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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建站已逾四十五载，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忆往昔，全市卫生

防疫工作者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根本，以最大限度满足全市人民健康需求

为己任，锐意进取，拼博奉献，在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监测、科研培训和健康教育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o ．

纵观四十五年的艰辛历程，卫生防疫事业，几经风雨，历经沧桑，终于赢得了今日的

蓬勃发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疫病严重流行的状况已一去不复返，一些严重危害人民

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控制或被消灭；传染病总发病率从五十年代的1423．29／10

万降至97年的204．38／10万；卫生监督步入法制轨道，监督监测复盖率和执法水平不

断提高；食物中毒发生率逐年下降，从而为维持和增进市民的身体健康，为南昌市的社

会进步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总结过去，业绩斐然。全市防病灭病工作多次受到国家卫生部、省卫生厅及市卫生

局表彰o 93年我站被授予“全国卫生防疫工作先进集体”，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和

环境卫生工作分别于93年和86年受到卫生部表彰，96年获“全省卫生系统文明规范服

务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南昌市“五·一”劳动奖状等光荣称号，91年以来，年年被市卫

生局评为“目标管理达标先进单位”o

长松百尺，薪传永碧。为了借鉴过去，启迪未来，我们组织编纂了<南昌市卫生防站

志>，志中翔实记述了四十五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防疫事业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了几代卫生防疫工作者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风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年青一代卫生防疫工作者，为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

谱写新的篇章!

当前，历史的巨轮又驶人新的起点，当今社会已进入“抚四海于一瞬，观环球于须

臾”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老防疫工作者正乘全国、全省卫生工作会议

的东风，以高昂的热情、旺盛的斗志及争创一流的精神，英姿勃发地迈向新世纪o

在站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卫生局、市档案局及本站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

扶掖，编委及全体编写人员不辞劳苦，四处查找资料，荟集整理，认真撰稿，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o

左一文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凡 例

一、<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

了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监督监测、改革管理、科教培训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953年，下限为1997年12月。在部分内容上，为了达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下限有适当的上溯和下延o ’，

‘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时间，简称建国前或后。

． 四、本志内容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略古详今，按历史的进程和各项业务的进展
记实o

五、本志各种称谓均以当时称谓为准。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

行文中第一次用全称，而后用简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需表明身份时，姓名前冠
以职称o

六、本志资料主要以站、科档案文字资料为主，也采用了省卫生厅档案室、省和南昌

市档案馆及部分离退休职工回忆的文字资料。有据可查，不一一注明出处o

·2·



概 述

‘

南昌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建于公元前201年。两千多年来，南昌城名数度更

易：汉称“豫章”、唐称“洪洲”、宋名“隆兴”，直至明代才定名南昌，取南方昌盛之意。

南昌市在现代史上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o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

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是八一军旗升起

的地方，全国人民誉称南昌为英雄城。

现今，南昌市是江西省省会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工业、交通

中心。是纵贯我国南北的京九铁路线上的唯一省会城市。

南昌市位于江西省北部，鄱阳湖滨，赣江、抚河下游。全市总面积7402平方公里。

总人口401．72万，其中农业人12 137．12万，是全市总人12的 34．13％o全市现辖三城

区(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和七个农村县(区)(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迸贤县、郊

区、湾里区、昌北区)o全市共有34个街道办事处，101个乡(镇)，814个居委会，1214个

行政村，9115个村民小组。

南昌市地处亚热带，属东南亚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16．9"12，年平均湿度78％o盛夏酷热，为我国“四大火炉”之一。

建国前，南昌市设市卫生事务所，管理全市卫生行政，兼管卫生业务，主要是行业卫

生。全市疾病防疫力量非常薄弱o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昌。为

贯彻党的“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6月组建了江西省防疫总站第一卫生防疫

站d 1953年3月更名成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站址南昌市八一大道中段151号(现431

号)o

建站初期，全站设6科(防疫、卫生、消毒、劳动卫生、检验-9行政管理)l组(卫生宣

教)o有职工62人。全站仅有显微镜、培养箱、天平等一般仪器设备，开展一般微生物

和理化检测。

现今，全站有职工158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20人，占76％o一有正、副主任医(技)

师8人，主管医(药、技、护)师59人。

全站现设疾病控制科、消毒杀虫科、食品卫生科、环境卫生一、二科、学校卫生科、体

检科、预防医学门诊、中心实验室、卫生检验科等10个业务科室和办公室、业务科、财供

科、总务科等4个职能科室。江西省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南昌市防痨协会、南昌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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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会挂靠市站。站内还设有南昌市结核病防治所和南昌市性病防治中心等专业

防治机构o

．全站基本建设发展较快。继1981年兴建宿舍楼一栋2160平方米后，于1989年又
兴建办公楼2118．75平方米和宿舍楼3287平方米各一栋o 1997年集资购买职工宿舍

16套(1300平方米)。迄今，全站业务与生活用房面积从建站初的1100平方米发展到

11284．80平方米。

全站现有日产z’80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睁14气相色谱、超速离
心机，放免仪、超低温冰箱，1／万电子天平、100级超净工作台等主要仪器设备281件，总

价值116．7万元。目前，全站已能开展食品、水质、化妆品、卫生用品、公共场所、健康体

检、卫生毒理等共7类433个项目的检测。1989年9月，市站在全省卫生系统率先通过

省标准计量局计量认证，具备了经法律认可的向社会出具检测数据的资格。

建国初期，南昌市共发生法定报告传染病12种，经过40多年来与传染病斗争的艰

苦历程，于50年代消灭了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和黑热病o 60年代控制了猩红热o 70

年代曾在全市发生过的钩端螺旋体病得到控制o 70年代，全市疟疾发病率高达5969．

70／10万o 1977年到1979年连续三年开展了疟防大会战。全市组织专业人员7532名，

狠抓“两根治、一预防，大力灭蚊”的综合防治措施，并长期坚持，全市疟疾发病率呈连续

大幅度下降o 1997年全市疟疾报告发病率仅0．15／10万。目前，全市已有郊区、进贤

县、南昌县、湾里区等县(区)通过了省卫生厅基本消灭疟疾达标验收。

1978年，霍乱首次传入我市，至1997年，全市先后发生9次不同程度流行。为有效

地控制霍乱的发生和流行。全市先后制订了<霍乱防治工作方案>和<肠道门诊工作规
程>，并坚持开展了疫源检索。各级医疗单位每年5一lO月均按要求适时开设肠道门

诊。1994年，江西邻近省、市发生霍乱，静息了8年之久的霍乱在我市再度流行，并首次

发现了0139新菌群。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人、财、物及各项防治措施到位，在较短

时间扑灭了疫情。全市未发生二代病人。

南昌市是肝炎高发区。据1991年全国部分省会城市肝炎协作组流调专题总结报

告，南昌市乙肝总感染率居哈尔滨、西安、福州、重庆、济南等八个省会城市之首o 1991

年，根据卫生部统一部署，开展了以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为重点的乙肝控制工作。至

1997年，全市除少数经济贫困边远农村外，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在全市城乡全面

铺开o 7年间，全市共有39177名新生儿得到及时接种，城区接种率达95％以上。全市

婴幼儿乙肝病毒携带率明显下降，儿童乙肝病毒携带高峰后移，为控制乙肝传播奠定了

良好基础。全市病毒性肝炎发病率由1972年的181．14／10万下降到1997年的69．89／

10万o

儿童计划免疫作为控制相应疾病发病的有效措施于1984年在南昌市全面推行o

10多年来，全市累计组织发放百日咳、麻苗，脊灰糖丸、卡介苗等生物制品近2000万人

份，四苗报告接种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o 1985年，南昌市在全国率先改革计免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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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推行了“儿童免疫保偿合同制”o全市于1989年、1991年和1996年先后三次通过

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儿童基金会三个计免85％审评。计划免疫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
相应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全市麻疹发病率由实施计划免疫前发病最高年份1970年的

1971．12／10万下降到1997年的4．11／10万，百日咳由1971年的262．25／10万下降到

1997年的0．10／10万，全市已连续9年无白喉o
’

解放后，南昌市曾几度发生脊髓灰质炎流行o 50年代末发病率高达80．11／10万o

70年代末期和实施计划免疫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o 1989年，南昌市部分农村再次发

生暴发流行，发病率达3．19／10万，病死率高达9．74％o 1991年，卫生部<全国1995年

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计划>下达后，一场消灭脊灰的攻坚战在全市打响。全市先后制定

了消灭脊灰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1995年消灭脊灰目标，成立了消灭脊灰工作领导小

组。市政府先后发出了<关于加强消灭脊灰防治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切实做好第二次
全面消灭脊灰强化免疫活动工作的通知>。1993年至1997年在全市开展了5轮10次

强化免疫活动。全市累计有近200余万名4岁以下儿童得到强化免疫，接种率达98％，

从而形成了较为牢固的免疫屏障，巩固了全市连续5年、城区连续17年无脊灰的成果o

1995年，南昌市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协助市卫生局及

时制订了<南昌市救灾防病预案>，并配备了足量消杀药械。新建县二十四联圩溃堤后，

全市实行了24小时疫情值班。由市防疫站、新建县和各医疗单位组成的市防病救灾小

分队分批历时二月余驻扎二十四联圩，落实以饮水消毒和疫情监测为主的防治措施，为

夺得大灾之年无大疫作出了巨大贡献o

解放前，民间素有“十痨九死”的说法。解放后，政府将结核病列入重点防治疾病加

以控制。在全市建立健全了三级防痨网络，落实了以卡介苗接种及活动性肺结核病人

系统报告、治疗、管理的综合措施o 1984年至1997年，全市累计接种卡介苗250余万人

份。累计报告、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病人22279例，其中1997年报告管理1677例，

较建国初期的1951年下降50％o ，

南昌市丝虫病流行历史可追溯到20年代以前o 1980年对全市病区乡调查确定，全

市107个乡(镇)中，有52个乡(镇)266个村存在不同程序的流行，流行病区乡人口高达

110万人。建国后，全市丝防工作历经普查普治、复查复治、考核验收及查漏补治等阶

段o 1958年至1981年，全市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查治，累计血检人数达127．23万人次o

80年代后，全市丝防工作进入正规查治阶段o 1981年至1987年，全市累计血检121．88

万人，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丝虫病的流行o 1986年至1987年期间，全市6个农村县(区)

先后通过了省卫生厅考核验收，全市达到部颁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o 90年代，全市先

后已有郊区、湾里区及安义县等农村县(区)通过省卫生厅考核，达到卫生部消灭丝虫病

标准。

1984年至1997年，全市完成碘缺乏病病情监测8万多人o 1985年开始在全市病区

乡投放碘盐并坚持常年监测。数年间，全市监测碘盐5．66万份o 1988年，全市6个地

甲病县(区)先后通过了基本控制地甲病达标验收o“八五”期间，国家<食盐加碘条例>
的颁布，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碘缺乏病防治。现全市城乡已实行了全民食用碘盐。碘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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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由1986年的80．72％上升到1997年的100％o 1993年，南昌县在全省率先通过

了省卫生厅消除碘缺乏病验收o 1997年，进贤县、郊区、新建县等地相继通过省卫生厅

消除碘缺乏病验收o

198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颁布实施后，传染病防治工作步入法
制化管理轨道。金市法定传染病发病率呈持续平稳下降趋势。1997年，全市共报告法

定传染病14种计8251例，总发病率分别由1953年的1423．29／10万和1970年的10800．

09／10万下降到204．38／10万。全市自1990年起已连续7年未发生狂犬病。流脑发病

率由发病最高年份1967年的511．02／10万下降到0．15／10万。乙脑由1970年的22．13／

10万下降到0．82／10万。出血热由1984年的38．32／lO万下降到3．69／10万。

建国初期，南昌市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主要是完成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工作。

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食品卫生流动红旗竞赛活动及环境卫生“两管”、“五’改”等工作o

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卫生部<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及地方法规<南昌市公共娱乐场

所、服务行业卫生管理办法>等颁布后，全市公共卫生管理初步步入法制化管理o 1983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卫生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
品卫生管理条例>、<学校卫生管理条例>及市政府<南昌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办法>相

继颁布，全市公共卫生管理步入全面法制化管理时代。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不断壮

大。1983年，全市设食品卫生监督员83名，1997年底增加到185名。全市现有公共场

所卫生监督员106名，化妆品卫生监督员34名，学校卫生监督员28名o 1996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正式颁布，党和政府对卫生监督执法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全市

公共卫生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o

1984年至1997年，全市累计监督食品行业42．13余万卢次，平均年监督复盖率达

100％o累计行政处罚27041户次，其中警告限改13029户次，责令追回280次，没收销

毁不合格食品2137次计111．66万公斤，罚款7684户次计金额90．29万元，停业改进

2879户次，吊销卫生许可证132户次。全市累计抽检各类食品8．1万件，检测餐具10

余万件，累计审发卫生许可证9．1万户次，完成从业人员体检63．56万人次，完成从业

人员培训30余万人次。由于实施了强有力的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全市食品卫生水平显

著提高。食品卫生总合格率由1985年的75．96％上升到1997年的86．30％o全市食物

中毒发生率由50年代的32起9947人下降到90年代的22起1940人，死亡人数也大大

降低。
、

1987年，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件>颁布以后，全市重点抓了以旅寓业、美容
美发业、浴室、歌舞厅等四大服务行业为主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o 11年间，全市累计监

督各类公共场所单位10139户计52596户次，年监督频率超过3．5次／户。全市完成从

业人员体检93092人次。完成茶具、毛巾、脸(脚)盆、拖鞋、理发刀具等公共卫生用品监

测5．7万件，合格率由1986年的83．36％上升到1997年的91．37％o完成公共场所微小

气候监测6．4万件。

为保证生活饮用水卫生，全市各级卫生防疫人员长年累月开展了水质卫生监测。

市区管网水、末梢水余氯监测点由1978年的23个增加到目前的30个o 1978年至199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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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累计监测水样18．1万件，合格率由1978年的78．2％以上升到1997年的99％以

上o 1991年，市政府<南昌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金市首次实施了

自来水厂审发卫生许可证制和开展了高位水箱二次供水清洗消毒o 1992年，市政府颁

布了<南昌市生活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规范>，全市生活饮水卫生得到进一步保证o
1994年赣江水受霍乱弧菌全线污染，南昌地区末发生水型暴发。

全市自1982年起实行了预防性卫生监督制度，颁发了<南昌市建筑管理实施细
则>，实行了审查核发施工执照制度o 1997年3月，由市政府牵头成立了由卫生、城建、

消防、环保等八大家组成的预防性卫生监督联合审查办公室。全市1985年至1997年，

共完成建筑蓝图审查3373件，提出修改意见1115件，处理违章105件，参加设计蓝图审

查1130次o ．．

在化妆品卫生管理工作中，全市重点抓了市场销售化妆品卫生监督监测和会同工

商、妇联、消协等对全市大小商品市场、商场、批发部及生产厂家进行大检查，几年来共

查处不合格化妆品上万件o

50年代至60年代全市学校卫生工作只有一名专业人员，主要工作以卫生知识教

育、改善学校环境卫生为主o 70年代初开始逐步开展学校基本情况、教室卫生、学生生

长发育、视力低下与常见病多发病等专题调查o 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来，除经常性

卫生监督外，开展了预防性卫生监督，学生健康体质调研、建立健全学生健康监测档案、

“五病”调查与娇治、学生课间餐营养等工作o 1988年12月以分管副市长为主任、教育

卫生、体育三家分管领导任副主任的“南昌市学校卫生保健指导协作中心”宣布成立，全

市学校卫生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o

40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发表后，南昌市卫

生防疫站结合全市卫生防疫工作实际，对一些重点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

开展了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o 1980年以来共开展科研项目47项，其中<我国乙肝表

面抗原和表面抗体分布状况的流行病学研究>、<全国职业性肿瘤流行病学研究>等4个
协作课题获国家卫生部甲级成果奖o<乙肝基因重组疫苗和血源疫苗接种对小学生的

安全性和免疫性研究>等4个课题获省级科技进步奖，其中<毒理Ames试验>填补了省

内空白o<多功能盘香的研制>等8个课题获市级科技进步奖o 1982年以来，共发表专

业学术论文168篇，其中国际会议交流4篇，国家级杂志83篇，省级杂志及省级以上会

议交流共8l篇。举办各类培训班240期，累计培训各级各类防疫人员达1．15万人次。

带教医学院校毕业实习生600余人次。

洒下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果实。南昌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肯定。1993年，在全国卫生防疫站建站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卫生部授予市

站“全国卫生防疫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环境卫生及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等工作先后获

全国先进集体称号。1987年甲肝控制、历次创建国家卫生城、防病救灾等工作多次受

到市政府嘉奖。计划免疫、疫情报告管理等工作获省卫生厅表彰o 1996年获省卫生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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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卫生系统文明规范服务竞赛活动先进单位”称号o 1997年市工会授于“五一”劳

动奖先进集体称号o

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成为南昌地区卫生防疫、监督监测、科教培

训的预防医学中心，是江西医学院、宜春医学专科学校、江西省卫生学校等医学院校的

教学基地。

回顾过去，我们满怀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o 1997年香港回归及党的十

五大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为卫生防疫事业展现了良好的前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继续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党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坚持为人民健康和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宗旨，精诚团结，继往开来，为将全市卫生防疫事业推向新的

高度而不懈努力!，

南昌故郡，物华天宝，洪都新府入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英

雄城南昌，明天会更加美好!

(姜小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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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9年

10月，成立南昌防疫大队o
‘

、

11月，市卫生局、公安局联合颁布<南昌市卫生管理暂行规则>。

1950年

6月2日，成立南昌市夏令卫生防疫运动委员会。与省防疫大队合作展开全面的

饮食业管理和饮水消毒、检测工作o 。

6月，市卫生局颁布<禁止制售17种不良生冷食物的布告>。

猩红热传入我市o

1951年 ．

市卫生局颁布<乳肉类食品检验暂行办法>。
对全市315眼饮水井全面清理修缮，加盖加锁。设专职消毒员加强对井水及河水

的消毒o

我市发生回归热一例o

1952年

6月1日，成立江西省防疫总站第一卫生防疫站(即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前身)o

11月，成立南昌市卫生行业卫生委员会o

’南昌市报告最后一例天花病人o

195卜1952年全市共发生黑热病6例，以后未再出现o
． 1953年

3月，成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贾祥骅为首任站长。设防疫科、卫生科、消杀科、检

验科、行政管理科和卫生宣教组o

成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工会，林苏华任第一任工会主席。。

成立南昌市卫生行业管理委员会。

市卫生防疫站办公楼峻工投入使用，面积1100平方米，为二层建筑。
1954年

’

建立鼠检实验室，开展鼠疫监测o
‘

市站开始对赣江水水质进行监测分析及开展预防性建筑审查等项工作o

12月，经卫生部批准，南昌市卫生防疫站为甲级站，编制66人。

建立狂犬病报告制度o
· 1955年

’

南昌市卫生局党组批准’，设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党支部，有共产党员3名，政治协

理员崔安晋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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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建立实验动物室o

成立消毒队，负责全市蚊蝇、鼠类的灭杀和疫情消毒处理。

夏，撤销市站卫生宣教组，合并到市宣教馆o

1957年

孙晶任党支部书记。有共产党员4名。

成立南昌市卫生防疫站团支部，共青团员10名，董绍钧负责。

首次对赣江水质自净情况调查o

1958年

朱凯任党支部书记，有共产党员4名o

3月，在全市旅寓业采取综合措施消灭臭虫o

9月，市站派员参加全国第一次营养膳食调查中南地区的调查工作。
成立南昌市防治矽肺委员会o

1959年

孙一峰任党支部书记，共产党员7名。

南昌市报告首例炭疽病人。

市站编写了<代食品有毒物质检验方法>o

开展南昌市影剧院卫生状况调查及理发业卫生学调查。

测定全市49个主要粉尘厂粉尘浓度。进行全市铅中毒危害普查。

1960年

南昌市报告首例斑疹伤寒，患者为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流入的难民。

对37种植物性代食品进行营养成分和毒性的8项指标检验。全市未发生代食品
中毒。

对全市铅中毒危害进行第二次普查。

水电站工地30个民工食用炒熟的凉薯籽中毒，死亡2人。

1961年

对全市主要厂企劳动卫生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1962年

市政府颁发了<南昌市有关卫生行业颁发卫生许可证的管理办法>，对全市饮食、公
共卫生单位审查颁发卫生许可证o

1963年

5月，成立南昌市卫生行业联合委员会，制订了<南昌市有关卫生行业卫生管理规
则>等o

6月，成立南昌地区矽肺诊断技术小组。

1964年

成立南昌市冰棒管理委员会。

某校发生196人急性食物中毒，经我站查明为酱油中砷超标所致，病人得以及时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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