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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的性传播是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重点，却也是疫情哨点监测的难点所在。”吴尊
友坦言，同性恋并不等于艾滋病，但却与艾滋
病有着紧密联系。这种密切相关体现为，同性
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

男同主要的性行为之一是肛交。与异性性
行为相比，直肠弹性不及阴道，而且直肠比较
脆弱，黏膜较薄，更容易破损。直肠破损时，精
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进入人体，感
染T细胞。

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流动人口所占
比例居高不下。在张林琦看来，男同性行为发
生频率和伴侣更换频率远高于异性，但不少都
是“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荷尔蒙宣泄，感
染艾滋病的风险自然会提高。

“别说随访干预了，上哪儿找他们去呢？”
张林琦说，相较于母婴阻断、减少吸毒传播，对
于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项防治措施很难有效落
实。不过，除去生理结构和缺乏保护措施等原
因，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男同群体最容易导致
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在于社会和文化因素。

尽管“好基友”已成为流行词汇，但无论是
在对同性恋较为开放的西方还是较为保守的
东方，同性恋都很难为社会所包容，不被社会
认可的压力让公开坦陈身份的“同志”极少，更
何况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志”。

同性恋的“地下状态”不仅加重了病毒在
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无法通过
教育和干预机构与他们正常联系和交流，因此
扩大了艾滋病的社会风险。

“国内有近 20%-30%的同性恋会选择与
异性结婚，通过组建家庭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同
性倾向。”在研究中，张林琦发现，这些人并不
会放弃同性的性行为，这使得家人不仅需要承
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潜在
威胁。尽管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但放眼全球，
几乎所有国家对于男同感染艾滋病的防控都
没有“神奇的妙方”。

在美国，艾滋病首先于1981年6月在洛杉
矶的5名男性同性恋者身上发现。此后，男同之
间艾滋病传染的几率一直高于其他几种传播
方式。目前，美国每年艾滋病新发感染约 5万
人，其中60%-65%是男同。

在艾滋病防控较为领先的澳大利亚，吸毒
传播和异性传播基本已被控制，男同占到每年
新发感染的近90%。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从事男同人
群大规模艾滋病干预已有多年。二十多年来，
他收到了一万多封艾滋病患者写来的纸质信
件，电子邮件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信件的主人，
大部分都是“同志”。在信里，他们向张老倾诉
对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扰，更多的则是社会歧
视带来的重压。“一手硬，一手软，一腿长，一腿
短。”张北川常常感叹，通过单纯灌输艾滋病防
治知识这样的干预措施远远不够。如何让男同
艾滋病感染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需要制度
建设，“在当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视、艾
滋歧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南方周末）

2014年青年学生新发感染数增六成，以男性同性传播为主

艾滋病防控隐忧

刘明最近注意到一则新
闻。2015 年 8 月 10 日，卫计
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
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
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近年来，学校特别是高
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
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
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
主……”《通知》直言不讳。

对于高校来说，“狼”似
乎真的来了。

在看似平淡的人际交往的
掩映下，高校的“同志”们各
有自己隐秘的社交网络。不
过，缺少了异性恋的家庭和儿
女情感维系，“同志”间的感
情保鲜期通常短暂。

基于男人之间不会意外怀
孕的“常识”，刘明和同伴的
亲热没有“间隔”。他没有想
到，背后隐藏着艾滋病毒。

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各省份均有青年学生
感染艾滋病的报告，截至
2014年，报告数超过100例的
省份达到11个。

数字逐年增加，增长速度
也明显加快--在云南，2014
年报告数为 81 例，同比增加
了37.3%；在广东，21个地市
均有学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
年报告数达到138例，同比上
涨近60%。

“虽然学生群体的艾滋病
流行仍处于低水平，学生病例
占全部病例的比例也较低，但
如果不尽早采取有力的预防干
预措施，流行速度将会进一步
加快。”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回
复采访时表示。

为了分析各年龄段人群的
感染途径，中疾控曾做过一次
调查，将感染学生分为 15 岁
以下和 15-24 岁两个年龄段，
得出的结果相当有辨识度。前
者主要通过母婴感染传播，而
后者，也就是青年学生，则以
性传播为主。

“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
传播为主是青年学生群体艾滋
病疫情的一大特点。”卫计委
在给记者的回函中表示，从
2008 年到 2014 年，青年学生
中新报艾滋病感染数从482例
上升到 2552 例，其中传播途

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
58.5%飙升至81.6%。

高校学生处在青春期迈向
成人社会的十字路口，他们刚
刚脱离家长约束，在相对包容
的“象牙塔”里，同性恋者逐
渐建立了对性向的自我认知。

拥有自由，也意味着面临
风险。不过，对于刘明来说，
没人给他讲过性知识，也没人
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他。性教育
在中国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不论家庭，还是学校。

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匮乏一
度给刘明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
力。有一阵，他反复问自己：
我是不是快死了？会不会哪天
药物治疗就不管用了？同学会
不会被我感染？这严重影响到
了他的学习状态。期末考试前
两周，他完全没法集中精力复
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至今，他依然没有将感染
的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帮不
了我什么，这只会让他们徒增
担忧”。

而在学校，在学生青春期
到来之前就应该进行的科学性
教育也严重缺课。

这些年，每到 12 月 1 日
“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病毒
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
都特别忙碌，不少学校会邀请
她为学生讲授艾滋病知识。但
她说，这不应该是艾滋病日才
进行的一项教育。

在给记者的回函中，教育
部表示，教育部门一直十分重
视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
但也承认，学校的艾滋病预防
教育确实存在问题。比如一些
学校认为艾滋病疫情还很遥
远，不积极主动开展工作；部
分授课教师艾滋病综合防治知
识欠缺、教学能力和技巧不
足。

云南等省份的卫计委也反
映，目前学校大多只有针对艾
滋病基本知识的教育，对性的
社会责任和危险性行为自我保
护教育普遍缺乏。而同性性传
播行为的增多，还给高校艾滋
病教育带来了另一个难题--
该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对同性恋文化该如何正
确教育和引导？这是一个难以
突破的问题。”云南省卫计委
在回函中直言。

“不光是青年学生中的男
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个男同
群体中也在快速增长。”清华大
学教授、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
主任张林琦忧心忡忡。

2006年起，张林琦和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尚
红等人通过各地医院和疾控机
构，随访了数千名男同，并追踪
观察其从艾滋病阴性转为阳性
的比例。2012年，他们在国际
权威科学期刊《Nature》上发表
了题为《预防HIV病毒：把安全
的性带给中国》的文章，追述了
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

文章指出，"HIV 病毒在
同性中的感染率已从 2005 年
以前的 0.3%上升到了 2011年
的 13.7%"。张林琦透露，截
至 2014 年，这一比例已经超
过了25%。新发感染的数字同
样惊人--至少 1/3以上的新发
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为造
成。

这些数字与官方数据大致

吻合。
“2014年报告的新发感染

者中，同性感染的涨幅很大。”
吴尊友介绍说，在全国 31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
里，超过半数的新发感染者都
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
及东北的省会城市，占比甚至
超过了70%。这样的感染率远
远高于孕产妇、性病病人等高
危人群。

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
艾滋病感染者，但那时对于许
多中国老百姓来说，“艾滋病”
还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没有
人想到，它会如此快地敲开中
国的国门。1989年，在云南中
缅边境地区，146 名吸毒者因
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而被感染
艾滋病。从此，艾滋病结束了
它在中国的传入期，开始进入
扩散期。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地
下血站”打着脱贫致富的旗号，
招徕了许多无知的卖血者。由

于缺乏严格的检测和消毒手
段，艾滋病病毒在卖血者中迅
速传播。

从 1985 年到 2005 年的二
十年间，国内艾滋病感染者主
要以河南及其周边省份的非法
采供血者和云南的静脉吸毒者
为主，性传播只占10%多。

艾滋 病 有 三 大 传 播途
径--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
传播。其中，母婴传播可以通
过中断妊娠、采取相应的母婴
阻断措施、产后尽量避免母乳
喂养等措施进行干预；血液传
播中的非法采供血可以通过法
律进行阻断。

“从 2005 年起，因吸毒或
卖血而感染的人群数量逐年降
低。目前，性传播成为艾滋病
的主要传播途径。”吴尊友表
示，中疾控每年对包括吸毒者、
同性恋、暗娼、性病就诊者、孕
产妇在内的8类高危人群进行
检测，发现近年来男男同性恋
呈快速上升趋势。

就地域而言，虽然西南部
分省份感染较多，但艾滋病的
传播已由早期集中在个别省份
和地区扩散到全国96%的区县
都有感染者报告。

这也意味着，艾滋病感染
群体更加多元、分散，并已由传
统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而如果不加以严格防控，男同
群体很可能扮演传播“桥梁”的
角色。

“虽然我国的艾滋病处于
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较
低，但千万不能被数字蒙蔽，”
张林琦说，“如果不能将男同这
个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导
致整个国家艾滋病防治的失
控。”

吴尊友也认同了这一观
点。中疾控曾收集了一百多个
国家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数据，
发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男同
群体艾滋病感染率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一旦控制不好，还有
很大的上涨空间”。

男同控制不好，整个防治可能失控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薄弱防区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工作人员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男，20岁，第一次检测……对华东某高校学生刘明（化名）来说，2013年是他
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藏在他体内的艾滋病病毒被发现了。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胁大学校园，像刘明这样的“同志”群体首当其冲。国家卫计委
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报告现存活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社会对同性性向的歧视，使多
数仍生活在隐秘世界里的“同志”因为压抑而更加放纵。飙升的数字背后，凸显的是对于这个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