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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代为相继，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锡县卫生

上首部卫生专业志，它从专业角度出发，详县志之

略，俾使相辅相成。

锡山市地处太湖之滨，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素有鱼米之乡之

美称，又有“小上海"之誉o《无锡县卫生志》记述了晋代以来的医

事活动，杏林荟萃，明清为鼎盛时期，现代更是名医辈出，蜚声海

内外。但是，鸦片战争以来，无锡人民历尽内忧外患和疾病的肆

虐，民不聊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卫

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开放带来勃勃生机，在县、市委领导下，卫生行政部门凭

借丰富的人文优势，充分发掘卫生资源，全面规划，合理使用，全

市已建立起融预防、医疗、保健和科研为二-体的三级医疗保健网

络，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已

提前实现。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邦国者以志为鉴o《无锡县卫

生志》的出版，是无锡县卫生史上的一件盛事，缅怀前贤，承前启

后，服务当代，有益于后世。它将为发挥我市卫生资源优势，繁荣

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依据。

感谢《无锡县卫生志》的编者们广采博访，刻苦编撰，数易其

稿，十年笔耕不辍，寒暑伏案苦修，为人们提供了资料翔实、脉络
· 1 。



无锡县卫生志

清晰、内容完备、佐证可靠的锡山市卫生发展之大成。

史志如镜，明鉴前者，光启后人。

潘中岳
一九九八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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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秦朝统一中国，

设郡县时，无锡隶属会稽郡，距今已两千多年，境域山明水秀，人

文荟萃。近代以来，更是名医辈出，蜚声海内外。如近代有薛福

辰、现代有儿科专家诸福棠，肾病专家邹云翔、喉科世医黄冕群

等。他们治病救人，造福乡里，功垂后世o
。

《无锡县卫生志》是我县历史上首部卫生专业志，是卫生事业

上的一个创举。它以其洋洋数十万言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无锡

地区近百年来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和卫生战线上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在卫生战线上取得的可喜业绩。

建国前，县境乡村卫生事业几乎一片空白，现代医学科学诊

疗设施寥若辰星，如遭大疫，疫疠横行，民不聊生o

“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建立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广

大个体医(药)人员也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走集体化的道路，

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在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的倡导下，贯彻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防病治病，在无锡县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

重要的一页。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我县卫生事业处于

低潮o“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卫

生事业的新纪元。二+多年来，我县的卫生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向前发展，好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我县城乡已建立

起门类齐全、设置布局合理的预防、医疗、保健、科研融为一体的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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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级医疗保健网，提前十年完成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o

《无锡县卫生志》的问世，对全县卫生战线是个巨大的鼓舞。

随着两个文明的发展，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一个人人享有健康

长寿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华银嫒
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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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1995年6月8日撤销无锡县改设锡山市，本志仍定名为《无锡县卫

生志》。

二、本志为无锡县首部卫生志，上限力求追溯至各类事物之始，下限为

1990年。大事记记至1998年。另设专记记述1991--1998年的主要史实。

三、本志记述范围，遵循现行境域。为反映事物的完整性及其渊源关

系，1949年4月无锡市、县分设前，则含城区范围，择要而书。

四、本志继承志书的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一般为述、记、志、传、图、照、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

五、本志人物章，循志书不为生人立传通例。人物名录除收载在无锡

县工作活动的人物外，还收载无锡籍在外地工作的副主任医师以上卫生技

术人员280余人。

六、本志纪年，清代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中华民国时期，用阿拉伯字

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的分界，以无锡

县1949年4月23日解放为界。

七、本志数据，原则上以卫生部门统计资料为准。所用资料来自无锡

市、县、南京、苏州等地现存卫生史料档案，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书籍等，

以及全县基层单位卫生志，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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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无锡，江南历史名城。距今六千多年以前，无锡先民已在这里劳动、生

息。商末，古公直父(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遂父愿，让位于季历姬昌

(周文王)，南奔荆蛮，定都梅里(今梅村一带)，自号勾吴，促进了中原文化与

江南文化的交融，创吴文化之先河。战国时期，先后为吴、越、楚地。汉高祖

五年(公元前202年)始建无锡县，后屡有废置分合，隶属多变，地域缩减，逐

渐演变为今日之县邑。一

无锡县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地处东经120度4分至120

度36分，北纬31度21分到31度45分。东连常熟、吴县，南临太湖，西倚武

进，北与江阴、张家港市接壤，中部与无锡市区环接。1990年全县有35个乡

镇，总面积l 234．．6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09．5万人，每平方公里832人o

’邑境海拔大多在2至5米之间，地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土地肥沃，河道纵横交织，湖荡星罗棋布，湖光山色，风景秀丽。间

遇有寒潮、连绵阴雨、台风、高温干旱和局部地区的冰雹、龙卷风等自然灾

害。中药材资源丰富，有644种。无锡历史上与长沙、芜湖、九江并称全国

四大米市，有江南鱼米之乡美称，又有“小上海”之誉o 1978年以后，全县经

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农村综合实力连年居全国县(市)之首。

民国以前，无锡地区群众的医疗保健主要依靠中医中药。民国18年

(1929年)，无锡城区有药店24家o 1949年止，乡村集镇先后开设的药店有

318家。历代杏林名人辈出，早在晋代，葛洪(约28l—341年)已在葛埭桥

(今雪浪)炼丹行医。南北朝以后，无锡中医见载于史书、方志等文献，明清

为鼎盛时期，历代名医有弃官从医的徐装(南朝)、许叔微(宋)，明代曹氏儿

科，子孙相继至今21世，晚清，中医主要流派有四，沈金鳌为“折衷派”代表

人物、高秉钧为“心德派”代表人物，丁福保为“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为

孝钦后治愈“血蛊症”而名噪当时的薛福辰，另有王旭高、张乃修、汪培荪、章

治康、龚锡春、沈奉江、王子柳、阚子伦、邓星伯等，现代有儿科泰斗诸福棠、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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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骨科专家石筱山、病理学专家胡正祥、肾病专家邹云翔等，名闻海内外。

据《江苏历代医人志》载：无锡历代名医有125人，仁术济世，贡献卓著。但

医寡患众，远不能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明正德二年(1507年)，设惠民药局于鼓楼仪门内，民国23年(1934年)

以前，无锡地方政府不设卫生行政机构，卫生工作由政府社会科、公安局兼

管，设卫生专员、卫生督导员2人至4人，公安局配卫生警察1人。

清末，西洋医学传人无锡，20世纪40年代后，乡间集镇上有少数西医

行医和药店出售人丹、万金油、十滴水、消治龙等部分西药。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锡邑第一家西医院——圣公会普仁医院开业。解放前，绝大多



概述

建立无锡县皮肤病防治所。由地区人民医院升格为无锡县传染病医院、无

锡县精神病医院、无锡县职业病防治院、无锡县中医院和无锡县第二、三人

民医院；乡镇卫生院进一步发展，三级医疗卫生网进一步巩固，爱国卫生运

动持续发展，血吸虫病防治、妇幼卫生、计划免疫等不断深入o 70一80年代

公社卫生院采取公社出一点点，医院挤一点点，县卫生局支持一点点的筹资

办法，有计划，分期分批完成了改建和移地重建任务，使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有了较大的改善。据1975--1989年，18个公社(乡镇、中心)卫生院统计共

建房屋59 803平方米，造价1 770．40万元，其中公社出资1 290．54万元，占

72．91％，县以上政府拨款341．20万元，占19．28％，自筹138．30万元，占

7．80％。1990年，无锡县有医疗卫生单位(不含村卫生室)125个，设病床

2 597张，每千人拥有病床2．4张，为解放初期的200余倍；有卫生技术人员

2 756人，为解放初期的2．58倍；村卫生室有577所，乡村保健医生l 285人，

个体开业医生43人，工矿医务人员273人；全县卫生系统有固定资产

5 053．84万元，房屋建筑物214 451．98平方米，有200MAX光机42台，B超仪

36台，CI'机、高压氧舱和心电监护仪等医疗器械在一些医院着手准备应用。

解放初，为反对美国细菌战，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

除害灭病为中心的两管(粪、水)、一灭(钉螺)，乡镇卫生面貌明显改善，农村

预防保健工作不断深入，70年代末，推行以提倡安全用水，开挖浅水井为内

容的爱国卫生运动，1982年全县有公井12 077口，户井90 248口，95％以上

农村人口饮用井水，1985年止，全县有小型自来水厂33家，1990年受益人

口达68．8万人，占总人口的67．49％。建立了县和乡镇食品卫生二级监督

监察网。80年代各乡镇全面实行计划免疫门诊，1990年“四苗”(卡介苗、麻

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糖丸、百白破三联制剂)覆盖率达98．5％o 1954年后，

县境霍乱、天花、回归热、炭疽病、斑疹伤寒、脊髓灰白质炎、白喉、麻疹相继

绝迹o 1951年后的20年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耗资近亿元，用工2 500万

个劳动日，查病2 000万人次，治病45万人次，反复灭螺3—000多万平方米，

于1970年达到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提出的基本消灭标准。

妇幼保健，从推行新法接生着手，发展到科学接生，孕产妇和婴幼儿的

系统管理，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由1951年的250／万左右、150％o左

右，分别下降到1990年的2．8／万左右和15．9％o左右。城镇职工、干部和部

分合同制工人分别得到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大部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医

疗条件得到根本改观，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人群疾病谱发生变化，传染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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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病因、死因顺位由解放初的前位下降至第7位。1990年人口期望寿命

由解放初的35岁左右增加到72．5岁，其中男性69．21岁，女性75．84岁。

解放以来，据统计全县出版和刊印卫生方面的著作10余种，共350余

万字；发表省级以上期刊论文共210篇，其中1978年以来发表195篇，占总

数的92．86％；有5个项目获省、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成果奖。

抚今昔，不胜感慨。80年代末，无锡县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条

件世人瞩目，与解放前相比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直接

或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的潜在因素依然存在，环境污染严重，心血管、糖

尿病、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升，医药卫生科学新领域有待开

发，健康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以及人们对防病治病的需求越来越高，现实

与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等等。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经济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这些问题终将逐步得到解决，无锡县卫生事业一定会更加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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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t一；4㈠、。．

天历二年(1329年)

天旱，极热，疫疠大作。

兀

景泰六年(14铬年) ，’：，2‘：1一‘．

，夏秋大旱，民饥疫死者三万余人，弃尸于野。 一 ，一。i

嘉靖二年(1523年) ．

‘

六月十三日，中午，狂风拔木，晚大雨，夜半忽寒冽如深冬，猝不得衣被

者，号叫达旦，老弱都成病，蝇蚊尽死o． ，!·‘ ，、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一-__
‘·’

’

自六月至九月，无雨，疫病流行o ÷·’+≯。’√÷．

崇祯十四年(1甜1年)． i。． ．．． ：：．· -

春夏大水，秋大旱而蝗，米石银三两，人多饥死。。：?。。‘．__’’
，。 崇祯十六年(1643年)．。4 -

⋯大疫，死者相藉。，： ‘。^'。 ：j
‘

．

。

㈡ ‘．。 ·∥∥． ．：
+’，’、 ；‘i．，-‘_ 一■．

+淆 。’，
．～

j≠?j?i ．“：j!。：i一√

j康熙十九年、二十年(168卜1碣1年) ：⋯．．■

旱涝之后，疠疫大作，家家闭门，人们相枕而死，村落为空。¨ ，t：

康熙三十四年(1踟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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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积雨伤麦，食者上吐下泻。

康熙三十七年(16赔年)

旱，疫。

康熙三十八年(16螂年)

疫。

乾隆十四年(1749年)

秋，疫。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春，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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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中华民国

民国3年(1914年) ，

无锡籍留学日本西医师华景夷，开设大同医院，地点崇安寺玉皇殿，有

医务人员4名，是无锡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开设的西医院。民国6年，以华

景寅为首的10余名西医师，在大同医院成立无锡医学研究会，是无锡地区

第一个西医学术团体。大同医院在民国26年停办。

民国9年(19∞年) ．．、

7月 无锡龚锡春等10位中医师发起筹建无锡县中医学会，1921，年经

当局批准，会长王子柳(1922年改组后，会长龚锡春)。中医学会成立后，每

年夏、秋季开设“施诊给药局”，由中医学会有关科目的中医师轮流应诊，至

1950年止，每年开办两个半月，只收号金，免费给药o： ．一 7。‘二

民国11年(19勉年)
‘‘

，、5 ：

5月下旬无锡中医界集资兴建的明医堂落成，地点三皇街药皇庙内，

并建有中医讲习所o

是年无锡县中医友谊会成立，会员40多人，地点崇安寺中隐院内。

翌年3月，出版《医钟》月刊，共出36期，民国17年停刊。‘‘

民国13年(19盟年) 。+一{一

8月27日 中国红十字会无锡分会成立，会长孙鸣圻，副会长华文川、

高汝琳。适逢军阀内战时期，便组织治疗所、救护队，于卜10月，赴宜兴、
昆山接运伤兵、难民400名至无锡救护和留养。

民国15年(1926年) ’．
一

无锡医学研究会改组为无锡医师公会，会员30余人，会长于海涛。翌

年4月，改称医师协会o ，

民国17年(19魑年) ， ．： ?

3月 无锡县中医友谊会举办中医讲习所，地点八儿巷，分函授和面授

两部，一年毕业。共开办两届，毕业学员57人o。
。

是年无锡县中医学会与无锡县中医友谊会合并，仍称中医学会，后改

称中医协会o ，
。． i

民国18年(1929年) ·。．
+’．

2月24日 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岩、汪精卫、褚民谊提出
．7．

I‘f·

一I▲■■■r『▲■rl
I

I【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