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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与结核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IDS)病人并发

结核病，是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艾滋病和结核病双重感染是

一个互相促进病变进展、恶化，迅速导致死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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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阳性病人感染结核菌后，结核病发病率较HIV阴性

者高30倍。一般认为，一个HIV阴性者感染结核菌后，在他一

生中有10％的机会发生结核病；而HIV阳性者，在一年中就有

10％发病。

我国香港1984—2000年，共发现HIV阳性者1542例，其

中艾滋病500例，并发结核病者109例，占21.8％。我国台湾省

1994—1999年发现HIV感染者309例，并发结核病者77例，

占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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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滋病是导

致结核病发生的主

要原因

1）内源性复燃：

HIV感染可导致体

内原已稳定的潜在

陈旧性结核病灶，重

新活跃起来，发生继

发性结核病。

2）外源性再感

染：艾滋病病人由于机体免疫力低，易出现耐多药结核病暴发

流行及再感染结核菌，并很快发病和恶化。

3）原发感染：多发生在结核病疫情甚低的国家和地区，

HIV感染者可发生原发性结核病。

2、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可加剧HIV感染的病程

1）结核病人的单核细胞，感染HIV的易感性增高。

2）机体感染结核菌后，可诱导γ干扰素(IFN－γ)，白细

胞介素1(IL－1)、IL－2、肿瘤坏死因子(TNF)等细胞因子释放，

这些因子可以增强HIV的复制。

3）结核菌细胞壁的主要成份阿拉伯甘露糖(LAM)是HIV

复制有力的诱导剂。

4）结核菌和纯蛋白衍生物（PPD）可诱导单核细胞内HIV

RNA表达增强，P24产量增加。

HIV感染能影响结核病的自然史，同样结核病也影响HIV

感染的进程。如HIV感染者CD4淋巴细胞被结核分支杆菌激

活后，可以促进HIV病毒的复制。在临床上，CD4细胞多少与

肺结核临床表现有直接关系。未感染HIV的人患结核病后，

CD4细胞数较高(>300／mm3)，肺部呈现典型肺结核病变，早

期病灶多位于肺上叶，有或无空洞形成。，HIV合并结核感染

后，CD4细胞数下降，病变呈播散型，播及两肺或全身其他器

官。肺部可呈现不同程度间质性浸润，有的呈进行性原发性肺

结核，肺门淋巴结肿大，肺下叶浸润。当病人CD4细胞计数<

200／mm3时，4％病人发生菌血症，CD4细胞计数 <100／

mm3时，则菌血症发生率增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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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HIV／结核分支杆菌（MTB）双重感染的病人，积极

应用抗结核药物并采用医务人员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

(DOTS)，治愈率可达80％以上。

2）结核病是AIDS病人的主要死因。全世界1／3的AIDS

病人死于结核病。因此，对AIDS病人实行结核病预防性化疗，

可以改善HIV感染者的生存条件和寿命。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HIV阳性者服用异烟肼（INH）者结核

的发病率降低，相对危险为 0.41。说明对结核病高发地区，

HIV／MTB双重感染者，使用INH预防，可降低患活动性结核

病的危险性达40％左右。

3）我们对55例HIV阳性病人进行结核菌素试验和CD4、

CD8淋巴细胞计数。结果，HIV阳性者，PPD阳性率仅9．4％，

而健康对照组PPD阳性率为28.2％(P<0.01)，有显著差异。

CD4细胞计数<200/mm3者，PPD反应均为阴性。说明AIDS

病人结核菌素反应较正常人低。

总之，艾滋病并发结核病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艾滋病

病人应当预防结核病的发生，一旦发生结核病也可以治愈；积

极开展预防艾滋病并发结核病的研究。 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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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花湾路139号北边至高邮市金

桥路（弹药库）对面春龙饭店北一综合楼，

自西向东占地面积约为5500平米，建筑面

积为3955.1平米。综合楼基本情况：自西

向东一号楼370.5平米、二号楼 588.3平

米、三号楼596.7平米、五号楼985.6平米、

六号楼1048.8平米。以上五幢综合楼现分

别对外实行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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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日—4月15

日，报名时商家需凭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

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按照需租面积交

纳每平米100元保证金，逾期不交者不得进入

招投标程序。

招标时间：2014年4月16日（上午9点）

招标地点：高邮镇武安社区二楼会议室

高邮市高邮镇武安农村社区资产股份专业

合作社（孙厂组）

联系电话：18952584699

1585285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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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道

是水都有源和流，是木都有根和枝，姓氏也

是如此。高邮在宋代出过一个大文学家———秦

观（字少游，1049年—1100年），是宋词婉约派代

表人物之一，其诗词作品代代流传。时隔900多

年，他的后裔情况如何？高邮有没有他的后裔？如

有，大约有多少？许多人都想过、问过这样的问

题。笔者最近收集了几部秦氏家谱，查阅了有关

史料，基本弄清了秦观后裔的一些来龙去脉。

秦氏郡望和堂号

秦氏是一个古老、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

体。据统计，全国有秦姓人口379万，在姓氏中

排列74位。

历史上秦氏在天水、太原、临淄郡、河内郡等

地为名门望族，后人则以这些地方为郡望。有的

还以郡望立堂号，比如天水堂、河内堂、太原堂、

临淄堂等。秦氏多以祖上名人及其事迹为堂号，

比较著名的有：三贤堂，因孔门七十二大贤中有

秦祖、秦商、秦非、秦冉四位，这里的“三”是个概

数，指多，意即秦氏多贤人；乐善堂，孔子看到七

十二大贤中姓秦的竟占了四位，便夸秦氏好道乐

善，所以后人名其堂号为乐善堂；五礼堂，清代刑

部尚书秦蕙田，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著有《五

礼通考》，他的后人将堂号名为五礼堂。秦少游号

淮海居士，著有《淮海集》传世，时人称他为淮海

先生，他的后裔则以淮海为堂号，换言之，凡是以

淮海为堂号年的秦氏，都是秦少游的后裔。

秦观家族的迁徙和分布

根据秦氏家谱记载：“吾族秦氏自受姓以

后，游圣门者有四。唐时籍属会稽，天宝末分徙

高邮左厢里。”这里的“游圣门有四”，指的是孔

子七十二个弟子中有秦姓四人，秦观家族唐代

时生活在会稽。“会稽”因会稽山而得名。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会稽先后为越国、吴国属地，秦时

置会稽郡，汉代沿设，唐代置越州领会稽，后又

改越州为会稽郡，宋代改为绍兴。天宝是唐玄宗

李隆基的年号，从742年—756年，共15年。天

宝末年唐朝发生了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

和史思明向统治者发动，同中央争夺政权的内

战，史称“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历时七

年零两个月。虽然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战乱使

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唐朝也从此由盛转

衰。正是在这场战乱中，秦少游的祖先迁徙到高

邮武宁乡左厢里（现在的三垛镇少游村）。

秦少游的祖父名臬，有“承议郎”官衔，后代

尊称他为承议公。父亲秦元化，名讳无考，“师事

胡瑗安定先生，有声太学”，胡瑗是北宋著名学

者，办有安定书院，后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

讲教授）。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秦元化从胡

瑗于太学，文学道艺，皆受良好教育。叔父秦定，

进士出身，历官会稽尉、渤海知县、司农寺丞，后

仕至端明殿学士，卒葬江都西山秦家庄（今扬州

西山蜀岗以南）。

秦观有弟兄三人，弟秦觏（音：构），字少章，

曾为临安主簿；弟秦覿（音：迪），字少仪，处士之
身（即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秦少游37岁中进

士，后离开高邮赴京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

等职，绍圣元年（1094年）坐元祐党籍，被贬横
州、雷州等地，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

即位，复命秦少游为宣德郎，秦少游回程途中至

滕州去世。

秦观儿子秦湛，字处度，号济川，宋徽宗政

和年间，任常州通判，定居常州雪堰桥，并将秦

观棺柩迁葬无锡惠山。秦湛有四子：照、煦、熙、

烈，这四子各自繁衍发展，后代有的随官迁居别

地。全国现存秦氏综合性的家谱有20多部，据

此分析，秦观后裔大部分分布在苏、浙、皖一带。

其中秦照的后裔，秦观十三世孙秦昇，号福陆，
于元末明初回迁到高邮。

秦福陆回迁高邮

1984年8月，原武宁乡西村三组秦观32

世孙75岁的秦万宝，将他家收藏80年的《秦氏

支谱》捐献给高邮文管会。这部《秦氏支谱》始修

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顺治十四年

（1657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修。该谱

当时刊印红谱一部，存于祠堂内，供祭祀之用；

墨谱34部，进行编号，由各户领取。《秦氏支谱》

明确记载了秦昇福陆公一脉的世系图表：观—
湛—照—师傅—宗仁—时行—庄—庠—愤—

谑—崇乐—正国—昇（福陆）。谱中还附录了一
份“迁邮始祖福陆公户帖”，这是秦昇回迁高邮
安居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所谓户帖，就是登记每户田产、人口的册

子，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明史·食货志》载：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

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朱元璋于1368年

平定天下建立明朝，洪武政权面临着的是一片

战争创伤下的凄凉，土地荒芜，人口流失。要想

巩固政权，必先要充实国库，稳定社会，当务之

急就是要建立户籍制度，以管理户口，为征收赋

役做准备。朱元璋把“置户帖”作为立国之本。

“迁邮始祖福陆公户帖”前面一段是口语化

的圣旨，对中书省、户部、有司官吏和百姓提出

在勘合户帖上的要求，接着写道：“秦福陆系扬

州府高邮州武宁乡三垛南村住籍民，营生种田，

计家丁一十六口，男丁九口，成丁五口，本身年

五十六岁，男佛郎二十七岁，男巴儿一十六岁，

侄都保二十三岁，婿陈福二三十七岁，不成丁四

口，孙文保四岁，孙官保二岁，男乌头七岁，外孙

陈呆子三岁，妇女七口，妻阿田五十六岁，男妇

阿吴二十七岁，男妇阿张二十岁，嫂阿殷七十五

岁，女阿秦三十五岁，女关儿八岁，外甥女浦女

六岁。事业，草房五间，民田地七十二亩五分，田

六十八亩五分，地四亩，小板船一只。右户帖付

秦福陆收执。知州赵原，吏王嘉。”

该户帖以及《秦氏支谱》告诉我们，明朝初

期，秦福陆已经迁居高邮，并安家立业，是一个

很大的家庭。600多年来，秦福陆家族在高邮唯

耕唯读，克勤克俭，根深叶茂，繁衍发展。

守望在祖先故里的秦观后裔

保存在文管会的《秦氏支谱》只记载到

1903年，为了弄清现在高邮的秦观后裔，笔者

又收集了四部近年来编修的秦氏家谱。第一部

是秦世恩先生于2012年编修的《秦氏支谱》。该

谱记载：“吾族迁邮始祖秦昇福陆公，历五世而
分支，钺公字仲扬，居高邮城内（这支秦氏家族

是秦华孙的祖先）；瑛公字仲宣，居秦家垛；钊公

字仲刚，徙居三垛南村，乡名亦武宁（《道光高邮

州志》记载：武宁乡在州治东，辖五村：三垛村、

柘垛村、义兴村、中临村、茆垛村）。”三垛南村即

今天的三垛镇季阮村，该谱已传至二十四世，如

从秦少游算起已历三十六代。

第二部还是钊公一支家谱，注明为“东份”，

从福陆公第十八世学字辈开始，已记载至二十

三世。

第三部是秦家垛瑛公仲宣一支的家谱，民

国丁卯年（1927年）春修建，记载至二十二世。

第四部是龙虬东角墩《秦氏家谱》，该谱奉

秦观、秦觏、秦覿为居邮鼻祖，奉凤俦公为迁乡始
祖，记载至十世，还注明了迁至八桥的分支，并排

出后代字辈：福寿仕祺昌，荣华祯富贵。秦凤俦是

秦观几世孙？什么时候迁至东角墩的？谱中没有

记载。据秦长松先生在《故乡情思—我的故乡东

角墩》一书中回忆：“东角墩以及北角墩、小庄上、

西角墩姓秦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姓秦的堂号叫

淮海堂。东角墩大庄上西头原有个秦氏宗祠，是

古老的砖木结构大四合院，院内后殿神台上，供

奉秦少游、秦少章、秦少仪三位祖先牌位。过去每

年清明节东角墩大小三庄，还有从东角墩迁居到

外县市的秦氏子孙都赶来上家谱会祭祖。”

据市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截至2013

年8月有秦姓人口6914人，占总人口0.82%，

而三垛秦家垛、季阮、龙虬东角墩等地属淮海堂

的秦姓人口约有3000多人，如果加上秦钺迁至

城区繁衍未立家谱的秦姓人口，再加上历史上

零散迁至其他乡镇的秦姓人口，秦观在高邮的

后裔约有4000多人。

秦少游是北宋著名词人和政论家，他的作

品问世后，海内风行，历代都有翻刻传写，深受

广大读者的喜爱。高邮为有这样一位文学家而

感到骄傲，秦少游后裔为有这样的祖先而感到

自豪。据秦氏家族人士估计，如今海内外秦观后

裔约有20万多人，他们成立了秦少游学术研究

会、秦氏宗亲联谊会，有专门的刊物和网站。笔

者希望高邮有更多的秦观后裔加入这些研究组

织，同时更希望高邮的秦观后裔在秦家垛原秦

氏宗祠的地基上复建“秦氏祖祠”，以扩大对外

交往，联络更多的秦氏宗亲，弘扬少游文化，建

设少游家乡。

责任编辑 袁慧

文游台内的秦观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