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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知識終將戰勝恐懼

2 0 1 9年 1 0月 2 6日同志大遊行，歡迎著紅衣、撐紅傘，來參加橙色大隊的

「愛滋遊行陣線」，用行動表達「知識戰勝恐懼」的訴求！

2 0 1 9年 8月 3 0日美國疾病管制署公布的一份文件指出，抗病毒藥物、預防

性投藥、保險套，已經是預防愛滋病毒傳染的三大重要策略【註1】。新的

科學研究證據是，愛滋感染者服藥治療到血液當中測不到病毒，能1 0 0%預

防 性 行 為 感 染 ， 也 就 是 「 測 不 到 病 毒 等 於 不 具 傳 染 力 ， U = U  

( u n d e t e c t a b l e =  u n t r a n s m i t t a b l e )」【註2】。這樣的研究結果讓愛滋界

的相關工作人員、感染者、感染者家屬振奮不已。我們希望這樣的新知，

能夠被更多的台灣民眾知曉，並減低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的恐懼，與對愛滋

感染者的歧視。

「U = U」，讓我們想到「u n d e r  u m b r e l l a」傘下的人。細看張宇的「傘下

」歌詞，傘是保護，遮風擋雨，但傘也是阻擋，無法靠近的防衛，終究在

傘下看著傘外蔚藍的世界，就像是感染者的心境，說與不說都是兩難。在

「U = U」的時代，感染者活在自由無區隔的天空下嗎？你／妳願意和愛滋

感染者交朋友或是談感情嗎？

我們在 2 0 1 9 . 1 0 . 0 1 - 1 0 . 1 3 進 行網路調查，了解網友對愛滋研究證據「

U = U」的認識程度，以及對感染者的態度，調查期間共1 1 3人回覆問卷，結

果如下【註3】：

1 .聽過U = U   8 5 . 8 %

2 .知道U = U   8 0 . 5 %

3 .對愛滋感染者的態度，變得更支持   6 8 . 1 %

4 . 對於同婚運動與愛滋相關的負面訊息，看過或聽過的有9 5 . 6 %，其中有

5 0%的人會去澄清負面訊息

5 .知道U = U的意義後，有2 6 . 5 %感到比較不恐懼，有4 . 4%還是會怕感染者

調查結果可見，因為透過網路粉絲專頁轉分享訊息，填答問卷對象可能本

身即對於愛滋議題較為關注，不過聽過U = U及知道U = U意涵者也僅佔8 0 %

，可見民眾的宣導有極大努力空間。而知道U = U之後有1 / 4的人比較不恐懼

了，也表示用「U = U」去除愛滋汙名歧視的重要性。

「有些話就像撐不開的傘，明明想靠近對方卻出現一種阻擋，讓心慌張」

—2 0 0 8．張宇．傘下。



借用代表關懷愛滋的紅色絲帶意象，以及全球紅傘社會運動【註4】。這

次的紅傘運動，我們的訴求是：

    1 .  知識戰勝恐懼，「測不到病毒等於不具傳染力」的時代，讓我們

正視愛滋的新知。

    2 .  用愛滋潤我們的生命，而不是歧視。

    3 .  不論感染者是否有正接受愛滋治療，以及治療效果是否達到「測

不到病毒量」，都可以和全民一樣自由走在陽光下。

    4 .  我們認為「醫事人員」，應當正視U = U的醫學實證結果，並推動

社會U = U的認識。

在2 0 1 9年1 0月2 6日，請「您」與「我們」一起著紅衣、撐紅傘，加入

「橙色大隊」的愛滋遊行陣線的行列。

愛滋遊行陣線   

帕三小事務所               

社團法人臺灣感染誌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愛滋小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愛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新滋識同盟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陽光酷兒中心               

南方彩虹街6號              

H E R O  藥愛療癒復元中心        

媒體聯絡人：蔡春美  

EMA I L： a n t i s t i g m a t w @ g m a i l . c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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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資料來源：h t t p s : / / p s e . i s / M 3 S S P

註 2  「測不到病毒等於不具傳染力」相關參閱資料：UNA I D S：UN D E T E C T A B L E  =  U N -

T R A N SM I T T A B L E——愛滋權促會翻譯文，h t t p s : / / p r a a t w . o r g / n e w s / 1 9 6 0

註 3  「U = U」網路問卷調查結果  

註4  紅傘在全球社會運動中的運用 :  台灣環團撐紅傘反空污、韓國以紅傘呼籲組織工會的權利

、瑞士工會聯盟以紅傘遊行反對金融鯊魚、比利時舉紅傘抗議政府養老金改革以及義大

利威尼斯雙年展為性工作者倡權的紅傘計畫。



請問您聽過「U = U」嗎?

請問您知道「U = U」說的是什麼嗎?

    這些年來，媒體、教育等等的愛滋宣導下，

    您認為您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態度是⋯

    在同婚運動的過程中，愛滋議題經常被成為

    炒作的話題，請問您受到影響的程度是⋯

許多科學研究都顯示，愛滋感染者穩定服藥治療

，維持病毒量測不到，就不會傳染給性伴侶，也

就 是 「 測 不 到 病 毒 等 於 不 具 傳 染 力 ， U = U  

( u n d e t e c t a b l e =  u n t r a n s m i t t a b l e )」。

知道這新知後，您對愛滋感染者的態度是⋯

「U = U」網路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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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U = U」聽過 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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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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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但不甚清楚
80.5%
知道「U=U」

更支持

變得比較保持距離

沒有什麼改變

68.1%

29.2%

2.7%

68.1%
對於感染者的態度更支持

不太關注看過或聽過，會去澄清負面訊息或是找新知

看過或聽過，有點反感那些負面的宣傳

看過或聽過，但不怎麼影響我的態度

看過或聽過，

有點同意那樣

的說法

46.9%

29.2%

19.5%

3.5% 0.9%

69%

26.5%

4.5%

本來就可以接受，所以沒有甚麼改變

還是會怕愛滋感染者

比較不會恐懼了
26.5%
知道U=U後，
感到比較不恐懼愛滋感染者

4.5%
知道U=U後，
還是會帕愛滋感染者

95.6%
看過或聽過
同婚運動與愛滋
相關的的負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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