血感染HIV者潜伏期(8．5年)‘引。吕繁等‘63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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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经血传播HIV感染发病后存活分柝

．． 有偿供皿感染发病后生存动态黼丽瓣藤蔼瓣 受血感染发病后生存动态

期初记入期内退出期间死期末的累积

合计(经血感染发病后生存动态)

期初记人期内退出期间死期末的累积
队列例数队列例数亡例数 存活比例 队列例数队列例数亡例数 存活比例

道的我国供血人群平均潜伏期为8．31年．云南省吸

毒人群中位潜伏期为8年【7’和受血成年人潜伏期平

均为7．87年¨J，明显长于墨西哥、瑞士等学者报道经

血感染潜伏期(4。4．5年)【9-10】。本研究发现，有偿供

血和受血感染潜伏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吕繁等№’报道我国有偿献血人群HIV感染发病

后的平均生存期为9．90个月，UNAIDS报道的中位

生存时间为16．3个月⋯】。本研究发现，经血传播艾

滋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4个月，且有偿供血感染与

受血感染的生存期无明显不同，且显著短于相关报

道。分析原因．虽然对发病时间进行了反复细致调

查，但仍存在部分病例发病时间不易准确认定和确

认的发病时间晚于实际发病时间；由于本文非前瞻

性观察，CD4+T淋巴细胞水平<200 celFgl时，其T

淋巴细胞水平偏低(中位数为80 celF91)；在2004年

以前绝大部分病例未进行HAART，且当时对机会性

感染治疗并不普及；此外，是否存在临床诊断病例的

生存期比依据CD4+T淋巴细胞水平(<200 celFpl)

诊断的病例更短。也值得探讨。

河北省有偿受供血者感染均为HIV二l B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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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n2，o】。本研究的HIV感染起点较为准确，有偿供

血感染时间未采用已报道的首末次供血时间的中间

值卜利，而是依据当地HIV感染的溯源结果；受血感

染时间选择的是一次受血感染对象。观察对象累积

患病率达88．7％，发病者已全部死于艾滋病，其潜伏

期和生存期的计算则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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