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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王声湧教授执教50周年庆典，
于2011年6月18日在暨南大学隆重举行。暨南大学校长胡
军教授等各级领导及王声湧教授的同事和学生代表200余人
参加庆典活动。这也是我国流行病界同仁引以自豪的喜事。

执教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是王
声湧教授50年来不懈的追求。他自1961年从前北京医学院
卫生系毕业后，随即投身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的卫生防
疫和医学教育事业，在偏僻山区和基层工作的20年间，先后
兼任平罗县卫生学校和宁夏医学院卫生系教师，承担起了所
在工作单位预防医学人才的培养。1982年调入暨南大学医
学院后，才真正踏上了他执教事业旅程。初期，他积极创办
流行病学教研室，为全院开设流行病学课程；1987年由英国
利物浦热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大力加强学科建设，1988年
开始招收研究生。50年间，王教授共开设流行病学及其相关
课程17门，主编、主审和参编教材和专著34部；他和团队直接
招收和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余名，数千余名大学生
修读过他的课程。不仅如此，王教授更经常活跃在全国和广
东省预防医学及流行病学学术交流和各级各类医务人员培训
活动中，受其学识影响者难计其数。50年间，王教授先后25
次荣获省部级以上表彰和嘉奖，其中，2004年被教育部评为首
届“国家级教学名师”，这是对他执教生涯的充分肯定。

在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方面，王声湧教授卓有建树
且贡献突出。他较早涉足中国伤害预防医学研究，是我国该
领域的开拓者和伤害流行病学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暨
南大学医学院于 1987年便组成研究团队，开展了伤害流行
病学研究；2001年成立“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推动了全国
伤害预防医学的研究和控制工作。1999－2010年由他主持
召开了5届“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举办了百余期
培训班，培养伤害防治专业人才近2万人；主编出版《伤害预
防与控制》、《伤害流行病》、《伤害流行病学现场研究方法》和
《暴力流行病学》等专著，奠定了我国伤害预防控制学科的基
础。王教授先后应邀赴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荷兰、法
国、加拿大、泰国、奥地利、美国等地出席国际会议，24次在世
界伤害控制学术会上报告他的研究成果。经过 15年 3个阶
段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将伤害纳入国家疾病控制工作的依
据，13次向政府提交报告、意见或倡议，促使伤害防治工作向
政府行为转变。2002年我国卫生部采纳了他“将伤害纳入疾
病控制工作”的建议，对我国的疾病控制策略做出重大调整，
我国疾病控制工作从此包括了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三个组
成部分，伤害防治成为我国卫生工作“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内
容之一。值得指出，从他参与宁夏地区布鲁氏菌病防治研究
算起，王教授还先后开展了儿童高血压、肺癌和食管癌、性病
和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研究，在流行病学方法和交叉学科领
域，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王教授是《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和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等国内 14家学术杂志的编委，担任中
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
会常务理事和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常委，还在近30
家学术机构兼任职务。他累积主持完成近 60项科研课题，
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不乏国际知名杂志；他9次获得国家
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教学成果奖。2008年和 2009年，先
后荣获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和“中国流行
病学杰出贡献奖”，这是对他50年来投身于我国预防医学和
流行病学事业的褒奖。

王声湧教授善于将疾病预防控制实际与教学研究融为
一体，经常深入卫生防疫和疾病预防控制一线，指导基层开
展常规工作，参与各地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早在1961－1982
年宁夏工作期间，王教授就深入工人和农民之中，组织爱国
卫生运动，开展疾病预防工作。他走进煤矿和井下，测瓦斯
防煤尘，开展煤矽肺的普查和普治；他深入农村和田野，改厕
所修马圈，推广粪便无害化处理。为了预防鼠疫，全力控制
鼠害；为预防地方性氟中毒和甲状腺肿，大力改良水井和自
制碘盐。可能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他情系疾病预防控制
实际的优良本色。除此之外，王教授善于将常规流行病学理
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应对实践有机结合，致力于重大
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 2003年SARS之后，
他深感预防医学在突发事件中的任务和职责，潜心探索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务。2007年受聘为广东省政府应
急管理专家后，积极参与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完
成“广东省突发事件科技支撑体系”的研究。积极参与创办
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推动开设了急诊与应急医学专业；
他还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为契机，以灾难的紧急医学救援为
核心，充实和扩展了伤害预防与控制的内涵和外延，率先在
我国提出“建设区域紧急医学救援中心和专业医学救援队伍
的方案”，在伤害医学-灾难医学-残疾预防的大范畴中，积极
促进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的相互融合。2009年
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王声湧教授参与和指导广东省
的疫情评估、社区防治方案制定和媒体互动等工作，有效遏
制了疫情。正是这样的开拓，展示了他以国家公共卫生事业
需要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可能正是这样的本色和情怀，使王
声湧教授赢得公共卫生界同仁的交口称赞，凸显了一位资深
流行病学专家的魅力和风采。

“西北东南创业诗，此生赴国不沦迟。悬壶半百双肩雨，执
教经年两鬓丝。有识有才书新解，无偏无类植兰枝。忠贞且作
心声湧，一代医魂一代师。”这是在王声湧教授执教50周年庆
典上暨南大学一位教授的吟颂。“人民予我者多，吾的奉献却
微”，这是王声湧教授面对鲜花和桃李簇拥时做出的回应。如
今，年逾古稀的王教授依然笔耕不止，继续奉献于他所追求的
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事业。我们谨以此文，向王教授表达敬意
和爱戴。我们相信，这也是我国流行病学同仁的心愿。

（收稿日期：20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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