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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95年3月17日，是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中心卫生防疫站建站

四十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喜庆的日子，我们编写了《铁三局中心卫生防

疫站站志》，作为向建站四十周年的献礼。并借此机会，谨向四

十年来亲切关怀、热情支持、共同参与中心卫生防疫站发展、进

l步、成长、壮大的各级领导、兄弟单位、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

意!向我站离退休老领导、老前辈，向全站．职工表示真诚的祝

贺。

四十年前，我们这支只有18人的卫生防疫队伍在内蒙的呼伦

贝尔伊图里河诞生了。在经历了技术装备简陋，人力物资匮乏，

条件环境艰苦的初创阶段后，它如今己发展成为一个专业齐全i

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局卫生防病中心。我站现有建筑面积

1839 m 2设置了六科一室，拥有高中级技术人员26人，配备了

日本产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萤光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

计，以及美国产的高速离心机等现代化先进设备34台件，近70万
一

兀。

多年来，我们这支卫生防病队伍，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在传

染病、职业病、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工作中，在卫生监督监测

上，为保障全局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为施工生产的顺利进行做

出了积极贡献。无论是酷暑盛夏的南国峻岭，还是冰天雪地的东

北林海，到处都留下了我们防疫卫士闪光的足迹。 ．

五十年代，我们研究的干式捕尘技术就填补了路内空白，七

十年代，又获铁道部“工业学大庆"百面红旗之一的殊荣。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改革，立意创新，不但在精神文明建设

上喜获丰收，而且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近五年来，在国家级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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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发表学术论文9篇，在省部级杂志上发表论文25篇，在各种

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17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八十年代．

末，我们率先在工程局防疫系统成立了多经实体～一太原市三联

卫生保健制品厂，生产的主要产品“84”消毒液在三晋大地广受

赞誉。
’

四十年的风雨沧桑，四十年的岁月轮回，锻炼出一支艰苦创

亚、敢打必胜、永往直前的防疫队伍～一铁三局中心卫生防疫

站。 ．

’

十

‘

．

‘

在庆祝建站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写此书意在缅怀先人，激

励后人，牢记“预防为主”的服务宗旨，用我们新的肄煌谱写跨

世纪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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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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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创业篇 ：
．

第一章国民经济发展时期的防疫工作．⋯⋯⋯⋯⋯⋯⋯(i>

第一节 建站经过⋯⋯⋯⋯⋯⋯⋯⋯⋯⋯⋯⋯．．．⋯⋯(1>

第二节 不畏艰辛开展防疫壬作⋯⋯⋯⋯⋯⋯⋯⋯⋯．(．2)

第二章．“文革”时期的防疫工作⋯⋯⋯⋯⋯⋯⋯⋯⋯(11>．

第一节 院站合并⋯⋯⋯⋯⋯⋯⋯⋯?⋯⋯⋯⋯⋯⋯“(11)．

第二节 重建中心卫生防疫站·?⋯⋯⋯⋯⋯⋯⋯⋯⋯·(11)-

第二篇政事篇 一
一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一．．⋯⋯⋯⋯⋯⋯·(13>

第一节 党支部换届改选⋯⋯⋯⋯”⋯⋯⋯⋯⋯⋯⋯·(13)-
， 第二节 评选“两先”、“两优”⋯⋯⋯⋯⋯⋯⋯⋯(15)J

第三节 组织发展工作⋯⋯⋯⋯⋯⋯⋯⋯⋯⋯⋯⋯⋯．(15>

第四节 党支部各时期的重点工作⋯⋯⋯⋯⋯⋯⋯⋯(17)

第二章社会团体⋯⋯⋯⋯⋯⋯⋯⋯⋯⋯⋯⋯⋯⋯⋯⋯(18)

第一节 工会⋯⋯⋯·^．．．⋯⋯⋯⋯⋯⋯⋯⋯⋯⋯⋯⋯(18)

第二节 职工大会⋯⋯⋯⋯⋯⋯⋯⋯⋯⋯．．．⋯⋯⋯⋯(22)、

第三节 共青团⋯⋯⋯⋯⋯⋯⋯⋯⋯⋯⋯⋯⋯⋯⋯⋯(29)．

第，四节 计划生育⋯⋯⋯⋯⋯⋯⋯⋯⋯⋯⋯⋯⋯⋯⋯(30>

第三章机构沿革．⋯⋯⋯⋯⋯⋯⋯⋯⋯¨?⋯⋯⋯⋯”．⋯(31>

第一节 行政领导更迭⋯．．．．⋯⋯⋯⋯⋯⋯⋯⋯⋯⋯⋯(31)

第二节 科主任更迭⋯⋯⋯⋯⋯⋯⋯⋯·?⋯⋯⋯⋯⋯·．(33)

第三节 机构设置及沿革⋯⋯⋯⋯⋯⋯⋯⋯⋯⋯⋯⋯(33>-·

第四章组织管理⋯⋯⋯⋯⋯．．．⋯⋯⋯⋯⋯．．．⋯⋯⋯．．．(35)·

第一节 管理体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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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整章建制⋯⋯⋯⋯⋯⋯⋯⋯⋯⋯⋯⋯“⋯⋯’(39)

第三节 岗位职责⋯⋯⋯⋯⋯⋯⋯⋯⋯⋯⋯⋯⋯⋯⋯(40)

第五章职工⋯⋯⋯⋯⋯⋯⋯⋯⋯⋯⋯⋯⋯⋯·～nuu(46)～
第一节 职工情况⋯⋯⋯⋯⋯⋯⋯⋯⋯⋯⋯⋯⋯⋯⋯(46)

第二节 职工工资调整⋯⋯⋯⋯⋯⋯⋯⋯⋯⋯⋯⋯⋯(67)

第三节 岗位技能工资⋯⋯⋯⋯⋯⋯⋯⋯⋯⋯⋯⋯⋯(68)

：篇兰篇防疫篇 ·

第一章发展概况⋯⋯⋯⋯⋯⋯⋯⋯⋯⋯⋯⋯⋯⋯⋯⋯(69)

．第二章疫情报告⋯⋯⋯⋯⋯⋯⋯⋯⋯⋯⋯⋯⋯⋯⋯⋯(70)

第一节 疫情报告网⋯⋯⋯⋯⋯⋯⋯⋯⋯⋯⋯⋯⋯⋯(71)

第二节 疫情简况⋯⋯⋯⋯⋯⋯⋯⋯⋯⋯一⋯⋯⋯⋯(71)

第三章历年各类传染病防治⋯⋯⋯⋯⋯⋯⋯_⋯⋯⋯(74)

第一节 甲、乙类传染病防治⋯⋯⋯⋯⋯⋯⋯⋯⋯⋯(74)

第二节 丙类传染病防治⋯⋯⋯．．．⋯⋯⋯⋯⋯⋯⋯⋯(84)

第三节 组建防治队⋯⋯⋯⋯⋯⋯⋯⋯⋯⋯⋯⋯⋯⋯(84)

‘：第四章管区传染病管理⋯⋯⋯⋯⋯⋯⋯⋯⋯⋯⋯⋯⋯(86)

第一节 管区疫情报告网⋯⋯⋯．．．⋯⋯⋯⋯⋯⋯⋯⋯(88)
‘ 第二节 预防投药⋯⋯⋯⋯⋯⋯⋯⋯⋯⋯⋯⋯⋯⋯一(88)

第三节 传染病处理⋯⋯⋯⋯⋯⋯⋯⋯⋯⋯⋯⋯⋯⋯(90)

。第五章计划免疫⋯⋯⋯⋯⋯⋯⋯⋯⋯⋯⋯⋯⋯⋯⋯⋯(91)
第一节 概况⋯⋯⋯⋯⋯⋯⋯⋯⋯⋯⋯⋯⋯⋯⋯⋯⋯(91)

第二节 计划免疫监督管理⋯⋯⋯⋯⋯⋯⋯⋯⋯⋯⋯(91)

第三节 冷链装备⋯⋯⋯⋯⋯⋯⋯⋯⋯⋯⋯⋯⋯⋯⋯(92)

第曲节 接种率调查⋯⋯⋯⋯⋯⋯⋯⋯⋯⋯⋯⋯⋯⋯(93)

第六章施工前流行病学调查⋯⋯⋯⋯⋯⋯⋯⋯⋯⋯⋯(94)

、’第七章消杀灭情况⋯⋯⋯⋯⋯⋯⋯⋯⋯⋯⋯⋯⋯⋯⋯(96)

滞四篇卫生篇
第一章发展概况⋯⋯⋯⋯⋯⋯⋯⋯⋯⋯⋯⋯⋯⋯⋯⋯(99)

第二章环境卫生⋯⋯⋯⋯⋯⋯⋯⋯⋯⋯⋯⋯．．．⋯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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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概述⋯⋯⋯．．-，⋯·．．．．⋯⋯⋯．．．．．．．，．．．．·⋯一卅(99>

第二节 “三废”监测⋯．．．·Qe,⋯．-．to·?，·．．．·SB o·．．．”09 o．e．·(100>

第三节 锅炉烟道测试⋯⋯⋯⋯⋯⋯⋯·⋯⋯⋯⋯⋯”(104)

第四节 污物处理设福评价⋯⋯⋯⋯⋯⋯⋯⋯．．．⋯⋯(10S)-

第五节 大气监测⋯⋯⋯⋯⋯⋯⋯⋯．．．⋯．-．．．．·i!⋯．．．(106)’

第六节 新建工厂环境本底值监测⋯⋯．-．．．．⋯⋯⋯?”(106)·

第七节 饮水卫生⋯⋯⋯⋯⋯⋯．．．⋯⋯⋯．．．．．．⋯．．．⋯(107>

第八节业务往来⋯⋯．．．⋯，．．．．．一，⋯⋯⋯⋯⋯⋯⋯··(109)，

第三章公共场所卫生⋯!⋯⋯⋯．．．⋯⋯⋯⋯⋯⋯．-．⋯⋯(109>

第四章学校卫生⋯⋯⋯⋯⋯．．．⋯·⋯⋯⋯⋯⋯⋯⋯⋯”(111)·

第一节 概况⋯⋯”?⋯⋯．．．⋯⋯⋯⋯⋯⋯⋯⋯⋯⋯⋯(111)，

第二节 学校及托幼机构⋯⋯⋯⋯⋯⋯．．．⋯⋯⋯⋯⋯(111)-

第三节 常见病防治⋯⋯⋯⋯⋯⋯⋯⋯．．．⋯⋯⋯⋯⋯(U2)_

第四节。青少年发育调查．．．⋯⋯⋯⋯⋯⋯⋯OOO DIO OOO⋯(118)·

第五节 教学卫生⋯⋯．．．⋯⋯⋯⋯⋯⋯⋯⋯⋯”⋯⋯·<119>

第六节 学校卫生教育⋯⋯⋯⋯⋯．-．．．．⋯⋯⋯⋯⋯⋯(120>

第七节保健教师培训⋯⋯⋯⋯⋯⋯⋯⋯嘲．．．⋯⋯⋯、(120>

第八节 学生因病缺课调查·D I⋯⋯⋯⋯．．．·⋯⋯-．⋯“(121)

第五章食品卫生⋯⋯⋯⋯⋯一⋯O⋯⋯⋯”⋯⋯．-．⋯⋯(121>

第一节概况⋯⋯⋯⋯⋯．．．⋯．．．．．．一”．．．一，．．⋯⋯⋯一(121)，

，第。二节．⋯食品卫生监督管理⋯⋯⋯⋯．’．_．．．．t．⋯一?·!(122)·

第三节从业人员培训·10 00⋯⋯⋯⋯⋯⋯．．．．，．⋯．．，．．．(125>

第四节 检验与处罚⋯⋯⋯⋯⋯⋯⋯⋯⋯”7．．．一．．．⋯(126■

第五节食物中毒⋯⋯⋯⋯⋯⋯⋯⋯⋯⋯⋯⋯．．．⋯，”(128)·

第六节．膳食营养调查⋯⋯·．⋯!⋯⋯⋯⋯·．．．⋯．．．⋯．．．(128)·

第六章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129)·

第一节 概况⋯⋯⋯⋯⋯⋯⋯⋯⋯⋯⋯⋯⋯⋯⋯⋯．．．(129)．

第二节 尘肺与防尘⋯⋯⋯⋯⋯⋯⋯．．．⋯．．．．．．⋯．．．⋯(130)·

第三节毒物与物理因素⋯⋯⋯⋯，．．．．，．⋯．．，⋯⋯⋯(13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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