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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的郑州，阴冷的天空
飘落着零星的雪花。在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儿童医院小儿血液肿瘤
科内，2岁的花花（化名）依偎在家人
怀里，对着护士阿姨甜甜地笑着。可
谁又能想到，这个小宝贝在过去的十
几天里，经历了重重考验……

11 月 16 日夜间，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儿童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科
医师办公室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小儿血液肿瘤科吗？发热
门诊来了一名高热10多天的2岁孩
子。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孩子
的血细胞非常低，肝脾大，像是血液
病。按照疫情防控发热处置流程，我
们已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孩子需要立
即住院治疗！”值班医师接起电话，了
解情况后立即回复：“可以，让患儿家
属办理住院手续吧！”

挂断电话后，病房里的护士立即
准备病床，值班医师按照疫情防控相
关流程，接收患儿及家属到病区过渡
病房。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医务人员
得知：10 余天前，花花莫名出现发
热，起初家属以为孩子感冒了，在当
地诊所取口服药治疗 3 天后，效果
差，又带花花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
入院后，多次复查血常规，检查结果
显示：粒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进行
性下降。强力抗感染治疗1周后，花
花仍反复高热，精神越来越差。由于
病因不清，当地医生建议转至上级医
院诊治，并派救护车将花花转至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值班医生仔细查体，发现患儿精
神反应差，面色苍白，颈部淋巴结肿
大，双肺可闻及少许痰鸣音，腹胀，脾
脏肿大平脐等。接诊医生王叨综合
分析患儿病情后，初步考虑为噬血细
胞综合征（HLH）的可能性较大，但
存在恶性血液病或脓毒血症的可能
性。医务人员积极完善血培养、噬血
指标等相关检查，发现患儿已出现重
度贫血，遂赶紧纠正贫血症状，并密
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

入院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
患儿被确诊为HLH。该病病程进展
迅猛，如不能及时确诊，病死率较
高。花花随时有生命危险，大家的心
悬了起来。王叨立即指示，给予患儿
抗噬血治疗，并严密监测生命体征。
经过一天的治疗后，患儿体温下降，
血细胞回升，病情好转，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可是，到底是什么导致花花发生 HLH 呢？花花有
没有恶性血液病呢？为进一步明确诊断，医生给患儿做
了骨髓穿刺术，完善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及骨髓培养，
以进一步查明病因。

抽丝剥茧，“罪魁祸首”终于浮出水面。入院第三
天，化验结果出来了：在花花的骨髓细胞里发现了利士
曼原虫，符合黑热病骨髓像。病因终于找到了！明确了
病因，医护团队及时开展了更为精准的施治。

入院第四天，花花的血细胞大幅回升，发热次数明
显减少，热峰下降。

入院第五天，花花体温正常了，血细胞基本恢复正
常，肝脾也较之前明显回缩。

11月30日，除了肝脾需要时间慢慢回缩外，花花其
他各项生命指标正常，顺利出院。

回顾花花的治疗经历，王叨语重心长地提醒：HLH
是一种少见的以发热、血细胞减少、脾大等为主要症状
的高炎症因子血症，病情危重，病死率较高。该病的临
床表现与内脏型利什曼病重叠，HLH病情易遮盖利什曼
病，导致临床医师极易忽视诱发HLH的基础疾病——
利什曼病。详细的体格检查，及时的病原检测对于诊断
尤为重要。在皮肤病灶处涂片或淋巴结、骨髓、脾脏穿
刺可检出无鞭毛型的利士曼原虫有助于确诊。

患儿入院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医院小儿
血液肿瘤科医务人员对疾病确诊及时，诊疗方案明确，
实施治疗精准，护理措施到位，最终成功挽救了患儿的
生命，为寒潮来袭的郑州增添了丝丝暖意。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
滋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
病？检出艾滋病病毒阳性
怎么办……你想要了解和
你需要了解的艾滋病防治
知识，动动手指扫一扫就能
了解。

2022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5个世界艾滋病日，由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主办，医药卫
生报社承办的“健康访谈·
世 界 艾 滋 病 日 特 别 节
目”——艾滋病的“防”与

“治”在“线上”开讲了。
数据说话、实例印证。

一线防治专家通过互联网
与网友们进行交流探讨，参
与人数达64万余人次。

此次活动邀请到河南
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
治研究所副主任医师马彦
民、郑州市疾控中心性病艾
滋病防控所所长刘征、河南
省传染病医院艾滋病大科
主任赵清霞3位艾滋病防治
专家，围绕艾滋病的概念、
检测、易感人群、感染后处
理方法以及青年学生如何
预防艾滋病、老年人与艾滋
病、艾滋病与新冠肺炎防治
等群众关注的话题展开交
流，将专业的知识通俗化，
便于人们知晓和掌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存活时间差异是非常大的，
与潜伏期的长短、病毒量的
多少、是否得到恰当规范的
抗病毒治疗等有很大的关
系。潜伏期的差异也很大，

平均为9年，短的可以是数月，长的可以达15
年。”马彦民为大家介绍了艾滋病的危害。

“万一不慎接触到艾滋病病毒，72小时内
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感染风险。”刘征提醒，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与正常人无异。

如果检出艾滋病病毒阳性，该怎么办呢？
3位专家还总结出一套“四十字口诀”：保持冷
静、确认真相；配合流调、信息莫藏；告知性伴、
及早预防；规范治疗、定期随访；积极生活、回
归正常。

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对
此，专家们提出“三要三避免”：要学习艾滋病
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及时阻断和检
测；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
为，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艾滋病防治与老年人有没有关系？近年
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提
高，老年人性活跃年龄持续推后，不安全性行
为频发。为此，专家建议，老年人需要提高防
范意识，避免和减少高危性行为。

有网友提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老年人年
龄大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对此，赵清霞解
释，确诊年龄越大、开始治疗时间越晚，发生死
亡的风险越高；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免
疫力下降，如不及时治疗，合并症与并发症多，
病死率高。

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否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等相关问题，专家们也给出权威解答：
只要没有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证，所有艾
滋病病毒阳性者无论 CD4 细胞（人体的一种

免 疫 细 胞）计 数
和 病 毒 载 量 多
少，都可以接种；
成年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接种灭活
疫 苗 ，可 考 虑 接
种重组亚单位疫
苗 ；对 于 腺 病 毒
载体疫苗和核酸
疫 苗 ，应 谨 慎 评
估风险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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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12 月 1 日是第 35
个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主题为

“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
“ 艾 滋 病 没 有‘ 高 危 人

群’，只有‘高危行为’。只要
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主动掌
握自我防护知识，避免可能导
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行
为，就不必‘谈艾色变’。”郑州
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
控制所所长刘征说，“现阶段，
艾滋病虽然无法根治，但是已
经实现了患者带病毒生存，患
者 能 跟 普 通 人 一 样 正 常 生
活。”

防“艾”显成效
郑州连续3年新发病例下降

据国家疾控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艾滋病疫
情整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
艾滋病死亡人数持续占我国
法定传染病死亡人数之首。

郑州市自2019年以来，新
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患者
呈持续下降态势。“尽管艾滋
病防治取得一定进展，但艾滋
病病毒造成的威胁还没有结
束。近年来，新增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呈‘两头翘’趋势，即学
生和老年人病毒感染者和患
者报告数明显增多，且以性传
播为主。”刘征说。

针对高校青年学生群体，

郑州市疾控中心通过发展和
培育高校学生防艾志愿者骨
干、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防
治宣讲与艺术巡展活动（包括
主题沙龙、短视频征集比赛、
主题绘画大赛、观影会等），进
一步提高学生群体的防护意
识和能力。

不安全性行为是老年人
感 染 艾 滋 病 的 主 要 危 险 因
素。郑州市疾控中心通过动
员社区参与及开展多渠道健
康宣传活动，向老年群体普及
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他们的
自我防病意识。

近年来，郑州市艾滋病疫
情逐渐趋向平稳，随访治疗比
例持续上升，病死率明显下
降，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学会“自保”
性传播仍是主要感染途径

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
血液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近
年来，在我国新诊断报告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中，95%以上通
过性途径感染，不安全性行为
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
原因。

刘征说，她跟一些感染者
聊天时发现，很多人得知自己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常常把自
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人交

流，更没有社交活动。但经过
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等专业机构的帮助，如心理疏
导、行为干预等，大部分患者
的恐惧感和心理压力得到缓
解，并能尽快调整状态回归社
会。

尽管艾滋病防治知识的
普及率越来越高，但提及艾滋
病，很多人认识仍有不足或有
一定偏差。刘征说，目前，人
们对于艾滋病的认识误区主
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艾
滋病很可怕，无法治疗；二是
对艾滋病患者存在一定的污
名化和歧视。

刘征提醒，艾滋病病毒不
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
卧具等传播，蚊虫叮咬、咳嗽
和打喷嚏也不传播该病毒。

把握“黄金72小时”
及时阻断病毒感染

刘征说，艾滋病病毒感染

人体后，几乎终身无法清除，
但从疾病发展阶段来说，未经
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一般在感染后 8 年~10 年
发展到艾滋病阶段，而及时规
范的抗病毒治疗可较好地延
缓发病进程。艾滋病是一个
可防可控的慢性病，抗病毒治
疗已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患者的预期寿命已基本接近
正常人，生活质量也得到较大
改善。

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后 72
小时内，是阻断感染的“黄金
时间”。阻断药物的首剂最好
在 2 小时内服用，最长不要超
过 72 小时。实施暴露后阻断
治疗，需要先在专业机构进行
相关检测评估，符合条件者可
服用特定的阻断药物，连续服
用 28 天。“阻断效果的好坏主
要取决于患者是否有好的服
药依从性，换句话说就是有没
有按要求吃药，尽早、按时、按
量服药者阻断成功率较高。”
刘征说。

虽然艾滋病目前没有可
以彻底治愈的药物和有效的
疫苗，但是科学预防的手段已
经非常明确。《中国艾滋病诊
疗指南（2021 年版）》中提出，
预防艾滋病有以下措施：正确
使用安全套，采取安全的性行
为；不吸毒，不共用针具；推行
无偿献血，对献血人群进行艾
滋病病毒筛查；加强医院感控
管理，严格执行消毒制度，控
制医院交叉感染，预防职业暴
露与感染；控制母婴传播；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
者的配偶和性伴、与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用注
射器的静脉药物依赖者，以及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
者所生的子女进行艾滋病病
毒相关检测，并提供相应的咨
询服务。对于感染艾滋病病
毒高风险人群，在知情同意以
及高依从性前提下，为其提供
抗病毒药物来进行相应的暴
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

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为”
性传播仍是艾滋病主要感染途径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张 勇

冷暖念民生，枝叶总关情。全省“关爱你
我他（她）·温暖千万家”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召
开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迅速行动，精心组
织，统筹实施多项卫生健康惠民措施，进一步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本
报从今日起，开设《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
万家》专栏，全面展示河南卫生健康系统开展
暖心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做法。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许冬
冬）2022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5 个世
界艾滋病日。当天，河南省艾滋病
防治工作委员会召开全省艾滋病
防治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建
议，分析河南艾滋病疫情形势，对
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宋争辉主
持会议并讲话。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阚全程及省教育厅、共青团
河南省委等部门负责同志和有关
专家参加座谈。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艾
滋病防治工作，多年来，全省贯彻
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狠抓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艾滋病防治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河南省现存活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71745
例。2022 年 1 月~10 月新报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3596 例 ，比 2021 年 同 期 减 少
13.6%，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
疫情仍呈增长趋势，感染总人数

仍在增加，但增速减缓；二是性传
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新报告
病例中性传播占 98%以上，男性
同性性传播增长迅速；三是感染
人群多样化，疫情从高危人群向
普通人群快速扩散风险加大；四
是青年学生中艾滋病传播不容忽
视，以男男性传播为主。

宋争辉指出，近年来，我省严
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艾滋病防治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全省
上下要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
究对策，优化防控策略，健全服务
体系，做好应对工作；要坚持预防
为主，全面实施综合干预，最大限
度减少传播概率；要坚持防治结
合，主动扩大检测治疗覆盖面，不
断提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率
和治疗成功率；要坚持群防群控，
做好防艾科普工作，广泛动员社会
各界参与，努力提高群众的防护意
识和能力；要坚持联防联控，加强
部门沟通协作配合，持续提高防治

工作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着力破解防治工作
难题。

在座谈会上，阚全程代表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汇报了全省艾滋
病防治工作情况，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分析了
疫情形势，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南
省委等部门负责同志和一线传染
病防控专家代表先后发言，介绍
相关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议和意
见。

河南河南：：共担防艾责任共担防艾责任 共建健康中原共建健康中原

12月1日，南阳市艾防办积极组织全市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图为南阳市镇平
县卫生健康委、镇平县疾控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品。

朱晓娟 马新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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