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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历届党、政领导合影

2、医务人员琛入痛区开

展普查普治和口服亚硒酸钠预

防克山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3，医务人员进行病寨讨论



西医—mu为■甲青渗浩

中医师u为自暑渗治

医务_<员在作血清自动分析测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乍病理切片豪色

为莩作x线壤片检查

举行学术讨论会



l、1985年2 H，中共r#

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地方

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车德生司

夸虽到楚雄视察克山病防治研

究工作

2、1989年6月．经云南

省卫生厅批准在栽所成立“云

南省克山病防治研究中心”．

云南省委地方痛防冶领导小组

组长高治国同志在“中心p成

立太套上致词

3，云南省政协委员舍副

秘书长，拽省著名压学专家郏

伶才先生在“中心”成立大会

上敏1日



1，1985年9月，日本相

模士子大学白条蒴子教授在哈

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于维汉教授

的陪同下来我所考察克山璃及

进行学术交流

2．1987年11月．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国际环境地球化

学与健康协告主席桑顿博士和

著名分析化学隶汤普森博士在

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陪同下

来栽州考察克山病

3、1990年4月，联舍国

教科文组织环境与健康研究中

心主任镀得森博士在中国科学

院有关专家的陪同下来栽州进

行克山病环境考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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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地方性心肌病，楚雄彝族自治州克山病病区分

布广，病情重、病死率高，是全国闻名的克山病重病区。克山病的发生和流

行，给我州病区人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病区人民的健康，在克山病严重流行的年代，曾

先后多次组织省，州、县三级医务人员，深入病区开展调查和防治。为了尽

快控制克山病，1971年自治州建立了克山病专业防治机构，建设了一支克山

病防治研究队伍，开展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在基本掌握全州克山病病区

分布、发病特点和流行规律的基础上，坚持“脱贫致富与防病治病相结合"

的方针，在全州病区广泛开展以口服亚硒酸钠和改善病区儿童膳食营养为主

的综合性防治措施，使全州克山病发病率及病死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楚雄州克山病防治研究所已建设成为一个发展方向

明确、专业结构合理，设备比较完善、具有一定防治研究实力的专业机构，

成为全省克山病防治研究中心。

我州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是在十年动乱的历史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了党对克山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有一支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专业防治队伍，有病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支

持，有省内外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帮助，我们的防治研究事业取得了

很大的发展。温故而知新，回顾我州克山病防治研究的过去，展望我州地方病

防治研究的未来，将激励我们去为尽早实现全州基本控制克山病的目标而努

力奋斗l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我所的发展史，我们本着“尊重史实、详

今略古"的原则，对零散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收集、查证和整理，编纂成《所

志》，献给楚雄彝族自治州克山病防治研究所建所20周年。由于资料收存不

多，加之我们缺乏编志的经验， 《所志》一定会有许多不足，希望大家予以

批评指正。

中共云南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高治国同志、州委书记，州长普

联和同志为《所志》题了词， 《所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州志办公室的指

导，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l

牛存龙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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