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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指定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合作方，对项目开展技术指导与

项目督导评估。

经过协商，世界卫生组织指派了四名国际相关专家与中国

六名专家共同设立了一个联合科研管理委员会，郭家钢成为这

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也从此成为了中国卫生部门与联合国在热

带传染病防控上开展合作的桥梁。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血吸虫

病项目，先后与联合国热带病研究与培训特别规划署等机构合作，

相关专家来到中国、提供项目资金，参与到中国的血吸虫等传染

病的防控工作中。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成立了项

目办公室，承担起了项目的监督与评估的职责。2002 年 1 月更

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2015 年被世

界卫生组织更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十年间（1992 年 -2001 年），通过双边

或多边的科研项目合作，为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科研工作争取到

了资金，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防治人员和科研工作队伍，

促进了多学科的融合，促进了国内外科研合作，同时引进了卫

生经济学概念，强调了社会医学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将单一

的生物防治转变为社会性综合防治模式，从理论上进行了提升，

完全与国际接轨。“这十年，世界银行在中国血吸虫防治项目

上投入的资金为 7086 万美元（约 4.159 亿元人民币），项目实

际投入 10.879 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 4.91 亿元人民币，配套 5.97

亿元人民币。”郭家钢介绍。

在与海外专家合作的过程中，也有碰撞与磨合。“比如，

世卫组织的方案主要偏重于化学药物的治疗，而我们中国经验

已经证实单纯化疗的局限性，不符合实际需求。我们认为消灭

中间宿主、广泛的健康教育等手段不可被忽视，在血吸虫病的

控制到消除阶段中显得更为重要。”中国专家给出的经验和理论，

不断影响着世卫组织专家，这些经验写进了世卫新出版的技术

指南中，后来成为指导世界其他地区消除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

重要经验。

已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十多年的郭家钢，主要的任务是

帮助指导血吸虫病疫区国家的防控工作。目前血吸虫病疫区主

要存在于非洲，南美和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郭家钢介绍，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就以“一省援助一国”的方式向非

洲各国派出医疗队，帮助当地救治病人和提高医疗水平。结合

医疗队来实现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也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

方向。中国江苏的血防专家在非洲桑给巴尔的血吸虫病防控模

式，就是利用了医疗队的优势，并借助世界卫生组织平台，即

提升了中国专家在世界热带病防控方面的话语权，又帮助世界

卫生组织制定切实可靠的标准与指南。第一期试点完成后得到

桑给巴尔总统的高度赞扬。

郭家钢强调，中国经验来到非洲，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地进

行改变和适应。中国消灭血吸虫病过程中积累的消灭中间宿主、

整治环境卫生、民众的科普教育等宝贵经验，在非洲是可以发

挥作用的。桑给巴尔的实践证实中国经验可以在非洲落地，对

国际血吸虫病研究与防治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郭家钢和同事们开始着手选择非洲大陆几个不同类

型的国家进行扩大试验，与非洲专家一起将中国的新技术与新

的方法在那里发扬光大，为早日实现全球消除血吸虫病贡献出

力量，中国有“受援”的经验，也懂得如何尊重当地的专家，

合作才是共赢。

中国卫生事业融入世界

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需要桥梁，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等联合国专门机构，

正是中国卫生事业融入世界的重要桥梁。

胡善联教授，既是卫生管理专业的学者，也曾是参加多个

国际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在 1990-2005 年的 15 年间曾

担任由中国卫生部和世界银行发展学院组建的中国卫生经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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