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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乌市流劢人群特征 



义乌历史悠久，建县亍公元前222年，1988

年撤县建市。义乌名人辈出，先后涌现“初

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宋代名将宗泽、金元

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及现代教育家陈望道、

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历史学家吴晗等历史名

人。全国首个县级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

试验区 ,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 

义乌位亍浙江中部，行政区域面积1105平方

公里，建成区面积103.40平方公里。现辖8个

街道办事处、6个建制镇。全市常住人口

129.54万人。全年入境人员88.9万人次，有

1.3万余名外籍人员长住义乌。全国56个民族

中有51个民族的人在义乌经商。 

义乌市概况 

基本情况 



（一）义乌市流动人群概况 

• 截止2018年底，根据义乌市流动人口管理
局统计，我市流动人群在册数1432043人。

其中江东、稠江、北苑人数较多。不包括
外籍人员。 

• 全年入境外籍人员88.9万人次，有1.3万余
名外籍人员长住义乌。  

 



镇街 人数 占比（%） 

江东街道 192318 13.43 

稠江街道 186163 13.00 

北苑街道 171961 12.01 

福田街道 144420 10.08 

苏溪镇 121907 8.51 

稠城街道 109521 7.65 

廿三里街道 106334 7.43 

佛堂镇 90732 6.34 

后宅街道 83188 5.81 

城西街道 68565 4.79 

上溪镇 52264 3.65 

义亭镇 45044 3.15 

大陈镇 44503 3.11 

赤岸镇 14976 1.05 

商城（挂靠） 147 0.01 

合计 1432043 100.00 

 义乌市市各镇街流动人群分布情况表 



义乌市流动人群年龄别构成图 义乌市流动人群性别构成图 



就业行业 人数 比例（%） 

生产制造加工 498729 34.83  

其它商业服务 87030 6.08  

餐饮服务 32996 2.30  

工程施工 31094 2.17  

运输服务 19361 1.35  

休闲娱乐服务 15804 1.10  

维修服务 5869 0.41  

农林牧渔生产 1281 0.09  

装饰装修 4860 0.34  

家政服务 1766 0.12  

保安物管 2183 0.15  

废旧物品收购 2909 0.20  

其他职业 714652 49.90  

失业 13509 0.94  

合计 1432043 100.00  

                                            流动人群职业分布表  
 



义乌市流动人群学历构成图 



省份 人数 比例（%） 

江西省 286492 20.01 

河南省 197221 13.77 

浙江省其他市 187791 13.11 

贵州省 173107 12.09 

安徽省 154763 10.81 

湖南省 93352 6.52 

湖北省 59323 4.14 

云南省 53104 3.71 

四川省 44933 3.14 

福建省 25419 1.78 

重庆市 21318 1.49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025 1.33 

江苏省 18787 1.31 

广东省 15847 1.11 

陕西省 15658 1.09 

其他省 65903 4.6 

合计 1432043 100 

 全国前15名省份流入我市流动人群数量表 



义乌市流动人群特征 

• 1、数量众多，超过了常住人口。 

• 2、学历偏低，以大专以下文化为主。 

• 3、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29:1，以
中青年为主。 

• 4、主要从事生产制造加工行业。 



二、义乌市流劢人群艾滋病流行特征 



2009-2018年义乌市HIV/AIDS与流动人群报告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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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8年义乌市报告病例中流动人群艾滋病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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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报告流动人口
中户籍为外省的按各省分布

情况 

户籍 
报告病例

数 
构成比
（%） 

江西 233 21.8  
贵州 170 15.9  
安徽 104 9.7 
河南 97 9.1  
云南 83 7.8  
湖南 77 7.2  
四川 67 6.3  
湖北 44 4.1  
其他 196 18.1 
合计 1071 100.00  



             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报告病例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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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外籍及港澳台艾滋病感染者报告病例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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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职业分布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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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婚姻状态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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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按文化分布构成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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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民族构成表 
民族 总计 构成比（%） 

汉族 1127 85.8  

苗族 39 3.0  

布依族 28 2.1  

彝族 28 2.1  

维吾尔族 15 1.1  

壮族 11 0.8  

土家族 10 0.8  

回族 8 0.6  

侗族 5 0.4  

哈尼族 5 0.4  

白族 3 0.2  

傣族 2 0.2  

景颇族 2 0.2  

傈僳族 2 0.2  

满族 2 0.2  

水族 2 0.2  

佤族 2 0.2  

藏族 1 0.1  

朝鲜族 1 0.1  

珞巴族 1 0.1  

瑶族 1 0.1  

其他 18 1.4  
总计 1313 100.0  



2009-2018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传播途径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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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年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病例样本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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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源261例，
其中236例来自从
业人员体检。 



感
染
时
间
和
地
点
判
断
流
程 

感染时间 感染地点 



 2015-2018年流行病学调查病例根据感染时间与地点按传播途径分布情况 

传播途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本地且新感染病例数/可判断感染时间与地点病例数/本地且新感染比例（%）)   

商业异性性行为 2/11/18.18 7/38/18.42 8/37/21.62 10/28/35.71 

非商业异性临时性
行为 

5/13/38.46 2/12/16.67 3/6/50 9/16/56.25 

异性配偶/异性固
定性伴 

1/18/5.56 3/17/17.65 4/18/22.22 8/21/38.1 

商业男男同性性行
为 

0/0/- 0/2/0 0/1/0 1/1/100 

非商业临时性伴男
男性行为 

29/66/43.94 28/66/42.42 27/58/46.55 31/57/54.39 

固定性伴男男性行
为 

1/4/25 3/13/23.08 6/15/40 5/8/62.5 

合计 38/112/33.93 43/148/29.05 48/135/35.56 64/131/48.85 



 2015-2018年流行病学调查流动人群病例根据感染时间按传播途径分布情况 

传播途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最近一年新感染病例数/可判断感染时间病例数/新感染比例（%）) 

商业异性性行为 4/13/30.77 9/27/33.33 7/28/25 6/24/25 

非商业异性临时性行为 6/14/42.86 3/14/21.43 2/4/50 13/17/76.47 

异性配偶/异性固定性伴 2/17/11.76 2/16/12.5 3/15/20 8/17/47.06 

商业男男同性性行为 0/0/- 0/2/0 0/0/- 1/1/100 

非商业临时性伴男男性
行为 

27/60/45 29/55/52.73 39/62/62.90 37/56/66.07 

固定性伴男男性行为 2/6/33.33 3/11/27.27 9/15/60 7/8/87.5 

合计 41/110/37.27 46/125/36.8 60/124/48.39 72/123/58.54 



  
 2015-2018年流行病学调查流动人群病例根据感染地点按传播途径分布情况 

传播途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本地感染病例数/可判断感染地点病例数/本地感染比例（%）) 

商业异性性行为 2/7/28.57 12/22/54.55 11/24/45.83 15/26/57.69 

非商业异性临时性行
为 

9/10/90 8/11/72.73 2/3/66.67 8/19/42.11 

异性配偶/异性固定
性伴 

8/14/57.14 10/14/71.43 3/13/23.08 10/19/52.63 

商业男男同性性行为 0/0/- 1/2/50 0/0/- 1/1/100 

非商业临时性伴男男
性行为 

38/51/74.51 36/53/67.92 32/53/60.38 38/59/64.41 

固定性伴男男性行为 1/4/25 8/10/80 9/15/60 5/8/62.5 

合计 58/86/67.44 75/112/66.96 57/108/52.78 77/132/58.33 



 2015-2018年流行病学调查流动人群病例根据感染时间与地点按传播途径分布情况 

传播途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本地且新感染病例数/可判断感染时间与地点病例数/本地且新感染比例（%）) 
  

商业异性性行为 2/7/28.57 5/21/23.81 6/23/26.09 4/17/23.53 

非商业异性临时性行为 5/10/50 2/11/18.18 2/3/66.67 7/14/50 

异性配偶/异性固定性伴 1/14/7.14 2/12/16.67 2/12/16.67 6/16/37.5 

商业男男同性性行为 0/0/- 0/2/0 0/0/- 1/1/100 

非商业临时性伴男男性
行为 

22/50/44 20/51/39.22 25/50/50 24/48/50 

固定性伴男男性行为 1/4/25 2/9/22.22 5/14/35.71 5/8/62.5 

合计 31/85/36.47 31/106/29.25 40/102/39.22 47/104/45.19 



义乌市流动人群艾滋病流行特征 

• 1、人数众多，报告人数超过本地。 

• 2、存在外地感染本地报告和流入后本地感
染共存。 

• 3、外籍艾滋病感染者虽有输入发现，但是
占比较少。 

• 4、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同性异性共存
。 

 



三、主要做法 



（一）多措幵举，强化多部门合作 

三、主要做法 

举办民警预防艾滋病职业暴露

培训；羁押人员纳入HIV检测

范围； 

重点查处和干预卖淫场所； 

重点打击卖淫场所。 

公安部门 

教育部

门 

镇街 

建设部门 

        市政府成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领导小

组，签订示范区工作责任书,将艾滋病防治工

作纳入到公共卫生工作考核。财政丌断加大

防治经费投入，2015年-2018年分别投入

320万元、355万元、375万元、400万元，

确保示范区各项工作切实有效开展。  

举办教育系统艾滋病宣传师资培

训； 

初高中师生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有序开展学生艾滋病宣传干预（印

发宣传资料，赠阅防艾书籍）。 

举办镇街领导干部、村两委成员及党

员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社区/农村老年协会，老年人活劢中

心等重点场所进行防艾巡展和宣传。 

举办全市建筑行业负责人培训； 

工地流劢人群防艾宣传不检测。  

其他部门 

妇联：举办农村妇女艾滋病宣传

骨干培训，推进农村地区艾滋病

宣传。 

娱乐行业协会：举办公共娱乐场

所业主和洗浴行业业主培训。  

  



（二）深入流调，科学研判疫情 

三、主要做法 

        2015年率先深入开展艾滋病病例流行病调查，初步建立全省首个艾
滋病感染地和感染时间初步评判模型。通过对疫情数据的深入和科学研
判，寻找影响我市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和人群，进一步实施精准
防控。 



三、主要做法 

       市中心医院设立艾滋病定点门诊，

实施发现卲治疗策略。疾控中心、定点

医院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一站式”服

务。患者初筛阳性，由筛查单位核实、

收集身份信息，抽取第二份血液样本送

市疾控中心确证。确证后直接转介至定

点医院，完成CD4、治疗前核酸、耐药

和其他常规检测，幵及时纳入治疗，缩

短了获得治疗的时间。 

（三）提供“一站式”服务    规范抗病毒治疗 



P P T模板下载：www.1 p p t.co m/mo ban /     行业PP T模板：
www.1 p p t.co m/h an gye /  
节日P P T模板：www.1 p p t.co m/j ie ri/           P PT素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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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T背景图片：www.1 p p t.co m/be i jing/      PP T图表下载：

www.1 p p t.co m/tu b iao /       
优秀P P T下载：www.1 p p t.co m/xiazai/        PP T教程： 
www.1 p p t.co m/p owe rpo int/       

Wo rd教程： www.1 pp t.com/wo rd/              Exce l教程：
www.1 p p t.co m/e xce l/   

资料下载：www.1 p p t.co m/zi liao /                P PT课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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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下载：www.1 p p t.co m/fan we 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 p p t.co m/jiao an /         
字体下载：www.1 p p t.co m/zi ti/ 
  

 
（四）探索病例分类管理，加强传染源控制 

 

实施感染者/病人

传播风险评估和
分类管理。通过
快速评估，精准
定位高传播风险
病例，对高传播
风险病例强化针
对性干预，降低
艾滋病传播行
为，减少HIV二代
传播。 

风险评估和分类管理 



三、主要做法 

       截止目前，全市共有艾滋病初筛实验室13家，艾滋病快速检测

点9家，VCT咨询门诊19个。2018年累计HIV抗体检测548322人

次，检测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3.7%，检测量占我市常住人口

（129.54万）的42.33%。 

结合新农合参保人员体检和退休城镇

职体检工作，开展了60岁以上老年男

性HIV检测。 

扩大重点人群、自愿咨询、医疗机构

常规检测等各种人群和途径的检测。 

HIV抗体筛查纳入大学生新生入学及

毕业体检常规项目。 

性病就诊者HIV抗体筛查纳入免费检测

范围。 

（五）健全网络，扩大检测覆盖面 



三、主要做法 

防艾电影进社区放映

活劢,每年放映200场

次。 

每年投入3万元，每天

在城区运行的200余辆

公交车上滚劢播放。 

“健康素养讲座”纳

入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商学院培训平台。 

充分利用媒体、互联

网、电子宣传屏等公众

平台开展艾滋病防治知

识及政策宣传。 

（六）突出重点，提升流劢人群防艾意识 



三、主要做法 

针对男同人群，疾控部门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该

人群中的独特优势，合理引导，多年来一直培育

和支持当地男同社会组织在同志酒吧和浴室定期

开展MSM人群艾滋病宣传干预及劢员检测工作。 

与业机构加强不社会组织信息沟通，幵形成

MSM人群疫情通报制度。在MSM人群中探索

开展“知情交友”和“阳性配对”的创新工作，

以降低二代传播风险，截止目前阳性配对已达

16对。 

（六）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四、下步重点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多部门合作。通过政府多部门合作，加

大对不同人群针对性宣传力度，加强警示性教育，扩大宣
传教育的覆盖面。 

二、完善艾滋病防控策略。以三个“90%”为目

标，继续通过疫情分析研判，找准艾滋病防控关键
人群、关键环节。完善检测发现策略，加强重点人
群检测发现；加强抗病毒治疗工作，提高已发现病
例治疗比例。对感染者进行分类管理，加强高传播
风险病例干预。 

三、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控。以各类商贸
市场为抓手，扩大商贸流动人口防艾宣传，促进商
贸流动人员主动接受、参与艾滋病防控宣传。 
 
 



THANK YOU！ 

感谢聆听，敬请批评指
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