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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防疫站检验各Ⅲ进行实验操作

县卫校学生在实验室实习

县匡疗器械修理所修理医用器材



县人民政府调研自陈德全(左一)、卫生局局长戴晰本(右二
为儿童投服疫苗

县人大、卫生局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销毁假冒、伪劣药品



序

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个半世纪以来澧县卫生事业发

展的《澧县卫生志》在卫生系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编纂者近两年的辛勤笔耕，终于问世了。这是澧县医药卫生界

的一件大事。是我县卫生事业发展史的光辉展现，是一项记前功

而励后世的壮举!

清末民国时甥，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瘟疫流行，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缓慢；人民群众缺医少药，到处是一片“干村薜苈人遗

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的景象。

新中国建立后，卫生事业蓬勃兴起。40年来，医疗、防疫、妇

幼保健、中医中药、医学教育、卫生执法等机构，逐步建立健全，

发展壮大；县、区、乡(镇)、村四级医疗卫生网络，日益完善和

巩固，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多被消灭，有的得以控制。各

类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以除害灭病、移风易俗为中-tL,的群

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卫生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人民健康水

平普遍提高，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增至6 7r．69岁。充

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充分说

明了澧县人民同疾病进行斗争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昭示着澧

县经济繁荣，世代昌盛的美好前景。

盛世修志。益于当代，传喻后世，激励奋进。一部《澧县卫

生志》，将起着存史、资治、教化的历史作用。当前，我们正在为

实现2000年人人享受初级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而奋发努力、奋勇

前进。我深信：澧县的广大卫生工作者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I



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保护人民身体健康，释

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更为辉煌的业绩。

II

澧县卫生局局长戴晰本

一九九。年八月十日



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的卫生史志资料，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

断于1989年。个别事例上溯至事物开端。

二、本志运用志、述、纪、传、图、表、录等体裁加以表述，

以志为主。使用语体文，记述体。

三、本志按史实内容，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全书除序言、概

述、大事记外，共分卫生行政、卫生防疫、医疗、爱国卫生运动、

血吸虫病防治、妇幼保健、医药、教育科研、人物共9章，34节，

约】8万余字。

四、本志着重记述澧县卫生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兴衰起伏过

程。尽可能做到门类齐全，横不缺项。根据行政隶属关系，血吸

虫病防治机构、药品的生产经营、计划生育的组织实施等内容，本

志均不收集、记述。津市与澧县行政关系变化大，本志在编纂中，

按当时具体情况记载。

五、本志行文，均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要求执行，力

求规范。 ：

六、个别名称，为精简文字。一般首次使用全称后均用简称。

如“澧县卫生防疫站”简称“县防疫站”；“地方性甲状腺肿”简

称“地甲病”。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卫生局及县直卫生单位档案室、

澧县档案馆。有些资料(包括口碑资料)系有关单位及知情人士

提供，部分史料从省档案馆、沅陵县档案馆、保靖县档案馆、津

市市档案馆及省卫生厅等处收集，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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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澧县地处湘西北游鄂边界。先秦属楚，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

(公元555年)始置澧州；至隋初改县，名谓澧阳；以后几经变易，

复为州治。民国22年(1933)变州为县。地理座标，东经横跨iil。

12'30"一．--1 12。05,，北纬纵越29。1 67 30”。总积雨面积2108平方公里。

1989年人口84．5万。盛产粮、棉、油、茶、果、烟、鱼、杂；矿

藏、林木，品种繁多；素称“鱼米之乡"。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

武诞生于此；革命先驱贺龙元帅多次镇守澧州。可谓人杰地灵，物

华天宝。

医药卫生事业具体、深刻地反映一个地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的发展水平，其兴衰起伏，无不以社会制度的变更为其根本。纵

观150年历史发展，清末，民国，政治腐败，战祸不息，外受欺

凌；内生忧困；官僚政客视群众疾苦如草芥，以致疫病连绵，民

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全心全意服务

人民为宗旨，50年代初即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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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工作方针，许

多疫病得到控制，卫生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从无到有，逐步健全。晚清，民国时期，多

为个体行医，私人开店。民国28年(1939)始建澧县卫生院，至

1949年由澧县人民政府接管时，仅有医务人员5人，全县医务人

员总数为511人。新中国建立后卫生机构、人员、床位、设备逐

年增加。1980年县卫生局内部设4股1组1室，至1989年全县陆

续建立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

结核病防治所，县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县药品监督检验所，县

医疗器械修理所及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厂(场)、矿、学校

1



医务室等医疗卫生机构79个；拥有病床1535张；卫生技术人员

1535人(善E中主治医师以上342人)；各种大、中型医疗设备4957

台件。除此以外，农村还设立村级医疗预防保健室561个，有乡

村医生682人，接生员483人。

医疗技术发展迅速，新中国成立前，境内以中医挂牌，坐堂，

走方行医为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芬兰教会在津市布道传

教、在教内施医施药，西医药才传入澧县。民国13年县城开办华

雅医院，以后陆续开办三民，民生、路加等10所私人诊所，有医

务人员23人，只能应诊一般疾病、进行外科换药及新法接生。新

中国建立后，中医在治疗肝，胆，胃，肠疾患、骨痨、癫痫、破

伤风，IJ',JL麻痹，哮喘、疳积、崩带漏下诸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创

新和发展。西医由于医疗设备不断完善，技术交流渠道畅通，发

展更为迅速。50年代只能作腰穿，腹穿，作阑尾切除等下腹部手

术；检验限于三大常规。60年代骨髓、心包、肝脏穿刺开始在临

床应用；可作胆囊切除，胃次全等上腹部手术，进行剖腹取产，开

展放射检查，70年代以后逐步分科，发展更快，到1989年分科更

细，心脑电图，A超、B超、纤维胃镜，脑室穿刺，胃液分析等在

临床广泛使用；可作胸、脑及较为复杂的泌尿道手术；检验也能

开展乙肝抗体抗原及血液流变学方面的检测，A超、B超，心、脑

电图已普及到部分乡(镇)卫生院。

流行性疾病逐步得到控制。清末、民国没有常设的防疫机构，

各类疾病猖獗流行。仅霍乱一病，自1918～1946年，有史可查者

就流行9次，死亡达1917人。1950年开始执行疫情报告制度，针

对各种传染病流行的原因和特点，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落实各项综合性防疫措施，疫情很快得到控制。50年代初，天花

即已绝迹。危害儿童极为严重的白喉从1981年，脊髓灰质炎从

1983年起已无病例报告。疟疾、乙型脑炎、麻疹、百日咳也分别

于1984、1985年达到国家要求的控制水平。1989年全县法定传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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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年发病率由1957年的5727．58／lO万，下降到231．93／10万。计

划免疫多项达到部颁标准。农村改水已使全县有42万人饮用安全

卫生水。新法接生率，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达到

国家卫生部制定的标准要求。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环

境保护、杀虫灭鼠等项工作不断深入，人民体质逐步提高，1987

年全县人均期望寿命由民国时期35岁，上升到67．69岁。

药政管理、医学教育及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亦是

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当前，医学模式正在由单纯生物型转向生物——心理——社

会型。新的医学模式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病，而是要在身体、心

理和社会适应上都达到良好的状态。因此，人们对卫生工作的要

求不仅是治好病，不得病；更要求健康长寿，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这就给卫生事业，提出了更为主动，更加积极，更高水平，更宽

领域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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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道光二+八年(1848)

聂大径纯庵氏《临群药王记》记载，津市聂隆盛药号已二百

余年。

清同治六年．(1997)

津市镇仲商捐资在澧州育婴堂内设立医药机构一点痘局
清．光绪=十四年(1808)

澧州育婴堂发生瘟疫，709名儿童大部分死亡。

清宣统三年(10lO)

芬兰教会在津市设津兰医院，西药传入澧县。

民国5年(19t6)

余赉周在津市开设大同医院。

民国7、8年(1918--1919)

霍乱传入澧县盐井地区，老少相染、死而接踵。

民国13年(1924)

4

吴浩然在县城开设华雅医院。

美籍医生i象德乐(Tootell)尊次报导澧县渡口有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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