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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时限。本书所记述的是1951年至2007年三亚市卫生防

病事业发展过程，因某些史料匮乏，影响记述的完整性。

2、来源。本书资料来源于市档案局．市卫生防疫站的行政、

业务档案．科研论文集，调查研究报告、专题总结以及各种统

计表等资料。

3、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直陈

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亦夹叙夹议。

4、地名称谓。1984年前称崖县、公社．后称三亚市、乡镇，

本志记述一般多用三亚市、乡镇。

g、作者。各章节撰稿人．注在方后。文体力求一致。

6、本志为众手成书．资料来源较广．不在文后加注，不列

举参考文献。



序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听到这优美的歌

声．不由你想起今日的三亚是这样的美丽：阳光明媚，瓜果飘

香，让人陶醉。然而，你很难想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三亚社会

是一种什么情形。“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可说

是对旧中国许多地区的生动描摹．当时的三亚也有类似情形。

年近耄耋的老人都会记忆犹新、敛容改颜地谈到。那时的三亚

许多瘴疠尤重，多种地方病，流行病滋生蔓延．时或猖獗，不

时剥夺人民的生命健康。

了解到这些，你就会深切地体会到防疫工作的重要意义．

以及防疫工作者的职责是多么神圣!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党和

政府才把人民的健康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才有了真正意义

的防疫工作的开展。1953年．三亚市的前身——崖县．成立了

卫生防疫站．由于受解放初期各种问题的羁绊，初期的防疫工

作举步维艰，然而，还是坚实地走过来了；社会的发展有时比

人的想像还要神奇．三亚市的建设速度促进了防疫工作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俟到了2005年，揭牌

成立了“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更是掀开起了防病工作的

新篇章。

每一个防疫人都是一名光荣的战士．他们肩上扛着为社会

抵御疫患的盾牌，为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安定筑起一道坚实的屏

障。防疫人特有的责任感。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在工作中锻炼

出来的鼎力合作的精神．使栽种的防病之树枝繁叶茂．结出了

丰硕的果实。只要留心一下，我们都会了解到一些事实：在三

亚今人闻之色变的麻风病、疟疾得到了控制．丝虫病、脊髓灰

质炎基本上被降伏。特别是在三亚建设成为国际性热带滨海旅



游城市的过程中．我市的卫生防疫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防范

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等方面大为增强．在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等活动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要言之。这几十年来。几代防疫人为三亚市经济社会的发

展做出了应有的奉献!

我想到了“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沧海是填不平的，留

存的是填海的意志和精神。我从防疫人的身上，感受到了这种

熏人的意志和精神!让入感受了防疫人“填海"的痴情．让入

了解到防疫人几十年来防控疫患的过程。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工

作经历，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留存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只要你翻览一下<三亚市卫生防病志>．你就会真切地看到

防疫人跟随社会进步走过的足迹。可以说。编纂该“志’’是极

有眼光的，是因着一份防疫人厚重的留春．历史的责任感．是对

三亚防疫历史所树的一根华表桂。只因你需要．走近它，端详

它。阅读它，你都会在它身上撷取到有意义的东西。该“志”

较系统、较翔实地记载了历史沿革，专业资讯，重大活动等史

实。记录了我市1953—2007年卫生防疫事业的实况。要编写好

该“志”．需要搜集汇总资料，甚至从积尘中“淘宝”，而这是

一件非常繁难的事。因而难免遗漏。但“欠缺’’则从另一意义

上显出该“志"的珍贵．如再不及时“抢救”和编写，再等耐

光消逝，那将会令人唏嘘不尽了。

在庆祝海南建省二十周年和我市升格为地级市二十周年之

际．<三亚市卫生防病志>的问世．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是防

疫人旷份诫糊黼。

萄
洼：郭保红为三亚市人民政府剐市长

，冬缸， q



序 二

历经沧桑的人都会赞叹今日三亚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她巳名

播遐迩。三亚的亮丽靓容是三亚人的一笔大财富。但有心人会记得．

装扮美丽三亚．其中也有一份疾控入的功劳，有一份防疫工作者长期

无怨无悔的真诚奉献。建国几十年来．三亚疾控人含辛茹苦，长期辛

劳工作在第一线，使疫患不敢猖獗。有的在他们手中降服．有的已经

消弭遁迹。他们为群众防控疫患．为三亚的容颜祛疹除疤，为社会稳

定恪尽职责。以阻遏“非典”为例．看看疾控人宵衣旰食．辛劳挥洒

的汗水，你会为他们工作的精神所动容。我想古人戍边守塞，征战沙

场，所期待的是勒石记功。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解历史的印记；今天，

防病工作跟着共和国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有人把这段历程记录下

来。对窥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了解人跟疫患作斗争的过程，岂不

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吗?

‘三亚市卫生防病志>的问世，其价值不管它是否值得藏之名山，

但我认为它显示了编纂者卓识的目光．它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

的防病历史资料。翻开该“志”．你就会了解到，三亚在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各种地方病、流行病(如丝虫病、麻风病、疟疾、肺结核

病等)时有肆虐地方情形，人民深受其害．可以想见当时患病家庭不

堪其苦。正是党和政府的关怀，疾控工作者们栉风沐雨．辛勤工作．

才使疫患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一些长期猖獗的疫病也被降伏了。感谢

<三亚市卫生防病志>给未来留存了这些记忆．留下了各个时期滋生

的各种疫患以及怎样防治的历史资料．为我们今天继续做好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提供了资鉴。曾有名人说过，没有记录的历史便没有祖国。

从这种意义上说．<三亚市卫生防病志>的编纂者睿思至远．存心其

厚．不辞劳烦．翻箱倒箧，多方搜寻和积聚资料，剔除梳理．终于完

成了具有一定份量的“志”书， 虽可能挂一漏万．但这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情。不然，再驹过一些时日．或由于某种不虞之因．这些资料



一旦散佚．那对公共卫生防病工作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

<三亚市卫生防病志)记载了三亚地区防病工作怎样从荜路蓝缕

中走过来，因而它有区域性、连续性，真实性，资料性等特征，故而

也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三亚公共卫生体

制已经较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正在走向完善。三亚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依傍地缘和经济社会的优势，在资质上已成为琼南防病的中心，

它应该凭籍其特有的条件。在健全和完善疾控工作的管理及提高效率

上走在琼南防病工作的前头。疾控工作在海南建设生态省和健康岛的

战略决策上至关重要．紧系民生状况和社会安宁，一I旬松懈不得。我

期冀三亚疾控工作更贴紧民生民忧．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勇于开拓创

新，把疾控工作做得觉放心，政府称心。群众满意。试从编著<三亚

市卫生防病志>的举措看。编纂者的确是敢为人先．这应该是海南省

市县一级机构所编写的第一部“防病志”。他们那种敢吃“螃蟹"的

精神．是值得我省疾控同行们借鉴和参考的。

当然．该“志"在积累和搜集资料上尚有不少遗漏，结构上也有

可商榷处，行文上有不少拙蹇的地方，留待行家指正。但凭借他们的

条件。能够殚精竭虑完成这样份量的防病志．已经超出了我的希冀。

这是防疫人为疾控事业献上的用心编织并寄寓着无限深情的花篮．可

能不够精致．但却散发着幽远的芬芳。

看了<三亚市卫生防病志>。引发了一些感想．揣摩一下．于是

欣喜地写下这些话．是为序。

让疾控工作带给人民更多的福祉和安康!

洼：潘先海为海南省疾嫡预防控舒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淹龙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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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机构历史沿革

崖县卫生防疫站成立于1953年初．工作人员13人(其中卫

校毕业3人，广东省卫生人员训练所毕业6人>．吴忠任副站长主

管全面工作，设有防疫组(5人)、调研组(2人)、检验组．行政

组各1人．还有秘书、会计、工友各1人。1953年7月2日广东省

海南行政公署接到广东省卫生厅1953年6月12日的通知(卫创

防字第124号)：根据卫生部195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

防疫会议精神，以过去建站流于形式．今年新建各站因人力限制，

不能按计划执行卫生防疫工作．将崖县设立的卫生防疫站予以撒

销．并将现有人员及设备编入海南防疫队第二分队。撤销时间是

1953年7月20日。此后．崖县的防病工作由县卫生院(现市人民

医院的前身)公卫组负责，有工作人员5名．组长黄琼珍。

1956年6月崖县卫生防疫站重新设立(1955年底起由郑万彬、

李汝练筹备)．由县卫生院公卫组及三亚镇卫生所合并而成立．工

作人员有12人，李子雄任副站长主管全面工作。

1958年因原崖县、保亭与陵水县合并成立榆林县(59年3月

国务院批复仍称崖县)．三个县防疫站也合并．工作人员共47入．

负责人韩向新。1961年3月又恢复原县建制，原各县人员复归。

1961年原崖县防疫站工作人员有20人．冯全新任副站长

(1960—1964．7>主管全面工作。

1964年方存颖任副站长主管全面工作．编制人员24人(含港

口检疫站4人)．实际在编17人．其中大中专学历13人．防疫员

3人、行政管理1人。设有办公室、防疫组，卫生组和检验室。

因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干扰．1968年初防疫站被撤消．人

员分散到县医院等卫生单位．其中郑纪奕在县医院办公室，后又

调到县卫生服务站(职能是担负全县卫生行政事务．医院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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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工作)，继续负责全县疫情的收集、统计、报告．以及防

保工作的上传下达等．全县防病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至1970年初

才恢复防疫站建制．刘毅任站长。

1972年11月～1983年11月蒙茂泰任站长。1979—1984年郑

万彬与苏庆才任副站长。1979年底工作人员25人．其中医(技)

师5人，医(技，护)士18人，设有行政组(4人>。防疫组(5

人)、疟疾防治组(8人)、卫生组(5人)和检验室(2人)。1982

年底工作人员增加到33入(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9入>。1979年有

房室面积212平方米(其中办公室18平方米、检验室56平方米，

宿舍138平方米)，财务总开支60566．63元(其中业务2258．62元、

行政19946．10元，工资25000元、福利1015．03元、基建12346．88

元)。1976年省首次配置防疫车一辆。

1984年12月至1988年10月王永谋任站长，副站长李其伍、

吕英明、苏庆才(1987年10月任)。1986年工作人员51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43人)，内设的防疫等5个组改称“科或室”。同

时增设门诊部(1985年)、食品卫生科(1987年)．共有7个科室。

1987年经费总开支为126017．66元．门诊部开展有偿服务有少量

收入。1985年8月7日经市编委(县级市)批准防疫站为市副局

级(副科级>单位(市编字f1985]37号>．1988年10月14日经市

编委(地级市)批准为市正科级单位(市编字11988144号)。

1988年1月至1989年11月黄志杰任副站长主管全面工作．

1989年12月至1996年6月任站长．副站长苏庆才(1989—1995

年)、陈志勇(1991～1996年)。1989年工作人员74入(其中技术

人员59人．有本科与专科学历者各8人．中专21人．副主任医

师1人．主管医技师8人、医技师29人)．设有办公室．防疫、

计免，寄生虫病防治．检验．消毒杀虫，宣教．卫生．食品卫生

和专科门诊等10个科室。1993年工作人员有86人(其中卫生技



墨至立墨生堕壶盘 塞丝土=兰丕圭壁主 ．

术人员67人．高级3人，中级12人、初级52人)，设有办公室、

行政．防疫、计免．寄生虫病防治、检验、消毒杀虫、环境卫生．

学校卫生，劳动卫生，宣教、传染病专科门诊和食品卫生监督检

测所等13个科室。1989年有房室面积2200平方米(其中办公用

房420平方米，检验室380平方米、生活用房1400平方米)，仪

器设备30多万元．配置冷链车和面包车各一辆。1990年11月14

日经市编委批准防疫站为副处级单位(市编字[1990】105号)。

1996年5月至2004年10月陈志勇任站长，副站长苏庆才

(1996—1997年)．陈毓瑚(1997．1～2004．10．其间2003年6月

一2004．10负责全面工作)．吕重庆(1998．4—2004)。1997年工作人

员9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9人：高级5人、中级25人、初级49

人)．设有办公室，行政、人秘．疾病控制(内设防疫．计免与寄

生虫病防治等3个室)、消毒杀虫，检验．卫生监督监测(食品、

学校、环境与劳动卫生等4个室)、宣教与门诊等11个科室。2001

年底实现站、科室办公电脑微机化。

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陈朱任站长(通过全省竟岗获

任)．副站长陈毓瑚(2004．10—2005．12)、吕重庆(2004．10～2005．12)。

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疾病预防控制综合能力．以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全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三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05年5月20日下文(市编字

【2005】10号)撤销市皮防所、市结防所、市健康教育所、市卫生

防疫站．将公共卫生职能整合．组建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下简称市CDC)．隶属市卫生局，为副处级事业单位。将市皮防所，

结防所从事医疗服务职能合并．组建三亚市慢性病防治医院．隶

属市CDC．为正科级事业单位；三亚市三林麻风医院挂靠市CDC．

为副科级事业单位。 ．

新组建的市CDC核定财政拨款事业编制72名．内设13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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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均为副科级)。市CDC人员的组成主要由原市卫生防疫站为

主．加上原市皮防所、结防所、健教所编内人员和财政拨款人员

中按岗位条件择优竟聘和调剂。2005年11月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

决定(三府[2005】151号)：三亚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陈朱转任三亚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2005年12月市政府决定：市防疫站副

站长吕重庆转任市CDC副主任；2006年1月市政府决定任命李大

章、李朝勇为市CDC副主任。市CDC内设的13个科所．分别是：

办公室、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寄生虫病防治科，计划免疫规划科．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科、消毒杀虫科、卫生检验检测所．质量信息

管理科．公共卫生与地方病防治科、结核病防治所，健康教育所、

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

市CDC现有建筑总面积11800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3720

平方米、检验室1380平方米、职工宿舍6700平方米)。1988年后

检验室先后拥有原子吸收仪、气相色谱仪，PCR检测仪、原子荧

光度计及酶标仪等先进的检测检验设备。建立的P2实验室在省内

率先获得国家和省的审核认证．还配有500毫安X光机、全自动

化心电图机等。工作环境优化．配置了电脑，复印机、传真机、

扫描仪和多媒体投影等业务办公设备。有工作用车6辆。

市CDC是三亚市实施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和服务的公益性事业

单位．是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技术管理的指导中心。具体承

担的工作是对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职业病，学生常见病等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并收集、分析、报告，

评价疫情和健康危害因素等；还担务对食品、职业、环境、放射、

学校卫生等卫生学检测监测；预防用生物制品的供应及管理．并

实施预防接种；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实验室检验检测．病源微

生物检验检测和常见毒物，污染物的检验鉴定；指导并参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和救灾防病等活动的调查处理；培训与科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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