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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像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来控制可以致命的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2003年中国政府官方估计的艾滋病例数据是84万，去年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描述了中国严峻的现状：
“在中国每天有将近200人感染艾滋病。
”　　清华大学站在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前沿。
2007年建立了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著名的“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教授担任该中心主任。
　　2007年11月27日，在中心的成立仪式上，何教授说该中心将致力于研究艾滋病疫苗。
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由清华大学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共同创立。
　　在中心成立后不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出版《走出媒体污名
——中国艾滋病新闻作品选》这本书。
此书旨在提醒社会各阶层抗击艾滋病和救助病毒受害者需要大家的合作，减轻受害者家庭的负担更须
大家共同的努力。
书中收录了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各种报道，并有医学专家、新闻学教授、报社编辑和高级官员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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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获得了清华一拜耳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的支持。
该研究是由清华大学与拜耳（中国）合作建立的一家全球健康传播研究机构。
研究室致力于推进中国媒体对艾滋病等涉及公共健康的报道，倡导社会关爱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培训公共健康报道的记者，为中国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事业作出贡献。
　　本书首次系统搜索并整理了中国国内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
编者从981年至2008年国内主要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经过专家组评审，挑选出有代表性的报道。
书中新闻作品精彩纷呈，专家点评画龙点睛，无论是对于新闻工作者还是新闻宾学生都具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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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东省卫生厅11月28日公布，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省历年累计报告HIV感染者11925例，居全
国第五位，其中今年1至10月，新报告感染者达4448例。
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上，静脉吸毒仍居首位，但经性接触和母婴途径传播增长趋势明显，提示艾滋病正
从吸毒等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昨日《羊城晚报》）　　艾滋病的威胁如此之近，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呢？
在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诸多干预行动中，由wHO资助的针具交换（注射毒品者拿用过的脏注射器来换一
个已经消毒或新的注射器）、美沙酮维持（在监控下为吸毒者提供替代品）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
套（在歌舞厅、宾馆等地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项目，已经在多个省份由卫生部门负责开展，但同时引
发了强烈的争议——这是不是纵容吸毒和承认卖淫合法？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开展禁毒宣传、打击卖淫嫖娼、进行道德重建，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措施，而卫生部门开展的工作
，则是降低危害的举措。
这是两项相辅相成的工作，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就像两军交战和战场救护一样，一个是残杀生命，
一个是挽救生命，却在同一时间进行。
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想通过一刀切的办法完全杜绝丑恶行为是不可能的。
既然事情的发生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尽量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限制出售注射器并不能限制吸毒，只能逼着吸毒者共用针筒或反复使用。
针具交换、美沙酮维持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等措施，在西方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广为应用，不仅控制
了注射毒品人群的艾滋病流行，还把艾滋病知识和预防活动延伸到了“性工作者”和社区一般人群。
　　性观念的开放，使人们之间的性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有谁随身携带自己的体检报告，又有谁在发
生性行为之前要求对方出具艾滋检测结果？
作为个体，只要你有性行为，就有可能被人群中传人的艾滋病毒感染！
　　联合国艾滋病问题中国工作组在2003年6月27日发布的报告《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中
指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恰如驶向冰山的巨轮，若不及时改弦更张
，则悲剧不可避免。
截至今年9月份，中国内地累计报告HIv感染者135630例，累计死亡7773例，发病死亡高峰已出现，若
不控制，2010年感染人数将超1000万。
面对汹涌而来的艾滋威胁，我们必须抛开一切冠冕堂皇的面子与道德的争论，以务实的态度去积极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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