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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无偿献血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情况，了解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感染流行趋势，筛选

安全献血者，促进输血安全。方法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周口市中心血站的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

所有献血者均按照《血站技术操作规程》采集血液并检测，初复检有反应性的献血者样本送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做确认实验。结果　参加无偿献血的共３３４５６０人次，确认ＨＩＶ阳性４４人次，ＨＩＶ抗体阳性率为１３．１５／１０万。

继２０１０年低值后呈逐年上升趋势，近三年以每年５／１０万的速度递增。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的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

体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而不同性别、年龄的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近年来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流行趋势发生变化，为保证输血安全，采供血机构应加

强 ＨＩＶ筛查，建立 ＨＩＶ筛查信息屏蔽系统，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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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的流行趋势不断变化，

无偿献血者感染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经血传播艾滋

病的风险在不断增加，特别是“窗口期”的存在，给输

血安全带来很大的挑战。为了解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情况，笔者对近几年参加无偿献血的所有献血

者ＨＩＶ抗体筛查和确认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于周口市中心血站参加无偿献血的献血者为研究对

象。所有献血者均按照血站技术操作规程并知情同

意后采集血液。

１．２　样品采集及检测　严格按照《血站技术操作规

程》［１］进行血液采集和检测，初复检有一次阳性反应

者，送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对 ＨＩＶ抗体确认阳性率及确认阳性者的

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构成比进行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及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犘≤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周口市中心血站参加无偿献血的共

３３４５６０人次，确认ＨＩＶ阳性４４人次，ＨＩＶ抗体阳

性率为１３．１５／１０万。继２０１０年低值后呈逐年上升

趋势，近三年以每年５／１０万的速度递增。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周口市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

年份 献血人次 阳性人次 阳性率（／１０万）

２００８ ２５６９３ ５ １９．４６

２００９ ３０５６３ ４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０ ３６７８９ ３ ８．１５

２０１１ ４１５３９ ４ ９．６３

２０１２ ４４６９３ ４ ８．９５

２０１３ ４９８７３ ５ １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５１５６０ ８ １５．５２

２０１５ ５３８５０ １１ ２０．４３

合计 ３３４５６０ ４４ １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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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ＨＩＶ抗体阳性无偿献血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的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而不同

性别、年龄的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阳性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等分布

项目
献血

人次

阳性

人次

阳性率

（／１０万） χ
２ 犘

性别 ３．３７０ ０．０６６

　男 ２０５８６９ ３３ １６．０３

　女 １２８６９１ １１ ８．５５

年龄（岁） ６．８７３ ０．０７６

　１８～ ８９９７８ １９ ２１．１２

　２６～ ９３６０４ １１ １１．７５

　３６～ １０００９６ １１ １０．９９

　４６～５５ ５０８８２ ３ ５．９０

文化程度 １０．０８ ０．０１８

　初中及以下 １２３７３１ ２５ ２０．２１

　高中 １２１０４４ １５ １２．３９

　大专 ６０３３３ ２ ３．３１

　本科及以上 ２９４５２ ２ ６．７９

职业 ０．０２３

　工人 ８６０４６ ８ ９．３０

　农民 ８１９６９ ２０ ２４．４０

　学生 ２１３４７ ３ １４．０５

　职员 １７７４２ ２ １１．２７

　教师 ３１１８ １ ３２．０７

　个体 １４６９０ ２ １３．６１

　公务员 ３４４９ ０ ０．００

　军人 ７２７ １ １３７．５５

　医务人员 ８４３１ ０ ０．００

　其他职业 ９７０４１ ７ ７．２１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３　讨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周口市３３４５６０人次无偿献血者中，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４４人次，抗体阳性率１３．１５／１０万，高

于济南的９．７／１０万
［２］，低于温州的２１／１０万

［３］，

２０１５年已达到２０．４３／１０万，处于高流行趋势。无偿

献血者ＨＩＶ感染人群涉及工人、农民、职员、个体、学

生、军人等，呈现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

势［４］。本组人群中农民感染比例达２４．４０／１０万，与该

市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众多，曾经为经血传播艾滋

病高发区，农民献血比例偏高有关。其中学生感染比

例达到１４．０５／１０万，应该引起重视，学生中的高危性

行为是主要传播途径。本研究中军人献血者ＨＩＶ阳

性率较高，可能与总体样本量较小有关。

本研究显示，２０１２年以前，ＨＩＶ感染呈逐年下

降趋势，２０１３年开始，又有逐年上升趋势。可能因

为该市开展基层无偿献血，农民献血比例快速增加，

农民预防艾滋病知识欠缺，导致感染率偏高，农民的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高于工人。提示我国对农村地区

的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仍须加强。不同性

别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是，本研究中 ＨＩＶ抗体阳性无偿献血者男

性比例高于女性，说明该市的 ＨＩＶ感染流行趋势正

在发生变化，与男性的高危性行为以及男男同性恋

者（ＭＳＭ）性行为有关。不同文化程度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初中及以下文化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为

２０．２１／１０万，高中文化献血者为１２．３９／１０万，可能

与其文化知识水平较低，获得艾滋病预防知识较少

有关，而本科及以上献血者 ＨＩＶ抗体阳性率高达

６．７９／１０万，可能与 ＭＳＭ性行为传播有关。

本研究献血者中 ＨＩＶ抗体阳性分布情况与咸

阳地区较一致［５］，也与中国人群艾滋病感染流行情

况的年龄、性别等分布基本相同，同时出现一些新的

流行特点和趋势。针对上述情况，采供血机构要加

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确保输血安全：（１）重视

献血招募环节，编制单位献血招募指南和年度招募

计划，选择低危人群作为首选招募对象，发展和巩固

固定无偿献血队伍；（２）制定规范献血者咨询程序，

提升咨询服务能力和水平，确保献血者征询质量；

（３）加强献血前评估、体检及血液检测，防止高危人

群献血；（３）制定保密弃血程序并与疾控中心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实施高危人群屏蔽管理，杜绝恶意献血

行为；（４）加强血站实验室软硬件建设，提高检测能

力和水平，防止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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