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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多部门联合管理的干预效果观察

刘小花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分析在进行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开展过程中按照多部门联合管理干预开展对应

管理工作的效果。方法 在 2021 年 1月开始在进行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管理工作中构建一套具有一定

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卫生行政部门、政府部门、公安部门、妇幼保健机构、基层医院、乡村医疗点等多部

门联合育龄期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的管理模式开展对应管理工作，分析实施前后各 1年时间内的管理效果。

结果 结合统计可以发现，在实施前 1 年时间内我区管理的 34 例育龄女性艾滋病，实施后 1 年时间内我区

管理的 43例育龄女性艾滋病，在多部门联合管理的作用下，可以显著提升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的效果，

提升孕妇对该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降低婴儿死亡率并提升孩子用药率，与实施前对比，P<0.05。结论 在

进行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按照多部门联合管理开展对应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提升该

方面管理工作的质量，对于保障孕妇以及婴幼儿健康等均存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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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ulti department joint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AIDS maternal and infant interdiction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Methods: In January 2021, a
set of scientific and operable management model of HIV/AIDS maternal and infant interdiction fo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composed of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grass-roots hospitals, rural medical
points and other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work, and the management effect within 1
year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bined with statistics, it can be found that 34
cases of AIDS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managed by our district in the first year of implementation and
43 cases of AIDS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managed by our district in the second year of implemen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maternal and infant interruption of AIDS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under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gnant women in this area,
reduce infant mortality and increase the drug use rate of children.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implementation,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anagement of maternal and infant interruption of AIDS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in this area,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and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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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为全球关注的传染类疾病，当前尚无根

治对策，无法促使患者在短时间内治愈。且结合近

几年的实际统计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

艾滋病患者的数量正以较快的速度在增加。母婴传

播属于最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对于婴幼儿以及孕妇

健康，患者家庭等均存在有较大的影响[1-2]。为保障

母婴健康，更需要对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管理

工作加以重视。从常规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可以发

现，在常规干预的过程中，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

断的综合效果依旧存在有待提升之处。部分艾滋病孕

妇对于该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欠佳[3-4]。为全面提升

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按照多

部门联合管理的方式开展对应干预工作逐步被重视。

本次研究就侧重对多部门联合管理干预模式在育龄

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过程中的效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年 1月开始在进行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

阻断管理工作中按照多部门联合管理开展对应管理

工作，分析实施前后各 1年时间内的管理效果。本

次参与多部门联合管理人员包括卫生行政部门、政

府部门、公安部门、妇幼保健机构、基层医院、乡

村医疗点等多个医疗部门。

1.2 方法

在进行多部门联合管理前，我区育龄女性艾滋

病母婴阻断干预工作都按照常规形式进行开展，指

导患者定期到定点医院接受各方面检查，并做好对

应的健康管理工作等。在 2021年 1月开始将多部门

联合管理进行运用：（1）开展规范化管理。为促使

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可以更为高效的开

展，需要对各级医疗单位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

进行提升。指派专人定期参与省级业务培训，并逐

层开展对辖区对应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并到社区开

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专题讲座，形成系统性的管

理干预体系。建立专属管理登记平台，要求各级干

预点如实填写与记录日常管理干预工作的开展情

况。（2）注重健康宣传活动。在日常干预过程中，

需要充分注重健康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定期在社区

开展关于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的主题宣贯会，

并结合“520”主题日在区民政婚姻登记门口进行了

科普宣传，指导目标群体主动到区妇幼保健院开展

对应的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有管理患者，则需要立

即开展针对性母婴阻断工作。（3）多部门协作，提

升管理效率。在区妇幼保健院为主导，引导全区管

辖范围内的各级医疗单位进行协作，尽早对育龄女

性进行对应检查工作，且在进行孕检或者产检的过

程中，均需要开展艾滋病的筛查工作，一旦出现疑

似患者，则需要将对应血清样本以及孕妇各方面信

息资料进行上传，以便开展进一步检查工作。报告

区妇幼保健院开展对应的阻断服务工作。针对个案

组建专班，多部门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工作。（4）妊

娠期干预。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患者展开

计划生育服务，并指导患者尽快开展对应手术治疗。

并在术后为患者提供流产后关爱（PAC）活动，并

将患者的各方面信息纳入到疾控中心综合管理体系

中。在妊娠期间，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耐心为患

者讲解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的具体方法以及当前临

床的实施情况等，同时需要提前为患者讲解有关的

分娩方式等。每月将各医疗机构“逢妇必问”信息、

新婚妇女信息导出并分发至各基层医疗单位，要求

各基层医疗机构妇保人员将孕情信息录入台账或及

时更新育龄妇女数据库，做好对应干预工作，实现

对母婴传播阻断的有效干预。积极开展质控和片区

指导同时及时对该方面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复盘，

总结与分析在管理干预过程中是否存在有不完善或

者待改进之处，促使该方面工作可以更加高效且科

学的开展，保障母婴健康。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实施多部门联合管理前后各

1 年时间内，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干预工作的

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包括孕妇对该方面知识的了解

程度，婴儿死亡率并提升孩子用药率、母婴阻断情

况。患者对于母婴阻断知识的掌握情况需按照百分

制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数据都按照 SPSS20.0进行处理，

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通过卡方检验，

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合统计可以发现，在实施前 1 年时间内我市

共管理 34例育龄女性艾滋病，实施后 1年时间内我

市共管理 43例，在多部门联合管理的作用下，可以

显著提升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的效果，提升孕

妇对该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降低婴儿死亡率并提

升孩子用药率，与实施前对比，P<0.05，详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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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指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病症知识掌握情况 婴儿死亡率 准确用药率 母婴阻断

实施前 34 78.96±2.74 4（11.76） 29（85.29） 27（79.41）

实施后 43 93.01±1.41 0（0.00） 43（100.00） 43（100.00）

t/χ2 - 15.414 9.857 12.414 16.001

P - 0.001 0.012 0.001 0.001

3 讨论

艾滋病属于世界性难度，存在有较大的攻克难

度，尚无根治措施。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有

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母婴传播主要是

指女性在妊娠期间或者分娩期间、母乳喂养等过程

中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婴幼儿或者胎儿[5-6]。结合临床

近几年的实际统计可以发现，母婴传播为导致儿童

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且该部分患儿的数量存在

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对患儿健康所造成的威胁较大。

为有效保证该部分患儿的安全，更需要采取有效的

措施针对母婴传播进行阻断。

从当前临床的实施情况可以发现，育龄女性艾

滋病母婴阻断的方式主要包括早期 HIV检查以及合

理借助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进行治疗等。虽然临床以

及以及社会对于育龄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较为

重视，但从以往实施情况可以发现，该方面管理干

预工作依旧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7-8]。按照多部门联

合管理的方式开展对应的管理工作则可以更为全面

且科学的开展母婴阻断工作。按照基层医疗点、妇

幼保健院以及市级医疗单位全面开展育龄女性艾滋

病母婴阻断工作，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一步

提升该方面工作效率[9-10]。

且在后续干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的

力度，促使目标人群对于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预防知

识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促使对应患者可以尽早得

到管理，并及采取抗 HIV药物进行治疗，可以对母

婴传播进行有效的阻断。且需要将艾滋病母婴阻断

服务贯穿到患者整个妊娠过程中。同时需要持续强

化各级医疗部门对于母婴阻断专业知识的认知，促

使该部分目标群体可以做到尽早咨询、尽早诊断。

达到对母婴传播阻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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