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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lt此卫．生防疫站
站回十周年之际夕
心扬叫市卫生防疫

志”出版燮行。

刘珙麒

(江苏省卫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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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泰兴县口岸江潍药物灭螵现场(1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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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专员公署及血防指挥部文件(1952)。



▲苏北地方病防j!所部份工作人员(牛

坐者为套=彦)(】948)。

V 苏北防疫队、高邮卫生院到新是乡调查血吸王

病fl 950)f戴听诊器考为张廷献)。



．一 毛守白教授(左一)参加湘、鄂、赣、

皖、苏5省江洲湖滩灭螺协作会时

在高邮县湖滩考察(后左三为张国

义)(1978年)。

卜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右二v、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国义一右|)、江苏省防疫站站长江淑人一左|)在扬州视

察一左一～为唐易之v^19∞一)|。



丫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鹳(右三)、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鲁光(右四)、省卫生厅厅长陈家震(前排

右五)、扬州市副市长祝志福(前排右六)在高邮视察

血防工作(J985)。
卜 市防疫站副站长、主任医

年终总结会上(左一为；

易之、右一为潘惠、右二

年)。

k、o蕾0，l孵夸E、卜广1—歹■



．一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霍华特和

德斯玛尔切丽娅两位教授来扬

考察腹泻病监测工作(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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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村卫生室的医生给儿童进行预防接种。

②市防疫站进行水质监测。

③市防疫站到工厂监测噪声。

④ 防疫人员在进行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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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具有“存史"、“资

治”、“教化’’等功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既可提供历史借鉴，

又可激励后人。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兴起一个编纂新方志的

热潮。我们卫生系统也紧跟形势，组织力量，参加这项意义

深远的巨大工程，编纂有关卫生方面的专业志书，可谓盛世

盛举。

、《扬州市卫生防疫志》，是一部专业志书。它以“概述”为

纲，“大事记”为经，卫生防疫防治工作为主体，记述了自清

代鸦片战争以来至1990年，前后1 50年间扬州地区卫生防

疫防治方面所发生的事，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效益和成

绩，及其曲折坎坷的历程。’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而且显示了时代的、地方的和专业的特色。这部专业志详今

略古，实事求是，凡资料不可靠的不录；有争论的，拿不准的

不录，做到了言必有据，宁缺毋滥。在资料散失不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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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目
(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

一九九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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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二、本志记述范围，限于1983年体制改革后扬州市所

辖的行政区域。一般的通称“扬州地区”，在特定的时间范围

内称“扬州府”、“泰州专区’’、“扬州专区”。为避免体制改革

前后的两个不同含意的“扬州市’’混淆不清，体制改革后的 ·

扬州市写成“扬州市(地区)"。

三、本志时限，上限为公元1840年，下限为1990年。志

书中“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等时限，仅指公元二十世纪。

四、本志采用“卷章式”结构，以回避归类不当的矛盾。

各卷不明标卷称，读者可以从章节中得知每卷主要内涵。

五、本志设“概述’’，简略介绍扬州市(地区)卫生防疫防
‘

治工作的背景，工作概貌，提纲挈领地点示出工作特点及其 ．：

规律。

六、“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纵述历史发展的轨迹，详

，，

-

‘，Ⅳ



今略古。清朝、民国时期，疫病猖獗流行，记不胜记。散在流

行，一律从略。

七、本志除少数章节外，在正文之前，设“综述”一栏，扼

要介绍本章所述工作之开展情况，演化过程，趋向及社会效

益。

八、本志以事实为依据，当详in,0详，当简则简，不强求篇

章的均衡划一。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扬州地区无专设的卫生

防疫机构，无专职的卫生防疫人员。建国以后，一切从头开

始，其间也涌现出一些堪称楷模者，截止1990年皆健在。根

据“生不立传"原则，本志不设人物传记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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