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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站志》共三篇二十六章，它概述了l 9 5 2年建站以来至1 9 8 5年的三十多年

里，我市的卫生防疫事业在各级党政领导下，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卫生防疫机

构从无到有，卫生人员不断增添，仪器设备逐步更新，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以及在传染病防治

和各项卫生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其中也如实地记载了“文化革命”期间卫生防疫机构

受到严重破坏，致使传染病回升，给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

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自1 9 8 5年开始，我站根据上级关于卫生工作改革的有关规

定，着手于改革，对加强科学管理，扩大服务项目，开创卫生防疫工作新局面作了初步尝

试。当年里就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卫生防疫工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进

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新途径，根据“存史资治”的精神，编写了这部

《站志》，可供工作中借鉴和查阅资料时参考。

由于编写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资料也不齐全，难免错误遗漏之处，请读者指正。

郑州市卫生防疫站《站志》编辑组

一九八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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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建国前，郑州市没有专门防疫机构，中央设有防疫大队、省会有个卫生队j疫病流行严

重时，中央防疫大队派人带着药品前去扑灭，那时各种传染病常有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

的身体健康。据民国二十四年元月(公元1 9 3 5年)《河南统计月报》记载郑县(即郑

州)设有县立医院，随时施救疾病，并于瘟疫发生时，临时组织防疫力量，分赴城乡各区加

以施救。自民国八年(公元1 9 1 9年)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 9 4 7年)郑州就有五次

霍乱大流行。民国三十六年那次流行，在郑州天主教堂临时医院里就收容几百病人。据《河

南省各县法定传染病统计表》记载，在民国二十四年元至十--y]郑县发生霍乱共71r汰，死亡

92人；天花发生1389人，死亡110人，伤寒发生1163人，死亡Ir37人；赤痢发生1196天，死亡

125人；白喉发生371人，死亡72人，斑疹伤寒发生415人，死亡77人，猩红热发生如3人，死

亡79人；流脑发生40人，死亡19人。据《华北日报》1 9 4 6年8月4日，3版记载，一月

以来，郑州时疫流行，有关方面临时设立防疫医院，昨日开始收治病人，一院设在彭公祠，

有病床100余张，二院设在岗杜，有病床150张。

1 9 4 8年l O月郑州解放，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健康，迅速建立了各级卫生组织，

同年l 1月成立市卫生局，组成了防疫医疗巡回队，全市设有五个卫生事务所(即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第五)，郊区有卫生科，下设1 5个乡卫生所，负责疫情管理、预防接

种，消灭四害等项工作。l 9 5 O年建立郑州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各区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

分会，各行业也建立相应的组织，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l 9 5 2年5月1日成立郑州市卫生防疫站，并列为甲级防疫站，担负辖．区内454865人

的1卫生防疫工作。刚建站时仅有四名工作人员，由主治医师金振锋同志任市防疫站付主任，

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指导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粉碎敌人细菌战，处理疫情。自l 9 5 2年9月

以后人员逐渐增加，到年底已有2 1人，并设有防疫组、环境卫生组、检验组、宣教组。当

时曾开展传染病管理、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监督、细菌检验及食品、饮水卫生的

理化检验。1 9 5 6年上半年将各业务组改为科，即防疫科、卫生科、检验科、行政管理

科。在工作上主要是开展以防治传染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提高群

众卫生知识水平}并整顿了环境卫生，加强了饮食卫生管理及预防性消毒工作，减少病媒昆

虫、苍蝇、、蚊子的繁殖，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了各种预防接种；并开展了麻疹、痢疾、乙脑

炎、脊髓灰质炎等病的流行病学及有关项目的检验工作。

1 9 6 5年底站内设有人事科、防疫科、营养卫生科、检验科、宣教科、卫生科、总务

股。在工作上重点抓了疟疾及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的防治。对饮食饮水进行卫生管理，开展了

学校卫生及卫生宣教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主要整理了建站l 3年以来各类文件，分年分

专业建立了档案。

1 9 6 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主要是搞运动，防疫工作处于混乱、停顿状态。

全站人员不分科室不分专业统一调配使用。l 9 6 7年第四季度区防疫站相继被砍掉，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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