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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宿州具有一千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曾出现很多名医。仅在宿

城的就有：宋代的王博、+韩荧，清代的胡应亨、赵应元、吕敬鲁，

民国年间的马西园、顾建堂，以及后来的陈粹吾等。他们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为发展祖国医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宿州市现辖区范围内的医药卫生事

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有一段曲折的历程。

建国初期，广大医务工作者联合起来，救治灾区人民，防治地

方病，开展以反对细菌战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中西医的结合方面也迈开了步伐。

接着，大量的医学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了医疗卫生队伍，先进

的设备与先进的技术也相继被应尉，大有春色满园的喜人景象。

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医药卫生事业受到了

严重的破坏，挫伤了元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宿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广

大医务工作者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在医疗、防疫、保健、制药、

爱国卫生运动、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就，成为建国以来

的最好时期。

为了能系统地记录本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

记取教训，为了能较好地继承本市前辈名医的医学遗产，为了能激

， 苫’



发广大医务工作者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特组织人力编写了

《宿州市医药卫生志》。⋯这在本市卫生界还属创举。

既然是创举，也就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会有较多的差错。希

望有关专家、学者、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单素兰

一九八六年八月

注l单素兰系宿州市付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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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一九八二年，卫生局着手编写宿州市医药卫生志，以期起到存

史、资治的作用。志书能不能写好，关键在于掌握的资料是否充

实。建国以前，宿城历遭兵燹匪患，所存医药卫生资料寥寥无几。

建国以后，由于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受

到的严重破坏，医药卫生资料也很缺乏，这给志书的编写造成了很

大困难。

市医药卫生志的编写，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的

原则，力求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编写人员查档案，翻文献，走访医

务人员，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征集资料。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方

始成书。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敬希各界人士批

评指正。就是这样一部有一定缺陷的医药卫生志，也凝聚着编写人

员的心血，蕴含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关怀和支持，诚然是来之不易

了。相信它将为本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

影响。

杨广添

一九八六年八月

注：杨广怀拳宿州市卫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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