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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地区卫生ll；i交诸地段彼骚玛



n：出地区m生防疫站it：

许吕专署寄生虫瘸防治站

(站址：许昌市西大街)

许吕专区卫生防治站

(站址：许吕市南大街)



一九A--年十一月j 1八日，IUIz郎崔月犁部长亲l临我站视察工作

万分之一天平 暗视野显微镜



原于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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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运用先进仪器进行病毒学研究

我站的卫生防疫及《冷链》车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文明单位证书

地j2￡机荧党委颁发的奖状



河南省委颁发的“食管癌发躺情况与病因的研究”成果奖状

河南省委颁发的“河南省钩端螺旋体型别及动物宿主调查”成果奖状



河南省卫生厅颁发的“人体中五种毒物莆积水平研究”奖状

河南省卫生厅颁发的“五种作业职业危害普查报告”奖状



许品地区行政公并颁发的“忐贺氏菌群(型)的研究，证书

刊髓有我站论文的部分杂志



历年我站编印的资料

1 9 8 2——1 9 8 3年省卫生防疫进修班结业留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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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举办的疟疾防治讲座

我站举办的丝虫病镜检学习班



对进修人员现场进行示范操作

职业病诊断组同志正在进行工作



站I’f揣索疟宾研究小组试验用1]免

刈儿童进行免疫接种



序

河南省许昌地区卫生防疫站座落在许昌市西关要武路北侧，西邻许昌卷烟厂家属

院，东靠许昌地区人民医院，后与地区人民医院家属院相接，处在要武路与五一路的交

汇处，占地约1 7市亩，建筑面积7 0 0 0平方米。

防疫站业务工作受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指导，行政工作受许昌地区行政公署卫生局领

导，对全区下属的各县、市卫生防疫站行使业务指导监督之权。

防疫站创建于一九五四年元月，距今已有三十年的站史。曾四迁站址，五改站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次的整顿，贯彻了党的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对指导我

区的卫生防疫工作起到了中坚作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卫生防疫工作受到了一定的

干扰。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防疫站得以稳步、迅速发展。一九八三年职工人数已达八十八人，其中卫生防疫

业务人员6 2人，已成为一所具有8个科室(另附有门诊部)4 0个专业分组的能对下

级卫生防疫机构施行卫生防疫监测、监督工作，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培训中级卫生技

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的卫生防疫中心。

附图：许昌地区卫生防疫站地理位置图



序

照片选辑

第一篇行政管理

目 录

第一毫机陶沿革⋯⋯⋯⋯⋯⋯⋯⋯⋯⋯⋯⋯⋯⋯⋯⋯⋯⋯⋯⋯⋯⋯⋯⋯⋯⋯⋯(1>

第一节卫生防疫站的建立⋯⋯⋯⋯⋯⋯⋯⋯⋯⋯⋯⋯⋯⋯⋯⋯⋯⋯⋯⋯⋯(1)．

第二节．机构的沿革⋯⋯⋯⋯⋯⋯⋯⋯⋯⋯⋯⋯⋯⋯⋯⋯⋯⋯⋯⋯⋯⋯⋯⋯(1>

第三节人事工作⋯⋯⋯⋯⋯⋯⋯⋯⋯⋯⋯⋯⋯⋯⋯⋯⋯⋯⋯⋯⋯⋯⋯⋯⋯(2)-

．-一、职工基本情况⋯⋯⋯⋯⋯⋯⋯⋯⋯⋯⋯⋯⋯⋯⋯⋯⋯⋯⋯⋯⋯⋯⋯(2)h

二、历任领导⋯⋯⋯⋯⋯⋯⋯⋯⋯⋯⋯⋯⋯⋯⋯⋯⋯⋯⋯⋯⋯⋯⋯⋯⋯(2)r

三、职称晋升⋯⋯⋯⋯⋯⋯⋯⋯⋯⋯⋯⋯⋯⋯⋯⋯⋯⋯⋯⋯⋯⋯⋯⋯⋯(4>

第四节隶属关系⋯⋯⋯⋯⋯⋯⋯⋯⋯⋯⋯⋯⋯⋯⋯⋯⋯⋯⋯⋯⋯⋯⋯⋯⋯(4)-

第二摩站址、站貌、基本建设⋯⋯⋯⋯⋯⋯⋯⋯⋯⋯⋯⋯⋯⋯⋯⋯⋯⋯⋯⋯一(5>
＼-．

第一节站址⋯⋯⋯⋯⋯⋯⋯⋯⋯⋯⋯⋯⋯⋯⋯⋯⋯⋯⋯⋯⋯⋯⋯⋯⋯⋯⋯(5>

第二节站貌⋯⋯⋯⋯⋯⋯⋯⋯⋯⋯⋯⋯⋯⋯⋯⋯⋯⋯⋯⋯⋯⋯⋯⋯⋯⋯⋯(9>

第三节基本建设⋯⋯⋯⋯⋯⋯⋯⋯⋯⋯⋯⋯⋯⋯⋯⋯⋯⋯⋯⋯⋯⋯⋯⋯⋯(10>

一、历年重要基建项目⋯⋯⋯⋯⋯⋯⋯⋯⋯⋯⋯⋯⋯⋯⋯⋯⋯⋯⋯⋯⋯(10>

二、仪器、器械⋯⋯⋯⋯⋯⋯⋯⋯⋯⋯⋯⋯⋯⋯⋯⋯⋯⋯⋯⋯⋯⋯⋯⋯(12)

三、交通工具⋯⋯⋯⋯⋯⋯⋯⋯⋯⋯⋯⋯⋯⋯⋯⋯⋯⋯⋯⋯⋯⋯⋯⋯⋯(13)．

第三章热体皋4⋯⋯⋯⋯⋯⋯⋯⋯⋯⋯⋯⋯⋯⋯⋯⋯⋯⋯⋯⋯⋯⋯⋯⋯⋯⋯⋯⋯(14)

一、站内科室建制的演变⋯⋯⋯⋯⋯⋯⋯⋯⋯⋯⋯⋯⋯⋯⋯⋯⋯⋯⋯⋯(14>

二、站体制⋯⋯⋯⋯⋯⋯⋯⋯⋯⋯⋯⋯⋯⋯⋯⋯⋯⋯⋯⋯⋯⋯⋯⋯⋯⋯(14)

三、经费⋯⋯⋯⋯⋯⋯⋯⋯⋯⋯⋯⋯⋯⋯⋯⋯⋯⋯⋯⋯⋯⋯⋯⋯⋯⋯⋯(15>

第四章防疫队伍的发展⋯⋯⋯⋯⋯⋯⋯⋯⋯⋯⋯⋯⋯⋯⋯⋯⋯⋯⋯⋯⋯⋯⋯⋯(17>

第二篇 政治工作

第一章组织建设⋯⋯⋯⋯⋯⋯⋯⋯⋯⋯⋯⋯⋯⋯⋯⋯⋯⋯⋯⋯⋯⋯⋯⋯一⋯⋯．(1 9)

第一节党支部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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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团支部和工会工作⋯⋯⋯⋯⋯⋯⋯⋯⋯⋯⋯⋯⋯⋯⋯⋯⋯⋯⋯⋯⋯(21)

一、团支部工作⋯⋯⋯⋯⋯⋯⋯⋯⋯⋯⋯⋯⋯⋯⋯⋯⋯⋯⋯⋯⋯⋯⋯··(21)

二、工会工作⋯⋯⋯⋯⋯⋯⋯⋯⋯⋯⋯⋯⋯⋯⋯⋯⋯⋯⋯⋯⋯⋯⋯⋯⋯(21)

第二章业务培训、智力投资⋯⋯⋯⋯⋯⋯⋯⋯⋯⋯⋯⋯⋯⋯⋯⋯⋯⋯⋯⋯⋯⋯(22)

第一节业务培训⋯⋯··⋯⋯⋯⋯⋯⋯⋯⋯⋯⋯⋯⋯⋯⋯⋯⋯⋯⋯⋯⋯⋯⋯·(22)

第二节智力投资⋯t．⋯⋯⋯⋯⋯⋯⋯⋯⋯⋯⋯⋯⋯⋯⋯⋯⋯⋯⋯⋯⋯⋯⋯·(23>

一、图书阅览室⋯⋯⋯⋯⋯⋯⋯⋯⋯⋯⋯⋯⋯⋯⋯⋯⋯⋯⋯⋯⋯⋯⋯⋯(23)

二、各种类型的业余教育⋯⋯⋯⋯⋯⋯⋯⋯⋯⋯⋯⋯⋯⋯⋯⋯⋯⋯⋯⋯(23j

第三章计划生育⋯⋯⋯⋯⋯⋯⋯⋯⋯一⋯⋯⋯⋯⋯⋯⋯⋯⋯⋯⋯⋯⋯⋯⋯⋯⋯’(23)

第四章科技成果⋯⋯⋯⋯⋯⋯⋯⋯⋯⋯⋯⋯⋯⋯⋯⋯⋯⋯⋯⋯⋯⋯⋯⋯⋯⋯⋯(24)

一、获奖科研项目⋯⋯⋯⋯⋯⋯⋯⋯⋯⋯⋯⋯⋯⋯⋯⋯⋯⋯⋯⋯⋯⋯⋯(24)

二、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科技论文⋯⋯⋯⋯⋯⋯⋯⋯⋯⋯⋯⋯⋯⋯⋯⋯(24)

三、我站编辑的防疫资料⋯⋯⋯⋯⋯⋯⋯⋯⋯⋯⋯⋯⋯⋯⋯⋯⋯⋯⋯⋯(24)

第三篇 防疫工作

第一章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防治⋯⋯⋯⋯⋯⋯⋯⋯⋯⋯⋯⋯⋯⋯⋯⋯⋯⋯⋯(27)

第一节概括⋯⋯⋯⋯⋯⋯⋯⋯⋯⋯⋯⋯⋯⋯⋯⋯⋯⋯⋯⋯⋯⋯⋯⋯⋯⋯⋯(27)

第二节传染病的流行状况⋯⋯⋯⋯⋯⋯⋯⋯⋯⋯⋯⋯⋯⋯⋯⋯一-⋯⋯⋯··(29)

第三节流行病学调查⋯⋯⋯⋯⋯⋯⋯⋯⋯⋯⋯⋯⋯⋯⋯⋯⋯⋯⋯⋯⋯⋯⋯(43)

一、临颍县小商桥伤寒副伤寒流行调查⋯⋯⋯⋯⋯⋯⋯⋯⋯⋯⋯⋯⋯⋯(43)

二、许昌县尚门伤寒流行前期流行病学调查⋯⋯⋯⋯⋯⋯⋯⋯⋯⋯⋯⋯(45)

三、1 9 6 3年全区伤寒副伤寒流行特征的调查⋯⋯⋯⋯⋯⋯⋯⋯⋯⋯(45)

四、一个自然村二次暴发伤寒的调查⋯⋯⋯⋯⋯⋯⋯⋯⋯⋯⋯⋯⋯⋯⋯(46)

五、许昌地区正常人血清伤寒副伤寒抗体水平测定⋯⋯⋯⋯⋯⋯⋯⋯⋯(46>

六、1 9 7 7一一1 9 7 8年痢疾杆菌药敏试验⋯⋯⋯⋯⋯⋯⋯⋯⋯⋯(46)

七、舞阳县吴城白喉调查⋯⋯⋯⋯⋯⋯⋯⋯⋯⋯⋯⋯⋯⋯⋯⋯⋯⋯⋯⋯(46)

八、郾城县孟庙盆刘钩端螺旋体病调查⋯⋯⋯⋯⋯⋯⋯⋯⋯⋯⋯⋯⋯⋯(47)

九、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调查⋯⋯⋯⋯⋯⋯⋯⋯⋯⋯⋯⋯⋯⋯⋯⋯(47)

十、许昌市建设路小学流脑监测⋯⋯⋯⋯⋯⋯⋯⋯⋯⋯⋯⋯⋯⋯⋯⋯⋯(47)

十一、鄢陵马栏流脑暴发调查⋯⋯⋯⋯·⋯⋯⋯⋯⋯⋯⋯⋯⋯⋯⋯⋯⋯一(48)

十二、麻疹患儿、易感儿母血注射试验⋯⋯⋯⋯⋯⋯⋯⋯⋯⋯⋯⋯⋯⋯(48>

十三、长葛坡胡3 4 8例麻疹调查⋯⋯⋯⋯⋯⋯⋯⋯⋯⋯⋯⋯⋯⋯⋯⋯(48)

十四、郾城县、鲁山县肝吸虫病调查⋯⋯⋯⋯⋯⋯⋯⋯⋯⋯⋯⋯⋯⋯⋯(49)

十五、全区狂犬病流行病学调查⋯⋯⋯⋯⋯⋯⋯⋯⋯⋯⋯⋯⋯⋯⋯⋯⋯(49)

第二章预防接种和计划免疫⋯⋯⋯⋯⋯⋯⋯⋯⋯⋯⋯⋯⋯⋯⋯⋯⋯⋯⋯⋯⋯⋯(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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