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群体，悲欢离合

的故事太多太多。”宋立平

从 2009 年开始负责艾滋病

患者的随访追踪以来，最让

她操心的就数艾滋病孕产妇

了，“因为这不仅仅是患者

一个人的事，还关乎无辜孩

子的未来。”

 两年前，宋立平开始负

责随访追踪一名叫黄晓（化

名）的“90 后”艾滋病感染者。

“女孩很年轻，自己都不知

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直到怀

孕去医院做产检才发现，也

是可怜。”

得知消息后，宋立平第

一时间就通过医院联系上

了黄晓，劝说她为了孩子考

虑，一定要接受母婴阻断治

疗—— 但 对方的反应出乎

她的意料。

“我没有得艾滋病，你

们这些人才是神经病。”电

话里，黄晓非常生气。后来，

宋立平了解到，黄晓在农村

长大，且文化程度较低，之

前一直在外打工，后来回家

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宋立平没有放弃，又反

复给黄晓打电话，但她要么

不接，要么就破口大骂。尽

管如此，宋立平还是向黄晓

反复解释，告诉她以现在的

医疗水平，只要她愿意配合，

还是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

但黄晓拒绝了，她对宋

立平说 ：“我的孩子运气才

没有那么差，我们根本就不

需要你们。”

挨骂，宋立平早已习以

为常。从开始负责艾滋病患

者的随访追踪工作开始，她

每隔三个月就要跟已经登记

在册的患者至少联系一次，

问问他们的近况，“大部分

人还是积极配合的，但也有

人不领情”。

宋立平仍旧想要打动黄

晓。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黄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宝

宝的几率高达 30%，但如果

黄晓愿意接受病毒阻断治

疗，生出健康宝宝的几率可

达 98% 以上—— 这在宋立

平看来，似乎是件根本就不

用考虑、应该马上去做的事。

但黄晓有她的苦衷。

“求求你们不要再来干

涉我的生活了，我真的不需

要你们的帮助，孩子的死活

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丈夫

要是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他

们家肯定会把我赶出去的，

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一次，黄晓没有再骂人，

而是变成了哀求。

并不是只有黄晓才有这

样的难言之隐。宋立平追踪

随访的艾滋病孕产妇不少，

作为女人，害怕流言蜚语，

害怕被家庭抛弃，害怕最后

一无所有，这样的恐惧让她

们宁愿独自吞咽下所有的苦

水，也不愿去接受治疗，更

遑论与家人分享自己的痛苦。

同情归同情，但为了孩

子，宋立平只能一次又一次

给黄晓打电话，告诉她要对

孩子负责。后来，黄晓的电

话就打不通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以

前也经常遇到。很多患者为

了逃避我们的随访就玩失

踪，换了手机号码。”没办法，

宋立平只好通过黄晓所在乡

镇的派出所找到她的家庭住

址，然后和乡镇医生一起上

门拜访，结果还是没找到黄

晓本人。

无奈，宋立平只能联系

黄晓的父亲。考虑到黄晓没

有告诉家人她的实际情况，

宋立平也只能撒了个谎，说

要通知黄晓在孩子出生后到

疾控中心打疫苗，这才要到

了黄晓的新号码。

出于隐私考虑，宋立平

每次上门去对这些艾滋病患

者做随访都得找各种借口，

一定不能对他们的家人说出

自己的真实目的，哪怕是

配偶或是父母也不能。

有时候去的次数太

多了，怕引起怀疑，

他们就只好委托

当 地 卫 生

所 的 工

作 人

员过

去 ，

用各种借

口去找患

者本人。

但 黄 晓

铁了心跟宋立

平“ 躲 猫 猫 ”，

数 次寻 访 无 果，

宋立平只好将黄

晓定性为“失访”，

“也不知道她的

孩子感染了没

有，希望她

真 的 那 么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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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丈夫发现，我就完了”

湖南孕产妇感染 HIV 人数逐年上升，不少人拒绝接受母婴阻断治疗

艾滋病孕妇何以要当“逃跑的妈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大伯，您好！我是疾控中
心的工作人员，想找您女儿黄
晓（化名），请问她现在的电
话是多少？”

“你们疾控中心找我女儿
有什么事？”

“哦，也没什么事，就是
想提醒一下她孩子生下来后别
忘了来我们这打疫苗，有些情
况我也想再跟她确认一下。”

打电话的是宋立平，她是
长沙市宁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
在电话中，她所说的“打疫苗”
其实是个幌子，她要找到的黄
晓是一名“90 后”艾滋病感
染者，而且还怀孕了——宋
立平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
劝说这些艾滋病孕产妇去接
受免费的母婴阻断治疗，这
样，她们有 98% 以上的可能
生下健康的孩子，如若不然，
婴儿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会
高达 30%。

这是个看似并不困难的
选择题，但在各个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过程中，
虽说大部分人还是能积极配
合治疗，却仍有少数人在以
漠视甚至反抗的态度，来逃
避这份痛楚与责任。

近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者在负责为“预防艾滋病、
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项目
进行技术管理和支持的湖南
省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我省
2014 年共发现艾滋病孕产妇

169 例， 其 中 年 龄
最小的仅 17 岁。
在 花 一 样 的 年
龄，她们是因为
怎样的无奈，宁

愿选择“赌运气”，
也不去接受母婴阻

断治疗，让孩子的健康
多一份保障？为此，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省内数

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和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
医生，听他们来讲一

讲艾滋病孕产妇的故
事。

“在我们县里，虽然艾滋病孕

产妇每年最多也就几个，但这些

人的工作的确不好做。”宋立平

说，对每一个被确诊为艾滋病的

女患者，她都要联系对方，提醒

她们如果有怀孕计划一定要提前

告知，这样疾控中心才能帮助她

们做好治疗和预防——但除了女

性自身的抵触，其家人的阻挠也

是宋立平开展工作的阻力。

“我曾随访过的一个叫小许

（化 名）的 姑 娘，她家 境不好，

精神方面也有点失常，嫁给了当

地 村民 后，被丈夫传染了艾滋

病。”后来得知小许怀孕，宋立

平和同事多次上门跟小许的丈夫

沟通，要让小许来接受治疗，实

施母婴阻断。但宋立平好话说尽，

小许的丈夫却死活不肯。

“面对这种情况，真的特别

无奈。”但类似的事情宋立平遇

到得并不少，“还有一个女艾滋病

患者，她和丈夫都感染了艾滋病，

但夫妻俩都特别抗拒接受母婴

阻断，后来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

女方就自杀了。”

几 年的随 访 追 踪 工作做下

来，对于那些不愿意跟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接触，或是不愿接受母

婴阻断治疗的艾滋病孕产妇，宋

立平也总结出了几种情况 ：“有的

是担心丈夫知道自己患病，会导

致婚姻危机，于是千方百计逃避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随访；有些

是无辜被丈夫传染，又因为缺乏

对疾病的认识，且心存侥幸，所

以便拒绝接受母婴阻断治疗；还

有一些是一直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艾滋病，直到怀孕甚至是孩子出

生后才知道自己患病。”

“特别是那些被丈夫传染的

女性，她们一旦知道自己感染，

内心会极度恐慌，或是对婚姻家

庭失去信心，进而导致对肚子里

的孩子也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

面对一些不抵触自己的患者，宋

立平在了解情况的同时也尽可能

地开导她们，希望她们能够乐观、

坚强。

家人阻挠，成压垮妈妈的稻草

李莉（化名）就是一个想要

坚强的母亲。

“她怀孕六七个月时才发现自

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她的丈夫并

没有感染。”卢懿是长沙市某区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负责李

莉的随访工作。“只有女方是感

染者”，在长期跟艾滋病夫妻打

交道的卢懿看来，他几乎都能预

料到李莉将要面临的艰难。

李莉是外省嫁过来的，丈夫

在长沙打工，怀孕的时候夫妻俩

也都才二十多岁。欢天喜地去做

产检，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当卢懿打电话通知李莉时，电话

是她老公接的，“我感觉他应该

是脑子一片空白，语无伦次地问

我这个病感染的途径会有哪些，

然后答应会改天来疾控中心复

诊。”

检查结果出来了，丈夫并没

有被感染。在交流过程中，卢懿

能明显感觉到李莉的不安，“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得了这个

病，估计所有人都会以为我做了

些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连带着孩

子也感染的话，那我真的是罪人

了。”李莉私下说。

尽管很同情李莉，但卢懿能

做的也只能是告知他们一些关于

母婴阻断的信息。夫妻俩很仔细

地听了，说要回去考虑一下。

“你不知道，自从得了这个病，

家里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

化，公公婆婆总是嫌弃我，甚至

不让我上桌吃饭，丈夫对我也是

爱答不理。”在一次闲聊中，李

莉和卢懿说起了自己的近况。尽

管如此，她还是想要把孩子生下

来，只要孩子健康，那也许她还

能维系婚姻和家庭。于是，她到

医院接受了母婴阻断治疗。

孩子出生后，早期检测显示

并没有被感染，但家人的态度依

旧冷硬。李莉坐月子的时候，家

人不仅不关心她，也不让她碰孩

子，老公更是不闻不问。李莉也

很生气，想着自己拼死生下孩子，

却一直被歧视，这样的婚姻已经

失去了意义——她想到了离婚。

孩子，成了离婚的焦点，双

方都想要。“我得了这病，以后也

不一定能再结婚要孩子了，所以，

我一定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最终，李莉胜利了，但离婚的落

寞，仍让她选择离开了长沙。对此，

卢懿能做的也只有祝福，并嘱咐

她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注意事项。 

对于李莉的遭遇，宋立平也

很唏嘘 ：“艾滋病并没有人们想

象中那么可怕，日常接触是安全

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包容他们。

哪怕是夫妻中有一方感染了，只

要在亲密接触时做好防护措施，

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夫妻生活。”

“看了这么多艾滋病患者家

庭的悲欢离合，我真的希望在这

个事情上夫妻之间能够多一点包

容，不管是谁的错，只要勇于面对、

一起承担，悲剧也就会因此少很

多。”宋立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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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健康宝宝，却守不住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