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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检测结果分析

毛玉梅，张　涛（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０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的感染情况，为怀柔区的公安、司法等相

关部门制定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怀柔区羁押、看守人员进行 ＨＩＶ抗体检测。

结果　共检测２０４７名，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３例，阳性率０．１％。３例阳性者均为性乱者，其中１例有共用注射器史。

结论　看守所和羁押人员中发现有 ＨＩＶ感染者，应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宣传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　艾滋病；　羁押人员；　高危行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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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切了解目前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的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ＨＩＶ）感染情况，为今后制定该人群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作者对怀柔区２０４７例羁押和看守所收

教人员进行了 ＨＩＶ抗体筛查，现将筛查结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怀柔区看守所和拘留

所的羁押和收教者２０４７例。

１．２　调查方法　一般调查（包括询问病史、性乱史、合宿史、吸

毒史等）后用真空采血管采集上述人员静脉血４～５ｍＬ，室温

下自然放置１～２ｈ，待血液凝固、血块收缩后，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５ｍｉｎ，分离血清，－２０℃保存备用。

１．３　检测方法　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２００４版）要

求，先用万泰生产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筛

查，对筛查呈阳性反应的标本，再用原有试剂和珠海丽珠生产

的间接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复测，结果疑似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再送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证实验室用 Ｗｅｓｔｏｒｎｂｌｏｔ确认。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内部对照质控血清为试剂盒提

供的阳性和阴性对照血清，检验结果均在说明书要求范围内。

外部对照质控血清为卫生部临检中心购买的１ＮＣＵ／ｍＬ的质

控血清，检验结果均在狓±２狊范围内。每板均带内部和外部质

控血清。

２　结　　果

２．１　羁押人员和看守人员高危行为史　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共检测２０４７例，其中男１６３７例，占８０％；女４１０例，

占２０％。在所有检测的标本中，有静脉吸毒史３７例，有性乱

史１９１例，见表１。

２．２　羁押和看守人员年龄分布　年龄１５～６９岁，平均３４岁，

具有高危行为史的人员各年龄段分布见表２。不同年龄人员

有静脉吸毒史及性乱史行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静脉吸毒、性乱史人群年龄主要分布在４０岁以下，分别

占总人数的７８．４％、８０．１％。

２．３　血清学结果　２０４７例被监管人员中，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３

例，阳性率为０．１％，３例阳性者均为性乱者，其中１例有共用

注射器吸毒史。ＨＩＶ感染者年龄最小２２岁，最大４８岁。

表１　羁押人员２种高危行为史的分布情况

年份 检测人数 静脉吸毒史 所占比率（％） 性乱史 所占比率（％）

２００８ ７６３ １４ １．８３ ５６ ７．３４

２００９ ６４９ １２ １．８５ ６１ ９．４０

２０１０ ６３５ １１ １．７３ ６７ １０．５５

合计 ２０４７ ３７ １．８１ １９１ ９．３３

χ
２ － ０．０３０ － ４．５６５ －

犘 － ０．９８５ － ０．１０２ －

　　注：－为无数据。

表２　羁押人员不同年龄组 ＨＩＶ检测结果

年龄组（岁）检测人数 静脉吸毒 性乱史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２０ ２２５ ０ ２５ ０ ０．００

２０～ ８３６ ６ ４６ １ ０．０１

３０～ ５５４ ２３ ８２ １ ０．０１

４０～ ３３４ ７ ２９ １ ０．０３

５０～ ９８ １ ９ 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４７ ３７ １９１ ３ ０．０１

χ
２ － ２７．３８６ ２５．５９８ － －

犘 － ＜０．０５ ＜０．０５ － －

　　注：－为无数据。

３　讨　　论

艾滋病（ＡＩＤＳ）在我国已呈加速流行的趋势，形势十分严

峻［１］。通过本次对羁押和收教人员的 ＨＩＶ抗体筛查工作，很

好地掌握了本地区监管人员的 ＨＩＶ感染状况，准确、全面地掌

握了这部分人群 ＡＩＤＳ的疫情。公安监管场所是一个相对封

闭、高危人群高度集中的地方，存在着较严重的艾滋病病毒传

播隐患。

通过此次调查，作者认为怀柔区羁押和看守人员 ＨＩＶ感

染状况的特点和趋势如下：（１）ＨＩＶ阳性者中，外地的比例高，

而外地人口流动性大，难以管理。（２）看守所作为一个短期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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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场所，人员流动性大，由于窗口期的存在，在此次调查前３个

月内新收入的羁押和劳教人员中，虽然筛查结果为 ＨＩＶ抗体

阴性，但尚不能排除有 ＨＩＶ感染者存在，故增加了对该人群的

漏检率。只有公安、司法部门的全力配合，提供便利条件，疾控

部门加大检测频度，才能让那些隐匿的“传染源”显露出来，防

治ＡＩＤＳ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同时国家对 ＨＩＶ感染者和患者

的管理和关怀政策才能体现。（３）此次调查显示羁押人员中

ＨＩＶ感染者主要为性乱人群和吸毒人员，一方面，羁押监管场

所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所，ＡＩＤＳ的感染和控制有其特殊性，很

多监管场所中存在犯人吸毒现象，并且多数以静脉注射吸毒为

主，由于注射器来源有限，共用的方式较为普遍，这就增加了

ＨＩＶ感染的机会。另一方面，看守所的主体人员为青壮年，正

处在性活跃期，据有关调查显示监狱服刑人员中２．２％的人有

同性性行为，６０．５％的人有多性伴行为
［２］。从以上结果可以看

出，吸毒人群和性乱人群引起 ＨＩＶ感染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建

议加强对看守所和拘留所的监测与宣传管理，对每个犯人都进

行 ＨＩＶ抗体检测，宣传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全面、安全性

行为的方法。（４）对于确认为 ＨＩＶ感染者，不要歧视，加强管

理，公安、司法部门应尽快设立专门的 ＨＩＶ感染者羁押场所，

并对需要治疗的患者给予免费抗病毒治疗。这些措施不但保

护了其他在押人员的健康权益，也保证了 ＨＩＶ感染者和患者

能够得到及时救助。

公安监管场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的重要部分。鉴于目前公安监管场所防治艾滋病形势的紧迫

性和现阶段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情况，需要有关部门的通

力合作及社会力量联合防治。行为干预是目前预防 ＡＩＤＳ的

“有效疫苗”，对于现行的监管场所和监管方式，只有采取所有

可能的措施才能预防 ＨＩＶ在监管场所中的传播。将 ＨＩＶ感

染者隔离监管，实施３种管理模式
［３５］。在此，希望广大医学工

作者、公安和司法民警及社会民间团体、慈善机构给予广泛的

关注，积极参与并探索研究公安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的科学管

理对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形成合力，为阻断公安监管场所的

艾滋病传播和蔓延做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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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临床意义

汪　坚，谭红丽，洪　颖（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昆明　６５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检测对糖尿病诊断、血糖控制的临床意义及与并发症的关系，及时

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方法　选择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糖尿病患者（观察组）７５例和门诊健康体

检者（对照组）７５例，分别测定空腹血糖（ＦＢＧ）和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对比分析 ＨｂＡ１ｃ与ＦＢＧ的关系，以及

ＨｂＡ１ｃ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ＦＢＧ及 ＨｂＡ１ｃ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１）；随着 ＨｂＡ１ｃ水平升高，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两组之间有高度相关性 （犘＜

０．０１）。结论　检测血液中 ＨｂＡ１ｃ水平对糖尿病患者诊断、血糖控制及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

【关键词】　糖尿病；　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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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作为监测血糖水平长期而稳定的

指标，对糖尿病筛选、诊断、疗效评价等有重要临床价值［１］。本

文对 ＨｂＡ１ｃ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关系进行分析，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观察组７５例，均为本院近期住院治疗的已确

诊（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糖尿病患者，男４４

例，女３１例，年龄４８～７９岁；对照组７５例，为本院门诊健康体

检者，其中男４２例，女３３例，年龄５０～７５岁，均排除糖尿病和

糖耐量减低。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取空腹静脉血２ｍＬ加入肝素抗凝管

中，用于 ＨｂＡ１ｃ测定，同时采静脉血２ｍＬ于促凝管中，用于

测定空腹血糖（ＦＢＧ）。ＦＢＧ用奥斯邦公司提供，采用葡萄糖

氧化酶（ＧＯＤ）法；ＨｂＡ１ｃ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试剂由罗

氏公司提供，ＨｂＡ１ｃ和ＦＢＧ均在日立７１８０全自动生化分析

以上进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使用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ＦＢＧ及 ＨｂＡ１ｃ检测结果　观察组ＦＢＧ及 ＨｂＡ１ｃ

均显著高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

表１。

２．２　ＨｂＡ１ｃ水平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的关系　ＨｂＡ１ｃ＜

６％者６例，并发症１例（１６．６％）；６％＜ＨｂＡ１ｃ＜１０％者３８

例，并发症１３例（３４．２％）；ＨｂＡ１ｃ＞１０％者３１例，并发症１９

例（６１．２％）。结果显示，随着 ＨｂＡ１ｃ水平升高，糖尿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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