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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当值千禧年喜庆之际，广东卫生界首部专业史书《广东防
l 《 痨史志》出版问世，值得庆贺。

‘

} 《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诸多史志丛书中，

} 《 卫生史志屈指可数，而以疾病防治为题材的专业史志更为罕
{ 见。卫生防病事关人类健康、民族素质。卫生事业发展史也是

； 社会文明发展史中的一部分。将广东卫生防病所取得的巨大成

{ 就和宝贵经验，撰史修志，既为南粤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绚丽

i 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又在岭南文化宝库中占据宝贵的一席
g 之地。

l 痨病祸人，众有所闻。而艰难曲折的抗痨历程，却鲜为人

i 知。广东防痨界同仁以满腔的热情，齐心协力，以详尽的史
l 实、记事、照片，编纂了一部具有南粤地方特点、时代风貌和

《 防痨专业特色的史书——《广东防痨史志》，将广东近百年来
j 与痨病斗争的历程和所取得的光辉业绩面示于世。

{ 《广东防痨史志》记述了广东防痨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l 实际情况和本质特征。遵循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着重记述解

l 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防痨事业迅猛发展

l 的史实和经验教训。广大读者，特别是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人

{ 员，可从书中的史迹和照片，体味到广东防痨事业的辉煌和坎
； 坷。

i
‘

《广东防痨史志》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史书，为广

i 东的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本书的成

{ 功出版，体现了广东省防痨系统团结协作和敢于开拓创新的精

i 神。希望广东防痨界珍惜已开创的基业，发扬优良传统，在新

{ 纪元中再创佳绩，续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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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元1921年(民国10年)广东省防痨工作有史料记载至公元1999

j年止，历经近80年的峥嵘岁月。为了全面反映广东省防痨工作的光辉历

、《程和业绩，弘扬广东防痨界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

。i进广东防痨事业的发展。我们组织编写了《广东防痨史志》一书。全书分

；广东防痨史实、广东防痨记事和广东防痨史照上、中、下三篇约40万字，

l详细记载了20世纪初期以来近80年广东防痨工作的有关史实、照片，以
l此作为广东防痨事业的史料，奉献给读者和防痨界同仁。

l 《广东防痨史志》全面记载了广东防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风

l雨历程。其中广东防痨记事所记载的年限，起自1959年广东省结核病防
治研究所创建之日，截止1999年底。

在全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本着尊重历史、忠于事实、客观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原则，访问了有关

当事人，查阅了有关档案，参考了有关史料。力求较全面、准确、系统、

真实地把广东防痨工作中有意义、有代表性的每一历史事件记述下来。以

求具有地方特点、专业特色和时代风貌。使之成为朴实、严谨、科学的历

史文献资料。让广大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了解广东防痨工作的进程，并在

未来的岁月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历史从来都是我们的良师，我们要以史为鉴，推进广东的防痨事业。

广东防痨的道路仍长、仍远。过去，我们举步惟艰，但却步步踏实。未

来，我们信心倍增，实现控制结核病的目标。期望全体防痨界同仁，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勇猛精进的精神，为广东防痨事业的继续发展

做出新贡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省卫生厅领导的重视、关怀和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广东省卫生厅黄庆道厅长在百忙之中亲自提笔作序，为

本书增辉添彩，在此深表谢意。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编史修志的水平和经

验，因此，在全书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祈望诸位指教和谅解。

钟球唐大让

二oOo年二月于广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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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东防痨发展史 ·l·

上篇

r'-东防痨史实

第一章 广东防痨发展史

第一节广东防痨的初始阶段【1920—1948年)

广东省最早开展防痨工作的是广州市。据广

州市志记载，广州市政府早在民国10年(1921)

已建立广州市卫生局，这是全国第一个市级独立

的卫生行政机构。在其管辖的11间卫生机构中，

就有痨病医院。

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后，广州市卫生

局重新成立，防痨工作逐步开展。据时任广东省

政府卫生处处长朱润深在民国37年(1948)5月

在报告广东省卫生行政概况时介绍结核病防治时

指出：广东省结核病虽乏精确统计，然就一般体

格检查及临床诊断结果，数字实属惊人。为防止

痨病蔓延，最近与市卫生局发起在广州市设立广

州结核病防治院及防治所，组织防痨协会广州分

会，开始工作，并得全国防痨协会之辅助及广州

市各界之捐助。

当时，广州地区有三种不同性质的防痨机构：

(一)公立性质的红十字会医院肺科及市立肺

痨防治院。据民国34年(1945)至1951年担任广

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黄德光介绍，早在民国

27年(1938)德国人柯道医师担任红会医院义务

院长时，已在内科设有60多张结核病床，是广州

地区当时最多结核床位的综合医院，治疗方法多

是采用人工气胸、人工油胸(注射橄榄油)膈神

经压榨术及对症、营养疗法等。

市立肺痨防治院(所)，附设于盘福路7号市

传染病院。民国37年(1948)6月20日举行开幕

典礼。欧阳市长参加庆典并致词，世界健康协会

派来华担任防痨之美籍医师罗利参加并致词，国

际红十字会及联总所捐赠大型X光机等卫生器材

及防痨药品一批，为市民提供服务。肺病专家王

禹孙任肺痨防治所所长，在市传染病院内开设诊

所，工作人员15人。从开办到广州解放的一年多

时间，共接诊6200人次，团检18000人次，并开

展少量的卡介苗接种及防痨宣教。

(二)善堂性质的广州市方便医院肺痨科。原

名为城西方便所，创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位于城西高岗侧(今人民北路)。光绪二十七年

(1901)改为城西方便医院。民国38年(1949)1

月改为广州方便医院。设肺痨科病床22张，收治

肺结核病人，由于条件设备简陋，管理较差，病

死率很高。解放后成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肺科，

1953年与广州市肺痨防治院合并，改组为广州市

结核病防治院。

(三)私立性质的联合胸科医院。民国35年

(1946)，伍德元及李仕政医师在广州西关私人挂牌

开业。翌年迁至仁济路广协楼房，改名“联合胸

科诊所”。民国37年(1948)5月再迁至长庚路34

号之一(今人民北路)改名“联合胸科医院”。这

所纯粹为民办的防痨机构，仅有17名工作人员，

病床17张，设备简陋，但自动发起义务为本市各

学校、机关、团体检验肺病及免费注射预防结核

菌液。民国37年(1948)2—4月，先后为广州大

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等27所大学的5740名大

学生体检，查出肺痨166人。20间中学的11991名

员生，查出肺痨病者187人。还为地方法院、盐务

局、警保处、省医院等单位体检。伍德元及加拿



理事长，徵募运动历时2个月，得到各机关首长，

社会名流的热心劝助，共徵募金圆券6万余元。

民国37年(1948)9月20 13香港大公报第二

版以标题“扑灭肺痨病，防痨协会扩大征募运动，

请宋子文为名誉总队长”的报导。

民国37年(1948)7月，广东邮政管理局为

响应防痨运动起见，奉准发行资助防痨邮票。在

邮票面值外附加捐款，所得附捐款项拨解政府，

补充防痨基金。

该项邮票图案系采用万里长城为背景，左上

角印置红色防痨标志，面值分为5000元(印青莲

色)、10000元(印淡茶色)及15000元(印蓝灰

色)三种，每种各附加捐款2000元。自民国37年

(1948)7月5日开始发售，动员各界踊跃购买，

以利防痨工作。

据广州市志史料，民国37年(1948)，广州市

卫生局抽样检查21825人，肺结核患病人数2737

人，患病率12．54％，团体患病率也在10％以上，

结核病死亡率高达300／10万，居各种疾病死因的

首位，尤以婴幼儿和青壮年死亡率最高。

汕头市也是省内较早设有防痨机构的城市。

汕头市磐石的益世医院，是美国岭东浸信会于光

绪四年(1878)创办的教会医院，设有肺科。该院

座落于秀丽的海滨——磐石风景区，是结核病人

的疗养胜地。设备极为简陋，仅有小型X光型、

显微镜和少量简单的医疗仪器，该院50张床位中

只有20张结核病床。至汕头解放时，只收治百余

名结核病人留医疗养。1956年改为汕头市肺结核

防治院。

长阶段(1949。1972年)

件，提出以城市和厂矿机关、学校为主，逐步扩

展到农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结核病防治指

明了方向，并且印发了《结核病防治工作参考资

料》，内容包括发现病人、登记管理、积极治疗、

劳动力鉴定、家庭访视、卡介苗接种、卫生宣传

和流行病学统计等具体工作方法。指导各地开展

防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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