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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六月三十日人民问报，余n县消咬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捞，照，旭日 l阳T坷 ， J虽tf1雨天，欣然命笔。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商随心翻 f乍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坐地目行八万里，

巡矢逼着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样悲欢逐逝波。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馆无奈小虫何?

千村窑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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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编写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和防治工作资料汇编的通知精神，我们

组织编写了本志，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探索防治和消灭血吸虫病的客观规律，指导和推动今后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夺取"送瘟神"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

本志较系统地总结了全市三十多年来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情况，发展过程，及基本经验，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血防

资料档案，将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我们的后代.

本志内容共分八个部分， ~:基本情况，流行情况，防治工作过程，防治措施概述，市县血防机构变动情况，防

治效果，工作体会，大事记.时间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八六年底止，所列图、表，除注明时间者外，均为一九八六年

末实际数。

本志编写是在市委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得到了市和东台、犬丰两县血防战线主的老

领导、老专业人员的审查指导和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本志责任编辑吴宏钩，参加编写人员 s 丁希哲、施

越云、沈礼卿、张继铭、李永寿、倪圣明.鉴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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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概况

1 、地理位置

我市为苏北中部沿海地区，位于北纬32. 35' ........34. 25气 东经119
0

25' --120. 56' 之间.北部和西北部与淮

阴市的灌南、涟水、淮安三县毗邻，西部与扬州市的宝应、兴化、泰县三县接壤J .南部与南通市的海安县交界F 东临

黄海，海岸线北起响水县的灌河河口，南至东台县的新港闸，长达406公里.整个地形呈带状，南北长，最犬直线距

离213公里，东西窄，最大宽度为 143公里.总面积1498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14. 7 伪.附图 1

2 、地势地貌

全市地势较为平坦，绝犬部分地区高程不足五米庭黄河两岸是我市的最高处，最大相对高度也不足八米，平均

高程四至六米。 ， 大约以此为中心，向南向东逐渐倾斜，到犬丰县川东港的南部和东台县境内，地势又逐渐升高为四至

五米。其中，苏北灌溉总渠以南至斗龙港以北地区为低洼地带，平均高程二米以下.阜 宁县吴滩乡，平均只有零点六

米，是我市的最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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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雨量

由于本市位于北纬32
0

35' .........34. 25' 之间，秦岭至淮河一线从北部穿过，属于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过渡地

带.苏北灌班总渠为界，渠北响水、滨海两县的大部分地区属暧温带。渠南的东台、犬丰、 6郊区、城区、建湖、射

阳、阜宁等七个县区属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季风盛行，四季分明.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年平均温度

13
0 

.........15 'C之间，年平均雨量1000毫米左右，因受海洋气候的影响， 70怖的降雨量在每年的五至九月份，平均每年受

f~ 一至两次强台风的侵袭和四五次冰雹灾害，最多的1974年曾出现过九次冰雹.附表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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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各月平均飞 降丽量(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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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3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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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境内有贯穿南北的通榆、芳海两条公路和串场河，有由西向东入海的灌河、中山河、灌溉总 ;在 、射阳河 4 黄

沙港、新洋港、斗，尤本王港河、 )11 东潜、东台河、梁垛河、二仓河等河流.从1955年以后，除滚河外，其它河流的

出海口，均陆续建起了挡潮闸，海水倒灌已成历史。 ~ 1; ~ 6 5年后，又分别在东台县安丰、富安和靠近县城东边的谢家

湾建立了三座翻水站，引长江水东灌。从此，该县堤东地区的河水逐步淡化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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