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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怕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悄悄走进这个门诊———

给“不能说的秘密”找出口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部主

任、感染病专家沈银忠告诉记者，临床上

他与 HIV 感染者打交道多年，发现大家

仍然存在不少认知和用药的盲区。

首先要明确， 感染 HIV 和患 AIDS

（艾滋病）并不能画等号。 HIV 是艾滋病

病毒， 而 AIDS 是 HIV 感染发病后的状

态。沈银忠说，如今随着检测手段越来越

先进，检测的窗口期已明显缩短。而对于

发生了高危行为的人，可以在 24 小时内

服用阻断药， 但最晚不要超过 72 小时。

这种药的阻断概率是相当高的， 且越早

服用效果越好。

HIV 阻断药是处方药， 一般提供给

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和职业暴露人群。 普

通人群如果怀疑自己有感染 HIV 风险，

可以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由医

生评估并开具处方后购买， 需要连续服

用 28 天。 这种药如果能在 24 小时之内

服用，可以达到阻断效果的最大化，即接

近 100%；如果 48 小时内服药，仍有阻断

效果；但最晚不要超过 72小时。

25 岁的刘先生，2 年内吃了 7 次阻

断药物，反复来门诊咨询，反复诉说“后

悔”，可是并没有停止高危行为，像这样

的例子，是非常不可取的。沈银忠说，“阻

断药物仅限应急、补救，用于暴露后的预

防，但不能将阻断药称之为‘后悔药’，更

不应无指征滥用。 服药之后的 2 周内还

要到医院进行肝功能检测， 以明确药物

是否对个体产生了不良反应。 ”

目前， 国内尚未发生过规定时间内

服用阻断药发生感染的情况，但这不意味

着阻断成功率是 100%。 服用HIV阻断药

期间， 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高危行为。

首席记者 左妍

阻断药不是后悔药

    十几年前，当 VCT 门诊刚刚进入人

们视线时， 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还很肤

浅。一提到艾滋，就是必死、绝症，甚至称

它“世纪瘟疫”，并不知道国家有免费发

放的抗病毒药物。

宁镇告诉记者， 我国对艾滋病自愿

咨询检测工作非常重视， 已将其作为国

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措施。 上海全

面落实各项艾滋病防控措施， 近年来艾

滋病疫情一直维持低流行水平， 这得益

于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强化社会综合治理等措施。

上海在 15 年前已经有了最早一批

挂牌的 VCT 门诊， 设在市区两级疾控

中心。后来，网点越开越多，目前本市已

有 239 家社区艾滋病咨询检测点、16

家区疾控中心艾滋病咨询检测点和 1

家市级检测点， 极大地方便了求询者们

就近咨询。

HIV检测是了解是否感染 HIV的唯

一科学方法，需要初筛、复检和确证检测

三个步骤。 市疾控中心透露，每年，全市

VCT 门诊接待自愿检测者 20000 多人

次， 每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中 40%-

45%病例来自自愿咨询检测点。

“艾滋病的知晓率越来越高，但消除

歧视的工作任重道远。 许多感染者依旧

害怕秘密暴露后家庭和社会抛弃他们。”

宁镇说，只要发现及时，严格遵医嘱按时

按量服用抗病毒药物， 体内的病毒就能

得到有效控制， 病毒抑制到检测不到的

水平就不再具备传染性。 所以在医生的

指导下，艾滋病人的正常生活、正常生育

已经不再是困扰患者的难题。同时，接受

正规化治疗者可有效阻断艾滋病母婴传

播。自 2009年以来，上海已连续 11年无

本市户籍新生儿艾滋病感染病例报告。

杨美霞想起了一个外人眼中的“人

生赢家”。 张先生经营着一家公司，有美

丽的妻子，孩子在海外留学。美满的家庭

让人羡慕，可张先生是一名 HIV 病毒携

带者，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二十多

年来， 他每天按时吃药， 病情控制得很

好，虽然懊悔年轻时的无知，但如今已重

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也更加珍惜生命、

珍惜家庭。 ”

蔡晓峰也记得一位 HIV 病毒感染

者，最初检测 HIV 呈阳性的时候，他问，

“我什么时候会死？ ”后来在公卫中心接

受治疗多年，他总调侃自己“还没死”。他

说：“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慢性病人， 只希

望社会能完全接纳我们。 ”

防艾工作有多艰难， 杨美霞和蔡晓

峰深有感触。因为他们的尽心竭力，许多

求询者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慌。 咨询室外

一整面留言墙上，除了后悔、害怕外，还

有许多的“感谢”和“祝福”。 最新的一张

N 次贴上， 有求询者写道，“感谢专业人

士的帮助，庆幸自己是‘阴’。我愿真爱生

命，永不复高（重复高危性行为），这是预

防 HIV感染的最有效措施！ ”

（文中求询者均为化名）

规范治疗可做到不具备传染性

    在 VCT 门诊， 男士占到了绝大多

数。 上海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

主任宁镇说，近五年来，本市艾滋病疫情

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目前报告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仍以男性为主。 性途径

传播是主要感染途径， 并且继续以男性

同性性传播为主。

在徐汇区疾控中心艾性结麻科副科

长蔡晓峰的印象里， 筛出来的阳性也主

要集中在男青年这个群体。一般，初筛阳

性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敢相信；然后是

后悔、自责，认为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最后都慢慢接受了现实。

那是一个五官清秀的男孩，刚刚 20

岁出头， 就读于某著名高校。 他准备出

国， 初筛阳性后一下子愣住了，“有 100

次想过自己可能会是阳性， 但真的看到

了报告，还是不愿相信。 ”后来他告诉蔡

晓峰，在疾控确诊后，放弃了出国读书的

计划，妈妈多少次哭瘫在椅子上。“我不

怕死，但我不想看到爸爸妈妈那么伤心，

对不起他们。 ”他说。

在男孩子的成长道路上， 许多父母

都抱着“生儿子不会吃亏”的想法，更不

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感染 HIV。 杨美

霞说，在这个领域 20 多年了，看到了许

多优秀的男孩子因为无知、好奇等原因，

最后感染了 HIV。

其实，HIV 离所有人都不远。“增加

全社会的防艾意识，广泛普及防艾知识，

为高风险人群提供必要的帮助， 让更多

人远离艾滋病， 这是我们工作多年来不

变的愿望。 ”

杨美霞始终对初中就辍学的小王念

念不忘。 小王来到 VCT门诊时才 15岁。

他很平静地说起了自己的遭遇———节假

日， 在一起玩的表哥和他发生了高危性

行为， 其实，13 岁那年表哥骚扰他后他

就告诉了父母，但那时父母不以为然，认

为只是孩子间的玩耍而已。 懵懂的他以

前并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 当得知自己

抗体阳性时，小王苦笑着说：“年少无知，

现在为时已晚。 ”如今，杨美霞每每想到

小王， 既气愤又无奈：“我们对青少年的

性教育、安全教育做得还不够。过去总说

年轻女孩成长需要大人们操心， 男孩又

何尝不是呢？ ”

生了男孩子就“不会吃亏”吗？

    VCT是 Voluntary Counseling &Test－

ing的缩写，也就是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门诊。 这是由市疾控中心牵头发展起来

的，虽然名字叫“门诊”，但徐汇区疾控中

心艾性结麻科科长杨美霞说， 这些人不

是“患者”，只是“求询者”。

30 来岁的查先生步履匆匆走进来，

他前面还有一人正在等待叫号。查先生

被门口的 AI 机器人引入了小房间，先

登记信息，回答机器提问，再进行人工

咨询。

他下个月要和未婚妻领证， 婚前要

做婚检，可在上个月和女网友见面，情不

自禁发生了多次无防护措施的高危性行

为。“我很后悔，也很害怕。所以过来测试

一下，如果婚检查出来 HIV 阳性，婚就

结不成了……”

这样的“后悔”故事，杨美霞这些年

已经听过无数。她表情平静，“紧追不舍”

问了很多“细节”，比如，之前有没有喝

酒、有没有使用安全套、高危行为已经过

去了多少时间等。 HIV 病毒感染人体有

窗口期， 做 HIV 检测通常需要 4-12 周

才可出现足够量的抗体以供检测。因此，

她根据不同情况给出不同的建议。

在她看来，走进咨询室的人，要一视

同仁， 专业人士只判定求询者是否有感

染艾滋的风险， 而不对行为价值本身做

评判。 这是坚持多年的职业操守， 更是

VCT门诊的底线———尊重、保密。

恐惧，是许多求询者最初的情绪。结

果出来之前，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这些

年，杨美霞遇到过大哭的、吵架的、崩溃

的……“阳光下的阴影”让人唏嘘。

她对一个女博士记忆犹新。 她是一

路哭着冲进来的。 在门诊外徘徊一个小

时，不断打电话，眼泪没停过。 她要跟丈

夫离婚， 因为身为企业高管的丈夫背叛

了她。

“给他分析了，没有感染风险，就是

不信。前前后后来了 20多次。”杨美霞还

谈到了一位 40 多岁的李先生，恐艾到了

极点。明明检测结果是阴性，却总怀疑自

己感染了 HIV，抬起手臂，指着白白净净

的皮肤说：“疹子发成这样了，特别痒，我

快死了。 ”

“全社会的防艾意识提高了，能主动

走进这间诊室，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

但很多人，并没有被病毒摧毁，却早就被

‘狗血’的人生打败了。 ”杨美霞说，VCT

门诊还专门开辟出小小的心理咨询室，

邀请心理咨询专家过来， 给予求询者心

理疏导，帮助他们走出情绪的阴霾。

自愿来检测的人反复说“后悔”

    上海徐汇区公共卫生中心一楼的

VCT 门诊内，一整面墙上贴满了花花绿

绿的 N 次贴：“远离高危行为”“珍惜家

人”“重新做人”“后悔一辈子” ……五花

八门的留言， 都是来这里免费咨询检测

的人员留下的。

12 月 1 日第 33 个世界艾滋病日前

夕，记者走进这间 VCT 门诊。 不大的咨

询室连着检测室，关上门，这里就是“秘

密花园”。 或后悔，或恐惧，或侥幸，或气

愤，或如释重负，这里有人间百态，但“怕

感染艾滋病病毒” 是人们来到这里求助

的唯一原因。

▲ 茛 VCT

门诊内 ，一

整墙的留言

都有故事

左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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