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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地方病第二防治研究所所志》是该所建立、发展、成熟过程的历史写照，也是我省

大骨节病、克山病、碘缺乏病防治科研工作的集中反映。因此，它既是“所志”，也是我省的一部

地方病专业志。

这部所志本着存真求实，突出特色，避繁就简，述而不论的原则，全面记载了建所以来地方

病防治研究工作的发展与现状，系统积累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重要数据。是总结历史经

验，指导今后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是硝地方病防治工作者进行爱国、爱岗教育的系统教材。

吉林省地方病第二防治研究所，始建于1950年。半个世纪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

切关怀下。在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和省卫生厅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全所职工认真贯彻党的卫

生工作方针，坚持“预防为主”，为防治、研究和控制大骨节病、克山病与碘缺乏病，励精图治，拼

搏进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为保护劳动力，促进全省经济建设做贡

献。同时，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这个所考察指导，传经送宝，为这个所的建设和发展也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虽然有效地控制了大骨节病、克山病和碘缺乏病的发生，但是大

骨节病和克山病的病因还未查清，“三病”还未能彻底根除，艰巨的防治研究工作还任重道远。

望后人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在党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再接再厉，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手段，为消除大骨节病、克山病和碘缺乏病对人类的危害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科

200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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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吉林省地方病第二防治研究所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

想，坚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本所自1950年至2000年期间的历史沿革、事业发展和

地方病防治研究工作的主要业绩予以全面系统地记述。

二、全书共六篇二十章，一0八节，计30万字。采用记、述、志、图表体例，以志为主体。横排

门类、纵向叙述，以时间为经、专业为纬，秉笔直书。各篇章可独立成章，内容互相渗透，紧密联

系。档次在章、节以下为一、(一)、1、(1)顺序排列。

三、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本所档案室、资料室收藏的档案和资料以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

志>1973年至2000年各期刊登的有关文章。除此之外，本所各科室和离退休老同志，也为本书

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四、对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挂职衔。志书中的人物简介条件为：本所历届党、政一把手；享

受副厅级待遇的副所级干部；省、市劳动模范；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

专家；1985年以前的正主任医师。经所党委审核同意者，收入本志书。

五、本书所用的科技名词、术语、缩略语、专有名词简称，按国家统一使用者为准，无明确规

定者，在缩略语前或简称后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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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美国环境保护署毒理学专家瑞内特·金

布拉夫博士(右二徕所合作进行大骨节病研究

国际儿童基金会曼纳博士(左中)

来所参观考察碘缺乏病防治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光室

覆瓣
光究

。节▲
j澳

左图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王

左
图
为
克
山
病
研
究
室

频
心
电
仪



l

l

-

●

l

I

l

l

l

中苏大骨节病联音谓藿队：

左五镀云卿f原省卫生厅厅长

生拂处长J

生六选拉诺娃f苏高级研究员

前鸟洛走病研究站站长)

左四张自宽f中央卫

左七放托夫廖夫f苏

右六鲁宾斯坦圈(苏高研)右五郭可太

右阴抚松县罗县长右一毛薪文f跃科院副研究员

朽二韩福恒f中尉医大讲师)右一白维尔

白维东院长到任(前排右四)

送代院长应起翔(前排左四)

由

前

左

左

左

左

左

基层医务人员正在

电舌报旨范j胄

解放初期克山病患者

住房『马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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