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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渝东北地区HIV抗体确证试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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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分析渝东北地区2018-2021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确证阳性样本分布特征,为

艾滋病精准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对渝东北各 HIV初筛实验室送检的

样本进复检和确证试验,比较不同送检机构、性别、年龄送检人群的差异。结果 4
 

517份初筛阳性样本中,
HIV-1抗体确证阳性3

 

186份,占70.53%,阴性966份,占21.39%,不确定365份,占8.08%。送检机构以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阳性率最高,为86.64%;男性阳性占比为72.6%,女性占27.4%,男女比例约为2.65∶1;年龄

主要集中在>40~60岁,阳性占比为44.70%;送检人群主要以医疗就诊人群的阳性占比最高,为52.66%。
结论 需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群艾滋病防控,提倡自愿咨询检测,同时加大 HIV筛查范围,全面覆盖重点人群和

一般人群,有效防止艾滋病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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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V
 

antibody
 

confirmed
 

positive
 

sam-
ples

 

in
 

northeast
 

Chongqing
 

area
 

during
 

2018-2021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AIDS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IDS
 

Test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the
 

samples
 

submitted
 

by
 

various
 

HIV
 

primary
 

screening
 

laboratory
 

in
 

northeast
 

Chongqing
 

area
 

conducted
 

the
 

reexamination
 

and
 

confirm
 

tests.Th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populations
 

for
 

examination
 

from
 

different
 

institu-
tions,genders

 

and
 

ages.Results Among
 

4
 

517
 

preliminary
 

screening
 

positive
 

samples,3
 

186
 

samples
 

were
 

confirmed
 

to
 

be
 

HIV-1
 

antibody
 

positive,accounting
 

for
 

70.53%,966
 

samples
 

were
 

negative,accounting
 

for
 

21.39%,and
 

365
 

samples
 

were
 

uncertainty,accounting
 

for
 

8.08%.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
tions

 

had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in
 

the
 

submitted
 

institutions,which
 

was
 

86.64%,the
 

male
 

positive
 

accoun-
ted

 

for
 

72.6%
 

and
 

female
 

for
 

27.4%,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2.65∶1.The
 

age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40-60
 

years
 

old,its
 

positive
 

proportion
 

was
 

44.70%.The
 

majority
 

of
 

positive
 

patients
 

were
 

mainly
 

med-
ical

 

patients,accounting
 

for
 

52.66%.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should
 

be
 

advocated,and
 

the
 

scope
 

of
 

HIV
 

screening
 

should
 

be
 

expanded
 

to
 

cover
 

both
 

key
 

groups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or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widespread
 

spread
 

of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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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全球报告首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感染者,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报告3

 

840万HIV感

染者,4
 

010万人死亡[1]。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国

共报告104.5万例 HIV感染者[2],感染人数不断增

加,感染人群呈多样化。HIV感染后分3个时期,急
性期、无症状期和艾滋病期[3]。急性期 HIV感染具

有很高的传播率,其主要原因是部分感染者不知道自

身感染情况,且具有很高的病毒载量[4],这部分人群

的传播率是知道自身感染者的3.5倍。因此,准确、
及时地检测出 HIV感染是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关键。

HIV抗体检测分为筛查试验和确证试验,筛查试验中

有反应的样品需进行确证试验,确证方法包括免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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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实验(WB)和条带免疫法(RIBA)[5]。本文对重庆

市渝东北片区2018-2021年 HIV确证试验检测结

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8-2021年重庆市渝东北

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简称疾控中心)送至万州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证实

验室进 行 确 证 试 验 的 HIV 初 筛 阳 性 样 本,共 计

4
 

576份。

1.2 试剂及方法 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
要求,对初筛阳性的样本采用两种试剂或者双份进行

复检,复检试剂厂家为珠海丽珠、北京万泰、北京华大

吉比爱。复检试验中1个有反应1个无反应或均有

反应的样本采用 WB或RIBA进行确证试验,确证试

剂为HIV1+2型抗体检测试剂盒(安培生物医学)和
HIV1+2型抗体确证试剂盒(德国麦克莱金)。所有

试剂盒均在有效期内,并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
 

2010进行资料录入汇

总,使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018-2021年 HIV 抗体检测情况 2018-
2021年渝东北地区各机构及筛查实验室送检 HIV初

筛阳性样本共4
 

576份,除去信息不全及重复样本共

计4
 

517份。其中确证阳性3
 

186份,占70.53%
(3

 

186/4
 

517);阴性966份,占21.39%(966/4
 

517);
不确定365份,占8.08%(365/4

 

517)。2018-2021
年HIV抗体确证阳性标本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497,P>0.05)。见表1。
表1  2018-2021年渝东北地区 HIV抗体

   检测结果[n(%)]

年份

(年)
送样量

(n)

HIV抗体检测结果

阳性 不确定 阴性

2018 1
 

022 722(70.65) 97(9.49) 203(19.86)

2019 1
 

178 823(69.86) 89(7.56) 266(22.58)

2020 1
 

159 825(71.18) 83(7.16) 251(21.66)

2021 1
 

158 816(70.47) 96(8.29) 246(21.24)

合计 4
 

517 3
 

186(70.53) 365(8.08) 966(21.39)

2.2 不同机构送检阳性样本的确证结果 对不同机

构送检阳性标本进行分析,2018-2021年确证实验室

共收到4
 

517份疑似样本,其中疾控中心送样1
 

983
份,占43.90%,医疗机构送样2

 

039份,占45.14%,
采供血机构送样495份,占10.96%。疾控中心、医疗

机构和采供血机构HIV确证阳性率分别为86.64%、

66.60%、22.22%,3类机构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818.451,P<0.05)。见表2。
表2  2018-2021年渝东北不同机构送检阳性

   样本的确证结果

机构 送样量(n) 阳性样本数(n) 阳性率(%)

疾控中心 1
 

983 1
 

718 86.64

医疗机构 2
 

039 1
 

358 66.60

采供血机构 495 110 22.22

合计 4
 

517 3
 

186 70.53

2.3 HIV 抗体确证阳性标本的人群分布情况 
3

 

186份确证阳性标本中,男性2
 

313份,女性873份,
阳性 占 比 分 别 为72.6%、27.4%,男 女 性 别 比 为

2.65∶1,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32,P<
0.01)。HIV抗体确证阳性者年龄分布比较广泛,最
大年龄为93.0岁,最小为1.5岁,主要分布在>40~
60岁人群,占44.70%,各年龄段的确证阳性占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293,P<0.01)。HIV抗体

确证阳性以已婚人群为主,占54.39%,民族以汉族为

主,占99.18%,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为

主,占43.44%。见表3。
表3  2018-2021年渝东北3

 

186例确证

   阳性人群特征[n(%)]

人群特征 人数(n) 确证阳性 χ2
 

P

性别 42.32 <
 

0.01

 男 2
 

992 2
 

313(72.60)

 女 1
 

525 873(27.40)

年龄(岁)

 ≤20 162 73(2.29) 54.293 <
 

0.01

 >20~40 1
 

021 635(19.93)

 >40~60 1
 

916 1
 

424(44.70)

 >60 1
 

418 1
 

054(33.08)

婚姻状况 69.031 <
 

0.01

 未婚 445 339(10.64)

 已婚 2
 

301 1
 

733(54.39)

 离异或丧偶 325 276(8.66)

 不详 1
 

446 838(26.30)

民族 192.08 <
 

0.01

 汉族 4
 

475 3
 

160(99.18)

 少数民族 42 26(0.82)

文化程度 77.227 <
 

0.01

 初中及以下 1
 

791 1
 

384(43.44)

 高中或中专 375 211(6.62)

 大专及以上 342 152(4.77)

 不详 2
 

009 1
 

439(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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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送检人群确证结果分布情况 2018-2021
年送检进行确证试验的人群主要包含医疗就诊、自愿

咨询检测、专题调查、羁押人员及献血人员,其中 HIV
抗体阳性占比最高的是医疗就诊人群,为52.66%
(1

 

678/3
 

186),其 次 为 自 愿 咨 询 检 测 人 群,为

40.01%(1
 

275/3
 

186)。阳性率最高的人群是专题调

查人群,为91.35%(95/104),其次为自愿咨询检测人

群,为89.10%(1
 

275/1
 

431)。不同送检人群阳性率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
 

444.402,P<0.01)。见

表4。
表4  2018-2021年 HIV抗体确证阳性标本送检人群分布

人群类别 筛查阳性数(n) 确证阳性数(n) 阳性率(%)

医疗就诊 2
 

441 1
 

678 68.74

自愿咨询检测 1
 

431 1
 

275 89.10

专题调查 104 95 91.35

献血人员 490 106 21.63

羁押人员 51 32 62.74

合计 4
 

517 3
 

186 70.53

3 讨  论

2018-2021年渝东北地区逐年进行确证试验的

检测总数没有明显差异,阳性样本数从2018年722
份上升到了2019年的823份后基本维持稳定,确证

阳性总数3
 

186份,总确证阳性率为70.53%,高于重

庆市[6]和达州市[7]的确证阳性率,低于成都市[8]的确

证阳性率,与苏州市[9]基本持平。重庆市东北地区

HIV感染数量历年来基本维持稳定,但艾滋病疫情依

旧不容轻视,还需要大力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机构送样量以医疗机构最

多,但确证阳性率疾控中心最高,采供血机构最低。
这可能与医疗机构检测对象来源广泛有关,医院 HIV
抗体检测项目包括术前检测、性病门诊及孕产期检测

等,并且由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疾病会影响 HIV
抗体检测[10],常导致假阳性的发生;采供血机构检测

来源主要是普通献血群众,风险较低,但采供血机构

的HIV抗体检测要求更加严格,通常使用第4代筛

查试剂[11],敏感性更高,特异性降低会使阳性确证率

更低,以此保证血液安全,降低输血传播 HIV 的概

率。疾控中心检测主要来源是自愿检测等重点人群。
HIV确证阳性样本男性多于女性,男女阳性比例

为2.65∶1,低于重庆市水平(4.50∶1)[6],筛查总数

男性多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更容易出现商业性行

为,愿意了解自身艾滋病风险有关,女性 HIV确诊阳

性率低于男性,可能与妇产科广泛筛查 HIV抗体有

关[12]。将HIV检测受检者分为4个年龄段,结果表

明,>40岁的确证阳性人数2
 

478例,占阳性病例的

77.78%,阳性人群主要分布在40岁以上人群,阳性

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为>40~60岁,这与重庆市其他区

县[2,13]及国内其他省市[14]趋势基本一致。确证阳性

人群中,已婚占比远高于未婚,且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确证阳性病例的43.44%,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对艾滋

病相关知识了解不多,防护意识薄弱易导致传播性增

加。这提示由于中老年人大多文化程度低,对艾滋病

和性病传播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

为[15],提示相关机构需要加强对40岁以上中老年人

艾滋病相关知识宣传,提高他们保护自身及保护家人

的责任意识,认识到及时进行 HIV检测的益处,从而

有效阻断中老人通过危险性行为传播艾滋病,降低中

老人艾滋病发生率[16]。
对送检人群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医疗机构送检

人群最多,表明大多艾滋病病例是通过医院就诊时被

动检测得知感染[17],提示应加大 HIV检测的宣传力

度,通过多种形式,包括小册子、推文、海报等使大众

了解HIV检测的重要性、HIV传播途径,发生危险性

行为后及时检测、治疗等基本知识,使 HIV感染者能

够主动寻求检测和治疗,同时加大 HIV筛查力度,通
过医院、疾控中心、社区等多种渠道,降低由于 HIV
携带者不了解自身危险性,将艾滋病传播给周围群众

的可能性。自愿检测人数仅次于医疗就诊人群,可能

与近年来通过各种网络媒体广泛宣传自愿咨询检测

门诊和艾滋病防控重要性有关。自愿检测是艾滋病

防控的重要策略,能够及时有效监控重点人群[18],因
此应该进一步依托社区、医院宣传自愿检测制度,促
使重点人群主动进行检测,通过主动检测和被动检测

全面覆盖人群,有效防止艾滋病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重庆市渝东北地区2018-2021年的

HIV确证阳性率没有明显升高,但总体阳性率偏高,
尤其是需要注意中老年人艾滋病防控,提高中老年人

及重点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加大主动检测

和被动筛查的力度,全面覆盖重点人群。艾滋病防治

工作应该依托移动互联网来高效快捷地开展宣传教

育、问卷调查及早期针对性防控工作[19],同时扩大

HIV检测范围、完善艾滋病发病率监测机制、重视青

少年的健康教育,将艾滋病防控的关口前移[20],通过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深入基层宣传普及,对重点人群进

行监测,发挥社区的优势进行艾滋病防控[21],最后也

需要在艾滋病药物开发和疫苗研制方面予以重视,为
艾滋病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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