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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锡文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

流行病学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原常务副主任、原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流研所）所长、原卫生部艾滋病

预防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曾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第

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五届编辑委

员会总编辑，曾获“中国流行病学杰出贡献奖”和“中国流行

病学终身荣誉奖”。郑锡文研究员是我国抗“艾”之路的先

行者之一，他对我国艾滋病防控事业的发展有着卓越的建

树，曾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副会长。

他有着丰富创新的学术思想、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令人瞩

目的斐然业绩，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学部终审专

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流行病学和艾滋病防控事

业，为我国流行病学发展和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投身于传染病流行病学事业

郑锡文研究员，1939 年 11 月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祖

籍浙江省。1962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

就职于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1982-1984 年获奖

学金，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系及多伦多

总医院病毒室学习，获科学硕士学位。1989 年赴美国纽约

Bronx 医院艾滋病科进修，1995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巴黎欧洲

艾滋病监测中心研修。

郑锡文研究员在流研所早期的科研工作主要是参与第

一阶段全国疾病监测及麻疹、霍乱、伤寒、流脑等传染病的研

究，并主持由世界银行资助的第二阶段全国疾病监测工作。

郑锡文研究员在担任流研所所长期间（1988-1995 年），

改革了单位的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积极从

原卫生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世界银行等争取各类项目

经费。担任所长期间，全所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原

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共 58 项。流

研所位于北京市北郊，职员 400 人，生活及出行条件较差，

人员流失严重。郑锡文研究员坚持向上级反咉，最终获得

原卫生部特批，开展了狂犬疫苗研发及批量生产，获得的资

金不但充实了科研经费，也改善了交通条件，增加了职工福

利，稳定了人才队伍。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郑锡文研究员始

终坚持为集体为群众着想，大公无私，担任所长期间与职工

一起乘坐所里班车上下班。

二、中国抗“艾”之路先行者

1985 年我国发现首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郑锡文研究

员回国后马上投入我国早期艾滋病预防控制及研究工作。

1986 年 1 月主办了全国第一届艾滋病学习班，制订了第一

版《全国艾滋病监测规范》，并迅速建立全国艾滋病哨点监

测系统，组建了我国早期艾滋病监测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中

青年骨干，这些骨干人员陆续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主力军。郑锡文研究员申请获批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

目，于 1991-1995 年在云南省瑞丽市对 600 余名吸毒人员开

展艾滋病感染队列研究，这是我国最早的针对吸毒人员开

展的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完成了吸毒人群 HIV 感染率、发

病率、感染自然史、潜伏期、病毒亚型及行为调查，获得了原

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郑锡文研究员是我国早期开展艾

滋病流行病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并对组建全国艾滋病监

测系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原卫生部艾滋病

预防控制中心于 1998 年 7 月成立，是隶属于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的艾滋病预防控制专业机构。郑锡文研究员是较早

组建全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专业机构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并

作为筹建办具体负责人，按照上级组建艾滋病防治机构的

文件精神，全身心投入该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工作。郑锡文

研究员担任该中心常务副主任期间，从组建时来自流研所

艾滋病流行病学室和来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

所艾滋病病毒学室的人员约 30 人，逐步发展到具有病原

学、临床、流行病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完备的国家级艾滋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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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及防治中心，人员亦增加到约 80 人，较好地完成了原卫

生部下达的八项任务，开展科研及组织指导全国各省份的

艾滋病防治工作。

郑锡文研究员曾 4 次代表中国在国际艾滋病大会流行

病学分会上报告我国艾滋病流行情况。经过反复向中央电

视台及原卫生部提议不采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使用的

“爱滋病”名词，建议改用“艾滋病”，并最终将“艾滋病”作为

我国采用的正式疾病名称。

三、唯实善思 薪火传承 桃李芬芳

郑锡文研究员治学极为严谨、求真务实、善于思考、勇

于实践。他有着缜密的宏观流行病学思维，较早地推动了

中国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他重视血清流行

病学研究，重视基于证据的循证科学决策。

郑锡文研究员主持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我国

经血传播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于 1996-2000 年对河南省

及山西省多地区献血员人群开展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最

早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献血人员艾滋病感染情况。获

得国家社会公益课题——性病艾滋病综合监测以及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UNICEF）资助的艾滋病母婴传播流行病学研

究国际项目等。2001 年在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的中

国艾滋病综合研究项目（CIPRA）中担任中方艾滋病流行病

学子项目负责人，组织既往有偿献血人群、吸毒人群和性工

作者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曾获原卫生部 1989 年科技进

步三等奖、原卫生部 1998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2008 年中华

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

郑锡文研究员教书育人、桃李芬芳。他精心培养了约

20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亲自带每位学生下现场，身体力

行，倾力解决各种问题，为青年科技人员及研究生树立了榜

样和示范。他仔细修改每一篇学生论文，荣获中国预防医

学科学院“优秀教师”称号。郑锡文研究员的诸多优秀品质

深深地感染着学生们，他的很多学生都工作在疾控、科研一

线岗位上，为我国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事业持续贡献力量。

郑锡文研究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国内外学术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约 100 篇［1-6］，主 编 或 参 编 的 专 业 书 籍 约

10 部。郑锡文研究员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

任委员期间将流行病学分会增设为 8 个学组，积极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曾获中华预防医学会优秀工作者称号。担任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总编辑期间，主动谋划杂志发展，密切关

注公共卫生热点问题，组织多期重点号，杂志获得多项荣

誉，在同类期刊中名列前茅。

郑锡文研究员儒雅谦逊、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

谨、求实创新，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流行病学和艾滋

病防控事业，为我国流行病学发展和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风范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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