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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厶—JL^

刖 吾

卫生防疫站是予防医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

中央人民政府为加强全国卫生防疫工作、进一步贯彻“予防为主”

的方针，政务院于一九五三年元月一百六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普

遍建立卫生防疫站。

自建站以来已历三十载。三十年来，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

下，有关方面的大力坼助和本站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我市的卫生

防疫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具规模。遵照各级政府和卫生行

政部门颁布的政策、法令、条例，进行卫生管理和监测，以予防医

学的理论和技术为指导，积极开展了卫生宣传“除四害，讲卫生”，

以及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和学校卫生等业务，取得了很大成绩。对

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建康，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随着现代化医学的发展，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站内部

分工也越来越细，不同专业间的工作内容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

互制约，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任务，以人群为

服务对象的结构复杂的整体。显然，整理站志，以使“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实属必要。但由于机构变迁，人事更迭，特别是经过

十年动乱，原有史籍档案，多数毁之已尽或散失。但本着“忠于史

实的精神，还是编写了《洛阳市卫生防疫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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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写水平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望有知其谬误者烦

予示告，不足之处待后来者修校之，并敬祈阅者指正。

洛阳市卫生防疫站志编写组

一九八五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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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 简况与性质任务

第一节 简 况

本站位于配馐玻璃厂南路14号，面对郊委、北邻市妇幼保健院，西邻市教育局。
实有面积为八市亩，有一幢五层办公检验楼，建筑面积为三千零七十平方米，食堂一处

(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米)，车库一处(八十八平方米)。一所家属宿舍．座落老城区

农校街嚣2号，建筑面积为二千四百平方米。站内建制为二室(办公室，资辩统计室)，

”^弗卑19：琦；境卫生、食品卫生，防疫、检验、病媒昆虫，宣教、学校卫生、总务)，拥有

一定水平的礤生技术人员和装备。、一九八三年底全站有各类人员一百零六人，其中行政

人员十二入、卫生技术人员中撼医(技)师十人、医(技)师二十八人，医(技)±
二十二人。初级卫生人员八人，?未定职称七人．勤杂人员十九人·站内有工作用房、实

验室、动物饲养室，仓摩，图书资料室和培训班教室，以及科学实验设备、器材和交通

工具等·

f 摹

·l·



辎
一第二节性质任务

市卫牛防疫站是予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予防为主一方针的重要手段，

是卫生事业单位，受市卫生局的领导，业务上受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指导，是洛阳市卫生防

瘴业务的指导“j—c。执行国家有关卫生?=A，应用予防医学理论、技术，开展对疾病防

暂，对食品、环境、学校卫生，以及岿原、癍媒昆虫动物的监督、监铡。指导改善卫生

棼件，以消除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因素，控制和消灭危害人群的疾疟，．保护劳动力的卫生
’机构。也是根据国家科研计划结合专业霰要进行岿要的科学研究单位。同时还担负着普

霹卫生防病知识和培甜“莳任务。甚具体任务胃- ：

一、经常地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术

监病、死亡、

及人口环境、

治措施，组织

依据国家

隔离、消毒的

验室检验、

地区急性传染病、寄生虫、地=右f病等疾病的

靛罐昆虫毡物^生物制品和药品使甩情况以
探讨予测方法，制订防

情报告，传染病管理、

，豫时组织i指号、执

行疫区的调查处理和管理工作。‰ _：
+组织、指鞋各项予阻j喜莉工侔，扭赛生物带4品|；每使胁十l‰做好计i【I免疫，效果观

察和粒神后异常反应的犏碴处理。 一’

对，商媒昆虫、动物制订防制措施；做好消毒‘杀虫灭鼠工作的技术指导、 ·

’2气



二、对自然环境(空气、±壤、水质)的卫生状况，尤其是生活饮用水源的卫生状况

进行定期监测，对自然环境与人体健康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对工业废弃物(废气、废水、废渣)及生活废弃物(粪便。垃圾、污水)影响环境的

卫生状况进行监测，并调查研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参加全球监测系统工作。

对粪便，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和给水卫生管理进行技术指导。

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监测。

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卫生要求和技术指导。

三、对工业“三废”、农村、放射性物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霉菌毒素等对携

染粮食、蔬菜。水果、乳、肉、蛋和其他食品的情况进行监测；对食品污染与人体健康

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对食品的生产、加工、收购、贮存、运输、销售企业和饮食行业、集体食堂等单位的

卫生状况选行监测。协助有关部门培训食品卫生工作人员，并对其健康检查和处理。

对食品包装、容器进行卫生鉴定。

l收：集、一整理、分析食物中毒的资料，开展食物申毒的防治d

对进j一食品进行卫生检查、监督积索证工作。

对人民群众的营养状况进行监测和提出改进膳食的建议。． ：。

四、对学校学生身体发育，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健康因素，提出保护和改
进意见。 t

．协助教育部j；门培训学校卫生人员和保健教师，指导学校改善教学卫生、培养学生的
卫生习惯，保护学生视力，指导疾病钧予防工作。 ’

指导开展青春发育期卫生和体育卫生工作。

五、对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进行技术指导，鉴定群众所创造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技术经

验。 ， 、

六、根据防病灭病实际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参加卫生标准的科学实验工作。

七、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灭病知识，提高广大群众除害灭病、讲究卫生的

自觉性。

八、负责在职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完成卫生专业学员的生产实习任

务。

九、参加生物战的卫生监测工作。

第二章 防疫机构的沿革

洛阳市建国前医疗机构简陋，多种疾病蔓延流行。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关怀

备至。在建站之前，市人民政府卫生科，段口把散在的开业医生组织起来，按地段分片包

干，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对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九五三年六月组建市卫生防疫站，当吼工作人员仅有二十七名，(计中级卫生人
员二十名，初级卫生技术人员二名，行政管理人员五名)。设卫生防疫、检验、消毒、

’8_



彳亍政四科。当由上级拨筹建款十亿元<旧币)，购置民房百间，改造成办公，住宿用

房，计二千四百平方米，并购置了检验、防疫等必需器材。地址位于老城区农校街32

号。(现为我站家属院)

一九五四年洛阳经国家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后，人口剧增，市区扩大，为加强全市

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五年秋，站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并将原科室调整为卫生、

防疫、检验、行管四科和消毒组。一九五六年五月又组建了涧西区卫生防疫站，同时市站

派出工作组长驻郊区开展防病灭病工作。一九五八年随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发

展需要，又正式组建了洛北区卫生防疫站。一九五九年建立了渥河、郊区卫生防疫站。

一九六一年又将原属市卫生局领导的“卫生宣传教育馆”划归市站．成立宣教科。一九

六二年原市工业疾病防治所撤销、合并到市站，建立了劳动卫生科。同年八月(即三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又将老城、澹河、郊区防生防疫站撤销，人员合并到市站。

一九六三年七月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好转，根据市人民委员会(63)28号文件精神，

又相继恢复了老城、汪河和郊区卫生防疫站。十年动乱中各区卫生防疫站均先后被撤并

于各区医院，致使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停滞。～九七二年根据上级指示，各区卫生防疫站

又相继恢复。一九七四年市革委决定将原洛阳市中心检验室撤销，人员划归市站，对外

为洛阳市环境卫生监测站，对内为市站的环境监测科。一九七三年由于洛阳市工作发展

构。需要，原市站内的劳动卫生科撤销，并在此基础上又另组建了“洛阳市职业病防治
所"。

～九八。年环境监测科撤销，人员合并于环境卫生科。一九八O年站又建立了学术

委员会。到一九八三年底，全站已有八科二室，职工总数为一百零六人。

·4·

第三章机构设置、制度、经费

第一节机构设置

一一见表述



洛阳市卫生防疫站1 9 8 3年底各科室设置简表

病媒昆虫消杀

宣传教育科

检 验

一总

美工

摄影

电影

l一一会计室

I一一食堂
I
『一一车库、司机

J一一传达、门卫
务 科一I

j一一保管室

{一一配电室

l一一锅炉管道

L一一动物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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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各项制度

一、会议制度：站务会议不定期召开，由站长主持，站领导及各科室领导参加．传

达。研究重要问题及业务工作。各科科务会议每周一次，由各科室领导主持，科室人员

参加，研究、讨论和检查业务工作。

二、政治学习制度：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每周学习4—8小时，学习时间一般要求

不请假，不会客、不迟到．、不早退。

三、职工大会：全站职工大会原则上每季召开一次，总结布置工作。遇有重要文件

传达和关于时事政策报告随时决定召开。

四、业务学习制度：以科室为单位，每周二下午为业务学习时间，学习有关专业知

识或参加有关学术活动。

五、‘考勤翩度：各科(室)设立考勤登记簿，实行每天出勤签到。因病不能上班

者，需特有假条，三天以上者应有医院诊断证明，请假超两天者h由科主任(科长)批

准，三天以上者由站领导批准。无故不上班按旷工处理p

六、值班制度：值班室日夜有人值班。各科室节假日留有值班人员。

七、财物管理制度：经济开支按年度预算，经站务会议研究批准执行，出差预借公

款根据实际需要借支，经主管领导批准，返回后一周内结清。库存现金不超过银行规定

库存额。三十元以上开支，以转帐支票支付。报销票写明经手人，经领导批准报销。保

健津贴、会议补助等按国家规定执行。

八、总务制度：仓库专人保管，账物相符。入库有入库单。出库有请领单。办公用

品由科领导签字，经总务科同意后领取。

九、图书资料管理制度：图书资料定期整理、收集、装订。借书按借阅规定数量和

时间借阅，损坏或丢失者应予赔偿。

第三节财 经

建国初期，因财政制度尚不完善，经费开支、实报实销，没有予决算。各项审批制

度及审批权限亦不明确，会计，出纳。保管多为一人所兼。一九七五年后会计和出纳业

务，开始分开，建立了总分类帐和明细帐，并逐月向主管局呈报收支情况表以及年终予

决算报告。也进一步明确了财会制度及审批制度。

经费开支，建站肘省拨十亿元(折新币十万元)作建站经费，以履正式纳入国家予决

算。而后随着卫生防疫事业扩大，经费也逐年增加。但由于市内人口的激增，卫生防疫

业务扩大，防疫事业经费仍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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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防疫站1975一1983年财务收支情况
{．

年份 业务总收入(元) 其他改入 上级拨款 1经费支出 固定资产

1975 158．549 8，202 150，347 208，450
。 ，68，鸵1

1976 168，579 8，327 160，252 160，252 68，921

1977 134，092 2，992 131，100 131．100 68，921．

1978 161，353 710 161，278 161，958 68。92l

1979 176，042 1，674 176，000 177，659 68，921

19．80． 186，792 11，792 175，000 186，792 586了鹧ror～

1981 1_79。211 4，211 175，000 179．211 590，506、

19电!罟一 177，986 2，986 175，000 177，986 雷07；987

1983 502，351 7，351 195，000 271，942 639，795

第四章卫生防疫队伍的发展变化

建站以来工作人员分阶段变化情况为；

l、一九五三年六月建站时有工作人员二十七人，他们是：

杨中原 吕炳林戴善述宋金池 尚鸿儒姬济民葛自明 杨振林付中西

李泽峰张广耀刘鸣勋张仁礼陈运通郑长松廉慧玲张淑霞马明善

罗敬述李相直 吴振东李锡宗匾窭i田怀保 贺金方何明甫 王渐埔

2、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当时工作人员共六十人，他们

是；
杨学美张春榜 胡月波庆万森马明善马永录孙兆敏程志豪全瑞珍

吴丙辰李志英林华张武德张志坤周志斌杨卷升张鸱罗敬术

田怀保 田维和张明安康勤学 李建森高秀玲安志金赵文远吕炳林

韩景浦戴善述刘超山 马新普李锡宗薛秀珍周仁三i筮毅修l芦国仕

畏振东顾景舜 姚文霞查良钟 戴瑞勤张之光刘鸣勋 王恩久王玉春

王雁冰李建国刘世端张相曾啦锡熊J张淑梅郑长松王香方孝雄

苏天才{郭景堂I{需庆荣j王长庆何颂华王元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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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工作人员八十二．

人，他们是：

高秀玲魏道周 王子林张春榜张淑梅曹焕然蒋艳华戴善述王 香

李胜蓉赵文远刘春香苏天才康美诃颂华胡月波刘士秀杜永川

王安民包秀珍梁雪英 薛秀英杨学美 杨振江杨北方淑荣于风英

宋庚午司建安庆万森孙兆敏全瑞珍马明善 程志豪马永录郭正学

李秀珍陈爱芳李虹尹景萍王恩久张明祥蒋惠兰高奇峰姚文霞

厨覆钺I王华荣 贺金方聂修堂张长奇郭克森徐小勇 李佑华李志英

吴丙辰顾景舜崔辛酉蔡若一郑世英赵耀亭刘素珍赵少伟张延昭

朱作德刘鸣勋’王玉春王雁冰邓育沧芦国仕李锡宗丁友群周风久

陈琪惠康勤学，吴振东 吕炳林 乐科伟韩景浦 薛秀玲 阎天惠‘匿瓣
7’。。。1。’。。’一

董立志

4、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底，共有工作人员一百零六人，他们是分

徐小勇

马永录

取爱芹

吴振东

蒋艳华

孙保安

邓淆沧

李志英

李振兴

刘素珍

王仙芝“

宋宝军

康美郭正学

庆万森姚文霞

巨晓梅刘鸣勋

吕炳林郭克森

于风英9张淑梅

张光耀肖焕芝

丁友群王香

李云飞刘世万

王秀花杨北

王方卿付军

阎天惠卢振江

岳胜明张灿星

姬香桃常晓玲苏荣斌陈爱芳全瑞珍 张延昭

王华荣朱作德宋庚午刘彩霞高奇蜂 王妙玲

张职祥蒋慧兰王恩久聂修堂刘士秀韩景浦

吴丙辰杨巧梅李佑华赵耀亭郑世英王英剑

芦国仕薛秀英郑长松梁雪英何颂华王天保

周凤久 肖学周 刘春香戴善述马从军李中原

刘庆洪李胜蓉薛秀珍刘坚曹焕然 赵文远

马玉明郝旭升。顾景舜司建安赵连科杜永川

高秀玲李桂芬蔡若一程志豪马明善连海长

贺金方许秀娥苏天才王玉春方淑荣 香锡宗

张志强王莉萍付谊萍张守亮邢伟曹承

付秋明董敏张玉兰尹景萍

第五章卫生防病的防治网

“予防为主趾亨字针，是国家制定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国务院制定

了《中华人具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硼坠骚簿保护法等有关政策、法令，及其实施
细则：市站负责落实。因而在全市范围形成了一个卫生防病工作的防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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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业务技术管理

第一章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交流

《全国卫生防疫站条例》明确规定了科研工作是卫生防疫工作任务之一。

从一九五六年后，在科研选题、设计、准备、实验、材料整理分析、总结及论文形

成，以至推广应用，总的原则为：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以近期应用为重点，依据上级

主管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或与有关部门单位签定的协作项目，结合实际工作进行研究。

第一节 科研情 况

一九六一年后即开始了从实际工作中做好调查研究，开展科研工作。一九六五年，

整理发表在中央一级刊物上的科研论文有：l、安妥灭鼠效果的观察(赵文远，程志

豪，中级医刊1965．1)2、洛阳市不同人群血清伤寒、付伤寒凝集效价的测定及诊断

问题(李建国，流行病学杂志，1965．3)，3．洛阳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高峰时间

人群带菌状况的调查(李建国流行病学杂志，1965．1)，4．十二例孕妇误种牛痘苗反

应的调查报告(姚文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81．4)。刘鸣勋同志和其它同志一道编

辑出版的科研图书有《冷水浴、日光浴、空气浴》、《体育与健康》、《农村体育卫

生》(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一九七六一九七九)。随着预防医学理论基础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拥有一定水平的卫生技术

人员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总结了有一定经验、水平的业务文章，汇编成卫生防疫资料共

七期(共计11500．册)，并编印了《防止食品污染》(两千册)，《疫情资料汇编》(400

本)，还同洛阳地区卫生防疫站联合编印《预防接种参考资料》一辑，各期汇编目录、
作者附录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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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历年资料汇编目录

年份 资 料 题 目 作 者

1963 各阳市几种主要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 李建国

，， 各阳市传染性肝炎流行情况 查良钟

，， 各阳市历年来伤寒、付伤寒流行情况 李建国

" 1958年白喉防治工作报告 曹秉钧

|} 咨阳市铁路系统斑疹伤寒病例传染源追踪调查 张相曾、查良钟

l} 咨阳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流行病学及防治工作总结 防疫科

，， 关于人畜布氏杆菌病在我市流行情况 各阳市农林水和局

各阳市卫生防疫站

，， 洛阳市丝虫病重点治疗观察报告 营秉钧、徐秀芬

除国鼎，王乃趣
l} 洛阳市1957年春季种痘工作总结 徐文生

聃 洛阳市老城东关下园小学种痘事故调查报告 张相曾

tl 洛阳市1953年乙銎脑炎予防注射工作总结 徐文生

n 195S年乙型脑炎予防注身4工作总结 孙秀娥

" 1958年及1959年伤寒予防注射工作总结 孙秀娥、酉殛I
，， 鼠类密度及药物毒鼠效果观察 赵文远程志豪

王乃楹

H 洛阳市1960年食物中毒防治工作总结 马新普、姚文霞

，， 洛阳市抢救苍耳子中毒工作总结报告 戴善述、马新普

赵光臣
，， 洛阳市1960年饮食行业从业人员体检工作总结 马新普、姚文霞

" 砷中毒的调查报告 马新普
，， 试行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报告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

洛阳市卫生防疫站

" 洛阳市涧西区饮食行业从业人员肠寄生虫及肠道带菌情况调 赵文远、程志豪

查 王乃楹

H 关于中学32个教室照明情况的调查报告 李锡宗
，， 洛阳市重点药物驱虫报告 李锡宗

，， 中学生劳动负重反应的初步观察研究 河南省、洛阳市

涧西区卫生防疫站
Ⅳ 洛阳市小学儿童卫生习惯与卫生知识的调查及下步意见 李锡宗

，， 关于503名中学生视力减退原因自述的调查报告 李锡宗

·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