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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与自然界经久不息的

抗争，其中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的传染病流行问题尤为突

出。而性病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种，其流行和传播已经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同时，性病传播扩散所带来的诸多危害，

也成为人类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广西属于

我国性病的高流行地区之一，梅毒、淋病等性病疫情曾经比

较严重，给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也

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性病防治工作与全国一样，历经

６０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一道，按照国家

的统一部署，有效利用了国内外的各种资源，扎扎实实地推

进广西的性病防治事业，共同开展遏制和防治性病的综合性

工作。广西将性病防治工作与艾滋病的预防控制相结合，创

新性地提出了 “防艾必先控性乱” “立足性病抓防治，攻坚

艾滋履新职”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策略，性病防治工作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广西性病防治成就与展望》一书对广西的性病防治历

程和工作经验进行了有益的回顾和总结。书中着重介绍了广

西改革开放以来在性病防治各个领域中的成果以及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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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与突破，体现了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协调配合，全

社会参与性病防治工作机制的成效，将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广西性病综合防治事业的面貌。全书既包含了对性病防

治工作方针、政策及工作方法的全面介绍，也包含了对性病

防治科学探索方面的总结和分析。跨越时空，追溯历史，相

信 《广西性病防治成就与展望》一书将对各级政府、各相关

部门在制定性病防治策略上能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

能帮助战斗在广西性病防治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提高综合能

力，发挥有价值的影响作用。

预防和控制性病，不仅仅是广西公共卫生事业一项重要

的工作任务，更是关注民生、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建设和谐

广西、实现伟大中国梦长远目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任重

道远。我们必须在取得当前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持续

推动性病综合防治事业的深入发展，努力实现国家和自治区

提出的遏制与防治性病的各项任务目标，减少性病的危害，

促进广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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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以来，性病的

流行与传播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广西壮族

自治区作为我国性病的流行地区之一，经历了性病疫情逐年

严重的时期，特别是梅毒疫情长期处于严重态势。多年的防

治实践表明，性病感染者的发现不及时和治疗不规范是导致

性病不断传播和扩散，造成性病持续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性病的流行不仅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将会加速我

国艾滋病的流行。国内外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性病与

艾滋病感染之间存在协同关系，性病的流行可以促进艾滋病

的传播和扩散，成为艾滋病经性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从广

西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可见，经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流行的

主要传播途径。所以，有效防治性病不仅有利于广西性病的

控制，而且有利于遏制该地区艾滋病的流行。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针对

性病流行形势和防治工作需要，充分整合利用国家、自治区

和国际合作项目资金以及艾滋病防治资源，持续开展了一系

列包括疫情监测管理、临床规范服务、宣传干预与健康教育

以及针对临床诊疗、疾病预防、实验检测人员培训等内容的

性病防治工作，建立了一系列既有地方特色，又在国内领先

的工作模式和机制，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为有效控制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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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介绍了广西性病防治工作的

发展历程、具体做法、工作经验和防治效果，集中体现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性病防治工作的支持

与重视。性病防治工作人员历经几十年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

力，不断探索综合防治策略和措施，并使之全面实施。

本书介绍的内容不仅是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性病防治工作

几十年的全面总结，而且可以为其他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提供重要的借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性

病防治事业灿烂辉煌，任重道远。全区的广大性病防治工作

者必将继续夙夜在公、开拓创新，谱写广西壮族自治区性病

防治工作的新篇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４

广西性病防治成就与展望



前　言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性病在我国重新流行以来，性病的

流行与传播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且

还成为艾滋病流行与传播的重要因素。为达到预防和控制性

病流行的目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广西各部门、各团体组织通力协作和配合，持续开

展了大量包括疫情监测管理、临床规范诊疗、宣传干预与健

康教育，以及相关医护人员、疾病预防与控制人员、实验人

员的技术培训等内容的性病综合防治工作，创建了多项具有

广西特色的性病防治工作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广西性病防治成就与展望》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广

西在性病综合防治工作中的历程以及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措

施和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性病的主要流行情况、性病防治

机构及人员的设置与变迁沿革、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在国内

具有创新特色的性病防治工作模式或机制、性病预防与诊疗

科学研究的成果及经验总结等。本书内容涉及面较广，实用

性较强，覆盖面较大。书中记录的工作内容，有的是在全国

开展较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探索性；有的是完成质量较

高，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推广性。在本书中，读者不仅可以

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性病防治工作的责任感和指导力，而且可

以体会到广西性病防治领域的特色性和成就感。相信本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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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级政府、各部门在制定有关性病防治工作策略时具有积

极的参考意义，也能为帮助工作在广西性病防治第一线的广

大疾病预防与控制人员、医疗机构临床诊疗人员在提高综合

能力时发挥积极的影响。

以书籍的形式来总结性病防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展示

性病防治事业的最新发展，在广西是第一次。为保证本书的

科学性、真实性和实用性，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病防治研究

所组织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项目管理、流行病学、临床诊

疗、预防与干预等多领域的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并采纳了部

分地、市相关皮肤病防治、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的管理和专

业人员对本书编撰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对他们

的辛勤工作和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本书内容跨越时间长、覆盖面广，同时又因时间仓

促，在内容及编排方面难免有疏漏，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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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性病是性传播疾病的简称，主要指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一

种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下简称 “新中国成立”）前后，

列为性病的病种只有梅毒、淋病、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这些

均称为 “经典性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随着性行为的变化和

性病病种的增多，传统性病的概念逐渐被 “性传播疾病”所取代。

１９７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使用 “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命名，其病种包括艾滋病在内３０多种，致病病原

体涉及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细菌、真菌、螺旋体、原虫、寄生虫

等。性传播疾病由于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能引起并发症和后

遗症，已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中国重点监

测的性病有５种，即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

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被单独列出，其中梅毒和淋病被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为乙类法定报告和管理的传染病，故本书

主要介绍梅毒和淋病的防治工作情况。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 （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的

性传播疾病，可引起皮肤、神经、心血管等多系统损害，甚至威胁生

命。梅毒由于其潜伏期长，几乎可侵犯全身各个器官，产生多种多样

的症状和体征，可多年无症状呈潜伏状态，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

导致自发性流产、死胎和胎儿患先天梅毒。感染梅毒也会促进艾滋病

的传播。

淋病是由淋病奈瑟菌 （淋球菌）感染所引起的，其最常见的表现

是泌尿生殖系统的化脓性炎症。在临床上，淋病包括有症状的或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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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泌尿生殖系统以及眼、咽、直肠、盆腔等部位的淋球菌感染，个

别患者可导致血行播散性感染。淋病是性传播疾病的主要病种之一，

其潜伏期短、传染性强，如不及时治愈，可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

症，导致感染者生理上和心理上出现不良的后果。

针对上述性病，广西主要通过加强疫情监测和管理、流行病学调

查和分析，规范临床诊疗技术和方法，对重点人群的干预和健康教

育，打击卖淫嫖娼等综合措施，达到及时治愈性病患者、有效控制传

染源的传播和扩散、提高大众人群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的目的，最

终促进全广西主要性病疫情的明显下降，实现主要性病流行 “可防、

可控”的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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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行概况

第一节　基本情况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周边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相接

壤，西南与越南为邻，总面积２３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５年，广西常住人

口４　７９６万人，户籍总人口５　５１８万人，辖１４个地级市、１１３个县

（县级市、区）。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自治地区，世居壮族、汉族、瑶

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彝族、京族、水族、仡佬

族等１２个民族，其中汉族占６２．８６％、壮族占３１．４６％、其他少数民

族占５．６８％。２０１５年，广西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为１６　８０３．１２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３．５万元，经济发展总体进入中等收入阶

段。大部分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达标。

１９９７年，广西基本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至２０１５年，卫生和计

划生育机构３４　４４０个 （含村卫生室），医院５２７个 （其中公立医院

３３２个，民营医院１９５个）。医院按等级分，三级医院６１个 （其中三

级甲等医院４２个），二级医院２０３个，一级医院１４０个，未定级医院

１２３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３２　２１６个，其中乡镇卫生院１　２６７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４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３３个、门诊部和诊所及卫

生所９　２５５个、村卫生室２１　４１７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　６５８个，其

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５个、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站）４１个、健

康教育所１个、妇幼保健院 （所、站）１０４个、急救中心４个、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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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机构２８个、卫生监督所１１２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１　２５３个、

其他卫生机构３９个。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性病流行形势

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卫生事业十分落后，专

业技术人员匮乏，防治能力薄弱，加上历年战乱、灾荒，致使性病等

传染病流行甚为猖獗。据统计，１９５０年广西仅有桂林市、柳州市、梧

州市３个城市的４所综合性医院设有皮肤科，技术力量普遍薄弱，设

备非常简陋。当时性病的流行形势十分严峻，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

的一些调查工作资料显示，１９４９年初，广西部分城市的性病患病率高

达３．３％，性病患者人数占一些较大医院皮肤科门诊总人数的１２％，部

分少数民族的性病患病率高达６．４％。在广西一些中心城市医院的皮肤

病患者中，主要的流行性病为梅毒，其感染率高达５．９％～１３．５％。一

些农村地区的性病流行也比较严重，特别是受当地民族风俗和传统观

念的影响，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性病疫情更为严重。据文献报道，

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的梅毒患病率高达１５．１７％，百色、河池、桂

林等地区的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梅毒患病率也高达１６．２％，

有的村庄高达３０％以上。流行严重的地区出现了 “只见娘怀胎，不见

儿出世”的悲惨局面。淋病患病率调查较少开展，１９５２年中山医学院

（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调查人员在广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

发现瑶族、苗族、侗族的淋病患病率为２７．９１％，汉族为１６．３３％。当

时，城市中性病的主要传染源是失足妇女，其中梅毒占８４．９％，淋病

占５８．４％。少数民族地区因性病蔓延致使人口数量减少，质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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