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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是根据国务院1953年167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8月

3日建立的，距今已经40年了．在庆祝建站40周年的时候，编写站志，回顾40

年的历史，总结40年的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省卫生防疫站是应用预防医学理论和技术，进行卫生防疫工作监测监督、科

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相结合的事业机构；是全省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的指导中心。

其具体任务是进行流行病学、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经常性和预防性的

监测监督：开展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并对技术干部进行培

训．

40年来。本站四度迁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支持下，规模不断扩大，

业务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人员由30人发展到近400人，设备由几台普通显微镜

增加到万元以上的仪器100余件，为控制和消灭我省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改善城

乡环境卫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预防医学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疾病防治方面，我省于1959年先于全国消灭了天花：此后，’又相继基本消

灭了黑热病，丝虫病、头癣和麻风病：17个市(地)中有16个市(地)148个县(区)

基本消灭了疟疾；抑平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0年出现一次高峰的流行规律。由

于。冷链”建设的完善和计免质量的提高，1978年以来，有效地控制了4,JL麻痹、

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结核病的发生和流行。我省传染病总报告发病率

由1970年的3 1 127．71／十万降到1992年的225．43／十万。豫东南多次特大‘

水灾之后，由于采取了紧急防疫措施，做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

在环境卫生方面，对我省的土壤和水质进行了大范围的卫生学调查；对爱国

卫生运动、农村的。两管五改”，饮水改良，住宅建设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技术指导：

1982～1986年帮助虞城县研制成功的双瓮漏斗厕所，近年已使本省300万农户

受益，并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正向全国推广．食品卫生由行政管理走上法制管

理后，完善了我省配套的地方法规和执法程序，形成了省、市(地)、县三级监督

网，查处了大量的食品违法案例：对食品染毒、含毒和食物中毒事件进行了及时

的处理和抢救；食品卫生综合监测总合格率从1965～1977年的5 1．7％提高到

1983-"1992年的76．21％。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健康状况进行了监督监测：对

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及其影响因素、，暖哩卫生及生理负荷进行了调查：对学生的常

见病和发育异常进行了治疗和矫正，1990"-"1992年在中小学生中大面积驱虫服

药达680余万人．基本查清了我省病媒昆虫和啮齿动物的种属、习性、带菌情况

和消长规律；对多种药物的防制效果和抗药情况进行了试验和监定：指导各地创

建了一批基本无鼠害城市、灭蟑达标城市，洛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灭蚊先进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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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日趋活跃，在中央电视台和省电视台播出卫生专题、新闻和“广而告之一

二百余条：编印《河南卫生报》、幻三生知识轨《卫生科普之花轨《商品与卫生》等报

刊书籍及各类卫生宣传资料50余种；1990年开始首次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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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于1953年8月3日创建于原河南省省会开封市河道街

34号，由“河南省卫生实验所”和卫生厅防疫科合并而成．建站初期，全站仅30

人，设站长办公室、行政管理科、卫生防疫科、消毒科、检验科、药品检验科、胎盘

组织浆室．当时，省防疫大队240人，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医防服务大队100余

人，省救灾医疗队120人，省地方病防治队约60人均由本站统一管理。

1956年。胎盘组织桨室”建制撤销，交由省人民医院管理，同年在我站“药品

检验室”的基础上，建立“河南省药品检验所。．

1958年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红十字会医疗队与我站合署办

公． ．

1960年省爱卫会办公室和省红十字会医疗队撒消，省红十字会医疗队人员

绝大部分下放到信阳地区各县。

1968年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批、改。后期，全站人员下放插队劳动

百人之多，占总人数的64．5％，留下的包括全部工勤人员在内仅剩55人．

1969年3月，省卫生防疫站，省药品检验所，省地方病防治所三个单位下放

后留下的人员合并，成立了“河南省卫生局人民卫生服务站。，当时共有148人，

设政办、卫生、防疫、射线防护，地方病防治、药品检验、生物制品七个组。

1972年以“省人民卫生服务站”的药品检验组为基础，恢复“河南省药品检

验所”；以卫生组中的劳动卫生和射线防护两个组为基础，成立了。河南省职业病

防治研究所”；在生物制品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河南省生物制品研究所”，各自成

为独立机构。剩下的人员重新组建了“河南省卫生防疫站。，这是本站的第二次

诞生，此时全站仅有70余人，业务技术人员不足50人．设有：政办组、卫生组、

防疫组、地方病防治组。

1974年，撤销原政办，卫生、防疫、地方病四个组的建制，改设为11科2室，

即：政工科、后勤科、环境卫生科、食品卫生科、流行病科、寄生虫病科、地方病科、

消毒杀虫科、药械科、疟疾防治科、卫生宣教科、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

1978年经省卫生厅批准，以地方病科为基础成立了“河南省地方病防治研

究所”．与本站三统一(党委，人事、后勤)，一独立(业务)，以两个单位名义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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