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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推动防艾工作

1989年初，云南省成立了

相关机构开展艾滋病防控和治

疗工作，正在乡村防疫站实习

的贾曼红被紧急调回新成立的

艾滋病防治中心，开始了与

“艾魔”的斗争，一干就是30年。

当时，云南艾滋病防控

工作一片空白，贾曼红和同事

们凭着仅有的几本跟艾滋病

有关的外文医疗译本，一点一滴探

索和学习艾滋病相关防控和治疗技

术。为彻底摸清全省艾滋病疫情和

感染人员底数，省委、省政府直接

部署进行了疫情大筛查。每天数百

份来自全省各地的血样被送到了贾

曼红手上，检测、出报告、复检、

确诊、制订感染者治疗干预计划

等，让贾曼红忙得不可开交。

由于缺乏足够的卫生防疫条

件和保护技术，有一天，贾曼红给

自己抽取了血样做检测，检测结果

呈阳性，这意味着她感染了艾滋病

毒，这可把她和同事们吓坏了。过

了一段时间，同事又给她进行了复

检，结果抗体还是呈阳性。贾曼红

按照要求停止了一段时间工作，再

一次对自己血样进行复检，结果发

现呈阳性的抗体消失了。

大家这才知道，贾曼红并不是

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是由于长期做

实验和检测接触了感染血样，加之

当时防疫操作不规范，皮肤无意间

沾染了，才导致自身出现了抗体的

“应激性反应”。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

地，而这次的小意外也直接促进了

云南防艾检测的规范化进程。”贾

曼红说，这让云南防艾工作中首次

出现了抗体“应激性反应”专有名

词，让人们知道了抗体呈阳性并不

代表一定感染了艾滋病毒。

奔走呼吁让防艾受重视

贾曼红说，20世纪90年代人们

普遍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多，她每天

下班回家，妈妈都会在一旁监督着

她用肥皂和消毒水反复洗手，家里

的东西不准她碰，吃饭还给她单独

备了一套餐具，身边的朋友有意无意

地躲着她。贾曼红决定靠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滴去改变大家对防艾工作的

认识。

云南省是最早在国内开展艾滋

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省份，这离不开

贾曼红和同事的努力。她参与

起草了全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

省级规章《云南省艾滋病防治

办法》，为《云南省艾滋病防

治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提供了

技术咨询意见。在她的努力奔

走下，防艾工作越来越受到各

方重视：《云南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出台、专项经费倾斜、

每年“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开

启……有了政策支持，贾曼红

又带领同事们先后组织制定了艾滋

病监测、检测、行为干预、感染者

管理、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体系38个，并先后主持培训了1万

多名专业防控技术人员。

多年来，贾曼红先后承担了20

多项防艾领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她还走遍全省的村村寨寨，在全省

91.5%的县（市、区）指导和主导

建设了艾滋病监测哨点，使云南省

内感染者发现率接近80%。

为让更多患者不再“恐艾”、

社会不再歧视艾滋病患者，贾曼红

还积极走出实验室，去到患者中

间。在她的主导带领下，云南省在

全国首创了以感染者为核心的“艾

滋病患者随访关怀机制”，并通过

省政府发文在全省推行。不久，贾

曼红又主导制定了艾滋病感染者积

极自我管理手册、抗病毒治疗转介

咨询指南等，进一步提高对艾滋病

感染者关怀服务的质量。

本刊记者 肖 宇 

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云南省政协
委员……多种头衔的光环背后，是她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防治艾滋病的
重任。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助理贾曼红198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云
南省防疫总站工作，次年便进入云南防艾一线战场，将30年无悔的青春投
身到云南防治艾滋病工作中。

贾曼红在实验室查看血样

倾注防艾事业三十载

贾 曼 红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