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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卫生防疫站志》是我县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的一部历

一 ．史文献。它通过文字，摄影和图表等形式，客观反映1 950--1 985这

一历史时期我站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防疫技术队伍的成长和壮大，

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流行规律与防治措施；食品、环

境、劳动、学校，放射线卫生的监督、监测与管理以及卫生宣传教

育的各种活动等o
。

’．

站志共分l 6章l2万6千8百字。1 985年6月起第一次初稿，但内

容和篇幅都比较粗糙，经领导和同志们审查，提出宝贵意见，进行

较大的修改和充实。在第一次初稿基础上，又组织人力，查阅档

案，访问知情人，以及到省和地区上访等办法，收集和查阅了大量

历史资料。站志二次稿的产生．从1 986年3月至5月历时9 0余天。

站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直接参于和组织了这次站志的编写工作，

从科室抽出有写作能力的业务骨干组成站志编写小组，由一名站长

．任组长，下设主编’1人，编辑8人，摄影1人，制图1人。，

站志编写过程中，承蒙地、县卫生局卫生志编辑办公室候元

德、冯深义，尚逸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意。

由于编志人员的水平所限，加之历史资料短缺，时间又较仓

促，错漏难免，请领导和同志们审阅后批评指正，使之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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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一 述

商城县地处河南省南部的大别山北麓，与湖北省麻城县和安徽

．省金寨县毗邻。跨于北纬3 1。23 7至3 2。05'东经1 1 5。06，至1 1 5。37，，

境内山地起伏，自南向北缓降倾斜，南部为深山区，中部为浅山
●

★ 区，北部呈丘陵平原地带。农作物植种以水稻为主，间以小麦、豆
· ，

类等，水产养殖业、畜牧业遍布全县。气候为亚热带兼有暖温带的

特征，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常年平均温度为l5．7℃，年平均降雨

量为1 237．6立方毫米，年平均湿度75％，全县地理面积为21 3 o平

方公里，共辖22个乡(镇)，373个居民村，5640个村民组，1 1 21 92

，。 户，总人口576 1 07人(1 985年度统计数字)。
。’■‘

．商城县主要流行的地方病有丝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

克汀病，头癣、麻疯等五种，由于地理自然环境因素，本县丝虫

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头癣病都属于重度流行区，经集中力量全面

防治，已分别于1975年、1982年，1985年经省、地考核，达到基本
～

’

撕 消灭标准，麻疯病经过普查，对已查出的病人全部送院治疗口
，

商城县发生和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建国36年来，除天花、鼠

疫、霍乱付霍乱三种甲类传染病，在建国初期已被控制，尚有20种



乙类传染病不同度程的发生和流行。计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

型脑炎、白喉、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流行性感冒、疟疾、

狂犬病、伤寒与付伤寒、病毒性肝炎、痢疾、回归热、钩端螺旋体

病、布氏杆菌病、炭疽、猩红热、黑热病、肠炎、水痘。其中流

脑、乙脑，白喉、麻疹、百日咳、疟疾、伤寒和付伤寒、痢疾等，均

出现过高发年，形成局部流行。经过历年综合防治，1975午后已没

，有发现回归热、黑热病，1 977年后没有发现脊髓灰质炎、．猩红热，

．I 979年后没有发现白喉，1 985年各类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67．年的
●

，I 3 595．70Jl o万下降至,14895．3 6／i o万。其中下降幅度大的有疟疾、

麻疹、流脑、百日咳、乙脑、伤寒和付伤寒以及菌痢等；发病率变化

不大的有流感；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有狂犬病、病毒性肝炎等。 ．

，!、商城县的卫生防疫工作，解放前还是一项空白，当时仅有部分

私人开业医生实行收费接种牛痘疫苗，建国后，在党的“予防为

主．"方针正确指引下，先后成立了中西医师联合会，卫生工作者协

会，组织医务人员实施免费予防接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报告疫

情和抢救传染病人等防病灭病工作。1951年成立了县卫生院，院内设

痛，5入的防保股，·担负全县的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任务。1 960

年5月成立了商城县卫生防疫站，各公社卫生院都配备1一．2名专

职防疫区生，每个大队有乡村医生或卫生员肩负卫生防疫任务，这

样以县卫生防疫站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农村三级防疫保健网≯



、

●

∥‘帝

●‘

j

!弹

能够随时为城乡人民的予防保健服务。，

1985年县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49人，房屋建筑面积2226平方

米，分别为1 960年建站时的I．88倍和l 2．3 6倍。

为了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病，传染病作斗争，在地方病方

面，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培训了一支思想技术比较过得硬的专业技
，， ‘

’

术队伍，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连续作战，重点突破。对丝虫病、
f ．

t-一 ’；

地甲病和头癣等主要疾病，’开展了全民性普查普治，在达到基本控

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海盐净化，食盐加碘以及头癣扫尾等技术性
-

措施，从而巩固了疗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
，

^、

在流行病方面，从1951年开始，已在卫生医疗单位和个体开业
‘

1+
‘‘；

医生中实行法定传染病的疫情报告制度，国家还定期发放14种生物

制品免费为群众接种。1 979年开始在全县实行计划免疫，使予防接

种工作迈进科学管理的新阶段，相应传染病的发病率为71．57／10

万，同1 978年比较下降96．67％。

为了把住病从口入关，从1 955年起，开展了食品卫生工作，配

，备了专职食品卫生监督人员，通过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

识的培训和每年一次的身体健康检查，实施经常性的食品卫生监督

与监测，颁发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对违章人员和污染食品进行必

要的处理等管理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以食物为媒介传播疾病的途

径。
’

专8争

一

．．

．

≮

～

一

。．

．?；--；《弘∥誓■。0∥}_≯。



由于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农业、水利，城建等

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使城乡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善，如在城镇实行

了门前三包，地段卫生负责制，建立街道清洁队等。减少了街道上

和公共场所垃圾堆集、污水横流的现象，在农村实行了“两管、五改修，

(管粪管水、改良厕所、水井、畜圈、环境、炉灶)吃上了新建和改

良的井水，1982年统计有95450人改变了饮水不卫生状况。

我县工业卫生起步较晚，1979年开始对县属厂矿企业进行五项

毒物及职业危害调查，1 982年开展工业建档工作，初步澄清了尘毒物

理性危害因素情况，查出了铅中毒和矽肺职业病人，指导各厂矿综

合治理尘毒，减少和控制从业人员的职业危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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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0年防疫站旧址

图4 1985年防疫站新址



图6

基本消灭丝虫病袭

河南省重大科技威

果奖

图5

防疫交通工具

扇毒性肝炎流行病学研

究获河南省卫生厅科技

成果三等奖



图8

基本控制地方性甲

状腺肿获河南省委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

组奖励

图10

基本消灭头癣病获

信阳地委地方病防

治领导小组奖励

图9

疟疾五省联防工作受卫

生部表彰



图12

1983年获地区卫生局

防病灭病先进集体奖

l 984年被省卫生

卫生防疹先进集



图1 4

镜检人员在进行发

热病人血检

图1 3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

监督销毁不合格饮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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