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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防痨史志>>是继<<珠海市卫生志>>后的第一本反映珠海市卫

生系统单项性史书，编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如实地记叙了本市防痨工作

的从古到今，从起步到发展的各时期防痨工作的实况。

通读全书，读者会从史料中领略到珠海市的防痨工作象全国各地一样，

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也同从荒漠到繁荣的都市一样，其间走过了迂回曲折

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珠海市成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

口。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百业俱兴，防痨事业也如沐春风踏

入了发展的新里程。

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的实施，使防痨

工作迈进了科学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机构逐步完善，队伍迅速壮大，设备

不断增加，防痨网得到健全，为控制结核病营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府的统

一协调之下，医务工作者把结核病的控制工作作为己任，通过几年的艰辛工

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珠海防痨史志>>，既纪录了珠海地区防痨工作从寂寂无息到规范管

理整个历程的演变，纪录了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足迹，它客观地把各个时期

的信息留在本书里，给后入以启迪。

本书的编者，均为在珠海市防痨工作中长期劳作的白衣战士，我们在庆

贺这本书面世之时，同样以万分敬意，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们为珠海市防

痨工作所作的贡献。

刘松青、林贤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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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防痨史志》是一本主要反映珠海自本世纪初至2 0 0 0年间防痨事业

发展的历史纪实专业书。我们从1 9 9 9年1月起组织编写，经历了大量深入

细致的调查取证，对初稿反复多次修改、补充，现今最终得以和读者见面。

珠海市是一个现代新型海滨城市，结核病的防治发展历程是从解放后起

步，1 9 7 9年成立珠海经济特区后才逐步向现代化、正规化发展，特别是到

九十年代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在本市实施以来，珠海市的结核病防

治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回顾珠海市防痨发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

个阶段：

一、解放前少人问津的阶段(1 9 4 9年以前)：

鉴于当时封建皇朝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民不聊生，珠海地处沿海边缘地

区，人民倍受饥寒之苦，对医疗卫生事业问津者甚少，没有专门的防痨机

构，仅由民间郎中或警察署兼管，缺乏有效的抗痨药物，呈现出“十痨九

死"的悲惨情形。

二、艰难的起步阶段(1949-1979年)：

建国后由于珠海市的行政归属几经变迁、交通不便、海岛多、居民少、

居住分散，结核病防治专业人员少，没有专业性结核病防治机构，只能进行

卡介苗的预防接种，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和专业防治对策，结核病患者得不

到系统治疗，传染源得不到有效控制，结核病发病率处于较高水平。

三、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建立防痨机构和队伍阶段(1 9 7 9-I 9 9 1年)：

1 9 7 9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珠海市的结核病疫情严重，患病率高

达48 7．26／1 0万，结核病的防治工作亟须加强。1 98 1年经珠海市编委批准成

立市结核病防治所，与市慢性病防治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最初时结防专业

人员只有五人，但揭开了珠海市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新篇章，在以后的岁月

里，我市的防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市、县(区)、镇三级防痨网层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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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开展了结核病人的发现、登记、治疗和管理工作，卡介苗的预防接种

工作得到加强，珠海市的防痨工作跃上了新台阶。

四、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实施阶段(1 9 9 1年一2 0 O 0年)：

在世界卫生组织(W H 0)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

银行于·1 9 9 0年签署了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协议。珠海市政府也于

1 9 9 2年7 6月1 7日签署了珠海市《关于执行“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

项目"协议书》。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工作在我市的开展大大促

进了珠海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防痨队伍进一步壮大、防痨专业机构逐步健

全、防治成果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开辟了珠海市结核病防治的新纪元!

回顾历史，我们感慨万分。“盛世修志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前

世不忘、后世之师力，今天我们修志旨在承前启后、弘扬前辈业绩、激励

后入奋进。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由于珠海市的行政归属几经变迁，资料几

乎散失殆尽。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翻阅大量资料，走访有

关人员，抛弃糟泊取其精华，最终得以成册。对在编写工作中给予支持的老

前辈、老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书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0 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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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防痨发展史概述

第一章 中国防痨发展史概述

结核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我国在公元前1 3—11世纪即有驼

背的记载，大多数驼背属脊椎结核；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证实西汉女尸曾患有

肺结核；东汉张仲景(约公元1 5 O一2 1 9年)的《金匮要略》中有虚痨、马

刀(液下淋巴结核)和侠瘿(颈淋巴结核)的说法。1 4—1 6世纪在治疗方面

提到营养、疗养以及佩带麝香等作预防传染之用。

1 8 8 2年K O c h发现结核杆菌，1 8 9 0年他又发现结核菌素并用于治疗，

一年后中国也有入用于治疗结核病。2 O世纪初，我国结核病流行很猖獗，

俗称“白色瘟疫”，处于“十痨九死’’的悲惨境地。1 9 1 5年成立的中华医学

会非常重视防痨工作，1 9 1 6年第一届中华医学会大会第一议题就是“防痨

医学’’以预防免疫和治疗为重点。1 9 3 2年1 0月6日成立了“北平结核病

学社”，1 9 3 3年1 O月2 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1 9 3 3年我国

开始研制卡介苗并于1 9 3 7年在上海开始应用，1 9 3 5年在北京干面胡同由

贺乐和裘祖源主持的第一卫生事务所内设“结核病门诊处"，后改为“防痨

科”，真正开始了我国以公共卫生观点为主导的结核病防治工作，1 9 4 8年1

月2 8日中国防痨协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防痨协会章程，制定了

双十字的中国防痨标志(双十字两端翘起表示中国宫殿式)。4 0年代中期，

链霉素(1 9 4 4年)、对氨水杨酸(1 9 4 5年)、氨硫脲(1 9 4 6年)相继问世，

我国也开始应用，开始了结核病的化疗时代。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1 9 5 0年1月29日卫生

部决定在全国各城市免费推广卡介苗接种，全面开始了我国的预防接种工

作。面对旧中国累积的大量结核病人，人民政府拨出大量资金建立各种防痨

机构，设置结核病床、培养专业人员、收治结核病人。

1 9 7 8年5月2 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确定了肺

结核分类法、结核病流行病学指标及有关概念、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卡介苗

接种方案、肺结核化学疗法。并制定了1 9 7 8—1 9 8 5年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



第一章 中国防痨发展史概述

1 9 8 4年5月2 9日的第二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对有关工作作出更

详细规定的同时，布置了第三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有关事宜。1 9 9 1年9

月1 2日陈敏章部长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1 6号>令，颁布了我国

第一部《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它标志着我国结核病控制工作走上了法制

化管理的轨道。该办法里最重要的是实行结核病的归口管理。1 9 9 1年9月

2 4日的第三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修订了《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

手册》，并确定了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在中国实施。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D O T s管理模式。1 9 9 6年8月1 2日的第四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了“九．五’’防治规划，并提出结核病控制应实行法制化、科

学化管理，作好两大项目(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卫生部加强和促

进结核病控制项目)工作。1 9 9 6年9月卫生部将结核病从《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丙类提高为乙类传染病管理。

在病人的发现方式中，以1、团体(集体)检查：胸透、胸片、流动

x线车作为早期发现的主要方法。2、可疑者检查(线索调查)：这种方法

在农村的结核病人发现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3、重点检查：用于

接触者、儿童结素试验强阳性者、老年人群等的结核病人发现工作。4、因

症就诊：这是被动的但却是目前主要的发现病人的方式。

在病人的管治工作中，最初采取由团体到居民，由城市到农村分两步

走的重点防治方针。经历了1、团体管理。2、地段管理。3、不住院治

疗。4、全程督导管理四个阶段。

表1 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调疫情情况

结核病流调情况：我国在1 9 7 9年、1 98 4-／1 9 8 5、1 9 9 0年和2 0 0 0年先

后进行了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为国家制定防痨决策提供依

9



第一章 中国防痨发展史概述

据。四次流调情况见表1。

结核病的死因顺位从建国初的首位降至九十年代的第七至第十位。

回顾我国防痨史，防痨机构和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现已找到了一个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一归I：1管

治和DOTs策略的实施。

r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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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节 珠海市的历史变迁

第二章 珠海市防痨发展史

第一节珠海市的历史变迁

一、历史沿革：

珠海原属中山县(原名香山县)。秦代中山属南海县，汉代属番禺县，晋

至陈属东官郡，隋朝属宝安县，唐代属东莞县。宋朝以后，沿海盐业兴旺，

人口骤增，到公元11 5 2年，将原属东莞县的香山寨地方划出，又从南海、番

禺、新会三县划出滨海地方，合并为香山县。香山县因这一带的大山出产沉

香，芳香飘溢而得名。清朝期间，香山县隶属广州府。

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后，州府撤销，香山隶属粤海道和中区绥靖公署。

1 9 2 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广东省政府正式公布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1 9 3 1年3月2 8日至1 9 3 4年1 0月7日中山县政府设在唐家湾。

澳门原属中山县，1 5 3 5年，葡萄牙人贿赂地方官吏，在澳门停泊船只，

进行贸易。1 5 5 3年，以凉晒物品为由混入澳门，建城墙、筑炮台，派遣军

队驻防，私设官吏。1 8 4 9年占澳门望原村，1 8 5 1年占凼仔岛，1 8 6 3年占沙

梨头、沙岗等村，1 8 64年占路环岛，1 87 9年占龙田村，1 88 7年3月2 6日在

葡国京都签定所谓四款“中葡会议草约”，同年在北京签定五十四款所谓“中

葡条约”。

珠海市内陆地区于1 9 49年1 0月3 0日解放，万山群岛地区1 9 5 0年8月

3日全部解放。

1 9 5 1年1月，由中山县划出鸡头角、涌口门、淇澳岛、横琴岛、万山群

岛；从东莞县划出万顷沙、五冲、一冲、龙穴；从宝安县划出内外伶仃、固

戊、蛇口、盐田等地。组成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岛管理局珠江分区，后改为珠

江专区海岛管理处，隶属珠江专署。1 9 5 2年交给中山县，同年1 2月该处所

属各海岛设中山县海民区。

1 9 5 3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珠海县。因县境位于珠江注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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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处而得名。县址设在唐家湾，隶属粤中行署。

1 9 5 5年全县划为边防区。

1 9 5 6年底，中山县的翠微、康济、造贝、下栅、官塘、东岸6乡划入珠

海县，全县扩至1 3乡(镇、场)，即唐家、万山、下栅、前山、翠微、南屏、

湾仔、三灶、南水、小林、万顷沙、香洲、银坑。

1 9 5 8年1 0月各乡成立人民公社，不久全县改成为一个公社。

1 9 5 8年底合并到中山县。

1 9 5 9年8月成立珠海工委。

1 9 6 1年4月恢复珠海县。

1 9 7 9年3月5日珠海县改为省辖市建制。由县的行政区域升格划分为

市的行政区域。

1 9 8 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珠海设置经济特区。

1 9 8 4年8月香洲区建立县级建制。

1 9 8 5年将斗门县和平沙、红旗两个国营华侨农场划归珠海市。

1 988年成立三灶管理区，1 994年在该区内成立珠海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1 9 88年1 2月成立万山管理区(1 9 9 9年改为万山海洋试验开发区)。

1 9 9 0年1月1日成立平沙、红旗管理区。

1 9 9 2年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横琴经济开发区。

1 9 9 3年4月1日设立珠海港管理区。

1 9 9 3年8月成立淇澳管理区。

1 9 9 9年又将珠海港管理区并归三灶管理区管辖。

2 0 0 0年上半年平沙、红旗又分别撤区设镇并归三灶管理区管辖。

上述管理区均为行使县级行政管理权的市政府派出机构。

至此珠海市下辖斗门县、香洲区、三灶管理区(并设国家高新技术开发

区)、横琴经济技术开发区、淇澳管理区、万山海洋试验开发区共五区一县。

二．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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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是我国最早设立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城市之一，位于广东省

南部，珠江口西岸，“五门”(金星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之

水汇流入海处。北纬21。4‘至22。27’与东经11 3。07’至1】4。1 8’之间，

包括珠江口外环抱澳门的广阔海域，及其1 4 4个岛屿。内陆东面隔江与香

港、深圳相望。南临南海。陆地南段与澳门相连。-西面是富饶侨乡新会、台

山、开平、恩平县。北面与中山市接壤。全市(合斗门县)陆海面积7 6 O 2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 6 3 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5 9 0 0多平方公里。

珠海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城市，从市中心区香洲到广州约1 5 6公

里，东至香港约62公里。东与香港水陆相通，距离36海里，距南海油田海

域前沿最近处约8 0海里，是紧联内地与香港、澳门的一个重要进出口岸。

珠海地貌类型多样，兼有山、海与平原。地势平缓、依山临海，自西北向

东南倾斜。属低纬度的南亚热带季候风区，没有冬季，年平均气温为22．4℃。

濒临南海，水网资源、水产资源丰富。是新兴的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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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珠海市结核病防治概述

解放前，珠海市没有专门的防疫机构，防疫工作由警察兼管，结核病

的防治工作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地步。结核病基本上由个体郎中对症处

理，处于“十痨九死"的悲惨景象。“白色瘟疫”在我市乃至全国流行十分

猖獗。

解放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由珠江专署卫生科管理，设二、三名办事员，

负责疫情管理及预防接种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计划免疫工作从

1 9 5 0年开始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起，珠海全面的推行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工作，

1 9 8 4年开始建立了全市的冷链，计划免疫工作走上了正规的发展轨道。结

核病的预防工作基本由当时的防疫机构兼管，结核病人的治疗处于较落后的

局面。1 9 6 2年9、1 0月对全县儿童开展普种卡介苗，结核菌素试验。1 9 7 4

年开展1 5岁以下的儿童普种卡介苗。1 9 8 1年经市编委批准成立珠海市结

核病防治所(以下简称市结防所)，与市慢性病防治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 9 8 3年在市慢性病防治站内增设结核病防治科。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开始有

专门的机构负责。从1 9 6 2年起，卡介苗的预防接种工作在全市全面开展。

1 9 7 5年开展全民登记结核病。1 9 7 9年斗门县参加了全国结核病第一次流行

病学调查。本市先后于1 9 8 4年参加了第二次、1 9 9 0年参加了第三次、2 0 0 0

年上半年参加了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1 9 9 2年11月世界银

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工作开始在斗门县试点，1 9 9 3年9月在珠海市全市铺

开，在近几年的工作中，结核病的归口管治、D O T S策略和标准化疗方案的

推广、流动人口结核病的控制等方面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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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珠海市防痨专业机构的建设

解放前，没有专门的防痨机构。

解放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由珠江专署卫生科管理，设二、三名办事员，

负责疫情管理及预防接种的布置、检查工作，结核病的接种和管理工作处于

全国落后的状态。

1 9 5 2年3月成立中山县防疫委员会，各乡也成立相应的防疫机构(包括

1 9 5 6年划入珠海县的唐家、翠微、官塘、东岸、造贝、前山、万山、下栅、

湾仔、三灶、南水、小林、康济、香洲、银坑、南屏各乡)，有初步的传染

病疫情报告。

1 9 5 3年珠海从中山县分出并在珠海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内设防疫股，负

责各乡的防疫工作。

1 95 6年设立珠海县防疫站和县麻风病防治站，1 9 57年在前山、关闸、吉

大设传染病疫情句报点。

1 9 5 8年底中山、珠海合并，成立珠海县卫生防疫委员会，下设防疫组

负责珠海片的防疫工作。珠海县麻风病防治站和中山县麻风病防治站合并j

1 9 6 1年6月恢复珠海县卫生防疫站，内设县麻风病防治站。由防疫科和

计划免疫科负责疫情的监测和接种工作，主要由县人民医院负责结核病人的

治疗工作。

1 9 6 8年初卫生防疫站合并到县人民医院办公，改称卫生战线防疫组。

1 9 6 9年恢复县卫生防疫站。

1 9 7 6年县麻风病防治站改为县慢性病防治站，只设皮防科(2人)。

1 9 7 9年升格为市级卫生防疫站和慢性病防治站。在1 9 8 2年以前这一时

期的结核病防治工作管理松散，由县(市)卫生防疫站和各医院完成卡介苗

的接种及结核病人的发现治疗。

1 9 8 1年11月2 5日经珠海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珠海市结核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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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市结防所)，为市卫生局直属的正科级单位，人员编制2 o名，其中结

防人员五人，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站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 9 8 3年在市慢性病防治站内设结核病防治科，结防人员九人，负责人

陈章喜(后担任市结防所党支部书记)。

1 984年5月市结防所与市慢性病防治站分家独立，地址在凤凰路1 7 9号，

工作用房5 0平方米，工作人员1 3人，主要设备有雪花牌冰箱一个，手提式

消毒锅一个，1 985年1月1 5日任命宋通权为珠海市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主

持全面工作)。同年7月1 6日任命为所长。

1 9 8 6年增加工作用房到1 0 0平方米，新增设卡介苗接种室和化验室。

1 9 8 7年增购5 0 MA X光流动检查车一台、国产显微镜一台、冰箱一台、

油印机一部、电热恒温箱、光照培养箱、胶片恒温箱各一台。

1 99 1年1 0月迁到人民西路现址，占地3 60 0平方米，工作用房面积1 7 7 0

平方米，人员25人，新增5 0 0 MA X光机、3 0 0MA x光机、A超、显微镜各

一台，设门诊组、防治组、化验室、放射科和药房。

1 9 9 2年6月1 7日李南华常务副市长代表市政府签署《关于执行“世界

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的协议书》，同年8月成立珠海市结核病控制项

目领导小组，市政府副秘书长彭家柱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

调工作。

1 9 9 2年11月结控项目在斗门县首先试点启动，确定珠海市结核病防治

所、斗门县慢病站、平沙区医院、红旗区医院为项目定诊单位；市结核病防

治所人员增至2 6入；增购日产便携式B超仪、0 LMPAS纤维支气管镜和美国

产BACTEC TB-460细菌快速培养仪各一台。

1 9 9 3年，随着结防事业的不断发展，市结核病防治所人员增至2 8人，

所领导班子调整为党支部书记陈章喜、所长陆云(9 3年1月29日任命)、副

所长米继红(9 3年2月任命)。根据工作需要，市结防所开始筹建住院部，

因人员不够，特向市编委申请扩编，1 9 93年1 2月3 0日正式批准扩编至4 5

入。在市结防所内设防治组和项目门诊部，增购美国产尿分析仪一台。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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