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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姣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  怡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志刚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淑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欢欢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鸿满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兴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  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丘小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张  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邓  鑫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刘帅凤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振仁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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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洁   恭城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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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坤   临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卫军   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付英   江洲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学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邓  鑫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韦  娜   江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兴强   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丽琴   天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芳青   武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依奉   蒙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定凯   融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艳红   那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超群   田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慕青   平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丘小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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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荣钻   天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献湘   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卢小玉   平桂管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卢春华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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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力   广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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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丽梅   浦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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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刚   扶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白如昌   东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白尧勇   凤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石燕英   藤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龙启泽   八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龙志雄   融水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卫兴   天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全兴   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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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启振   田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桂德   钟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爱丹   崇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宏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一坚   博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帅凤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立球   合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宏昌   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春秀   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贵学   隆林各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危国强   武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向绍密   宁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吕腾荣   岑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朱柳仪   兴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朱秋映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识思   上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汤  杰   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汤健闻   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闭双燕   防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忠   恭城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怡   西乡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洋   龙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钧   象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毅   金城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建英   来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绍航   融水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新桂   大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劳成涌   灵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  伟   合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代忠   龙胜各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兴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福宝   钦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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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仁   北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岑玉昆   西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  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张  谊   龙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世真   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建明   凭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性益   田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振开   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鸿满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  文   玉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  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李  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李永俊   北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亚林   上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红华   全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启新   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志军   平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秀苾   阳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建标   贺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松函   金秀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直健   贺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爱明   凭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虔江   兴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喜贞   港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杜丽珍   八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  旭   三江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沈  平   钦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沈竞才   覃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沈智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肖玉珍   兴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瑞平   灵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言经利   崇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邱小鹏   陆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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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祖标   荔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邵文渊   良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邹世柱   博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陆  华   港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  怡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少华   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汉朝   龙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礼忠   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欢欢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润河   防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艳芳   天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乾容   兴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斐斐   苍梧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献军   鹿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冼建民   钟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冼桂彪   北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  圣   覃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  胜   港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天章   港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月姣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庞秀然   防城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庞国庆   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盛智   邕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新勤   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罗文猛   忻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罗立璇   武宣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罗宗业   凌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范琳娟   邕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志刚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侯  毅   灌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姜  枫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施定顶   上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洪  波   浦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荣光雄   龙胜各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  坚   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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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德金   富川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凌丽菊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凌洪习   良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原庆丽   武宣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吉荣   资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江丽   大化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俊霞   柳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振柱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容伦德   昭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永芳   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朗江津   象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班春榆   凤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秦夕玥   合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秦素芳   兴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莫云芳   灵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莫文军   南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莫洪志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莫顺平   永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莫新艳   富川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郭伟贵   北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陶俊辉   柳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  旭   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  健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梁  浩   广西医科大学 

梁旭杰   右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宏燕   岑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英芳   鹿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详多   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家习   巴马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家友   融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淑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银连   青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富雄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盘兴和   兴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盘秀春   金秀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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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朗月   宜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  希   阳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大维   巴马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小锋   兴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中学   青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仁国   平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日侃   德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永春   防城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礼庆   兴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光华   灵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江荣   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时勇   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卓信   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建华   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绍海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春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春柳   东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春燕   昭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洪浪   宁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美波   藤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贵彪   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家成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晓敏   港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海洪   马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敬秀   扶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朝康   靖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毅毅   钦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龚金花   龙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振仁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曾小红   临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曾朝勇   金城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童文斌   资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葛宪民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董玉连   钟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  宁   玉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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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健   全州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礼章   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廷谦   永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俊俊   广西医科大学 

蒋益宝   上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福志   灌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  宁   马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伟普   大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有泉   合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春伟   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显堂   港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候山   南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清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覃善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覃雄林   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覃瑞秋   平桂管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谢世英   来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谢石光   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韩祖源   蒙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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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 1981 年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至今已

在 200 多个国家流行，全球有 3600 多万人死于该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对

人民健康、家庭生活和社会发展等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国政府把艾滋病的防治问题提高

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应对：2003 年提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2006 年颁布了

《艾滋病防治条例》，相继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 年）》

和系列“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五年行动计划”等，提出了有效遏制艾滋病流行蔓延的

防治目标和具体措施。 

广西是中国唯一沿海、沿边、沿江三位一体、连接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地处祖国南大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和“一带一路”衔接的重要门户。随着

东盟国家贸易往来增加，人员流动加大，极易造成艾滋病跨境、跨区域传播。自 1996

年，广西在中越边境的凭祥市首次发现了本地籍艾滋病感染者后，广西艾滋病疫情明显

上升。对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2008 年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自治

区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之一。2010 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启动了为期 5 年的防治

艾滋病攻坚工程，明确了“强化政府领导，实施一把手负责制，打一场艾滋病防治全民

攻坚战”，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防治法规、政策和措施。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结合广西实际，

提出防艾策略“四转变”（宣传模式的转变、防治模式的转变、管理模式的转变、干预

模式的转变）和防艾“六招术”（教、套、阻、治、管、助），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全力推进 10 项专项工程，五年来经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如期完成了攻坚工程

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有效遏制了广西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

赴广西现场评估的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组的充分肯定。经专家组评定，广西五年攻坚共

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病例约 3 万例，减少死亡约 1 万例，取得了防治艾滋病的历史性突

破。回顾广西五年的防艾攻坚历程，总结出我区取得防治艾滋病显著成效的“三大法宝”，

即：“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确保防艾人财物的投入保障”;“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基

层防控网络，实现防艾工作全覆盖”；“坚持一级预防为主，创新防艾策略和防治模式”。 

为了记录近年来广西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历程，认真总结经验，调动广大艾滋病防



 — 2 — 

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完成了《广西艾滋病防治与

研究进展报告》。该书脉络清晰、资料全面、内容丰富、案例翔实，客观全面总结了近

年来全广西防治艾滋病工作经验、工作方法、面临挑战和未来展望，相信该书将对今后

各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所借鉴。防治艾滋病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希望全区广大防艾工作者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措施，不断推

进工作，最终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流行的愿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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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1986 年起广西开始开展艾滋病监测，1989 年发现首例外籍 HIV 感染者、1996

年发现首例广西籍本土 HIV 感染者以来，艾滋病疫情逐渐蔓延，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

传播，每年报告的艾滋病病例数逐年上升，特别是 2005 年病例报告数大幅上升，影响

我区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生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艾滋病防控工作，先

后制订了一系列防治策略、政策和法规，尤其是 2010 年启动了为期 5 年在全区范围内

实施的广西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广西全区各市县（区）党委政府各部门高度重视防治

艾滋病工作，纳入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加大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和队伍建设，

及时创新和调整了艾滋病防控策略和措施，有效遏制了广西艾滋病上升趋势，保障了人

民健康，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和宝贵经验，获得国内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为此，我们组织广西防治艾滋病一线专家和业务骨干，编写《广西艾滋病防治与研

究进展报告（2010－2015）》，全面介绍广西艾滋病疫情、体系建设、防治工作、科学研

究、国内外合作、挑战和展望等，与大家分享这些年来广西艾滋病防控工作经验和方法，

期待对今后艾滋病防控工作有所裨益，一起努力迈进 2030 年“零艾滋”。 

在编写过程中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多指正。 

感谢参与《广西艾滋病防治与研究进展报告（2010－2015）》编写和提供素材有关

单位以及同事。 

 

 

编  者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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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卫生概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地处中国南疆，位于东经

104°28′～112°04′，北纬 20°54′～26°24′之间，北回归线横贯中部，东连广东省，南临北

部湾并与海南省隔海相望，西与云南省毗邻，东北接湖南省，西北靠贵州省，西南有 8

个边境县市（东兴市、上思县、宁明县、凭祥市、龙州县、大新县、那坡县、靖西县）

与越南接壤，共有多个中越陆地口岸。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23.76 万平方千米，管辖北部

湾海域面积约 4 万平方千米。行政区划为 14 个地级市，7 个县级市，67 个县（含 12 个

民族自治县），36 个市辖区，722 个镇，405 个乡（含 59 个民族乡），120 个街道。首府

为南宁市，世居有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2 个

民族。2015 年总人口 5400 多万人，常住人口 4796 万，常住人口总量占 2015 年全国人

口总数（13.7349 亿人）的 3.49%。在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2257 万，占 47.06%；农村

人口 2539 万，占 52.94%。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2493.1 万，占 51.98%；女性人口

为 2302.9 万，占 48.02%。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1059.4 万，占 22.09%；15－59

岁人口为 3027.27 万，占 63.12%；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709.33 万，占 14.7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78.2 万，占 9.97%。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3014.77 万，占 62.86%；

少数民族人口为 1781.23 万，占 37.14%；其中，壮族人口 1508.82 万，占 31.46%（自治

区统计局 2016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信息）。2015 年生产总值（GDP）16803 亿元，财政收

入 2332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076 亿元。2015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73 元，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416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67 元。 

一、广西卫生资源 

近年来，广西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逐步加大，2015 年，广西卫生总费用和人

均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超过 14%，每年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均超过 5%（人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到 40 元）；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 39.56%，社会卫生投入

占卫生总费用的 32.46%，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 27.97%。目前广西已建立了覆

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年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达

76 岁，孕产妇死亡率 13.92/10 万，婴儿死亡率 4.58‰，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6.37‰，人

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量。 

2015 年，广西卫生和计划生育机构数达 34440 个（含村卫生室），其中医院 527 个

（公立医院 332 个，民营医院 195 个），乡镇卫生院 1268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4 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