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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告系《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报告》的第二期，其以中国专业

媒体在 2022 年度发表的以 HIV 为主要议题的中文报道为研究对象，总结相关报

道的现状、特点与问题。与去年类似，本年度报告的分析框架依然以发现问题为

导向，通过梳理和描述本年度 HIV 议题报道在时间分布、关注对象、报道地域、

报道范畴、报道倾向和报道准确性等维度的特征，分析本年度的 HIV 议题报道存

在哪些重点的、突出的问题，并探索问题背后的根源困境。此外，本报告还将相

关数据与结论进行年度对比，以动态展示中国 HIV 议题报道的发展变化。 

本年度，报告在内容和体例上较去年进行了部分小范围更新，包括在研究方

法上，使用了更专业的媒体数据库以获取更全面的 HIV 议题媒体报道；新增了报

道关注对象的范畴，并进一步量化了 HIV 相关关键议题（如性教育、暴露后/前

预防等）的统计范畴与方式，以更全面地呈现年度 HIV 议题报道的数据特征。此

外，本年度将 HIV 议题报道中的部分良好实践按其主题进行了单独罗列和评析，

以更直观地阐释媒体报道可以如何在选题、形式和内容层面更好地展现 HIV 议

题，并供相关从业者参考。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本年度完成了《HIV 议题友善报

道建议手册》，以更好地支持媒体及相关从业者提供更科学、全面、友善的 HIV

议题报道。有关如何改善当前媒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将在该《手册》

中予以更多分析和讨论，并不在本报告中赘述。 

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并不断更新研

究方法与范式，以更全面地展示媒体对 HIV 议题的认知动态，倡导媒体行业及从

业者以科学、包容的态度生产 HIV 议题报道，并发扬专业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创

造平等、多元、和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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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将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中国境内媒体采编的 HIV 议题报道进行内容文本分析，总结 2022 年度国内

HIV 议题媒体报道的基本情况，并基于此展开相关讨论。 

（一）监测范围 

本报告所监测的对象为中国大陆境内具有合法采编资质的媒体（不含境外媒

体），包含平面媒体（报刊、杂志等）、视听媒体（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

等；监测内容为前述媒体在 2022 年度内采编并发布的以 HIV 为主要议题的中文

文字报道，此类报道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纳入监测范围： 

1. 以 HIV 为主要报道内容，若报道在用词上涉及“HIV”或“艾滋”，但本

身不以 HIV 相关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则不纳入； 

2. 应为有采编资质的媒体机构的文字报道，即内容需要体现记者的采编劳

动，专家约稿、读者投稿等内容则不纳入，同时也不包含非纪实的虚构内容，但

包括媒体单位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人物传记或访谈； 

3. 内容篇幅至少在 300字以上。 

（二）检索方法 

本报告分别以“艾滋”“HIV”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梅

子搜报网、中国搜索，以及相关媒体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进

行人工检索，并依据前述条件筛选后，收录符合要求的媒体报道进行分析。 

（三）分析维度 

本报告通过对检索所得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分析维度包括关注对象、报道地

域、报道范畴、报道倾向和报道准确性，对这些维度进行单独分类的同时，也进

行多种维度的交叉分析。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1. 关注对象：即媒体报道中最主要关注或特别强调的特定人群，根据被关

注对象的性别、年龄等身份特征进行划分，具体包括青少年/学生（含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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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同性性行为者；女性群体；老年群体；涉毒/戒毒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艾

防工作者/小组等。部分报道会同时关注多个特定对象。 

2. 报道地域：根据被报道事件发生的地域范围划分，具体包括域内（中国

大陆）；域外（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3. 报道范畴：根据被报道内容本身的议题类别划分，具体包括： 

（1）法律政策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及相关政策（含医

保政策等）制定、颁布等活动； 

（2）社会民生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与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联

系的社会议题； 

（3）医疗科研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医药、治疗、研究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情况与最新成果等； 

（4）病毒防控类：反映 HIV 防控措施的制定、发布和实施等相关活动，包

括防艾宣传与知识科普，防控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最新进展通报等； 

（5）权益倡导类：反映 HIV感染者及相关群体在就业、就医、入学等情景

中遭遇的歧视与困境，倡导反对基于 HIV 的歧视或为其提供平等权益保障等； 

（6）经济消费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经济消费活动，如 HIV 相关医药技术

的居民消费与经济效益，相关行业产业的经济发展状况等； 

（7）文化娱乐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文化娱乐事件，如相关影视文艺作品、

艺术创作与演出等； 

（8）违法犯罪类：反映与 HIV 相关的涉及违法、犯罪的事件。 

4. 报道倾向：即报道是否展现了媒体对 HIV 议题的友善立场，具体包括（1）

积极，即积极发掘 HIV感染者等群体遭遇的困境与歧视，为其倡导平等权益等；

（2）消极，即对 HIV感染者等群体进行道德批判或人格上的贬低、歧视，或过

分渲染恐慌情绪，强化公众对 HIV 的负面印象或对立关系等；（3）中立。 

5. 报道准确性：即报道使用的 HIV 相关概念、数据或事实是否符合科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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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相关描述是否准确、全面，具体包括：（1）较好；（2）有瑕疵，即内容存

在部分不影响实质内容的用词不严谨，如“HIV”和“艾滋病”概念的混淆使用；

（3）较差，即内容存在明显的知识性、科学性或事实性错误。 

此外，本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结论将与《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

体传播监测报告》进行对比分析，以动态反映中国 HIV 议题报道的发展变化。1 

（四）方法局限 

受检索方法以及部分媒体平台的检索限制（如设置“付费墙”、不提供检索

功能、下架部分文章等），本报告未能穷尽 2022 年度内所有国内新闻媒体刊发

的符合要求的 HIV 议题相关报道。 

	  

 
1 由于本年度报告使用了更全面的媒体报道来源，且更新了部分分析维度，因而其与2021年度的相关数据、
结论的对比分析在占比层面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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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 

以下将通过报道数量与每月分布情况、报道地域、关注对象、报道范畴、报

道倾向、报道准确性等维度进行监测结果的总体梳理，并与 2021年度相关数据、

结论进行对比呈现。 

（一）报道数量与每月分布情况 

本年度，报告共收录符合要求的 HIV 议题相关媒体报道共 728 篇，比 2021

年（592 篇）多 136 篇。从时间维度来看，报道数量的每月分布趋势与 2021 年

度整体较为近似，即相关报道集中出现在该年十一月（93 篇）与十二月（421 篇），

分别占全年报道量的 12.78%与 57.93%，合并占比（70.71%）较 2021年（79.22%）

低 8.51%。一月至十月报道数量差距较小，平均每月有报道 21.4 篇。 

 

图 1  2021-2022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每月分布 

（二）报道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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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体报道量的 91.90%，比 2021年（95.27%）低 3.37%；有 59篇报道关注了发

生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事件，占总体报道量的 8.10%，比 2021 年

（4.73%）多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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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1-2022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地域分布 

（三）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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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道范畴 

报道范畴重点描述相关报道的主题，为了更全面地呈现相关报道所涉范畴，

本报告允许每篇报道最多划入两个报道范畴中。与 2021年相同，病毒防控类报

道是本年度HIV议题报道的主要类型，共有 615篇（84.47%），与2021年（84.29%）

占比持平。其他范畴中，社会民生类报道增幅较大，共有 72篇报道（9.89%），

比 2021年（4.39%）增加 5.5%。与此同时，权益倡导类报道在 2022 年数量减少

至 28 篇（3.85%），占比减少 3.41%。其它报道范畴与 2021年基本持平。 

 

图 4  2021-2022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范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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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1-2022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倾向分布 

（六）报道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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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本部分将在前述监测结果的基础上，根据其反映出的现状、特征，总结出当

前 HIV 议题报道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展开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一）时间分布：报道时间过于集中，缺乏对 HIV 议题的日常跟进 

与 2021年相似，在 2022 年，HIV 议题报道依然在 12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

前后呈现“井喷式”剧增，仅 11 月 30日至 12月 2日三日内，相关报道便有 243

篇，占据全年报道总量的三分之一（33.34%），而后相关报道逐渐减少。这一时

期突出的报道量也与全年其它时期平缓的报道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图 7  2022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4 日中国 HIV 议题报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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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报道，而有关“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的报道也仅有 2篇。2从平均报道

数量来看，2022 年一月至十月，HIV 议题报道数量为 21.4 篇/月，0.70 篇/日，

反映出媒体对 HIV 议题日常关注较少，难以提高 HIV 议题在社会层面的可见度。 

（二）关注对象：隐性偏见影响媒体对特定群体呈现，缺乏感染者主体视角 

本年度，青少年/学生群体依然受到了媒体较高的关注，但媒体有关青少年

群体的“贞洁化”描述限制了公众对青少年感染 HIV 的反思。同时，本年度有关

女性、涉毒/戒毒人员等群体的报道也有不小比重，但在具体语境下，媒体对前

述群体的刻画往往是为了衬托医务/警务人员的形象和工作，缺少以 HIV感染者

为主体的报道视角，进而让 HIV感染者成为 HIV 议题报道中的“他者”。此外，

媒体对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同性恋者的呈现依然带有猎奇色彩，整体反映出媒体

的隐性偏见会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1. 青少年/学生被过分“贞洁化”，全面性教育仍有待普及推广 

结合 2021-2022 年数据来看，青少年与学生群体在 HIV 议题报道中受到的关

注最多，这与近年来 HIV 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趋势增加有关。其中，大部分报道

围绕“防艾知识进校园”等宣传活动或主题讲座展开，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公

众对青少年/学生防艾工作的关注和重视，但其报道框架依然限于“宣传稿”模

式，即重点介绍公卫系统或学校的防艾工作，而较少出现对青少年群体易感 HIV

问题的深度探讨。 

此外，青少年在此类报道中的形象往往是单一和片面的“贞洁”，即青少年

对性是“不了解的”，其发生性行为往往是“偶然的”“好奇的”“稀里糊涂的”

和“被引诱的”，例如某报道在描述一名已参加工作的“95后”青年感染 HIV 时

提到； 

青少年相对缺乏性健康教育，一些青少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引诱。在近年来的咨询门诊中，

接到过多个社会上的成年人通过各类网络社交软件引诱青少年、在校学生的情况。这些青少年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社交软件上的“大朋友”“社会人”约会，稀里糊涂地发生性行为，羞于告

 
2 高雨晴、杨杰英：《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各界人士为艾滋病患儿“撑伞”》，中新网，2022 年 5 月
26 日。任天能、蒋德玉：《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活动在昭通学院举行》，人民网，2022 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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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家人，等到发现自己被感染时已无法追溯是何人何时导致的。3 

尽管事件当事人成年已久，但前述内容依然将其侧面刻画为“不谙世事”的

“贞洁”形象，其实是预设了青少年不存在、不需要也不应当有自主的性行为，

本质上是忽视了青少年有性意识与需求的客观事实，进而阻碍了全面性教育介入

的正当性。此外，这类报道往往将青少年感染 HIV简化为“社会人引诱”的结果，

无意中还强化了 HIV感染者向青少年恶意传播 HIV 的暗示。 

事实上，相关事件的发生正是暴露了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导致青少年未建

立安全性行为的意识，也不能充分理解和处分自我与性的关系，这也提示了通过

全面性教育给予青少年正面引导的重要性。与此同时，2022 年度有 21 篇相关报

道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对青少年和学生群体的性教育。不过，多数报道仅是提出口

号式倡议，未能深入讨论青少年需要怎样的性教育，也未明确全面性教育在当前

的重要性。 

2. HIV感染者“他者化”现象突出，HIV 议题成为医务/警务工作注脚 

在本年度，关注女性和涉毒/戒毒人员的报道比重较大，但报告发现，这类

报道中普遍缺乏来自 HIV感染者的视角和自主发声，更多的是以当事人的困境来

衬托医务或警务工作的突出成绩。例如，有关女性 HIV感染者的报道，大多聚焦

于 HIV 的母婴传播议题中，由此凸显医院阻断 HIV 传播的成功实践： 

看着已经 5岁，健康活泼的女儿，刘亮（化名）总是止不住地在内心感谢市二医院感染科。

因为妻子患有艾滋病，他也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拥有孩子。2014 年，获知市二医院母婴

阻断技术成熟，他和妻子鼓起勇气走进了科室。当年下半年，经过治疗的妻子血液未检测到艾滋

病病毒，免疫力与正常人一样后，开始备孕。2016 年下半年，妻子顺利生下孩子，经过各种检

查，出生宝宝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从妻子怀上孩子后，一直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妻子生产的刘

亮喜极而泣。如今，像刘亮夫妇这样，或因为妻子，或因为丈夫，或双方都患有艾滋病，在市二

医院感染科母婴阻断技术的帮助下，生育了健康宝宝的已经有 30 多例。4 

“这些奶粉是免费给你的，是国家对艾滋病患者的特殊关爱，也是我们医院防艾项目工作措

 
3 彭深：《知艾防艾服务走上“云端”，汕头疾控提供免费咨询和自检服务》，《南方日报》，2022 年 12 月 1
日。 
4 唐丽：《防艾，不阻隔爱》，《郴州日报》，2022 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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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一，此外，我们医院对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还提供 HIV 抗体检测补助……”10月 20

日，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孕产群体保健科项目管理员肖婷婷耐心地对邹女士普及医院防艾项目相

关政策，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了惊讶，这是她第一次从专业人士口中听说，原来艾滋病患者还能享

受这样的关爱政策，邹女士嘴角颤抖，微微说道：“谢谢你，医生。”5 

此类报道的落脚点往往在于强调医务人员防艾工作的突出成果，女性 HIV感

染者的形象往往是“无助的”“被拯救的”；而有关女性在 HIV 议题下的其它困

境——如药物的获取和使用问题、交叉身份带来的难题等，都未被充分讨论。 

与之类似，有关涉毒/戒毒人员或违法犯罪议题的报道中，媒体对 HIV感染

者形象的刻画往往是更加负面和消极的，以此凸显警务工作的不易或成就，例如： 

……但在抓捕过程中，江阳不慎被胡某咬伤手指，经过讯问得知，胡某极有可能是艾滋病毒

携带者。在完成抓捕及搜查任务后，江阳立即前往医院就医，服用艾滋病阻断药后身体副作用反

应极大，经常上吐下泻、高烧不退，但阻断药需坚持服用两个月，这两个月内，江阳克服副作用

的折磨，仍坚持工作。经过不断调查深挖，2019年 10月 31日，江阳和同事成功将胡某的贩毒

上线抓获……6 

……这名服刑人员和穆梓经历相似，同样出身贫寒，在身患艾滋病后也曾饱受病痛折磨，而

且他当时也是刑期较长，厌世情绪非常严重。而如今通过多年踏实努力的改造，以及积极治疗，

不仅身体恢复情况良好，还即将迎来刑满释放，心态乐观积极。在我的指导下，这名服刑人员将

自己配合治疗的体会与保持良好心态的方法都告诉了穆梓，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穆梓

传达出一个理念：只要积极配合治疗，艾滋病人完全能够拓展生命的长度与宽度，只要踏实努力

改造，即便是病重刑长的艾滋病服刑人员也能迎来回归社会的那一天。在这种互助小组形式的帮

助下，穆梓的情绪也一天天地平稳下来，改造生活慢慢步入正轨。7 

艾滋病罪犯谭某，原判无期徒刑。2006 年初入监时，谭某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当时的他十

分绝望，甚至开始自暴自弃。监区民警留意到这一现象后，不断开导鼓励他。一次，谭某因拒服

药物导致疱疹，疼痛剧烈。值班民警把他送到急诊室，与医生配合抢救整整一晚。清晨，病情缓

 
5 韦彦青，朱雄诗：《市妇幼防艾项目取得良好效果 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 成功率近百分百》，《桂林晚报》，
2022 年 11 月 4日。 
6 胡艳波,田宁：《"刀尖舞者"奋战一线》，《人民铁道报》，2022 年 6月 26 日。 
7 徐荔：《身患恶疾锒铛入狱，他心如死灰更觉愧对父母》，《上海法治报》，2022 年 9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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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谭某望着窗外日出，静静流下眼泪。“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自己。”民警陪伴在他身边鼓

励道。从那以后，谭某坚持每天服药，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也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我给自己定

了一个小目标，明年我也想拿改造积极分子，用实际行动回报警官对我的救助。”8 

由于涉毒/戒毒人员往往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因而与此类身份交叉的 HIV感

染者会被公众更多地注意到其劣迹和污点，HIV 也成为其负面形象的构成因素，

并被刻画成对警务人员这一“正面人物”的威胁。此类报道更多强调戒毒所或监

狱对涉毒/戒毒人员的教育和帮扶，而很少跟进其回归社会生活的情况和可能面

临的困难，进而使得 HIV感染者的个人经历成为禁毒防艾工作成效的“注脚”，

难以改变公众对涉毒/戒毒人员和 HIV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年度，有超过 70篇报道将禁毒、戒毒、打击毒品犯罪

等工作与防艾并行呈现，这是由于中国的禁毒与防艾工作在行政执法层面是有紧

密联系的。不过，这类报道中有关毒品使用和 HIV感染的关联往往没有被充分科

普，容易使公众将毒品使用和 HIV感染划上等号，加剧交叉身份下的污名。 

整体看来，前述报道更多地将 HIV感染者视作“他者”，即对当事人是审视

的、同情的、怜悯的、帮扶的，并将其视作对另一主体的衬托，而缺少对 HIV感

染者作为“人”的关注，更缺少将 HIV感染者社群视作主体的主动关注与报道。 

3. 涉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同性恋报道更易产生偏见，缺乏困境反思 

由于 HIV 在男男同性性行为者间的传播增速较快，媒体在报道 HIV 议题时往

往会提及这一现象。然而，由于社会层面整体存在对多元性别社群的误解和偏见，

媒体在涉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同性恋群体的 HIV 议题报道中，往往更容易出现不

准确的措辞和信息。其中，最常见的情形是将性行为等同于性倾向，即将男男同

性性行为者统一视作同性恋者，并出现“同性恋传播”“同性行为”“同性传播”

等语义上存在明显瑕疵的表述。9这反映了媒体对“性倾向”“同性恋”等基础概

念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也让同性恋群体更易产生 HIV污名。 

此外，不少媒体在报道此类议题时，直接将同性恋视作 HIV 传播的直接途径

 
8 李少昂：《特殊战场上的担当》，《浙江法制报》，2022 年 12 月 1日。 
9 《艾滋、乙肝、梅毒的母婴阻断》，《环湖晨刊》，202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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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素，例如： 

因为“男男同性恋”“异性间不洁性行为”等原因，艾滋病病毒已经将魔爪伸向年轻人，情

况不容忽视……“孩子之前一直好好的，怎么突然得了艾滋病呢？”王同学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在妈妈和医生的耐心询问中，王同学这才向妈妈坦白：因为好奇，他之前和校外认识的一位男性，

发生过性行为。“男男之间不洁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因素，我们已经接诊多例因此确

诊的艾滋病患者。”感染病科主任医师董莉提醒大家。10 

近年来，艾滋病疫情呈现一些新的趋势：青年学生发病人数持续增加，以男男同性恋为主要

传播途径；同性恋交友软件带来的同性交友盛行，造成 HIV感染风险的激增……11 

高校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途径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应做到洁身自爱，

做好个人防护，避免男男同性恋……12 

前述报道将“男男同性恋”视作导致 HIV 传播的“不洁性行为”“高危因素”，

或将 HIV感染风险“激增”归因于“同性交友”，或直接提出“避免男男同性恋”

的说法，本质上仍是源于对男同性恋群体的偏见。这类报道往往忽视了同性恋者

在自我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和迷茫，对其基于性倾向而遭遇的社会结构性歧视与易

受 HIV 感染的原因也没有深度思考和追问，反而将男同性恋群体与 HIV 传播直

接绑定，强化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误解和偏见。 

（三）报道范畴：防艾宣传稿挤占报道空间，科普全面性有待提升 

1. 报道范畴以病毒防控为主，对 HIV 议题的展现有限 

与 2021年类似，本年度 HIV 议题报道仍以病毒防控类报道（84.47%）为主，

且其多是围绕 HIV 传播最新动态、HIV 防控政策，以及 HIV 防控宣传活动和知识

科普等展开，是对具体活动或政策的宣传，可供媒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有限，

对于公众的告知与说教作用更为突出，而很少出现对 HIV 议题的深入讨论。尽管

这类报道在提高公众对 HIV 的认知层面有一定帮助，但由于其一般篇幅短小，且

 
10 孙苏静，曹勇，胡南南：《世界艾滋病日专家提醒——阻断药不是后悔药 洁身自好最关键》，《南京晨报》，
2022 年 12 月 2日。 
11 王春霞：《性传播仍是艾滋病主要感染途径，疾控专家：预防艾滋病牢记这七条措施》，《平顶山晚报》，
2022 年 12 月 6日。 
12 张沼婢，张燕红，陈勇军：《首届泉州市大学生防艾主题短视频制作大赛落幕：普及防艾知识 重在洁身
自爱》，《泉州晚报》，2022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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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深度视角，因而难以使公众全面了解 HIV，也难以降低公众对 HIV 的偏见和

恐惧。 

同时，其它报道范畴对 HIV 议题的展现也各有侧重。例如，法律政策类报道

更多关注了 2022 年度各地针对 HIV 治疗用药的最新医保政策，13医疗科技类报

道集中介绍了国内外有关 HIV 治疗技术、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包括荷兰出现

HIV 新变体14、首例被治愈的女性 HIV感染者15等；社会民生类报道大量聚焦在防

艾一线的医务或警务人员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有部分报道反映了 HIV感染者的生

存状态和生活视角；权益倡导类报道大多围绕防艾工作者/小组展开，通过深入

报道的形式解析 HIV感染者的困境并倡导反歧视16。 

整体而言，由于病毒防控类报道大量挤占了媒体报道空间，相比之下，其他

几类范畴的 HIV 议题报道均不及总量的 10%，这反映出媒体对 HIV 议题的认知广

度和了解深度有限，既有报道范式容易固化公众对 HIV 议题的认知，更突出了以

多种维度呈现 HIV 议题的必要性。 

2. HIV 相关信息全面性有待提升，警惕交叉议题下的猎奇与污名 

在 HIV 议题报道以病毒防控类为主的背景下，报道内容的全面性将直接影响

公众对 HIV 防治的认知。综合来看，目前媒体对 HIV 防控议题的呈现多是片面的

宣教，即重点强调 HIV“对健康危害极大”“死亡率高”“没有疫苗”“不可治

愈”“长期服药”等，而较少介绍目前已成熟的 HIV阻断与治疗手段，以及 HIV

感染者的生存状态等。在 2022 年，介绍 HIV 暴露后预防及相关措施的报道仅有

76 篇，介绍 HIV 暴露前预防及相关措施的报道仅 22篇，强调 HIV感染者在持续

 
13 凌薇：《从“坠落”到漫长的抗争，被 HIV 困住的他们尝试寻找“出路”》，《中国新闻周刊》，2022 年 6
月 27 日；刘俊辉：《HIV 创新药医保落地长沙 最高可报销 70%》，人民网，2022 年 4月 7日；魏薇：《治疗
效果明显提高 HIV 创新药医保落地太原最高可报销 65%》，《太原日报》，2022 年 7月 17 日。 
14 张佳欣：《荷兰发现毒力和传染性更强 HIV 变体》，《科技日报》，2022 年 2 月 8日；冯茵伦：《荷兰发现
更强更具传染性的 HIV 变体，论文作者表示无需恐慌》，澎湃新闻，2022 年 2月 8日；徐锐：《能检测、可
治疗 欧洲发现高毒性变异 HIV》，《中国科学报》，2022 年 2月 8日。 
15 南博一、林宇轩：《美国或出现首例女性艾滋病治愈病例，专家：干细胞移植疗法难推广》，澎湃新闻，
2022 年 2 月 16 日；钱童心：《首例女性艾滋病患者被宣称治愈，但研究人员称这一说法需谨慎》，第一财
经，2022 年 2月 16 日。 
16 薛莎莎，王心怡：《世界艾滋病日｜专访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更多感染儿童应得到帮助》，澎湃新闻，
2022 年 12 月 1日；孔明哲：《感染者 Ben的第九年》，《新民晚报》2022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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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达到免疫功能恢复的报道仅 46 篇，而提及“U=U”17概念的报

道仅有 8 篇。整体看来，向公众介绍 HIV最新的防治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公众对 HIV 传播和 HIV 感染者的恐惧，同时也能鼓励更多

的 HIV 感染者积极接受抗病毒治疗并回归社会生活，进而有利于提高 HIV 防控

工作的成效。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病毒与猴痘病毒在 2022 年度相继成为中国社会重点关

注的公共卫生议题，不少 HIV 议题报道中也涉及到有关前者的讨论。在 2022 年

度，有 44 篇报道涉及新冠病毒的讨论，其中大部分报道将新冠病毒大流行作为

特定背景予以介绍，部分媒体讨论了新冠疫情影响下 HIV感染者用药、就医困难

的现实困境18，亦有媒体报道了新冠疫情对 HIV 防治工作的负面影响19。而在 2022

年度 6 篇涉及猴痘病毒的报道中，与 HIV 报道类似的污名与偏见开始显现，例

如，有媒体在报道世界首例同时感染新冠病毒、猴痘病毒和 HIV 的当事人时，称

其为“一身染‘三毒’”，存在猎奇和调侃意味。20亦有报道直接将猴痘病毒类

比 HIV，尽管二者在传播途径、致病机制与危害程度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男男性行为者在欧美国家的猴痘病例中占比高，主要是这部分人在社会上特别活跃，好

与人交往，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猴痘病毒。因此，他们感染的风险更大。21 

前述报道将猴痘在男男同性性行为者中的易感性简单归因于“这部分人在社

会上特别活跃”“好与人交往”，这与部分媒体对男男同性行为者易感染 HIV 的

解释十分类似，不仅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准确的，更强化了对特定群体的双重

污名。事实上，HIV 不应当成为严肃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猎奇因素，若要在部分

议题中加入有关 HIV 的讨论，则需对两个议题的关联有充分的把握并予以全面的

解读，否则易引起公众误解。 

 
17 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即检测不到=没有传染性，指 HIV 感染者按规定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血
液中如果 6 个月以上测不到 HIV 病毒载量或病毒被有效抑制，并且持续保持时，HIV 感染者经性行为方式
将 HIV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风险为零。 
18 王树天：《疫情期间 她们为 1500名艾滋病患者解决用药难题》，正北方网，2022 年 10 月 25 日；郭懿萌，
孙卿悦：《西安 HIV患者脑膜炎病中住院难，家属：经卫健部门协调已入院》，《新京报》，2022 年 1月 4日。 
19 余瑞冬：《第 24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再为艾滋防治敲响“警钟”》，中新社，2022 年 7 月 3 日；刘皓然：
《新冠疫情扰乱全球"抗艾"》，《环球时报》，2022 年 7月 29 日。 
20 廖勤：《世界首例！一身染“三毒”:意大利男子同日确诊感染新冠、猴痘、艾滋……》，上观新闻，2022
年 8月 26日。 
21 《吴尊友：猴痘将以类似于艾滋病的流行模式向全球蔓延》，央广网，2022 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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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道倾向：恐吓式宣传强化恐慌情绪，排斥性描述值得反思 

与 2021 年类似，2022 年 HIV 议题报道的报道倾向依然是中立占据了大多

数。事实上，由于大量报道属于格式单一的活动宣传稿，因而其也不会明显表现

出媒体的倾向性。 

而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带有消极倾向的 HIV 议题报道明显增多，与倡导

反歧视的积极倾向报道基本持平。这些报道普遍遵循单一、片面的报道范式，即

渲染 HIV 的危害性，如称其为“世纪绝症”22，或强调其比癌症更可怕23等，而很

少介绍当前阻断和治疗 HIV 的有效策略，意在强化公众的恐惧情绪使其约束自身

行为，例如： 

……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目前，

尚无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感染艾滋病后尚不可治愈，因此，最重要的是采取预防措施。近年

来，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

性行为。艾滋病需要终身治疗，会给家庭和个人造成沉重负担。
24
 

“一个人如果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后，不论对个人、家庭或国家医疗资源方面都会带来危害。”

王召乾介绍，确诊患有艾滋病后，个人方面的危害有：患者会有心理上的创伤，当一个人得知自

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会产生害怕、恐惧心理，接着会很愧疚、后悔、懊恼，有的会逃避，不敢

面对，会很消极、沉沦，精神上的压力更是沉重的枷锁，有人甚至想不开，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轻生。还有就是生理上的病痛。艾滋病发病的时候会出现发烧、腹泻、肺部感染、脑部感

染或者肿瘤等，给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家庭方面的危害有：艾滋病治疗需要花钱，这对经济

薄弱的家庭来说压力会比较大。成年人感染艾滋病，不及时治疗，还会造成劳动力创伤，无心工

作，无心教育小孩、赡养老人……家庭也失去原有的奋斗目标。最后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

会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非洲消耗医疗资源、降低人均期望寿命等，甚至在经济上一直处于

落后地区。25 

在实践中，此类报道范式并不少见。对于公众而言，恐吓式宣传会强化其对

 
22 沈斐：《得了“世纪绝症”的“刺头”》，《上海法治报》，2022 年 12 月 16 日。 
23 王晗阳：《戒毒所民警、专家、解除强戒人员共话“禁毒防艾”：无艾之路 与爱同行》，《四川法治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4 朱平，冯启榕：《南通疾控发布大学新生健康提醒 青年学生应具备必要的防艾知识》，《江海晚报》，2022
年 11 月 4日。 
25 许文玉：《世界艾滋病日〈健康密码〉栏目上线知艾防艾“小课堂”》,《国际旅游岛商报》，2022 年 12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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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及 HIV 感染者的刻板印象，进而产生对 HIV 感染者进一步的排斥和谴责情

绪；而对于 HIV感染者而言，其也会产生自责与逃避心理，不利于积极引导 HIV

感染者稳定接受抗病毒治疗，进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防艾工作。 

与此同时，多数 HIV感染者的形象在这些报道中被刻画为“痛苦的”“懊悔

的”“绝望的”“难堪的”，甚至将 HIV感染者视作医疗与警务工作的阻碍： 

“我的人生，曾经失去光明。”44 岁的赵亮（化名），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14 年前，

从事美发行业的赵亮和朋友在温州创业，经常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偶尔会有高危性行为。一次聚

会后，朋友提醒他，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人是艾滋病携带者。赵亮惊呆了，鼓起勇气走进了当地

疾控中心，经过检查确定为阳性。作为家里的独子，父亲一直在催婚，希望能早日抱上孙子。赵

亮知道，因为自己的放纵，一切都毁了。赵亮离开了温州来到长沙，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副

作用特别大，全身都是红疹子，整晚整晚睡不着，呕吐，没有食欲，半年瘦了 10 多斤。”2017

年的春天，赵亮辞去了在长沙的工作，那时的他曾有过轻生的念头。26 

如果让你每天与在押的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你会恐惧吗？很多人只知道艾滋病很可怕，却

不知道有这么一群特殊的医护团队，他们用自己的臂膀撑起社会安全的防线……"相比较医院专

科领域的单一疾病治疗，收治中心的工作更为复杂。"莫红社介绍，他是学内科出身的，但在这

里，光掌握内科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患者病种复杂，常常合并有艾滋病、精神病、肝硬化、

尿毒症等疾病，且患者多抱有"破罐破摔"的心态，常常抗拒或干预医护人员的治疗，这对医疗工

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艾滋病是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病种，一旦被感染，医护团队面临

的不仅仅是生命危险，更意味着家庭、亲人在以后的生活中，要承受巨大压力。27 

陈霄汉记得，那次一名艾滋病罪犯描述着自己和另一名罪犯发生口角的经过时，因情绪激动，

唾沫横飞。“我知道他的病毒载量不高，检测结果也确实没事。”陈霄汉说，虽然自己没太在意，

但这件事发生后，他一再提醒监区民警：不要离情绪激动的艾滋病罪犯太近。28 

前述报道将 HIV感染者以整体负面的形象进行刻画，并在无意中将其放在防

艾工作的对立面，认为其“情绪激动”“破罐破摔”是对他人的威胁和伤害，无

 
26 李琪：《艾滋病感染者用药有了更多选择》，《三湘都市报》，2022 年 12 月 2日。 
27 朱嘉林：《白衣护平安 真情暖高墙》，《衡阳日报》，2022 年 6月 7日。 
28 吴一然，汪艳：《"谈话时，他的口水喷进我的眼睛"》，《新安晚报》，2022 年 12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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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向公众传递了对 HIV感染者的排斥和厌恶情绪。实际上，防治 HIV 的重要一

环是给 HIV 感染者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包容，对 HIV 的迷思需要在相关科学

知识的普及和观念转变过程中逐渐消除，媒体隐含的指责和排斥态度会强化 HIV

感染者的抵触情绪，也会加深公众对 HIV感染者的误解。 

（五）报道准确性：相关知识准确性亟待提升，避免公共卫生议题“道德化” 

在 2022 年度，报道准确性存在瑕疵或较差的报道占据全年总量近四成，如

此高比例的准确性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其中，超过三成的报道在相关用语上存在

瑕疵，比较典型的即是混淆 HIV 与艾滋病的概念，如将 HIV感染者统一称为“艾

滋病患者”“艾滋病人”而不问其免疫恢复情况；或直接以艾滋病代替 HIV，进

而出现“感染艾滋病”“传播艾滋病”等说法等。这反映了在中国公共卫生系统

及社会层面有关 HIV 的话语体系依然没有更新，有关 HIV 的认知仍囿于陈旧的

知识体系下。 

与之类似，在近一成准确性较差的 HIV 议题报道中，有关 HIV检测窗口期、

HIV 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等内容的科普中，也存在知识陈旧并影响到公众认知的

情况。例如，依然有不少媒体强调共用“牙刷”“牙签”“剃须刀”等生活用具

可能会传播 HIV29，而不考虑这些“共用”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可能性很低，

且借此途径感染 HIV 的条件还极为苛刻。但对于缺少相关知识的公众而言，此类

有误导性的“科普”反而会强化其对 HIV“无孔不入”的错误认知，引起不必要

的恐惧情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2 年度有 74 篇报道将“洁身自好”“遵守性道德”

作为优先于正确使用安全套的防艾“根本措施”进行倡导，其数量一度超过了科

普 HIV 暴露后/暴露前措施的报道和介绍“U=U”概念的报道。例如： 

……而对于非职业暴露人群，一要坚持洁身自爱，任何违反道德或者法律的性行为，请不要

碰。二要固定性伴侣，正确使用安全套，采取安全性行为，珍爱他人生命，也珍爱自己生命。30 

 
29 宋美龄：《“担心自己得病”也是一种病？——写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之际》，《柳州日报》，2022
年 11 月 30 日；陈际鸿，刘晏男，蒋炜：《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绵阳日报》，2022 年 12 月 2日；祝传鹏：
《世界艾滋病日丨治疗得当 感染艾滋病也能正常生活》，大河网，2022 年 12 月 2日。 
30 唐丽：《爱自己 "艾"远离》，《郴州日报》，2022 年 1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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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艾滋病对我们的伤害？邓晓表示，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

病的根本措施。此外，正确使用安全套可减少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及早治疗并治愈性病可减

少感染艾滋病的危险。31 

由于性道德往往是模糊的和主观的，从防治 HIV 的科学性来看，所谓“洁身

自好”的要求并不能确保与自己发生性行为的他人的感染状态，在无保护措施的

情况下，仍有可能感染 HIV。例如，媒体报道中常出现女性经丈夫而感染 HIV 的

情形，这是“洁身自好”所不能避免的。需要强调的是，与 HIV 传播关联最密切

的是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非某种社会身份或生活状态。要阻断 HIV 的

传播，首要措施应当是正确使用安全套。过分强调“洁身自好”在阻断 HIV 传播

中扮演的作用，不仅传播了不科学的防艾理念，还会将严肃的公共卫生议题转变

为道德议题，形成对 HIV感染者都“不道德”的指控和批判，进而不利于 HIV感

染者参与日常社会活动，还会强化社会层面对 HIV 的误解。 

	  

 
31 杨天娇，黄卉：《青年学生和老年人群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预防艾滋病洁身自好是关键》，《十堰晚报》，
2022 年 12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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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实践 

本部分选取了 2022 年度 HIV 议题报道中，报道准确性较好，呈现多元 HIV

议题，积极反映 HIV感染者困境，倡导平等、包容、反歧视理念的良好媒体实践，

以供参考。 

 

l 谢洋：《穿越禁区》，《中国青年报》，2022/01/1932 

关键词：医疗科技，感染者手术 

本报道围绕国内首例为感染 HIV儿童提供肾脏移植手术的事件展开，通过对

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进行深度采访，还原了手术实施前后的历程与其中的困难，

突出我国针对 HIV感染者的手术医疗技术在不断进步，强调了突破传统医疗理念

的重要性。相比同题材的报道，本篇报道的突出亮点在于，没有过分渲染医护人

员对 HIV医疗职业暴露的恐惧，也没有“歌颂式”宣传医护人员的“伟大”，而

是更多地展现了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的充足准备及专业素养，坚持以科学的态

度还原事实本身，同时也展现出对 HIV感染者的人文关怀。 

同类型良好报道： 

¨ 陈曦：《艾滋病被发现 40 多年，为何疫苗始终“难产”》，《科技日报》，2022/12/01 

 

l 凌薇：《从“坠落”到漫长的抗争，被 HIV 困住的他们尝试寻找“出路”》，

《中国新闻周刊》，2022/06/2733 

关键词：治疗药物，医保政策 

本报道聚焦于传统免费药物的副作用对 HIV感染者生活的困扰，并由此介绍

了最新的 HIV治疗药物。其中，媒体通过采访两名 HIV感染者接受治疗的近况，

突出自费药物给 HIV 感染者带来较大经济负担的困境，并提出 HIV 感染者希望

 
32 谢洋：《穿越禁区》，《中国青年报》，2022 年 1月 19 日。 
33 凌薇：《从“坠落”到漫长的抗争，被 HIV 困住的他们尝试寻找“出路”》，《中国新闻周刊》，202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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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费药物纳入医保的政策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HIV感染者社群的呼声，

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同类型良好报道： 

¨ 张海妮：《耐药艾滋病患者的漫长"战争"》，每日经济新闻，2022/12/02 

¨ 曾文琼：《HIV 感染迈入慢病管理时代，专家：简化治疗为感染者减负》，《南方

都市报》，2022/12/04 

 

l 李若楠，孔明哲，萧君玮：《感染者 Ben的第九年》，《新民晚报》，2022/12/0134 

关键词：HIV公益，反歧视倡导 

本篇报道对参与 HIV 公益工作的 HIV 感染者 Ben 进行了人物刻画，通过记

录 Ben的公益参与和社会活动，展现了 HIV感染者积极向上的面貌和生活态度，

并倡导了平等包容的反歧视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媒体对 Ben的连续追踪报

道已持续多年，以反歧视倡导为内核，每年以不同视角切入，有助于公众持续了

解 HIV公益动态并不断强化反歧视理念。 

同类型良好报道： 

¨ 陈斯斯：《小雪之声｜在得知感染艾滋病后的 18 年》，澎湃新闻，2022/11/30 

¨ 李滔：《当“HIV 感染者街头求抱”成为记忆，我们还能怎样拥抱他们？》，《南

方周末》，2022/12/05 

¨ 罗丹：《一个叫阿台的艾滋病患者》，《晶报》，2022/12/09 

 

l 张磊：《性教育：象牙塔里的新解法》，《健康报》，2022/12/0135 

关键词：青少年/学生，性教育 

本报道围绕 HIV 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报道，其以学生参

 
34 李若楠，孔明哲，萧君玮：《感染者 Ben的第九年》，《新民晚报》，2022 年 12 月 1日。 
35 张磊：《性教育：象牙塔里的新解法》，《健康报》，2022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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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校园防艾工作为视角，反思了当前校园性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困境，并结合国家

HIV 防控政策与多部门联动机制，提供了在校园开展全面性教育的创新模式，为

当前青少年性教育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新思路。 

同类型良好报道： 

¨ 辛颖，乔佳慧：《困在艾滋世界中的青少年》，财经大健康，2022/11/30 

 

 

l 冯金灿，张勇：《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为” 性传播仍是艾滋病

主要感染途径》，《医药卫生报》，2022/12/0336 

关键词：病毒防控，感染者关怀 

本报道是一篇典型的病毒防控类报道，其通过对医疗专家的采访，向公众介

绍了 HIV 的传播态势、传播途径和防治措施。与其它报道不同的是，本报道的一

大亮点是明确了“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为’”的基本理念，以专业态

度突出破除刻板成见的重要性，让 HIV 议题可以在科学范式下被讨论。同时，报

道还关注了 HIV 感染者遭遇的污名和歧视，强调对 HIV 感染者提供人文关怀的

必要性，对于消除公众对 HIV 的误解、帮助 HIV感染者融入社会生活具有积极意

义。 

同类型良好报道： 

¨ 朱萍，林昀肖：《污名化与歧视阻碍艾滋病防治，“U=U”概念接受度仍需提高》，

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12/20 

 

l 吴小飞：《保护"离疾病最近的人" 厦门探索职业暴露立法》，《新京报》，

2022/12/1637 

 
36 冯金灿，张勇：《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为” 性传播仍是艾滋病主要感染途径》，《医药卫生报》，
2022 年 12 月 3日。 
37 吴小飞：《保护"离疾病最近的人" 厦门探索职业暴露立法》，《新京报》，2022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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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HIV医疗职业暴露，法律政策 

本报道为解困式报道，其针对 HIV医疗职业暴露问题，通过采访相关医务人

员和专家，清晰且详细记录了厦门经济特区就此开展立法活动以保障医务人员合

法权益的经过，体现了政府与医疗系统通力协助的良好成果。报道还对相关法律

政策条款进行了解读，有助于公众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政策，也为其它地区开相关

立法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同类型良好报道： 

¨ 季媛媛：《世界艾滋病日｜正被“黑市药”毁掉的抗“艾”青年》，21 世纪经济

报道，2022/12/01 

¨ 曾文琼，蒋源：《多种艾滋病原研药进医保仅数百元，专家：不要再吃“黑市药”》，

《南方都市报》，202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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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整体而言，2022 年度 HIV 议题报道在时间分布、报道范畴、关注对象、报道

倾向、报道准确性等层面呈现出的特点和问题，与 2021年度是较为相似的，即

报道时间过分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而忽略了对 HIV 议题的日常跟进，也没

有充分重视其它 HIV 相关节点；对 HIV 感染者和易受 HIV 影响人群的呈现普遍

带有隐性偏见，缺乏以 HIV感染者为报道主体的多元视角；以病毒防控宣传稿为

主体，容易固化公众对 HIV 议题的认知，且 HIV 相关信息的全面性有待提升；恐

吓式宣传强化公众对 HIV 的恐慌情绪，而 HIV 议题在媒体报道下的“道德化”也

值得警惕…… 

不难发现，当前 HIV 议题媒体报道的主要范式，重点是服务于 HIV 的防治工

作，整体上受当前防艾政策的指导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媒体报道主要为 HIV 防

治工作提供侧写和宣传，而少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进而出现“防艾”与“禁

毒”相绑定、HIV感染者负面形象突出、公众教育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与

此同时，陈旧的报道框架和思维模式也影响了媒体对 HIV 议题的认知，在缺少足

够的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的情况下，极易将 HIV 议题“道德化”，进而向公众传

递“无意识的”HIV污名，强化公众与 HIV 议题和 HIV感染者的对立关系，更进

一步地加深了 HIV感染者在家庭、校园、职场、医疗、社会等层面的歧视困境，

致使 HIV 在公共领域不断隐匿，也会给 HIV 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阻碍。 

当然，本年度也有一系列媒体报道 HIV 议题的良好实践，这些报道基于对

HIV 议题的深入挖掘，以性教育、医保政策、立法行动、公益活动参与等为切入

点，或围绕其遭遇的现实困境开展一系列解困式报道，或展现 HIV感染者积极面

对人生的乐观态度，或着眼于 HIV 防控的专业知识普及和制度建设，人性化地展

现了对 HIV感染者生存境况的关切，多角度地拓展了 HIV 议题报道的可能性。 

媒体在 HIV 防治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应当突破传统 HIV 议题报道

框架的桎梏，负责任地为公众带来科学、全面、友善的 HIV 议题报道，传递人文

关怀、反映歧视困境、呼吁平等权益。希望在今后能涌现更多 HIV 议题报道的良

好实践，让媒体报道既能服务 HIV 防控，亦能加强对感染者平等权益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