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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人员驾驶摩托车下乡诃查疫情

搞劳动卫生的阿志在工厂进行气象条件瓣定



重

卫生科的同志在采水样进行水质卫生监测

检验室的而志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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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张 开 浚

开展卫生防疫，是党的群众观点的体现，是战胜和改造自然的

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阜阳县卫生防

疫站的同志出于鉴往昭来的目的，系统地编出了全县历史上第一部

卫生防疫志，、谜确是卫生战线上的好嚆矢。无疑，这部志书对今后

的卫生防疫工作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

‘当前，预仿医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性的群体预防科学正在兴

起，。’它的二个重要项臣就是研究和掌握各种传染病：地

方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j‘然后通过预防手段，能动地廉患于未然，

以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产的不断发展。(-g阳县卫生防疫志》为预

防医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各种基础资料，，对预防医学也是一个=。贡

献，对我县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有着积极的影响：

搞好卫生防疫，必须做到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希望各

行各业的同志都来关心《阜阳县卫生防疫志》的问世，并阅读它，

研究它，把卫生防疫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阜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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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t二)
王东擞

“鞋

我在卫生战线上工作了三十多年、。为了帮助人民向疾病

修斗．争一，也曾求助于旧志，黎了解一下夸种贷染病?、地方病流行
范萄、以废发重、发展’的规律。但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不关心入民的死

落，～一前饼肴旧志，只有“春大单，秋大疫，氏苑遵半一之类的《恙

算》．，”而无疾病名称和发生以及流行详情的记载，二直苦于情况不

诨．、今读《阜髓’县卫生防褒志》，只觉耳目一新，这不仅是因为逮

部志书体例完整，考证有据、校簦明细，更主要的是这部志书详细

地记载了我多年求之商不得的资料，其中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

展藐律表有效地傍治措施。，它确实是我县卫生战线上的一块瑰宝。

一《阜阳县卫生防疫志》之所以修得很好，这是和主修者李文
明、+。崔天保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卫生防疫战线上

的老将，在实践中已经涉猎了许多重要资料，但还不足，又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进锭了太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说这本志书是汗水．、科

研、．．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不过分。．

当然，由于编写的时间仓促，不足之处也是有的，如个别地方

该用“志9而用了屯’’，但这是细小的支流，而且也是很容易修

改的。我们决不可茵二吁蘧目前看不见泰山。

现在，让我们举起双手来迎接《阜阳县卫生防疫志》的诞生，

并预祝它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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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是阜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濉阜、阜淮(南)铁路以及通往邻省、邻县的公路，网织全县，

空运有民航班机与合肥相通，漕运有沙河、泉河、茨淮新河之便，

交通便利。

全县总面积I，800平方公里，现辖I4个区(镇)，人口

I，I 50，000，耕地1，600，000亩， 土地肥沃，年平均气温为

1 4．9。C，年平均降雨量为888．1毫米，盛产小麦、高梁、大豆、红

芋，是我省产粮基地之一。

这样一块大好的地方，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榨，

酿成了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劳苦大众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

困生活。贫则多疾。据旧志记载，公元一六O三年至一九三七年，

大的蔹病流行曾发生十二次。其中一六。三年(明、万历三十一

年)， 搿春大荒，复大疫，毒疮杀人，人死十之六’’；一六四一年

(明，崇祯十四年)，，搿春大饥，人相食，复大疫，至秋末方止”；

--／＼九九年，(清，光绪六年)， Ⅱ夏大疫，伤人颇多"；一九三二

年(民国二十一年)，霍乱大流行，五月最重，其中十天死人’最多

(阜阳城每天死亡约二百人左右)。民国后期，始设县卫生院，每当

疫病流行，他们只是以收钱为宗旨，即使搞点预防，每年只在卫生

院-内，进行一次牛痘苗接种，做做样子。广大贫苦农民，连消息也

不可得，他们有病无钱求医，整年在死亡线上挣扎． ÷

，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身体健

康，开展了划时代的预防人民疾病的工作，提出了“卫生防疫’’新

任务，制定了“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并且指出： “必须告

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

垂”
■

’0

一九五O至一九五四年，卫生防疫工作，除进行预防接种和开

展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外广有小范围的疫病流行时，县卫生院

(或县卫生科)立即组织力量，突击防治；疫病流行的范围较大时，

华东、省、地区还分别派防疫队支援，并携带药品，免费治疗。在

当时条件下，对控制传染病流行，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重大

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卫生防疫机构日益完善，卫生防疫队伍日益

壮大，、工作项目日益增多，分工也日益具体。防疫站由十二人发展到

五十七人，组织由两个股，发展到七个科室。原来只有八个中级医务

人员，现在达医师水平以上的就有十八人，中级技术人员十三人。在

工作范围上，以卫生监测而论，过去只注意饮食、饮水卫生的一般管

理，现在已扩大到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环

境卫生等五个领域。自“食品卫生法"颁布之后，对城乡国营、集

体、个体食品厂、店，逐个管理起来，发给“卫生合格证"者方能

营业，对从业人员，逐人进行体检，发给“健康证"者方可工作。

同时，对各类食品开展了检验工作，凡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禁

止出售。在疾病防治方面；现在的区、社、大队已形成了较牢固的

卫生防疫网，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均设有专人(或兼职)负责卫生防：



疫工作，对法定传染病，建立了经常的报告和管理制度，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找发病原因和规律，制订防治措施，并进行监视和预测。现

在防治疾病的范围，扩大到肝吸虫病、麻疯病、头癣、疥疮、肺结

核、肠道寄生虫病和季节多发病。

由于上述工作的实施，使所管理的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有了

明显下降。一九五O年金县发生和流行的法定传染病有二十种，到

一九八三年只有十六种。天花、黑热病、斑疹伤寒、回归热、钩端

螺旋体病、梅毒病等，均已绝迹。一九八三年，白喉和脊灰、百日

咳和麻疹的发病率，已分别降到了全国规定的一九九O年和一九八

五年的控制指标。猩红热、伤寒及副伤寒、疟疾等病的发病率，也

都在逐年下降。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的防治，已初步摸索

出流行规律，并进行了有效地控制。

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为了服务于四化建设，我县卫生战

线上的广大白衣战士，正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战斗在保卫人民健

康的岗位上，并决心做出更大贡献。



第一章大事记
‘

一九五。午，大水灾，全县组织中西医务人员786人，分成93

个组，分赴各区预防疾病流行。专区中心卫生院派医疗队30多人，

分乘7只民船，到城西湖为群众防病治病。全县给儿童种痘63万多

人，注射霍乱菌苗35万多人二

一九五O年十二月，成立豇阜阳县医务工作者协会静，一九五

二年改为“卫生工作者协会”。

一九五一年，成立“阜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县长

胡明同志兼主任，下设办公室。

一九五一年，全县开展黑热病普查工作，查出患者571人，并

全部给予免费医疗。

一九五二年，对全县儿童普种牛痘56万人。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财政部、卫生部、’7中央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贯彻医疗机构免征工商业税的联合通知"下达后，全

县医院、诊所，全部免征工商业税。

一九五六年元月，成立“阜阳县卫生防疫站”，内设卫生、防疫

两股。孙传贤同志任站长。

一九五六年，成立“阜阳县红十字会力。

一九五八．年，成立“阜阳县除四害讲卫生战斗指挥部”。同年

十月，改名为“除害灭病指挥部一。金县开展大除四害(老鼠、、7+苍

蝇、蚊子：麻雀)运动，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到每个职工、农民：

19



大人、小孩，’入火动手。

，，一九五八年，进行钩虫、丝虫、蛔虫病查治，抽专业人员180 f多

入，一从各中：学抽星微镜50部。次年，普查队伍增加到六百多入，以

庄庄清、片片清的办法进行普查，对查出的病人、用土单方进行了

治疗。

～一九五八年，，在口孜区张岗公社汤圩大队，征用土地二百亩，

草房1 3间，建立了“麻疯病村弦，收治麻疯病人八人。县卫生科派

一专职医生负责治疗，民政科派一行管干部，负责安排病人生活。

一九六。年，抽阜阳城各医疗单位医生127人，对阜阳城27所

中小学，72个机关、3个居民办事处，进行了砂眼普查。共查21，650

人，息砂眼者17，600人，均用“大蒜液浸海螵硝棒"进行治疗。

一九六一年十月初，在插花董楼大队前董庄，进行中华分枝睾

吸虫病(肝吸虫病)感染情况的调查，该地感染率为1 4．1 5％，十

月二十四日正式向省、地防疫站发出报告。这是阜阳地区关于肝吸

虫病感染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一九六二年，抽查县烟酒专卖公司和冠颍食品厂从古巴进口的

红糖，抽样24份，在7份标本中发现螨。

一九六三年，成立“阜阳城卫生清洁大队”，各机关、单位、

学校的厕所，一律无代价的交给清洁大队管理。

一九六三年七、八月，我县发生特大水灾，省派一个13人的医

疗队，到老庙、行流等重灾区防病治病。专区拨治病专款1 37，000元，

医疗机构补助及房屋修缮费16，500元。

、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日，对阜阳城三所中学、五

所小学、三所幼儿园，作了青少年体质发育情况的调查，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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