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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卫生防疫志》已成书了，这是值

得庆贺的。

三十多年来，包头市的卫生防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包

头市委员会、包头市人民政府以及各区、旗，县和中央、内

蒙驻包各单位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在包头市卫生局的

直接领导下、经全市人民与卫生战线上的广大医务人员的共

同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包头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包头市的卫生防疫工作，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发展过程。在组织机构上，从市

到区、旗、县级和各大厂矿形成了纵横的卫生防疫网络，在人

员上组成了一支从初级到中级、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和政治，

行政以及勤杂人员配套的阵容；在房屋建设上，市、区、旗，

县都有能应付工作的必须用房，在设备、交通工具上，从极简

陋发展到具有适应开展工作所需的精密仪器、工具等，从而

形成了堪称党和政府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得力助手。

卫生防疫工作的历史，在我国是不长的。做为群众运

动、最早毛泽东同志在《长岗乡调查>)一文中提出了卫生运

动。由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做为解除人民

疾病痛苦的卫生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

为扑灭猖獗一时的鼠疫，建起了临时防疫队伍。在抗美援

朝时，为反对敌人细菌战，使卫生防疫的科学技术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加速了防疫机构的建设。建国后，在学习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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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卫生防疫站。其工作

内容，除防治当时当地急性传染病外，逐步开展各项卫生

工作。包头市是新建工业城市，配合城建部门适时地进行予

防性卫生监督，射线监测等工作，对保障各族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精力充沛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保障婴幼儿童和青少年

健康成长，保障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都起了积极作用。

三十多年来，在卫生防疫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是有

成绩的。但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平时积累资料注意不够，加

之“文革竹十年动乱的危害，使得一些工作人员外流，图书资

料丢失严重，给史料收集造成极大困难。可以肯定地说，所

做过的实际卫生防疫工作，远远超过此书所述。然而，经包

头市卫生防疫站同志们和编辑同志们的齐心努力挖掘，深入

调查研究、核实资料，付出很大劳动而完成了此书。它的主线

条对今后的工作将起很大的参考作用。

应当看到“六五弦计划胜利完成，形势喜人。根据“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精神，卫生改革将会加快步伐。要依据

现代予防医学的新进展，防止国外各种疫病的侵入，对当地

各种传染病、多发病采取措施，杜绝发生与蔓延。为此要注

意疫情信息；加强贯彻《食品卫生法》，进行经常性的卫生

监督’加强劳动卫生，改善工人、农民的劳动条件，加强射

线防护工作，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净化大

气、水源和作业环境，降低致病因素，改善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环境，要充分利用各种检验、监测手段，以提高工

作质量，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要不断改

进卫生知识宣传方式，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卫生知识水平。

党和政府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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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接再励、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

形势，为包头的经济腾飞、为各族人民幸福，再立新功。

和生阁

一九八五年十--,El

一· ’3。·



。址—▲，
刖 青

包头市卫生防疫志，经过九个月紧张的收集、整理和编

写工作，终于成书了。这是我市卫生防疫战线工作人员久已

盼望的一件大事。

这部志书述及了我市半个世纪内的卫生防疫史实。但

是，卫生防疫这一予防医学真正为人民服务是从建国后才开

始的。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我市广大人民

群众和卫生防疫人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卫生防疫工

作的业绩。一般的上限断在五十年代初期，下限断在一九八

五年末。

包头市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历史，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

样，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广大卫生防疫

人员，不畏艰苦、辛勤劳动、忘我工作，为包头市的防病灭

病和实行卫生监督，监测、科研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给社会带来的

效益是显著的。同时，在自身建设上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

训。本书的编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

想，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展现了包头市卫生防疫事业

的发展历史，其意不为对过去历史的眷恋，旨在为后人留下

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编写过程中，修志人员不辞辛苦，对资料广采博收，反

复考证，对文字逐句斟酌，几经易稿，包头市站各科同志积

极供稿，竭力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编写过程中，

市志史办和卫生局志史办热心关怀，亲临指导。原卫生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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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生阁同志是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防疫战线上的老前辈，并

曾多年兼任过包头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此次也拖着病残之躯

为之审稿，提出指导意见，并为本书作了序。在此一并致以
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编篡时间紧迫、仓促、资料有限、加之编辑志

史对我们来说，确实陌生，编写水平不高，因此，在内容表

述上，层次编排以及修词造句等方面，定有许多不恰之处，
望读者给予指正。

赵福生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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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包头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处京包和包兰铁路连

接点。

市区北依阴山山脉的支脉——大青山和乌拉山，南以黄

河为界与伊克召盟隔河相望，东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

和浩特毗邻，西与巴彦淖尔盟接壤。总面积为9，991平方

公里。一九八四年末全市总人口l，579，645人。市辖三个市

区(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三个农村旗县(土默特

右旗、固阳县，郊区)和两个矿区(自云鄂博矿区、石拐矿

区)。

包头过去只是个以皮毛集散为主的边陲小城镇， “皮毛

一动百业兴”即是当时的经济特点。解放后，已发展成一个

以重工业为主，兼有轻工、化工、纺织和农林牧副鱼等多种

经济的新型城市。

包头的交通发展很快，解放前包头仅有一条京包铁路，

公路都是土路。现在包头已有京包、包兰，包白、包石和环

城等数条铁路。公路有7条干线直达巴盟、乌盟、呼市、陕

西，宁夏、甘肃等地区。民航有班机可达北京、沈阳、兰州

等地。此外还有黄河航运近500公里。今天包头已经成为联

接华北、西北的交通枢纽。

包头市的卫生防疫工作，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伴随着

祖国的强弱而兴衰。

解放前，历届反动政府置广大人民群众疾病痛苦于不

顾，不仅没有任何卫生防疫专业机构，就是医院，诊所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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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生，也是只治不防，而且在那“医不扣门秒、“黄金有

价药无价"的年代，老百姓得了病也是有医难求。任凭病魔

接残。据史料记载，仅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七年

(1928年)两次鼠疫大流行，包头就死亡约7，000余人(包

括郊区，固阳、土右、石拐)。

民国时期，在包头县公署警察局内始有卫生科的设置，

也没开展任何卫生防疫工作。

日伪时期，包头市公署警察科设卫生股，管理全市卫生

工作，实际上只做了一些对私人开业医进行考核发证，按照

警察科的要求，责成医院每半月对妓女进行一次体检，组织

开业医生进行一般的予防注射和检查卫生等工作。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市政府内设置了卫生科，负责全市

的卫生工作，实际上除了管理个体开业医之外，其他卫生工

作也几乎没有开展。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包头和平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十

分关心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力加强对卫生事业的领导。

在“面向工农兵，予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总方针指引下，包头市的卫生防疫事

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九五。年三月成立了包头市卫生局，设有防疫保健

科，后来改为防疫科，具体负责全市的卫生防疫工作。

一九五三年三月，成立了包头市卫生防疫站(以下大事

记和各章节中简称包头市站)。一九五八年之后，市属各

区、旗、县及部分厂矿企业也相继成立了卫生防疫站或卫生

防疫组。初步形成了卫生防疫网络，为全面做好卫生防疫工

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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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积极进行各种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开展各种予防接

种，加强传染病管理，从而使得常见的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下

降，对鼠疫，布鲁氏菌病等地方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

工作，取得了鼠密度不断下降及布鲁氏菌病被控制的显著成

绩11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

生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卫生学监督及调查等工作也有效的开

展了起来I此外，在放射防护，学校卫生及卫生宣传等方面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文化大革命黟十年动乱期间，包头市的卫生防疫事业

受到了严重摧残，人员思想混乱，许多工作被迫停顿，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许多宝贵的图书和资料丢失，不

少科技人员外流，甚至曾一度要撤销卫生防疫机构，使卫生

防疫工作受到无可估量的损失。只是由于全市卫生防疫战线

上的广大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对错误路线进行抵制和斗争，

使得某些卫生防疫工作还是有所前进的。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卫生防疫工作又向前发展了，一九七九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了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为卫

生防疫工作明确了任务和具体要求。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得到

了壮大和完善，增添和更新了设备，增加了人员编制，到一

九八五年全市有各级卫生防疫站12个，有卫生防疫人

员557入，各项工作还开辟了新业务，在一些项目上填补了

包头市和自治区的空白。包头市的卫生防疫工作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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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1950年，包头市卫生局设立了防疫保健科。在包头

市站成立之前，它既是卫生防疫工作的主管科又是具体工作

的业务科。

2． 1952年，包头市发生大批死鼠，蒙察绥防治鼠疫联

防委员会派内蒙鼠防所来人检查，判定为鼠伤寒。

3． 1952年，包头市发生最后一例天花患者u7。

4． 1953年3月，包头市站成立。站址设在东河区彭贵

仁巷，年底迁到口袋房巷新宅。

5． 1954年，福建省鼠防所和河北省鼠防所派工作队前

来包头地区做鼠疫流行病学调查。 ．

6．1955年4月，包头市鼠疫防治站成立。站址设在

康复医院(现二九～医院)南院。

7． 1954年4月17日，贯彻“建筑工人安全卫生试行办

法(草案)’’。

8． 1954年8月，包头市站学校卫生组为培养学生良好

的卫生习惯，对东河牛桥街小学进行晨间检查试点，同时培

养了各校保健老师，这是包头市开展较早的学校卫生工

作。

9． 1954年8月，市卫生局色仍局长参加全国第一届工

(1)疫情资料汇编(1950"-'1964)，10--一ii页，包头

市卫生防疫站，1965年9月编。

·4·



业卫生会议，回来后立即召开包头市第一届工业卫生会

议。

i0． 1954年12月，石拐矿区大发煤矿瓦斯大爆炸，包头

市站派工作队前往抢救。

II． 1955年5月，制定了“包头市建筑工地工程设计卫

生暂行标准’’。

12． 1955年5月，中央卫生部顾问苏联防疫专家舒那也

夫、前来包头视察卫生防疫工作，陪同的有卫生部防疫司杨

付司长、卫生厅胡尔钦厅长、内蒙防疫站特格希站长。

13． 1955年11月，包头糖厂竣工验收，轻工业部付部长

王新之主持验收工作。市人民委员会派墨志清付市长带领卫

生、公安，劳动，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了验收。这次卫生部

门首次参加验收签字，是予防性卫生监督的开端。

14． 1955年12月，包头市付食品公司从海拉尔运来两火

车皮粉条被沥青污染，市卫生局于克昌付局长行使卫生监督

权，对直接污染部分行焚烧处理，间接污染部分通风处理后

方可出售，保护了消费者利益。

15． 1956年1月，包头市站制定了((包头市传染病消毒

工作实施计划))和消毒卡片，各种传染病消毒一览表。

16． 1956年2月21日，包头市按中央卫生部传染病管理

统一报表，正规地开始了传染病报告工作。

17． 1956年3月，包头市鼠疫防治站撤销改为冈蒙第二

鼠疫防治所。

18．1956年4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防疫站指导下，

首次对市耐火厂进行尘(矽)肺调查，发现I期矽肺1

名，I期3名，这是包头首次发现的矽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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