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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生下属杨森公司今年7月份说，

计划今年在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开展一种

实验性艾滋病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这种预

防性疫苗的设计目标是成为一种抵御多种艾

滋病病毒毒株的通用艾滋病疫苗。

杨森发言人科丽娜·拉莫斯-费尔赫芬告

诉新华社记者，这种疫苗将在美国、墨西哥、秘

鲁、阿根廷、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开展临床试

验，目前正在向当地卫生监管部门提交申请。

据杨森此前发布的新闻稿介绍，这种疫

苗是一种“马赛克疫苗”，它把不同艾滋病病

毒毒株的基因拼接在一起，以针对更广泛的

艾滋病病毒毒株诱发免疫反应。该疫苗在动

物实验中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并在已开展

的人体试验中验证了安全性。

杨森发言人还介绍，该公司还在5个南

部非洲国家开展另一种艾滋病“马赛克疫苗”

的二期临床试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 7 月发布的

《全球艾滋病最新情况——以社区为中心》报

告表明，全球抗艾已取得重大进展，特别在扩

大治疗范围方面成绩显著。同时，2018年全

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约 170 万，比

2010年下降16%，这主要归功于非洲东部和

南部大部分地区取得的进展。然而，2018年

全球因艾滋病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仍高

达77万，要完成到2020年把死亡人数控制在

50万以下的目标，困难重重。2018年新增艾

滋病病毒感染病例较2010年少16%，但离至

2020年下降75%的全球目标相距甚远。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

球共有37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79%

已经确诊，62%正在接受治疗，53%的感染者

经过持续治疗后体内艾滋病病毒传播风险已

大大降低。

世界卫生组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前夕发布艾滋病病毒检测新建议，以帮助各

国加快这方面进展，更有效应对艾滋病病毒

流行特征的变化。

世卫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约有 800 万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因没有确诊而无法获得治

疗。世卫组织新发布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建议

包括，鼓励所有国家通过进行连续3次检测

来确定艾滋病病毒阳性诊断，以最大程度提

高检测准确性。此前，大多数艾滋病高负担

国家采用的是两次连续检测。

世卫组织还建议各国把感染者自我检测

作为一种艾滋病病毒诊断途径。世卫组织

2018 年曾发布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相关指

南，建议感染高危人群可在私密和方便的环

境中使用唾液或指尖采血自我检测，20分钟

内即可获得结果，结果呈阳性者建议前往医

院进一步确诊。 （综合新华社）

我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万

青年老年成艾滋病高发人群
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

青年人群、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及病人报

告数呈增多趋势，艾滋病防护意识差，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依旧任

重道远。

在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

家，每天都有前来咨询、就诊的群

众和患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显示，2012年至2018年，我国艾滋

病的新发例数和死亡人数均呈逐

年上升趋势，2019年1月至7月新

发例数39483例，死亡数11454例。

其中，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

的新发病例增长显著。中国疾控

中心相关数据显示，我国15岁至

24岁的青年学生每年新报告发现

艾滋病病例约3000例。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群的感染

率也呈增长态势。数据显示，近

年来，中国的老年人群，特别是60

岁以上的男性人群感染的病例报

告数，从2012年的8391例上升到

2018年的24465例。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者

增长很快。其中，60岁以上的老

年男性在全部感染者中的占比，

从 2011 年的 9.7%上升到 2018 年

的16.46%。”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认为，老年感

染者的上升幅度远远超过了老年

人口的上升幅度。

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

床诊疗中心主任孙丽君表示，20

岁至 50 岁的患者仍是日常接诊

中的主要群体，但近年来，呈现出

青年和老年患者增多的趋势。

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

估称，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

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估计新

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参照

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

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性病

艾滋病门诊护士长邵英介绍，在

大多数人心中，性行为传播艾滋

病在老年群体中并不常见，但临

床显示，老年艾滋病患者最主要

的感染途径依然是性传播。

“多数老年群体的性安全意

识不足，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生育

能力，无需避孕，不需要采取安全

措施。”邵英说。

“老年人艾滋病防治知识缺

乏，对艾滋病的认知还存在较大

不足，同时对疾控部门的干预措

施接受度不高。”北京市丰台区蒲

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宏

说，“还有一些老年人虽然对艾滋

病有一定了解，但认为艾滋病潜

伏期很长，且有国家免费药物维

持，觉得无所谓。”

“其实很多青年人是具备艾

滋病预防相关知识的，但在具体

性实践中，却知行分离，缺乏自我

保护意识。”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

王克荣认为，个别青年人追求刺

激，容易将自己的健康抛之脑后。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艾滋病

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艾滋病

输血传播基本阻断，注射吸毒和

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当前，

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但由

于性传播影响因素多、干预难度

大、流行形势复杂，艾滋病防治任

务依然艰巨。

目前，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尚无彻底治愈的方法，但抗病毒

治疗可长期而有效地抑制病毒，

降低进一步传播风险，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延长期望寿命，成为

现阶段治疗HIV感染最有效的手

段。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十几年中，我国诊断率从

2005 年的 21%上升到 2018 年的

69%，治疗率从 9.8%上升到 83%，

病毒抑制率从2011年的85%上升

到2018年的94%。

为增强艾滋病防治意识，避

免和减少不安全性行为，最大限

度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感染者，遏

制艾滋病性传播上升势头，同时

推进消除母婴传播进程，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今年联合印

发了《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2019—2022年）》，明确要求加强

老年人宣传教育，使老年人艾滋

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同时，加强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

校的性健康和预防艾滋病教育，

使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达95%以上。

王克荣表示，目前艾滋病防

控仍面临两大难题——诊断和治

疗。“在我国一些省份，HIV 诊断

率仍有待提高，有过高危行为的

人主动检测意识和意愿也不强，

这给发现和诊断带来极大阻碍。”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群

众身边，在未来的艾滋病防控工

作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也希望

公众对艾滋病有更全面的认识，对

艾滋病患者有更多包容。”刘宏说。

青年、老年群体新发病例增长显著

目前艾滋病防控面临两大难题

性安全意识不足是重要原因

相关资讯

2018年全球因艾滋病
死亡人数高达77万

世卫组织发布
艾滋病毒检测新建议

一种艾滋病疫苗
将在多国开展临床试验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解到，2019

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检测2.3亿人次，新报

告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3.1万例，新增加抗病

毒治疗12.7万例，全国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

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为 86.6%，治疗成功

率为93.5%。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

存活感染者95.8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

行水平。

我国报告存活
艾滋病感染者95.8万

（图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