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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合肥市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的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

法，在安徽省合肥市的建筑工地、餐饮酒店、大型集贸市场和大型企业对其流动人口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并对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调查８１９名流动人口，其中有效问卷７５８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２．５５％。艾滋病防治知识总

知晓率为５２．９０％（４０１／７５８），其中餐饮人员为４４．０３％（５９／１３４），农贸市场人员为４５．４１％（８９／１９６），企业工人为

６３．６４％（１３３／２０９），建筑工人为５４．７９％（１２０／２１９），４种职业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８．６３，

犘＜０．００１）。需要进一步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率，餐饮人员最高（８５．０７％）；会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比率，

建筑工人最高（６４．８４％）；不会与艾滋病患者继续交往和不允许艾滋病患者继续工作的比率，餐饮人员最高（分别

为８２．０９％和８３．５８％），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流动人口是否愿意与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交往

的影响因素为职业、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是否愿意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工作的影响因素为职业、文化程度和

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结论　该市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需加强对其艾滋病知识的宣教；大力推

广安全套的使用，提倡安全性行为；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和行为干预，消除对艾滋病的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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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有流动人口１．５亿左右，因其具有流动

性大、多数人处于性活跃期、社会支持少以及社会约

束力弱等特点，已成为中国性病艾滋病传播的重点

人群。既往报道［１－２］表明，在人免疫缺陷病毒（ｈｕ

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者中，流动

人口占７０％ ～８０％。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又

处于经济和社会弱势地位，是艾滋病传播中的脆弱

人群［３］。合肥市是安徽省的省会城市，既有高级住

宅区，又有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员流动频繁，目前有

流动人口１２７．９万人。为了解合肥市流动人口对艾

滋病知识的知晓情况，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态度

及其影响因素，以便制定针对这一人群的干预措施，

本研究组对合肥市流动人口开展了艾滋病知识、态

度的调查，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中的流动人

口是指在不改变其户口登记常住地的条件下，到该

常住地所在的乡镇、街道范围以外的现住地，暂住一

定时间（３个月以上）的人口。采用方便抽样的方

法，对合肥市建筑工地、餐饮酒店、大型集贸市场和

大型企业的流动人口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查采用

调查员现场询问和自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研究

组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４月在合肥市蜀山区、

包河区、瑶海区实施调查，共调查了４家建筑工地，５

家餐饮酒店，４家大型集贸市场和２家大型企业，合

计调查流动人口８１９人，有效问卷７５８份，有效应答

率为９２．５５％。

１．２　调查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工具主要有：（１）一

般情况问卷，为课题组自行研制，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征、宗教信仰、居住地、吸烟饮酒情况、医保情况等；

（２）防治效果问卷，包括知识、态度和行为三部分。

艾滋病相关知识，采用艾滋病预防国家级问卷的８

个问题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来源；态度包括对待进

一步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态度，对安全套使用的

态度，对待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态度，对艾滋病自

愿咨询检测的态度；行为包括有无吸毒经历，有无共

用针头注射毒品经历，有无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等。

１．３　资料录入与分析　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录

入问卷并进行双录入实时校验，以保证资料录入的

准确性。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中，男性

５２３人（６９．００％），女性２３５人（３１．００％）。其中建

筑工人中男性比率最多（９３．６１％），餐饮人员中男性

比率最低（２９．８５％）。调查对象的年龄为（３１．９０±

１０．９７）岁，主要集中在２０～３９岁（６２．８０％）。调查

对象的月收入主要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４５．３８％），

其中建筑工人个人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的比率

（５６．１６％）高于其他３种职业人员；大部分人

（８３．５１％）无宗教信仰；８２．１９％的调查对象有医保，

其中建筑工人比率最高（８９．９５％）。４种职业流动

人口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除宗教信仰外，其他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详见表１。

２．２　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及相关态度　

２．２．１　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此次调查

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５２．９０％

（４０１／７５８），其中餐饮人员为４４．０３％（５９／１３４），农

贸市场人员为４５．４１％（８９／１９６），企业工人为

６３．６４％（１３３／２０９），建筑工人为５４．７９％（１２０／２１９），

４种职业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８．６３，犘＜０．００１）。８项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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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狀，％）

犜犪犫犾犲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狀，％）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ｏｒ

ｋｅｒｓ（狀＝１３４）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ａｆｆ

（狀＝１９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ｏｒ

ｋｅｒｓ（狀＝２０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

ｋｅｒｓ（狀＝２１９）
　Ｔｏｔａｌ

（狀＝７５８） χ
２ 犘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ｌｅ ４０（２９．８５） ９８（５０．００） １８０（８６．１２） ２０５（９３．６１） ５２３（６９．００） ２１９．７３ ＜０．００１

Ｆｅｍａｌｅ ９４（７０．１５） ９８（５０．００） ２９（１３．８８） １４（６．３９） ２３５（３１．００）

Ａｇｅ（ｙｅａｒ） ≤２９ １２５（９３．２８） ４１（２０．９３） １６２（７７．５１） ５１（２３．２９） ３７９（５０．００） ３１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３０～ 　４（２．９９） ７２（３６．７３） ３１（１４．８３） ６２（２８．３１） １６９（２２．３０）

４０～ 　３（２．２４） ６４（３２．６５） １５（７．１８） ８５（３８．８１） １６７（２２．０３）

≥５０ 　２（１．４９） １９（９．６９） 　１（０．４８） ２１（９．５９） ４３（５．６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ｔａｔｅ Ｓｉｎｇｌｅ １００（７４．６３） １９（９．６９） １２８（６１．２４） ３２（１４．６１） ２７９（３６．８１） ２５３．２７ ＜０．００１

Ｍａｒｒｉｅｄ ３４（２５．３７） １７７（９０．３１） ８１（３８．７６） １８７（８５．３９） ４７９（６３．１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ｂｅｌｏｗ 　４（３．１０） ６９（３５．３８） 　６（２．８７） ６０（２７．５２） １３９（１８．５１） ２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Ｊｕ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４２（３２．５６） ９１（４６．６７） ６６（３１．５８） ９２（４２．２０） ２９１（３８．７５）

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５０（３８．７６） ３０（１５．３９） １０７（５１．２０） ４５（２０．６４） ２３２（３０．８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３３（２５．５８） 　５（２．５６） ３０（１４．３５） ２１（９．６４） ８９（１１．８５）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Ｙｅｓ ３３（２４．６３） ６０（３０．６１） １２５（５９．８１） １２８（５８．４５） ３４６（４５．６５） ７３．０８ ＜０．００１

Ｎｏ １０１（７５．３７） １３６（６９．３９） ８４（４０．１９） ９１（４１．５５） ４１２（５４．３５）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Ｙｅｓ ８５（６３．４３） ８６（４３．８８） １６１（７７．０３） １６２（７３．９７） ４９４（６５．１７） ５９．７６ ＜０．００１

Ｎｏ ４９（３６．５７） １１０（５６．１２） ４８（２２．９７） ５７（２６．０３） ２６４（３４．８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５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１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表２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狀，％）

犜犪犫犾犲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狀，％）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１３４）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ｆｆ

（狀＝１９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２０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２１９）
χ
２ 犘

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Ｖ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ｂｙ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８０（５９．７０） １２８（６５．３１） １３１（６２．６８） １２８（５８．４５） ２．３７ ＞０．０５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ｂｉｔｅｓｄｏｎｏｔｓｐｒｅａｄＨＩＶ ３２（２３．８８） ５２（２６．５３） ７１（３３．９７） ７８（３５．６２） ８．０６ ０．０４

Ｓｈａｒｉｎｇｄｉｎｎｅｒｔａｂｌ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ｇｅｔＡＩＤＳ ８１（６０．４５） １２１（６１．７３） １４２（６７．９４） １３７（６２．５６） ２．６７ ＞０．０５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ｂｌｏｏｄｗｉｔｈＨＩＶｗｉｌｌｇｅｔＡＩＤＳ １２０（８９．５５） １５７（８０．１０） １９８（９４．７４） １６４（７４．８９） ３７．２７ ＜０．００１

Ｓｈａｒｉｎｇｎｅｅｄｌｅｓａｎｄｓｙｒｉ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ｄｒｕｇａｄｄｉｃｔｓｗｉｌｌｇｅｔ １１５（８５．８２） １４５（７３．９８） １９１（９１．３９） １６４（７４．８９） ２８．４２ ＜０．００１

　ＡＩＤＳ

Ａｎ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ａｎｃａｎｐａｓｓＨＩＶｏｎｔｏｈｅｒｕｎｂｏｒｎｂａｂｙ １０４（７７．６１） １３１（６６．８４） １６３（７７．９９） １４２（６４．８４） １３．５４ 　０．００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ｄｏｍ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Ｉ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８（５８．２１） １０７（５４．５９） １５４（７３．６８） １５４（７０．３２） ２１．７１ ＜０．００１

Ｈａｖｉｎｇｓｅｘ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ｏｎｅＨＩＶ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ａｎ ６９（５１．４９） １０１（５１．５３） １４７（７０．３３） １５１（６８．９５） ２５．９６ ＜０．００１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Ｉ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２．２　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态度　此次调查的流

动人口中，需要进一步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率，

餐饮人员最高（８５．０７％）；会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

的比率，建筑工人最高（６４．８４％）；不会与艾滋病患

者继续交往和不允许艾滋病患者继续工作的比率，

餐饮人员最高（分别为８２．０９％和８３．５８％），以上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态度及行为比较（狀，％）

犜犪犫犾犲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ＩＶ／ＡＩＤＳ（狀，％）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１３４）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ａｆｆ

（狀＝１９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２０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狀＝２１９） χ
２ 犘

Ｎｅｅｄｔｏ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ＡＩ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Ｙｅｓ １１４（８５．０７） １３８（７０．４１） １７３（８２．７８） １７２（７８．５４） １３．３９ ０．００４

Ｎｏ ２０（１４．９３） ５８（２９．５９） ３６（１７．２２） ４７（２１．４６）

Ｋｎｏｗｈｏｗｔｏｕｓｅｃｏｎｄｏｍ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ＩＤＳ Ｙｅｓ ５７（４２．５４） １００（５１．０２） １３３（６３．６４） １４２（６４．８４） ４７．１７ ＜０．００１

Ｎｏ ７７（５７．４６） ９６（４８．９８） ７６（３６．３６） ７７（３５．１６）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ｅｒｓｏｎ Ｙｅｓ ２４（１７．９１） ６５（３３．１６） ５４（２５．８４） ６３（２８．７７） ９．８３ ０．０２０

Ｎｏ １１０（８２．０９） １３１（６６．８４） １５５（７４．１６） １５６（７１．２３）

Ａｌｌｏｗ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ｗｏｒｋ Ｙｅｓ ２２（１６．４２） ６３（３２．１４） ６０（２８．７１） ６３（２８．７７） １０．７２ ０．０１３

Ｎｏ １１２（８３．５８） １３３（６７．８６） １４９（７１．２９） １５６（７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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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流动人口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歧视态度影响

因素　以是否会与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交往和

是否允许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工作为因变量，以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

医保、吸烟、饮酒、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为自变量，进

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

是否愿意与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交往的影响因

素为职业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流动人口是否愿

意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工作的影响因素为职业、

文化程度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对艾滋病歧视态度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犗犚 ９５％犆犐 犘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ｅｒｓ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ａｆｆ ３．０２ １．５０－６．０５ ０．０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２９ ０．６８－２．４７ ０．４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２．０９ １．００－４．３９ ０．０５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ＡＩＤＳ Ｇｏｏｄ ２．６８ １．８３－３．９４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ｏ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ａｌｌｏｗ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ａｆｆ ２．５７ １．２５－５．２９ 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５８ ０．８１－３．０６ ０．１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５９ ０．７４－３．４１ ０．２４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ＡＩＤＳ Ｇｏｏｄ ３．５５ ２．４０－５．２５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ｏ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ｂｅｌｏｗ ２．４９ ０．８１－７．７０ ０．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Ｊｕ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３．９４ １．３２－１１．７１ ０．０１

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２．３９ ０．７７－７．４１ ０．１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４．８５ １．４１－１６．６９ ０．０１

　　Ｓｃｏｒ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ＨＩＶ／ＡＩＤＳ≥６ｗ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ｇｏｏｄ．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与既往大

多数流动人群研究样本［４－５］相似：年龄以２０～３９岁

为主，文化程度偏低，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专）。餐饮

人员多为女性，建筑工人多为男性，这可能与其职业

需要有关。流动人口大部分处于性活跃期，文化程

度低，其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高，并且其频繁

流动也给艾滋病宣教工作造成困难。

此次调查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

５２．９０％，低于其他研究结果
［６－７］。非传播途径的知

识知晓率较低，其中餐饮人员对“蚊子叮咬不会传播

艾滋病”知晓程度最低，知晓率为２３．８８％。说明此

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的知晓

存在缺口。

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对安全套

预防艾滋病的态度较餐饮人员更积极。这可能是因

为此次调查人群中企业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男性比例

较大，年龄集中在４０岁以下，且婚姻状况多为在婚，

其通过健康教育部门接触艾滋病知识的机会高于多

为年轻未婚女性的餐饮人员，所以对安全套的预防作

用更了解。这提示我们在以后的艾滋病宣教工作中，

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方式，制定针对流动

人口中各个职业的宣教方式来提倡安全性行为，明确

安全套的预防作用，引导流动人口正确使用安全套。

此次调查中，愿意与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继续交

往的比率最高为３３．１６％，允许艾滋病患者／感染者

继续工作的比率最高为３２．１４％，说明调查对象对

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态度较为消极。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艾滋病知晓程度、文化程

度是流动人口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积极态度的保

护因素。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消极态度可能是

由于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导致对艾滋病患

者／感染者产生误解造成的。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偏

低，也影响其对艾滋病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这提示

我们，在今后的艾滋病宣传教育过程中，可采用浅显

易懂的方法，在社区、工地和企业单位等流动人口集

中的地方通过专家讲座、张贴海报、开设展板等方

式，加强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的宣传；还应根据其流

动性大，文化程度低等特点，有针对性地对知识薄弱

点进行讲解，以提高各种职业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

理解，减少其对艾滋病的恐慌和歧视心理。

（下转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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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提示通过ＨＡＡＲＴ，可以使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

异常的免疫激活得到抑制。

综上所述，通过 ＨＡＡＲＴ，不仅能够抑制 ＨＩＶ

复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使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一定

程度地恢复其免疫功能，抑制异常的免疫激活，调节

机体的免疫平衡［１０］，最终减少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的

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本研究结果

亦提示，通过ＨＡＡＲＴ，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的Ｔ细胞

免疫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还有待大样本、长

时间的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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