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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门乃广东重镇，五邑咽喉，商业辐辏之地，名人辈出，有六百余年历

史，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国家作出不少贡献。尤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开放改革的江门侨乡，更是意气风发，经济迅猛发展，医药卫生

事业也随之阔步前进。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在全国修志工作

中，由于解放前江门镇为新会县所管辖，无单独史志可查，医药卫生资料只

字无存。要写一本能激励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工作热情，振奋革命精神，坚

定卫生改革信心，有推动作用的有史以来第一本江门市卫生志十分不易，只

有靠领导，靠群众才能完成。

江门市卫生志自1986年5月14日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编纂之后，1986年

8月30日局党委召开了直属单位党委(总支，支部)书记会议，全面布置了

各单位编写院、所，站志，并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卫生志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于1987年1月正式成立，经过拟定编目．．搜集资料、调查访问、查阅档案、

追溯历史，反复核对，在各院、所，站志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时间，先

后于1987年12月完成初稿，1988年5月发出了讨论稿，1989年4月写成修订

稿，以后又补充了1986--1987年资料，形成修订稿后，经广泛征求惫觅及领

导审查，终于脱稿，在三年中经过五次修改完成了由江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出

版的《江门概貌》中的《卫生·保健》部分和基本定稿的《江门市志·卫

生志》部份。今天又以专业志的形式出版了《江门市卫生志》，这是上级领

导和卫生单位支持的结果，希望能达到记载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事物因果关

系，反映医药卫生发展规律，提供主要资料和重要历史背景，为卫生事业发展

和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论证依据。本志以记述的形式，寓褒贬于事实之

中，以期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医德医风教育中起到参考作用。但是，由于，人员

少，水平低、修志知识浅薄，在编纂中难免有所遗漏与错误，祈有关领导、

部门和读者指正o
’

编 者

1989年1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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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存史，致用的目的，记载

江门市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本志记事、上限断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下限断于1987年

(只有极个别内容跨越此限)。

三、本志记事、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全书共十六章I以文字叙述为

主，照片图表相属，照片集中于卷首，附表分散有关章节，大事记所记各

种奖项只限于国家部委所评定者。

四，本志时间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先以汉字按朝代纪年，

后用括号注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辟《名医录》以载入本市享有盛誉的已故名医生平；至于曾获

省(地)授予称号的名老中医和1988年前经省确认职称的主任医师，他们曾

对江门市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故亦记之。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由本市各卫生单位提供，以及查阅省、市有关

档案，史籍o ．

七、本志所用名称，一般沿用当时习惯称谓。

八、本志内容与统计数字，只限于江门市区，不含“五邑"，“两阳”

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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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江门建市前属新会县，为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献章，1428-',．-1

乡。“江门抄二字，为贯穿市区之蓬江(古称肆水，俗称江门河，

江之连络水道)两岸，由蓬莱山与烟墩山似门锁住江口，江中有

亦似门槛而得名。元末明初(1363年前后)形成墟集，最早见诸

明初黎贞(秫坡)为朱二尹画的“江门送别图挣。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全

国沿海移界迁徒，焚为废墟；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江门后，墟集日趋繁荣，康

熙四十二年(1703年)新会县已派县丞和千总驻守江门。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江门已与佛山，陈村、石龙并列为广东四大重镇，为珠江西沿的贸易中

心。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英西江通商专约一允许外国船只在江门停舶

及上下货物。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1902年9月5日)，中英达成“续议通

商行船条约”议定将江门辟为通商口岸，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廿一日(1904年3

月7日)，清政府根据“续议中英通商行船条约”十六条第十款正式把江门

辟为通商口岸，并设置江门海关，为粤海八关之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在江门设巡警厅，并命名为江门埠。民国初年巡警厅先后改称“民政部?，

“警察总部"和“警察厅”，直隶于广东省军政府。民国14年(1925年)3

月24日，江门成为“省辖市”，成立“市政筹备处"，先后设“市政厅"和

“市政局一，当时政局稳定，商业繁盛，口岸吞吐量仅次于广州，故有搿小

广州"之称。民国20年(1931年)2月26日，江门撤销省辖市建制，重归新

会县，为第2区(后改12区)，设区公所；民国22年(1933年)改称江门

镇，设镇公所。1949年10月22日江门解放，“江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江门

办事处；1951年1月12日江门改为省辖市。．当时只辖城区和水南，自石、紫

莱、白沙和北街村，1952年蹯头、埒北乡划入郊区；1959年11月新民，丹

灶、篁庄、篁边划入郊区，1977年9月外海公社及荷塘公社的芦边，塘边、

坦边、豸岗、芝山，富岗等乡村成立之潮莲公社划归江门郊区。1983年6月

1日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辖新会、’．开平、I台山、恩平、鹤山五县。同年9月

阳江，阳春两县划归江门市(1988年2月阳江，阳春又划归新成立的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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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o 1984年12月及1985年3月份分另目成立郊区及城区人民政府，1985年国

务院定江门为经济开发区。江门是我国侨乡之一，市区有华侨1．23万人，旅

居港、澳同胞4．96万人，侨眷，归侨及港，澳，台同胞家属2．75万人。

江门市位于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西部，市东隔江与中山，顺德栩望，

其余为新会县环抱，是粤西通往珠海、深圳市的要地，为五邑侨乡水陆交通之

枢纽，地处东经113．05度，北纬22．37度，属南亚热带海洋气候，少霜无雪，

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1．8。C(36．1。C---,3．5。C)，年平均降雨量2000．8毫

米(降雨168天)，市区地震烈度5级。市区面积115．7平方公里，人口

252940人，市区有自来水厂一间，日产9万吨。1987年城区人口已全部饮用

自来水，郊区饮用自来水7．08万人(占78％)，井水1．97万人(占22％)，

下水道共长76．08公里，公园12个，共84公顷；绿化复盖率19．5％，人均绿

地面积4．76平方米，降尘量7．94吨／平方公里·月。城区有无害化厕所39间，

标准垃圾桶685个，污物运输及洒水汽车29辆。1987年出生率为10．29‰，死

亡率为4．7‰，人口自然增长为5．59No。主要工业有制糖、制纸、食品、自

行车、纺织，五金，电子音响、洗衣机，皮革、塑料、藤器、橡胶、农药、

化肥、电机，建材、造船、制药等。郊区主要农副业有水稻、甘蔗、塘鱼，

生猪、水果等。

19世纪初，江门只有几个开业中医，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先后由明善

堂和崇善堂在旧揶街(现太平路)和新盛街开设中医诊所，光绪十八年(1892

年)赵琴舫毕业于广州博济医学堂后，回江门设西医馆。20世纪初，中，

西、牙医及助产开业者日渐增多。光绪卅四年(1908年)加拿大教会传教士祁

牧师(Reverend Mckay，莱菲伦·麦克凯)夫妇在北街村设临时礼拜堂西

医诊所。民国元年(1912年)在北街建“仁济医院"o民国十五年(19 26年)

“中国红十字会江门分会"成立，民国十六年(1927年)建立“江门戒烟医

院”，民国十七年(1928年)建“明善医院"。民国廿八年(1939年)明善医院

及戒烟医院为日军占领，年底日伪在蓬莱新街设新会县第一公立医院，1941

年12月日军又强占仁济医院。日本投降后，设广东省第三临时医院，后改为

省立第四医院，1945年全市个体开业的中、西，牙医和助产士不足百人。可

见，解放前江门的医疗力量薄弱，设备简陋，郊区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巫医

神棍大行其道，旧政权对医疗预防和人民缝康漠不关心，且历遭战乱，民不

聊生，疫疠频发，天花，霍乱，鼠疫猖厥流行，白喉、小儿麻痹、伤寒、性

病、麻风、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连年不断，因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的产褥



热而致死者，屡见不鲜。天花自古有之，鼠疫1885年传入，1898年大流行，

江门新会死亡万余人，霍乱1908年传入，死者愈千，每隔数年流行一次，病

死者众。疫症流行，哀声四起，惨不忍睹；百姓流离，田园荒芜，市场萧

条，民不聊生，大饥大疫之年，饿殍疫尸，随处可见o 1942，1943年每日路

尸20多具，据明善堂收埋记录仅1943年就达4646具，占当时人口二万多的五

分之一，又据当时报载八年抗战，江门减少5万多人，人口从8万多减至2

万余人。

j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

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制订了一系列卫生工作规划，建

立了卫生行政机构，把原有的两间医院全部扩建，相继新建了妇幼保健、卫

生防疫，中医、口腔、结核病，精神病、皮肤病、职业病，卫生宣传教育，

食品卫生监督，卫生中专、药品检验和卫生检疫等院、所、站、校。乡镇和厂企也

建立了医疗预防单位，形成三级初级保健网。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引

进先进技术设备，培养专业人才，改善城乡卫生面貌，加强了卫生监督管

理，使天花、霍乱、鼠疫三大烈性传染病很快消灭，并且陆续消灭了白喉、

小儿麻痹、疟疾和丝虫病，危害妇女健康的尿瘘，子宫脱垂，新生儿破伤风

和儿童结核性脑膜炎等也基本消灭，其他的急、慢性传染病如麻疹、百日

咳、乙型脑炎、登革热，流行性脑膜炎、结核病和麻风病也大大的降低了发

病率。1987年，市区新生儿死亡率为10．16‰，婴儿死亡率为13．8 0／oo，产妇死

亡率为2．671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73．09岁，女性为77．64岁。急

性传染病的死因顺序已降至第10位，病床已发展到1593张，城区每千人占床

位数为8．87张，郊区为1．78张，卫生技术人员有2126人，其中包括中级以上

职称者327人，每千人口占有医师数城区为11．78人，郊区为2．47人。在郊区

37个乡村中均设有医疗点，共有乡村医生49人，接生员，卫生员82人。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江门的卫生事业，必将在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为

“振兴江门五邑经济，建设富裕文明侨乡”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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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五年(1 810年)

夏，霍乱流行，病死者众，棺材被买光，患者临终被抬到善堂门口候

葬。 。·‘，。 j一一 j。

j光绪十一年(1885年) 。、

r春夏，外海深堂、游心亭、大园坊等村鼠疫流行，’始于二月，五至七月

高峰，九月停息，死600余人。乏r
‘

’

光绪十四年(1 888年)

是年，’由商人募捐，在旧椰街(现太平路)设慈善性质的明善堂，。聘中

医一人，为贫民赠医施药。 _ ，

光绪+八年(1892年)
一

，．赵琴舫于广州博济医院毕业i在桐油街(现镇东路)‘首设西医馆。

光绪廿一年(1895年)

是年，外海乡人陈伯坛在广州大马站开设中医诊所。

光绪廿五年(1 899年)

是年，白沙乡、紫莱乡发生鼠疫，+流行至新会，死者共万余。

光绪册年(1 904年)’

外海乡和灌头乡林村丰宁里鼠疫流行。始于农历正月，息于十月底，死

者200余。患者发热、寒颤、腋下及腹股沟有恶核，证实为腺鼠疫。有服“金

汁"和“普济消毒饮”而痊愈者。 ‘·．．-‘：

光绪卅二年(1906年)
。。

是年，羊桥市、象溪路、范罗岗，石湾村、白沙乡鼠疫流行，死者甚多。

光绪卅四年(1 908年)

夏秋，江门地区发生霍乱，死者逾千。

是年，加拿大基督教传道团由澳门转来江门传道。第一个传教士Rever-

end Mckay(莱威伦·麦克凯)夫妇，传道医生有Dr．John McDonal

(约翰·麦克多纳医师)及Dr．Jessie Mcbeen(捷士·麦克宾医师)，在北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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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小屋内设临时礼拜堂和诊室，又设点定期到附近农村医疗，还兼任4门

海关、标准石油公司特约医生。

宣统=年(1 91 0年)
r：

是年，江门、新会鼠疫大流行，死亡逾千人，居民恐慌，四处逃避，忤

工均染病死亡。

民国元年(1 912年)

6月，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及多伦多对外传教会在北街合建“仁济医

院"，’即玛丽安·巴克莱夫人纪念医院(Marion BarelW Hospital)，设病

床33张。

同年，仁济医院向中国护士协会立案登记，附设护士学校，学制三年，

每届招收10人，(该校至1937年停办)。‘

民国三年(1 9149)

冬，鼠疫在江咀村，墟顶街、仓后路、石湾村流行，死亡者众。延续至

翌年春始停息。

民国五年(1 91 6年)

是年，外海鼠疫流行，始于农历三月底，息于八月初，川心巷10户人，

染病者4户，多以服“普济消毒饮"救治，病死者较少。

民国六年(1 91 7年)

是年，羊桥市，太平路及白沙乡的中心里、第发里和紫泥乡一带发生鼠

疫，至翌年春。

民国+=年(1 925年)

10月，外籍华人张肖自由加拿大到仁济医院任医师。1932年10月起任该

院院长。
’’

民国+三年(1 924年)

10月，黎少伟任江门警察厅卫生课课长。 ，r

是年，莲塘街附近发生鼠疫，延续至翌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

是年，由于时局动荡，仁济医院停诊，外籍人员及张肖白撤往香港。

11月，伍大奎任江门市政厅卫生课课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

1月，麦克多纳医师回仁济医院开诊o

3月，江门市红十字会成立，会员30多人。陈则臣任会长，工作人员10



余人，设救护队、捐献队，赠医施药，地址红花社。 ：．’ ’．¨。⋯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 √’7

4月，李影亚任江门市政厅卫生课长。

i 同月，’在螃蟹山设江门戒烟医院，李影亚兼院长，负责为鸦片瘾者戒

烟。 ，，

。?
‘，‘

民国十七年(1928年)

·’是年；旅港乡人阮荔村发起筹款，建四邑明善医院于竹排头街，病床约

20余张，，内科中医李灼庭，率徒林觉修，。。朱慎修驻诊，。外科中医许瑞麟二李

凤墀义务应诊。 ，’

’“

’j。 ’!。+．．’，’．民国十八年(1929年) 一：’+

是年，仁济医院开始施种牛痘。 ’，

，

’j：，5’

一 民国廿年(1931年)

jj：。是年，北街圣玛诺天主教会派胥恩礼在新会县城西搭棚收容麻风病人。

江门病人均送该处。

民国廿一年(1932年)

是年，仁济医院的美国Nx光机投入使用。

．民国廿五年(1936年) ．：

夏，王淑贤医师于广州夏葛医学院毕业，7月1日到仁济医院任职。

2 民国廿六年(1937年)

冬春，天花大流行，儿童染病者过半。 o

民国廿七年(1938年)

5 B29日，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陈伯坛老中医病逝香港，享年75岁。

民国廿八年(1939年) 一：

年底，日伪在常安路蓬莱酒家旅业部设立“新会县第一公立医院”由江

门镇公所第三课课长梅其伟兼任“院长"，并在仓后路设诊疗所。该院在日

本投降后，按敌伪产业没收。。 j

民国卅年(1941年)

12月8日，仁济医院被日伪强占。

民国卅一年(i942年) 2’。

5月，张肖白，王淑贤、张微笑、卢瑞珍等在葵尾路19号设诊疗所。

夏秋，江门霍乱大流行，死亡8000多人，日有路尸20多具，水南最多一

天死67人。 一r：i；一。
’

。一 ：。一’

B



。曩7|?·’，0√‘，7：I～0 民国册四年(1945年)

loft，加拿大基督教会无条件收回仁济医院主权j √

二，11月，广东省政府令从东莞迁回广州的石龙救护站办事处和门诊部迁巢

江门，设立广东省第三I艋时医院于紫泥乡东观里学禄黄公祠。 7。’

：。i：一麓．， 。．。，⋯． 民国卅五年(1946年)1

2月，省政府卫生处令，将第三临时医院易名为省立第四医院，派吴润

芬任院长，并没收逆产位于新市路的东亚旅店为门诊部，翌年借明善医院为

住院部。 ：。：：一，一^_． ，一一⋯‘ 一。

，7．：“：：：，t。，j 民国卅六年(1947年)

8月，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江门分会成立，联络人周智威。其时，。该会

定每年8：月4日为“牙医节秒o 7，’

：’
-一

民国卅七年(1948年)
’

，，‘罩2月，j新会县中医师公会在江门成立。

1 9 4 9年

10月24日，江门解放。江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李佩云，邓碧瑶

接管广东省立第四医院，并易名为粤中区中心卫生院，院长苏俊，继任不久

去职0．： 、‘．i．一
、 i：

“j．：：·-j。j．i，-：j—o’ ‘．
1 9 5 0年

年初，省卫生厅委派于载毅任粤中区中心卫生院院长。 i、

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军分区卫生所随司令部由三埠新昌迁来江

7门：、：‘?j。i_‘I ‘，7-。 。一
，

‘

同月，粤中军分区后勤部休养所(后改后勤医院)借明善医院为院址；。

床位60弛医护人员50余人，(该院于1952年6月撤销)a
。

11月，．江门造纸厂从有利生产出发，建立医疗室，有医生、助产士各1

人，附西药房、产房等。．一f。 ，’j
．

1 9 5 1年

～‘：2年初，j中医公会改选，温玉良任主任委员，。会址在常安路。

年初，江会区军管会江门办事处核发社会医生临时开业执照200余人d。

2月。j社会个体开业医生，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起来，率先成立健康中

医联合诊疗所0‘所长梁振康，人员12人，地址更兴路。

4月5日，江门市人民政府设卫生科，在常安路市人民政府内办

公。 。 ．

7



5月，江门市医师公会成立，欧阳伯坚任主任委员，江门市牙医公会成

立，李介民任主任委员，助产士公会成立，郑慕贞任主任委员。

6月，江门市妇幼保健所成立，所长陈峰，床位8张，人员6人，地址

太平路55号。

同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卫生科组织土改医疗队，赵子林任队长，支援郊

区土地改革，为贫下中农治病。 ，

8月，史鹏达任江门市人民政府卫生科副科长。

同年，遵照中央卫生部关于推行春季种痘的指示，全民普种牛痘。

11月24日，史鹏达代表江门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济医院，改名为江门市人

民医院，张肖白继任院长。
’

同月，吕士龙、陈砚波响应号召参加抗美援朝，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南军区后勤部医疗队”，历时2年。

12月，江门市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区元坤任主任委员，会员268人，

地址常安路o

：1 9 5 2年

4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建立全国防疫队的决定，设立广东

省江门防疫队，队长李淑珍兼、副队长史鹏达，人员12人。地址仓后路49号。

同月，江门市防疫队开赴新会县双水消灭美帝国主义空投细菌战毒

物。

6月，派出医务人员徐仰枢等三人，参加佛山沙堤机场建设。

夏秋，江门市区沿河设饮水消毒站，以5％漂白粉溶液为居民饮水消
生
母o

’

10月13日，妇幼健保所改组为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方演任院长．人员10

人，床位20张，院址永利街。
‘’ ：

是年，开始使用白喉类毒素，为部分7岁以下儿童接种，预防白喉。

1 9 5 5年

1月，遵照中央和省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刀的指示和

实施办法，江门市开始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度。

4月，江门卫生防疫站设立，邓碧瑶兼站长，史鹏达任副站长o、

是年，市郊白沙、水南。紫菜、浯头，蓓北、石冲等乡相继设立妇幼保

健站o ．I
。 ：

。j。

是年，成立江门市学校保健指导委员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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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
1 9 5 4年

一，：年初，北街医院建筑面积1903平方米的外科三层病房落成使用。

夏初，首次确诊乙型脑炎病例。 j

5月20日，江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曾海波任主任委员，史鹏

达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卫生防疫站内。

6月，江门市卫生防疫站史鹏达等奉省卫生厅派往中山县群众乡调查研

究荔枝病。

冬，江门、新会发现钩端螺旋体病，在大连医学院魏曦教授指导下，进

行防治，根除水南，溶头疫源地。

是年，市人民政府下令严禁养狗，一经发现，即行捕杀。

1 9 5 5年

秋，北街医院及市卫生防疫站开始接收华南医学院医疗系本科生实习。

是年．广东省工业卫生组在江门造纸厂进行工业卫生调查。

是年，前卫生防疫站史鹏达等奉省卫生厅派往德庆县指导消灭疟疾试点

工作。

1 9 5 6年

8月，老中医黄子瞻，赵瓞如，老药工关勋业，赵觉参加北街医院工

作。该院从此设立中医科，病床12张，附中药房(翌年2月，老中医陈仲明

亦参加该院工作)。

是年，郊区各初级农业合作社设保健员、接生员1—2名，各配保缝
斤峥 ．

棚。

是年，北街医院张肖白院长被评为全国科普积极分子，并出席北京全国

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

1 9 5 7年

4月1日，江门市开始流行亚洲甲型流行性感冒，持续至5月31 13，7共

发病6015例。

10月，潮连乡芦边村农民在开垦荒塘时，有40多人感染钩端螺旋体病。

防治及时，无病例死亡，无疫情扩散。北京钟惠澜教授等曾到北街医院指

导并参予诊治工作。
’

是年，江门市自来水厂筹建选点，进行水质测定。

是年，江门市人民医院三层门诊大楼面积2000平方米，落成使用。

!÷是年，市开始实行中小学生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制度。

9



1 9 5 8年

5月20日，江门市中医院成立，王如亮兼院长，温玉良任副院长，人员

93人，床位42张，院址永利街5号。

5月，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佛山专区卫生局联合在北街医院召开

“土牛膝综合疗法治疗自喉经验交流会议’’，会后，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

版《土牛膝疗法治疗白喉》一书。

9月，北街医院借用江门海关礼堂作教室，开办护士学校，学制三年，

招收学生100名。

冬，麻疹大流行，延至翌年春，共发病2410例，因合并症死亡82人。

年底，中华医学会江门市分会成立，张肖白任会长。
’

1 9 S 9年

6月，设立江门市精神病收容所。

11月16日，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成立，罗秋娇任所长，人员3人，所址

狗山脚耶苏堂，并开展儿童卡介苗接种。

是年，开展全市性署民麻风病普查。

夏，发现水肿病2973例，死亡74例(均为老年人)。

是年，全市食品厂建立化验室。

是年，全市开展“四病’’(钩虫病、丝虫病、性病，子宫脱垂)普查。

是年，江门市自来水厂建成投产。

年底，举办业余口腔科进修班，学制一年，学员30多人。

1 9 6 O年

1月31日，江门市卫生局成立，温植任局长，在莲平路77号办公。

春，江门发生水痘流行，延至翌年春，共发病2000例，无死亡。

年初，市卫生局发出Ⅸ关于本市团体职工定期胸部x线检查》和<<关于

在本市实施防痨网和病例转诊办法》两个文件。

6月，北街医院评为全国先进医院；张肖白院长代表出席北京全国文教

战线群英会。

江门市卫生防疫站黄贤钧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在北

京召开的群英会。

是年，北街医院在中山医学院指导下，施行首例二尖瓣分离手术。

是年，核发江门市饮食行业卫生许可证。

是年，江门市发生木薯中毒，(以后多年均发生，及至1964年，共465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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