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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艾滋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一。艾滋病作为一

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目前虽然尚未有彻底治愈的药物，也未研制出

有效的疫苗，但却可以预防。

艾滋病的传播与个人的观念及行为密切相关，开展预防艾滋病

教育能够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增强他们对不良生活行

为和高危行为诱惑的抵御能力，因此，预防知识教育是预防艾滋病最

好的“疫苗”。

自１９８５年在我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底，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未统计在内）累计报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 ３１９８７７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１０２３２３例，报告死亡

４９８４５例。经科学证实，性、血液、母婴三种传播途径在我国均已存

在，引发艾滋病流行的多种危险因素同时并存。最新统计数字表明：

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排在世界第十四位，亚洲第四位。针对这一严

峻形势，我国政府明确指出普及预防艾滋病教育刻不容缓。

迄今为止，由于尚无彻底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也无有效预防艾滋

病的疫苗，加之人们的忽视，防范意识不高，使得艾滋病的流行日益

猖獗。目前，艾滋病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也

是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选择只有一个，

那就是积极主动地采取预防措施，控制艾滋病的猖獗蔓延。

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起码的了解，

更可怕的是由于不了解而对它产生的忽视或恐惧。世界各国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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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艾滋病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康教育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艾滋病的手段和方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研究发现，对青少年进

行性教育并没有像一些父母或教育工作者担心的那样，导致青少年

性活动的提前或增加。良好的教育起到了保护性活跃的年轻人不感

染艾滋病病毒及其他性病的作用。

学校里的健康教育是全民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生是接受

预防艾滋病、性病教育的重点人群。因此在高校普及预防艾滋病知

识，改变学生的高危险行为，做好预防艾滋病知识教育工作，保护青

少年这一重点人群，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责任和义务。

本书主要阐述了艾滋病的流行趋势、青春期性教育、预防艾滋病和性

病的基本知识等。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尽管已在书中的“参考

文献”中列出，但仍想在此对提供研究成果的专家们表示诚挚的敬

意。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缺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

赐教。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支持、帮助和关心这本书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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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艾滋病概述

第一节　艾滋病的流行状况

一、艾滋病的由来

１．艾滋病的发现
艾滋病是１９８１年被发现的，１９８２年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死率很高的严重传染

病。它的英文全称是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简称 ＡＩＤ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意为获得性，指本病不是遗传，而是后天在一定条件下获得的；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意为免疫缺陷，指本病患者因免疫系统严重被损而成为
缺陷；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意为综合征，指本病患者的多个系统受到损害，机体出现
几种疾病的综合症状和病理征象。

艾滋病的病原体是艾滋病病毒，是１９８３年被发现的，１９９６年被国际
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统一命名为专用名词。艾滋病病毒又叫“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全称是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简称ＨＩＶ。
艾滋病病毒最致命的特点是破坏机体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 Ｔ４淋巴细
胞（具有ＣＤ４受体）。
１９８１年６月５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首先报告了５例病例。

这些病人的免疫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出现了常人罕见的感染。他们

都是同性恋者。随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同性恋者中也陆续发现类似症

状的病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病的原因，也没有给它命名。直到

１９８３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教授和同事们从法国一个患有这样
疾病的裁缝师的血样中首次分离出一种新的病毒。３年后，国际医学界
正式把这种病毒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１９８６年，在非洲西部又发现了另一种艾滋病病毒，其形状、作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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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径、临床表现与１９８３年发现的病毒相似但又有区别，因此将前者定
名为艾滋病病毒－１，新发现的定名为艾滋病病毒 －２。用测试 ＨＩＶ－１
型艾滋病病毒的试剂不能检测出所有的ＨＩＶ－２型艾滋病病毒。
２．艾滋病的起源
自艾滋病开始流行以来，关于艾滋病病毒的来源有很多争议，特别是

病毒从哪里来的，至今仍无定论。

科学家发现，在非洲绿猴身上有一种病毒称为猴艾滋病病毒（导致

猴艾滋病），与人类艾滋病病毒很相似。非洲３０％ ～７０％的绿猴被此病
毒感染过，却只携带病毒而不发病。但亚洲短尾猴（如恒河猴）若感染此

病毒，则会发生严重的免疫缺陷，甚至死亡。

研究发现，ＨＩＶ－２型艾滋病病毒和猴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结构很相
似，因此推测ＨＩＶ－２型艾滋病病毒可能来源于猴艾滋病病毒。非洲绿
猴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人，随之广为传播至全世界。有人推测艾滋病

病毒－１与艾滋病病毒－２、猴艾滋病病毒的结构差异较大。有人推测艾
滋病病毒－１可能很久以前已存在于某些少数、与世隔绝地区的人群中。

还有证据表明，艾滋病病毒是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非洲使用的被
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变异而来。

有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人血样中已发现艾滋病病毒。根据新墨西
哥州洛沙莫斯国家试验室Ｂ．考贝尔博士的最新研究，首例艾滋病病毒感
染可能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西非。尽管考贝尔博士的研究并不能彻
底否定近来出现的一种理论，即 ＨＩＶ－１的流行可能与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间
在非洲进行的系列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有关，但对其推断构成了挑战。

考贝尔博士推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开展的脊髓
灰质炎疫苗接种可能与ＨＩＶ的传播无关。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
存在多个艾滋病病毒的来源，至少为１０种，并且同时进化。此外，科学家
还从猫、牛等动物体内发现了猫艾滋病病毒和牛艾滋病病毒。

不管艾滋病病毒的来源如何，它引起的疾病确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

构成严重威胁。

二、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趋势

艾滋病流行规模之大，罹患人数之多，造成人类生命与社会经济损失

之大，均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传染病，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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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艾滋病的侵害。更为严重的是，全球艾滋病流行的势头还在迅猛上升，

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
艾滋病已经夺去了３１００万人的生命（表１－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ＵＮＡＩＤＳ）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报告，估计全球存活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３５９０
万～４４３０万人。２００４年，全球估计有４３０万～６４０万新的艾滋病感染者，
２８０万～３５０万人死于艾滋病。２００４年，每天估计有１４０００人新感染艾滋
病病毒，其中９５％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一半左右新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年龄在１５～２４岁。

表１－１　各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２００３年）

地　　区
存活人数

（万人）

２００３年新感染人数
（万人）

成人感染率

（％）
２００３年死亡人数

（万人）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２５００ ３２０ ７．５ ２３０

北非和中东 ４８ ７．５ ０．２ ２．４

南亚和东南亚 ６５０ ８５ ０．６ ４６

东亚 ９０ ２０ ０．１ ４．４

南美洲 １６０ ２０ ０．６ ８．４

加勒比海 ４３ ５．２ ２．３ ３．５

东欧和中亚 １３０ ３６ ０．６ ４．９

西欧 ５８ ２ ０．３ ０．６

北美洲 １００ ４．４ ０．６ １．６

大洋洲 ３．２ ０．５ ０．２ ０．０７

合　　计 ３７８２．２ ５００．６ １３ ３０１．８７

　　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区

域，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和艾滋病高死亡率并存。该地区人口占世界总

人口不到２％，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却占世界总数的３０％，
达２６６０万。仅２００３年，这个地区又有３２０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２３０万
人死于艾滋病。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平均达７．５％，有些国家和地区高
达３０％～４０％。在没有足够的治疗和关怀的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将在未
来１０年内死亡。南非的部分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到了惊人的程
度。在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其中博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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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纳、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４个国家，目前的人均寿命不足４０
岁，但是在艾滋病流行之前，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为６２岁。
２．东欧、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东欧和中亚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及周边国家，是世界上艾滋病流行增

长最快的区域。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目前估计有７００万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全球总数中的比例正在迅速增

长，该地区感染的绝对数目前排列世界第二，几年后会超过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非洲地区。几乎每天都有１５００人死于艾滋病，３０００人感染艾滋病
病毒。２００３年年底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为７４０万，其中儿童２２．５万
人。大流行与广泛流行严重威胁着这一地区的部分国家。据报告，泰国

和柬埔寨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艾滋病就呈快速扩散的势头。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近年来也开始从局部严重流行呈现全局扩散的趋势。艾滋

病病毒可以快速传播，普通人群中的感染率往往掩盖了艾滋病病毒在高

危人群中迅速扩散这一真相。

３．北美洲、部分欧洲和澳大利亚
在北美洲、部分欧洲和澳大利亚原本已经得到控制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率又出现了上升趋势。不安全性行为和广泛的注射吸毒行为正在促进

艾滋病流行的进程。同时，艾滋病正向这些地区的贫穷社区转移。

到２００８年年底，估计全球现存 ＨＩＶ／ＡＩＤＳ人数３６１０万人。报告和
发现ＨＩＶ／ＡＩＤＳ的国家达２１０个，仅２０００年一年发生的新感染ＨＩＶ的人
数就达５３０万人。据估计全球现在每天新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人数为１．４
万人，其中９０％以上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
界卫生组织估计，自艾滋病流行以来，全球 ＨＩＶ累计感染人数已达５７８０
万人，已有２１８０万人死亡，而仅在２０００年全世界就有３０００万人死于艾
滋病。

非洲是目前感染艾滋病情况最严重的地区，其中ＨＩＶ感染者达２５７０
万人，占全球ＨＩＶ感染人数的２／３。尤以撒哈拉以南地区流行最为严重，
２０００年世界上新的 ＨＩＶ感染者高达３８０万人，其中７０％居住在这一地
区。中非和东非的国家感染率也较高，西非国家的感染率则稳定在较低

水平。

亚洲则是艾滋病发展最快的地区，以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感染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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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度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人数超过４００万人，约占成人人口的１％，泰国则约
有１００万人感染，占成人人口的２．３％。亚洲国家发现 ＨＩＶ／ＡＩＤＳ比较
晚，但ＨＩＶ感染率上升很快，如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由于亚洲人
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基数大，感染率的上升，就意味着感染者

绝对数增加很多。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ＨＩＶ感染者保持持续上升，主要集中在静
脉吸毒及男男同性恋人群。近年来妇女ＨＩＶ感染率也在上升，表明异性
间的传播也在增加。２０００年期间，拉丁美洲估计有１５万成人与儿童感
染ＨＩＶ。

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ＨＩＶ／ＡＩＤＳ人数呈下降
趋势，如美国１９９６年 ＡＩＤＳ新病例数开始下降约６％，男男同性恋 ＨＩＶ／
ＡＩＤＳ的感染率与发病率也在下降，目前美国的ＨＩＶ感染者估计约７８万，
其中ＡＩＤＳ人数２４万。

艾滋病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联合国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７
日首次把艾滋病列为“安全危机”，充分认识艾滋病的危害性，遏制艾滋

病的流行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呼声。探讨防治艾滋病的有效途

径，解决贫穷国家缺医少药等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关

心的问题。

第二节　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现状及趋势

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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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疫情扩大到９个省、市、自治区

１９９５年疫情扩大到２７个省、市、自治区

１９９８年疫情扩大到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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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０４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ＨＩＶ感染者按性别分布

一、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１．艾滋病传入中国
１９８３年，国际血液病会议在中国某城市召开，与会者除各国医学界

代表还有一些商人。美国阿莫尔公司派代表到会，并将带来的一些该公

司生产的没有批号的第８因子，赠送给中国某大医院的一位教授。１９８４
年，１９位血友病患者接受了这些药物的治疗。１９８５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毅教授等为这些病人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发现其中有４人使用了这
批没有批号的第８因子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证实，该批号药品中确
实含有艾滋病病毒。自此，艾滋病病毒在中国“登陆”。

２．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
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一位发高烧的美籍阿根廷

旅游者，６天后这位３４岁的美国人死于卡氏肺囊虫肺炎。值班医生经与
病人在美国的私人医生联系证实，此人已在美国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这是中国内地医生首次目睹的艾滋病病例，也是艾滋病传给中国的第一

个危险信号。

１８个月后，一位旅美的香港居民因腹胀、吐泻，住进福建省立医院，
经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血清学检测，确诊为艾滋病。３２天后，病人死
亡，这是中国内地医生自己诊断出的首例艾滋病病例。

北京协和医院的资料记载，１９８９年，该院在６７份梅毒血清阳性者的
标本中发现一例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经蛋白印迹法确定，这是我国首例因

性接触而被感染的艾滋病患者。

３．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四个时期
关于艾滋病在我国传播时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分为传入期、扩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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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快速增长期；另一种是分为传入期、播散期、增长期及局部地区快速增

长期和局部地区集中发病期。我们认为４个时期的划分更容易表明我国
艾滋病传播的状况。

（１）传入期（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由于首次发现艾滋病是在美国同性恋
者当中，随后艾滋病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又集中在静脉吸毒、同性恋和多性

伴侣性行为等被大多文化视为边缘的行为之中。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

舆论宣传普遍认为艾滋病是与暗娼、同性恋、吸毒等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的，对外开放是艾滋病传入我国的重要途径，政府采取了

“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政策。但事实证明，这不仅没有阻止艾滋病的

传入，反而造成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歧视和恐惧，给此后的艾滋病防治

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２）播散期（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艾滋病在我国
的流行态势已由传入期进入了局部流行期，由沿海和开放城市向内地一

些特殊人群中扩散。一些城市发现了经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

染者，在云南等地的静脉注射毒品人群中也发现成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并呈现向周边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

（３）增长期及局部地区快速增长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迅速扩散，并进入了高速增长和蔓

延期。哨点监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数逐年增长，１９９５年报告数比
１９９４年上升了１９５．１％。全国有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报告发现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有２１个省、市、自治区报告有因静脉吸毒感染艾
滋病病毒者。一些地方开始发现母婴传播病例，而中原一些省份更是出

现了经血液传播的艾滋病大爆发，呈现波及范围广、全国低流行与局部地

区和特定人群中的高流行并存的特点，疫情上升趋势明显。

（４）局部地区集中发病期（２００１年至今）：在没有抗病毒药物治疗的
情况下，艾滋病患者发病后平均２．５年左右死亡。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国
已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２００２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２００１
年增长４４％，２００１年比２０００年增长２０６．４％，艾滋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在河南、安徽等省艾滋病流行严重的部分县市，２００１年以来病人集中发
病和死亡。艾滋病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促使政府对艾滋病的态

度由被动应对逐渐转向主动遏制，由局部预防转为全面干预，国家关于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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