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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近

略远，按历史的进程编写各项业务的进展记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二、本志收集、整理、记述了广西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和现

状，全志3篇、14章，约1 0万字。

三、本志系广西寄生虫病专业志，上限自建所始，但不限，下限至

1988年，但有例外。

四、本志历史纪年沿用历史习惯称呼，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建国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职务，不加褒贬之词。地名以现用名

为准。

六、本志文字除引用文言原文外，一律用语体文。

七、自1958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一直合署办公，有些数据资料以两单位合计计数。

本所有关行政、人事、党团、后勤、情报资料、培41,I、宣教等方面的情

况，请查阅《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志》o

八、本志采用国家统一的度量衡。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查阅档案，走访座谈，专题调查，摘抄文献

和所、站各科室人员提供。为节省篇幅，成书时不再注明出处。

十、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本所部分档

案散失，资料残缺不全，因此，本志内容缺漏之处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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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负责人进行形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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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维修科卢华武等

检修冷链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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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科会计室滩檀梧等在核



● 站、所图书阅览室
t 卫生宣教科杜玉光等制作宣传墙报

t 卫生展览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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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所职工电子计算机学习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寄免诊断室

王敏在讲课。

．．医掣。皑山l：碹能

等档理渊A惰抖

王槐圩

．_血吸虫病摩
舢}T：璃等在作c



l：
努蔷
’曩

i
芰
嚣

l钩虫痫室人员在

整理调查资料。

．_丝虫病童潘

仕贤夜晚在农村

采咀。

9



l
O

。
>_
济
斟
薛

讲
甜
爿
【
档
裴
醇

3
I

．1辞，器岭齐君H骂前蹄
张。^P∞∞q．=

． r塾1奎≥，毫。昔璃廿
暮串莩善卜蛊≥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寄研所在南_i市位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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