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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中国 AIDS 最新疫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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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本文参考《2020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以及近期国家 CDC、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我国最新疫情通报，
对全球及我国 AIDS 最新疫情进行概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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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

《2020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本文结合此

报告，对目前全球 AIDS 疫情进行简要概括。同时，

根据国家 CDC 近期发布的数据，对我国 AIDS 疫

情概况进行介绍。

1　全球 AIDS 疫情概况

1.1　总体数据　截至2019年底，全球现存活HIV/AIDS
患者约为 3800.0 万例，其中成人 3620.0 万例，儿

童（＜ 15 岁）180.0 万例，占 4.7%。成人感染者

中，女性感染者 1920.0 万例，占 50.5%。2019 年新

增 HIV 感染者 170.0 万例，其中成人 150.0 万例，

儿童（＜ 15 岁）15.0 万例，占 8.8%。2019 年死于

AIDS 相关疾病者约 69.0 万例，其中成人 60.0 万例，

儿童（＜ 15岁）9.5万例，占 13.8%。截至 2019年底，

全球死于 AIDS 者累计 3269.0 万例 [1-2]
。而 2018 年

底的数据显示，全球存活 HIV/AIDS 患者为 3790.0 万

例，当年新增 HIV 感染者 170.0 万例；因 AIDS 相

关疾病死亡 77.0 万例
[3]
。

1.2　地区分布　AIDS 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仍然是

东部和南部非洲，截至 2019 年底存活患者数为

2070.0 万例，占全球存活患者数（3800.0 万例）的

54.5%；2019 年新增 HIV 感染者 73.0 万例，占全

球当年新增 HIV 感染者（170.0 万例）的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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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AIDS 死亡患者 30.0 万例，占全球当年

AIDS 死亡患者（69.0 万例）的 43.5%。位居第

二的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累计存活患者、当年

新增 HIV 感染者、当年 AIDS 死亡患者数分别为

580.0 万例、30.0 万例、16.0 万例。其他各地区统

计数字见表 1。
1.3　疫情动态变化　自 2015 年以来全球新增 HIV 感

染者 350.0万例，AIDS相关的死亡例数增加了 82.0万
例。但是由于获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机会增加，

自 2010 年以来与 AIDS 相关的死亡病例减少了

1210.0 万例。2020 年全球新增 HIV 感染者数降

到了 198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仍然超过全

球目标值（2020 年新增感染目标＜ 50.0 万例）

约 3 倍 [1，4]
。全球新增 HIV 感染者减少的原因是

东部和南部非洲新感染例数大幅减少（自 2010 年

以来减少了 38%）。加勒比海地区，西部和中部

非洲地区，西欧、中欧和北美地区以及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新感染者数也有不同程度减少。相比之下，

东欧和中亚病例数继续增长，2010—2019 年期间

新增感染例数上升了 72%，中东和北非地区上升

了 22%，拉丁美洲上升了 21% [1，5]
。

1.4　受影响严重的群体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妇女和女童仍是受 AIDS 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2019 年，该地区新增的 HIV 感染者约占全球总数

的 59%，每周有 4500 名 15 ～ 24 岁的青春期少女

和年轻女性感染 HIV。2019 年，除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以外，男性占新增成人HIV感染者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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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从加勒比海地区的 57% 到西欧、中欧和北美

的 79%。新增成人感染者中，男同性恋和男男性行

为者占 23%，注射毒品者占 10%[1，6]
。

1.5　“三个 90%”防治目标的进展　截至 2018 年

底，全球 HIV 感染者中 79% 已经确诊，确诊者中

62%正在接受治疗，53%治疗者得到病毒学抑制
[2]
。

截至 2019 年底，全球接受抗 AIDS 治疗例数为

2540.0 万例，覆盖率为 67.0%，但仍有 1260.0 万例

无法获得抗 AIDS 治疗
[1]
。由于各国内部和各国之

间抗 AIDS 进展不均，原定 2020 年实现的全球抗

AIDS“三个 90%”防治目标将无法实现。

　　“三个 90%”防治目标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于 2014 年提出的战略性目标，即：到 2020 年，

90% 的 HIV 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90% 的

AIDS 确诊者获得持续的抗病毒治疗，90% 的抗病

毒治疗者体内病毒得到抑制 [7-8]
。如能实现此目标，

理论上在 2020 年将有 72.9% 的 HIV 感染者病毒会

得到抑制。2019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又在“三

个 90%”防治目标基础上提出第四个 90% 的目标，

即：90% 的 HIV/AIDS 患者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9]
。

第四个 90% 的目标与原有“三个 90%”防治目标

结合，力求大幅减少新增 HIV 感染者和 AIDS 相关

的死亡患者。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影响并可能进一步破坏 AIDS 防治工作。在某

些地区，本用于治疗 AIDS 的资金、药品、设备和

医护人员被调配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致使一些

AIDS 患者抗病毒治疗中断。WHO 预测，未来一

年（2020—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额外增

加 50 万例 AIDS 死亡病例，使该地区的 AIDS 死亡

率重回 2008 年的水平。全球抗 HIV/AIDS 进展可能

会进一步推迟 10 年或更长时间 [1，6]
。

2　我国 AIDS 疫情概况

2.1　总体数据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国（不

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

区，下同）报告的现存 HIV/AIDS 患者 104.5 万例，

当年新增 HIV 感染者 11.2 万例
[10-11]

。而 2019 年

底全国报告现存活 HIV/AIDS 患者 962 809 例，当

年新增 HIV/AIDS 患者 151 250 例，累计报告死亡

316 477 例。我国 AIDS 防控和治疗经历数十年的

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 HIV/AIDS 流行趋势

呈下降和低流行态势
[10-12]

。

2.2　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由流行早期的以静脉

注射吸毒传播为主演变到现在的以性传播为主。

2019 年报告新增的 151 250 例 HIV 感染者中，性

传播占 97.1%，其中异性性传播占 73.8%，同性性

传播占 23.3%。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 AIDS 性传播

的主要原因，HIV 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

括没有保护的男男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

偿性行为等 [10，13]
。

2.3　年龄分布特点　近年来新增 HIV 感染者年龄

呈“两头翘”的趋势，即青年学生和老年人群体

感染例数增加。2010—2019 年期间，全国共报告

了141 557例15～24岁年龄段的AIDS病例。其中，

2010 年和 2019 年 15 ～ 24 岁人群 AIDS 确诊病例

数分别为 9373 例和 15 790 例，年均增长 6.0%。新

确诊 AIDS 病例中，80.3% 为男性。2019 年报告病例

男女性别比达 33∶1，诊断时平均年龄为 19.9 岁。

青年学生比例从 2010 年的 8.5% 增加到 2019 年的

21.7%[14-15]
。老年感染者的上升幅度远远超过了老

年人口的上升幅度。老年人群，特别是 60 岁以上

退休男性报告的病例数，从 2010 年的 4751 例上升

到 2019 年的 28 763 例，增加了 500.0%，年龄构

成比从 7.4% 上升到 19.0%。老年人群中，60.0%
通过商业性性行为感染，30.0% 通过非商业性性行

为感染 [13，16-17]
。

2.4　AIDS 防治“三个 90%”目标实施情况 　我国

在与 AIDS 斗争的 35 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关于 AIDS 防治“三个 90%”数据

表 1　2019 年全球各地区 HIV/AIDS 疫情数据（例）[1]

Table 1　Regional and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data in 2019(cases) [1]

　　注：表引自 UNAIDS DATA 2020；括号中数据为估计值范围

              地区 成人和儿童存活例数 成人和儿童新感染例数 成人和儿童死亡例数
  东部和南部非洲     2070.0 万 (1840.0 万～ 2300.0 万 )   73.0 万 (58.0 万～ 94.0 万 )     30.0 万 (23.0 万～ 39.0 万 )
  西部和中部非洲   490.0 万 (390.0 万～ 620.0 万 )   24.0 万 (15.0 万～ 39.0 万 )   14.0 万 (1.0 万～ 21.0 万 )
  中东和北非              24.0 万 (17.0 万～ 40.0 万 )            2.0 万 (1.1 万～ 3.8 万 )          8000.0 (4900.0 ～ 1.4 万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580.0 万 (430.0 万～ 720.0 万 )   30.0 万 (21.0 万～ 39.0 万 )   16.0 万 (9.4 万～ 24.0 万 )
  拉丁美洲   210.0 万 (140.0 万～ 280.0 万 )          12.0 万 (7.3 万～ 18.0 万 )   3.7 万 (2.3 万～ 5.6 万 )
  加勒比海地区              33.0 万 (27.0 万～ 40.0 万 )            1.3 万 (8700.0 ～ 1.9 万 )          6900.0 (4900.0 ～ 1.0 万 )
  东欧和中亚   170.0 万 (140.0 万～ 190.0 万 )   17.0 万 (14.0 万～ 19.0 万 )   3.5 万 (2.6 万～ 4.5 万 )
  西欧、中欧和北美   220.0 万 (170.0 万～ 260.0 万 )            6.5 万 (4.9 万～ 8.7 万 )     1.2 万 (8700.0 ～ 1.9 万 )
  全球合计     3800.0 万 (3160.0 万～ 4450.0 万 )     170.0 万 (120.0 万～ 220.0 万 )     69.0 万 (50.0 万～ 97.0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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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为：75.7%，89.7%，95.3%（2015 年这三项目

标的数据分别是 68.0% 、67.0%、91.0%）
[8，13，18]

。

AIDS 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全国 AIDS 持续控制在

低流行水平，2019 年底全人群感染率为 0.09%，经

输血传播基本阻断，已基本达到零报告水平；经吸

毒传播基本控制，每年报告例数持续减少；AIDS
的母婴传播率逐年降低；抗病毒覆盖率和成功率，

已经达到或接近 90% 的目标水平 [11，18-19]
。有些重

灾区比如云南省已经实现“三个 90%”目标，截

至 2020 年 11 月底，云南省 HIV/AIDS 发现率达

90.1%、治疗率达 90.5%、治疗有效率达 96.3%，“三

个 90%”目标按期实现，已从 AIDS 流行重灾区变

为 AIDS 防控的示范区
[20]
。

2.5　我国巩固和实现“三个 90%”目标所面

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防治效果已经接近“三个

90%”目标，但是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是仍然有

约 30% 的 HIV 感染者尚未诊断；二是切断 AIDS
经性途径传播缺乏有效方法，我国 AIDS 经性途径

传播难以在未来的数年内得到有效控制；三是抗病

毒治疗面临长期治疗患者老年化带来的心、脑、肺、

肝、肾等重要脏器合并症处理问题，以及抗病毒治

疗药品种类少，尤其是复合药品缺乏问题；四是防

治队伍的数量和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已发生改变的社

会环境和防治工作要求 [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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