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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艾滋病是一种目前尚无有效治愈
办法、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它在全
世界的广泛流行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全
球艾滋病的迅猛传播，我国的艾滋病
传染率也呈逐年大幅度上升趋势。面
对当前艾滋病流行的严峻趋势，公安
机关和广大民警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问题上责无旁贷，并且，预防和打击
因吸毒、卖淫嫖娼、非法采供血等违
法犯罪行为而引发的艾滋病蔓延传播
已成为当前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
面临的严峻考验。因此，提高公安民
警的执法水平和管理能力，更新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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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流行蔓延，
减少公安民警 HIV 职业暴露的风险，
是公安机关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云南省卫生厅防治艾滋
病局、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云南警
官学院、云南省第四轮全球基金 /中英
艾滋病项目办、云南省中澳亚洲区域
艾滋病项目办和云南省第六轮全球基
金项目办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编
写了 《公安民警预防控制艾滋病学习
手册》供广大民警学习使用。在本手
册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公
开出版物中的一些资料及数据，并得
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指导，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

本手册由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
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局长徐和平，云
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副局长许云江，云
南警官学院院长郭宝，副院长马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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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审; 由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两
禁处处长高运弘、副处长杨鸿斌，云
南省防治艾滋病局交流合作处处长解
宇，云南警官学院基础部主任李云昭
教授主编并对全书进行统稿。参加本
手册编写工作的除以上人员外，还有
云南省第四轮全球基金 /中英艾滋病项
目办雷宇靖、张睿达、邓玲、胡轶、
张智钦、赵冬子，云南省中澳亚洲区
域艾滋病项目办朵林、薛皓铭、赵欣
如、杨丽华、钟君睿，云南省卫生厅
规划财务处施金阳，云南省第六轮全
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马涛，云南警官
学院王清、李锦昆、杨春兰、朱红梅、
李素琼、张蓓、沙莉、杨雅茹、杨白
云，大理学院陈抒云，山东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李阳等。由于时间仓
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特别是对一
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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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手册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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