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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界卫生组织官女◆

十米博士(右一)与铃

P教授(右=)在所内

幕。

．．19{

日，在．

所4 0 J

会。

．．中国预睁

院寄生虫病坷

余森海在省掘

疟原虫。



本所专家为患卜

者诊断治疗。

一、一

．．省卫生厅

杨慈生厅长在

本所视察。

．．I 9 9 7年1 0月

一I 2月，本所与泰国

卫生部举办亚洲疟

疾培训网络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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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官自◆

史蒂文·威廉博士(左

=)在本所考察。

．．泰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尤

斯司长向培训班学女颁发证

书，左一为云南省卫生厅陈洪

副厅长。

．．杨煌，周新文与英美

外宾合影。



▲《所志)部分顾问，左起付桂臣、章祖庆、郑祖佑、李

学忠、杨芑。

▲‘所志)部分编委，左起车立刚、周新文、杨恒林、杨煌

汪文仁，董学书、文华、张国才。

▲本所几任领导与高治国同志合影，左起周新文、杨煌、车立

刚、李学忠、高治国、黄耀宗、朱德福、杨恒林。





▲1 9TO年1月，部分职工在思茅合影。

▲检查肝脾肿大情况。

▲I 980年5月1 7日，全省疟疾基础理论培训班合影。



▲建所初期的部分老同志在思茅合影97．5。

▲前排左起：周新文、马碧辉、汪文仁、武佑兴、苏发昌，扬煌．张在权．杨恶生．

高治国、李师程、朱德福、革应苍、李学忠、杨芑、车立刚、杨恒林；(二排)张宜董、

胡惠仙、郑锐、孙淑芬、许时燕、李梅影、张建萍、朱莹、郭丽华、朱丽华、李华宪、

杨艳、李荣峰、高白荷、李丽、黄国珍、廖荷英、邓秀英、王丕玉，张一元；(三排：

朱兆鸿、刘惠，张国才、陈文才、李宗惠、文华、王军、张志勇、杨亚明、李昌荣、

李萄升、朱锦、汪丽波、姜华、李露林；(四排)周升、顾云安、陈国伟、李兴秃、

杨沧江、卢勇荣、杨峥雄、温明德、杨品芳、赵为一、姜天余、张祖顺、许建卫、

黄开国．直次星、张国森．董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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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 煌

古人说：“治国家以史为鉴，治郡县以志为鉴”。编写志书，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以资治、存史等作用服务当代，惠及子别、，是

-项有益于后代的千秋大业。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周恩

来到江泽民总书记都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编

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

的系统工程"。我主持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工作后，把完成编写所志

列为任期内的一件大事来抓。首先是重新组建编纂班子，确定主编；其

次是为编写人员创造条件，加快进度，进行质量把关；再次是在编印

经费方面给予保证。经大家的努力，多年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

志书是经典之著，传世之作，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我

们只有了解昨天，才能认识今天，展望明天。从志书中可以看到，历

史上疟疾曾几度摧残三迤，给云南父老造成深重的灾难。《太平寰宇

记》及《三国志》中，就有“士卒感染瘴疬，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

本世纪初，云南曾发生过三次疟疾大流行。1901年法帝国主义修筑滇

越铁路时，因患疟疾死亡4万余人，留下了“一根枕木一条命"之说。

1 91 9年，有3万多人的滇南重镇思茅，因疟疾暴发流行，人间谈疟色

变，“要到思茅坝，先把棺材买留下"。1 949年，城区仅有1千余人，到

处是千村霹雳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1 933年，云县疟

疾大流行，短短的几年间就死亡3万多人，有“百里雷封，死亡逾万，

疟变百端，群医穷于应付，药方两缺，奏效难期。患危病者除宛转待

毙外，实无良法"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

心人民的疾苦，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不到十年的时间，控制

了云南疟疾的大流行。云南疟疾的兴衰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够救中国的真理。



从《所志》中得以知道，云南是一块美丽富绕又充满神秘色彩的

土地，这里资源丰富，风景这边独好，民风荟革。但是，地形复杂，山

高谷深，国境线长。立体地理形成的立体气候，26种民族呈现出社会

生产力的差异，4000多公里国境线与老挝、缅甸、越南三个国家接壤，

周边国家是有名的高疟区。云南地理环境适宜疟疾的传播流行。因』l：，

疟疾防治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十多年来，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从小到大，由单一防治转入

到科学研究，指导现场防治。四十多年艰辛历程，成果累累，业绩辉

煌，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稳定边疆，巩固国防，促进云南社会和

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愿《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志》出版

以后，对推动和促进省内外的疟疾防治和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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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付桂臣

《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志》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所志的完成，实现了包括在所工作过的全体同志的共同愿望，它凝集

着几任领导，各位编者的辛勤劳动。《所志》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

述了建所40年来，在机构、防治、科研、人才培训、管理、内外交往

等全所发展变化的情况。还涉及全省疟防事业发展变化的脉络，使其

内外融合，内容丰富，是云南第一部疟疾科技信息的全书，它不仅体

现了资治、存史、教化的志书功能，而且可供工作参考之用。

云南历史上是我国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曾是中外闻名

的“瘴疬之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对疟疾防治工作

十分重视。1 957年，在勐海县建立了云南省疟疾防治所。在不同的时

期，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承担着指导全省疟疾防治、调查研究和培

训基层技术骨干等任务。全所职工克服多种困难，坚持在边疆疟防第

一线开展抗疟工作，不少人贡献了毕生精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有的克服家庭困难，带着年幼孩子常年驻扎村寨为民防治疾病；

有些不顾个人安危，试身感染疟原虫，让其反复发病，探索发病规律，

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防治、研究

任务的顺利完成。取得多项科技成果，受到上级的奖励。

40年来，经过一批批卫生疟防工作者的努力，无论是在扑灭疟疾

暴发流行，建立灭疟试点，开展后期监测管理，还是进行流行病学和

病原、媒介调查、开展边境防护各方面，总结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

推动了我省疟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我省的疟疾发病得到有效控制，为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了保证。

当然，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与周边三国接壤等因素，疟疾

防治研究面lI盘着严峻的挑战，要彻底根除这一疾病，仍然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指引下．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经过全体卫生疟防

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再创疟防事业的辉煌。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的历史和现

状。内容突出专业防治研究机构的特点，、力求达到科学性、思想性和

资料性的完整统一。

二、本志包括概述、大事记、防治、科研、培训、内外交往、机

构·、管理、人物等内容。

三、本志重点记述1957年建所至1995年底发生的史事。有些内

容为达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下限适当上溯和下延，重要事件，写至

落笔时止。

四、除写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尔后用简称。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确需说明身

份者，第一次出现时冠于职务或职称。

五、本志的人物内容，力求充分反映为疟防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员

活动，选择了已故和健在的具有副高或相当者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

物，记述业绩、简介他们的情况，以展示疟防职工队伍的整体风貌。

六、古地名，如宁洱、车里、顺宁等，在第一次出现时，夹注今

地名。专业术语、科技名词等，一般不作更改。

七、历史纪年，用当时的称号，如清．乾隆，民国，夹注公元纪

年。1 949年1 0月1 Et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书写规范，以国家公布的汉语简化字方案、标点符号使

用法及度量衡、计量标准为准。

九、本志资料，主要以档案资料，文字记录为主，一般不注明出

处。引用书报、文件时，注明出处，以便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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