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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云南艾滋病-流行 

 1987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外国旅游者） 

 1989年在边境地区静脉吸毒人群中首次发现HIV流行（146例） 

 1989年-2018年12月累计报告：  

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06,008 

累计死亡                            38,404 

累计报告外籍感染者/病人             12,340 

估计存活HIV/AIDS人数                   134,900 

 



一、前言 

建立云南省防艾组织机构 
成立了省、州（市）、县各级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主导、部

门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成立省防治艾滋病局，负责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日
常管理工作。 
 

四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 

第一轮 ：2005-2007 

第二轮 ：2008-2010 

第三轮 ：2011-2015 

第四轮 ：2016-2020 

 



一、前言 

建立多部门协作的防治体系 

 

文化、教育、民政、

公安、司法、交通、

卫生、人力资源等。

CDC、医疗机构、

社会组织、公安、

司法。

CDC、医疗机构、社会

组织、公安、司法。

医疗机构（综合医疗、

中医医疗、妇幼保健

院、司法、公安）

防治体系

发现HIV/AIDS

治 疗

宣传 教育

管理传染源



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局

省CDC

州(市)CDC

县(市)CDC

省艾关爱中心

州(市)医院

县(市)医院

乡(镇)卫生院

省妇保院

州(市)妇保院

县(市)妇保院

其它措施

1.美沙酮

和针具

2.艾滋病

健康教育

3.健康体

检

预防
母婴传播

检测监测
行为干预

抗病毒
治疗

项目

支持

社会

组织

境外人员

中医药治疗

省中研院

州(市)医院

县(市)医院

乡(镇)卫生院

一、前言 

防治体系 



云南省试点项目2010-2019年中西医结合治疗逐年增加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中西医协同协作防治艾滋病领导小组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临床、科研、人才培养

全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医疗机构 全省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医疗机构

中西医协同协作防治艾滋病工作组

中西医协同协作防治艾滋病工作组组长单位

二、主要措施 

政府主导、搭建平台 

政策保障  

•  建立组织机构 

• 建立工作机制 

• 健全工作制度 

经费保障 

• 中央经费 

• 省、州市经费 

 

 



二、主要措施 

凝聚力量、同心协作。 

成立艾滋病中西医协同门诊，提供治疗一站式服务。 

组建联合病区，中西医多学科专家联合查房、会诊。 

病人管理协同工作、学术交流。 

整合资源、联合攻关。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药物研究

 



二、主要措施 

突出中医优势特色，加强辨证施治。 

坚持“固定方药和辨证施治相结合”原则，结合各单位情况开展中医药、

中西医结合艾滋病并发症、毒副反应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加强队伍建设。 

下达州（市）、县（市、区）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享受卫生防疫津贴。 

举办中学西、西学中骨干培训班。 

组织学术论坛，参加国家、省级学术活动和交流。 

 

 

 



二、主要措施 

加强治疗质量管理 

每年现场督导至少覆盖30个治疗机构；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下发规范治疗管理、门诊工作流程、辨证施治随访管理、考核督导评估等多

个管理工具。 

医防合作 

实现陪同转介：保证病人的咨询、转介、转诊、入组治疗及综合管理等无缝

对接。 

省、州市级层面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 

 

 

 



三、主要成效 

治疗网络不断完善和扩展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 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 iti/

2005 2008 20112009 2017

5州市

6治点

1000例

12州市

42治疗点

5000例

9州市

13治疗点

1800例

11州市

30治疗点

3500例

6州市

10治疗点

1000例

11州市

33治疗点

4000例

2019

2012

16州市

56治疗点

7000例

2010

12州市

44治疗点

5000例

2018

12州市

48治疗点

6000例



三、主要成效 

医疗服务能力和救治水平明显提高 
 

 

 CD4、病载检测能力提高。能提供CD4检测医疗机构10个，病毒载量检
测6个。 
 

 

 建立中西医协同协作门诊22个，联合病区3个：与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个旧市传染病院联合建立。 

 

 

 

 



三、主要成效 

转出率、死亡率下降 

 



三、主要成效 

总结经验、勇于探索。 
 

在现有2个固定制剂基础上，已形成6个临床疗效较好的自拟处方。 

 

组织省级临床专家撰写中医药、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开展老年患者，HAART后毒副反应胃肠道反应较重者、肝损伤、脂代谢
异常、免疫功能不全、耐药等方面的临床和科研探索。已获立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1项，省科技厅立项3项。厅级课题4项。 

 

 

 



三、主要成效 

省级中医药临床重点学科建设。 
 

建立一支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团队：“团队带头人+学术核心成员 

+临床骨干”的人才梯队。 
 

助力云南迈近“三个90%”目标 
减少抗病毒脱失率 

提高治疗有效率 

 



四、存在在的困难和挑战 

  工作进展不平衡 中医医院能力建设有待提高。 

人员队伍建设亟需加强 

临床治疗水平有待提高。 

科研工作能力较弱。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工作的宣传还需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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