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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连市卫生防疫站1952--一1985年编纂了第一本站志，1986

～1 993年编纂的这一本为第二本站志。

1 986～1 993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益发展，

卫生防疫工作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开创

新的卫生防疫工作新局面，是摆在市卫生防疫站历届党政领导

班子和全体职工面前的大事。

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我站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了

机构改革，建立与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目标责任制与岗

位责任制，落实了党的尊重知识和充分信任广大知识分子的政

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站职工的积极性。在坚持卫生防疫工作

无偿服务的同时，扩大了有偿服务。引进与开发了生物制品的生

产，创办了第三产业，力争做到以副辛I、主，以副补医，增强卫生防

疫工作的活力。在传染病的防治、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和学校卫

生的执法监督管理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为保护大连市人民

的身体健康，为我市的改革开放、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为客观地记载这一历史史实，全站各科室，认真地整理多年

的档案资料，撰写并编辑了这第二本站志。为真实地记载历史，

编写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内容翔实，避免内容空

洞重复，以达到作为历史资料，为今后我站的业务工作借鉴。

站长梁英政

1994．12．15



大连市卫生防疫站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自左至右为：副站长刘丹、党委书记

王胜田、站长梁英政、副站长林其顺

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历届领导班子成员，自左至右分别为原副站长李昌兴、原站长

孙恒久、原党委书记王广标、原站长方维忠、原副站长于长全、吕炳山’宋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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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食品卫生科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查处市场上出售

熟海产品的情况。

1987年8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顾荚奇在大连市卫生局局长李学文陪同下·枧

察大连市卫生防疫站。

蔺．



1991年9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在省卫生厅厅长王滋民、副市长吴明熹、

市卫生局副局长孙承岱、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李翠兰的陪同下，视察大连市卫生防痉
站。

199i年6月5日，国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支螋渡在市卫生局局长李学文

副局长孙承岱陪同下．来市卫生防疫站检查工作。



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荣获中共大连市委和大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1991～1992年

度的“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1993年12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荣获辽宁省卫生厅颁发的“辽宁省防疫防治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



1991年10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中心仪器室技术人员在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测定样品的情形。

1991年9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田径运动队在大连市卫生系统田径运动大会上

荣获站(所)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2年10月18日，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林庆民．在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庆祝建

站4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92年5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艾舡柯拉、世界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

马登·阿罗拉，在国家卫生部项目办官员陪同下．来大连市考察计免拎链情况。



1993年8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地方病防治科的科技人员，在长海县海边现场

进行异尖线虫定值检测的情况。

1993年9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环境卫生科的辩技人员，在进行理发行业微小

气候监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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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986年

1、 2月，复县(现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发生了一起家畜中毒事件，市站派2名

检验员前往县站协助检验，在省站的帮助下，最后查明为氟乙酰胺中毒。

2、 5月，市卫生防疫站食品卫生科主管医师王国丰荣获全国贯彻执行《食品

卫生法(试行)》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3、 7月，大连渤海捕捞养殖公司一场，未办理卫生许可证，50多名从业人员未

体检，在极其恶劣的生产环境下，加工淡菜，致使产品霉变、生蛆，并发出恶臭味，当场

罚款7100元，该厂拒绝签字，并拒绝执行。后经法院强制划拨。

4、8月9日，全国“商业杯”蓝球赛。运动员与工作人员共405人，在渤海饭店

就餐。发生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103人，其中有99人住院治疗，被罚款5000元。

5、 8月10日，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的各省代表团负责人在棒棰岛宾馆

食宿，就餐260人，发生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56人，其中11人住院治疗，被罚款

3000元。

为制止食物中毒的发生，市人民政府在市卫生防疫站礼堂召开全市餐饮系统各

单位的负责人大会，公开处理渤海饭店和棒棰岛宾馆两起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6、8月，瓦房店市(原复县)沿海渔民到营口市大洼县捕鱼返乡，发生霍乱病

人及带菌者22例，外出捕捞者的感染率为11．86％．

7、8月，大连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荣获辽宁省12个厅局颁发的贯彻执行

《食品卫生法(试行)》先进单位。

8、 8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虫媒消杀科主管技师柳蔼钦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

范。 ．

9、 8月21日，中共大连市卫生局委员会批准。大连市卫生防疫站第二次党员

大会选举产生的党委、纪委成立。李汝兰任副书记，方维忠、宋玉瑶、刘丹、洪仁长为委

员。李汝兰兼任纪委书记，王恒钦任纪委副书记。

i0、9月26日．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在太原街78号，新建大楼落成竣工验收总

结大会召开，表彰了在大楼建设中有功人员．

11、 lo月，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站调研员孙恒久离职休养。

12、11月，中央爱卫会组织专家对我市鼠害防制情况进行考核，结果为：市区

鼠密度由17．13％降至0．37％，农村由36．13％降至0．54％，据此，大连市被中央和

辽宁省爱卫会授予“无鼠害城”荣誉称号．

13、 11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荣获辽宁省卫生厅授予的“大连市计划免疫工

·1。



作成绩显著”的称号。 ，

14、 11月，大连市人民政府授予计划免疫科“1985～1986年度先进集体”光荣

称号。

15、 11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作为市卫生局5个职称评聘试点单位，卫生系

列的技术职称的评审试点工作正式开始。

16、 12月，原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站调研员于长全离职休养。

17、 12月，市卫生局资助，购置超速离心机一台、二氧化碳培养箱一台。

1987年

1、 4月4日，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大连市卫生防疫站预防卫生监督科。负责

全市公共场所与食品卫生行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2、6月13日。丹麦哥本哈根市血清研究所的Knnd Gaarslev教授应邀来我站

作“肠道感染诊断和选择性培养基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3、 7月20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杭长寿、皮国华、方兆寅等病

毒专家应邀来我站讲学。．

4、 7月，我市荣获辽宁省卫生厅授予的“计划免疫达标市”的荣誉称号。

5、 9月21日，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催化车间，发生一起液化汽倒流入自来水管

道的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受害者16136人，出现临床症状者515人，经紧急处置，没

有发生严重的后果。

6、 10月18日．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建站35周年，在全站庆祝大会上，中共大

连市委副书记于学祥、市人大副主任康积惠发表了讲话。

7、 11月，我站科技人员参加的“盐渍裙带菜卫生标准”、“创百万以上人口无

鼠害城市技术研究及应用”二项科研成果，获大连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8、 11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科进行的“计划免疫达标研究”的科研

成果。荣获大连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9、 11月，经市编委批准，大连市卫生防疫站病毒检验科对外挂牌为“大连市

病毒病研究所”，实行站办研究所。 r

10、 12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与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生产人用地

鼠肾细胞狂犬疫苗协议正式签订。为此，站里紧张筹措生产设备，力争在1988年上半

年，生产出首批狂犬疫苗。

． 1988年

1、 4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虫媒消杀科副主任技师柳霭钦，荣获“全国卫生文

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2、 6月25日至27日，由中心仪器室牵头举办的“全国顶空气相色谱测定尿

碘学习班”圆满结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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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月31日，新金县(现普兰店市)敬老院罐头食品厂工人，因食用被废弃的

炸鱼罐头。共6人食用，4人中毒发病，1人死亡。致病因子为E型肉毒梭菌毒素，这

种毒素造成食物中毒为辽宁省首次发现。

4、8月5日，甘井子区革镇堡镇办企业五湖钢厂，发生一起水型伤寒爆发流

行．在整个流行过程中，共确诊伤寒病人106例。

5、 9月，国家卫生部委托北京医科大学举办的“预防医学专业证书函授学

院”，在我市招生，并在我站设立“函授分院”正式开学。

6、 lo月3日至7日，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美国加州大学有害动物防制专家

Rex．E．马歇教授，在大连市卫生防疫站举办“灭鼠技术进展讲习班”。来自全国各省、

市植保部门和卫生防疫系统，共有120多人参加学习。市卫生防疫站虫媒消杀科副主

任医师孙作庆应邀为其翻译。

7、 10月15日至25日，大连理工大学学生中发生一起因生活饮用水污染而

引起腹泻流行。全校共发生病人1853例，发病率为27．83％，其中确诊细菌性痢疾病

人，占发病总数的67 6％。

8、t 10月25日，大连纺织厂发生一起接触型伤寒爆发流行，全厂共确诊伤寒

病人149例。

9、10月30日，市人大代表视察和市、区卫生防疫部门监督检查发现，大连食

品厂用工业氯化钙生产饴糖，大连海鸥食品厂用工业氯化钙做凝固剂生产仿生蜇皮，

大连儿童食品厂用含硫酸钙(石膏)高达30％的红绿丝生产月饼等。被新闻部门披露

后，经市卫生防疫站检验，有害毒物未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但，工业用氯化钙不得用

于生产食品，为此，均作了相应的处理。

10、 11月，我站科技人员参与研究的课题“S851防臭灭蝇研究”。荣获大连市

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l、 11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地方病科圆满地完成了国家卫生部下达的“人

体寄生虫病整群分层抽样调查”任务，在此项工作中，荣获国家卫生都颁发的“先进集

体”奖。

12、 11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虫媒消杀科副主任医师孙作庆参与的“关于大

面积无鼠害巩固措施的研究”课题，荣获国家卫生都和全国爱卫会颁发的科技进步二

等奖。

1989年

1、 1月，大连市在国内率先把城市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2、2月，为适应市管单位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需要，门诊部从北京X光机厂

购进200毫安的X光机一台，价值为3．8万元。

3、3月，大连市卫生防疫站地方病科首次在辽宁省发现犬种布氏菌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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