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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志乃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是研究历史和服务当代、

惠及千秋的重要文献。修志始于秦汉，宋代志书体例日臻

完善，明清达到鼎盛时期。郑州最早的志书当推《郑州图

经》，惜已失传，现存有明、清、民国5年编纂的郑州

(县)志，皆为综合性地方志书，但无专述医疗卫生之志书。

今《中原区卫生志》之撰修，标志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及

创新。卫生志的编修，将为中原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提供乡土教材，对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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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工作方针，发

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

按照省市关于编修“卫生专业志”的要求，中原区卫

生局于1985年组织编写小组，即罗青玉、卢梦皑、袁媛、

陈慧珍4人，撰写了一本《中原区卫生志》初稿。为充分

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区卫生战线的成果，故于1994年夏

始，在原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修改、

订正、下延，使志书体例进一步完善，资料趋向丰富。

《中原区卫生志》属于专业志，思想性、技术性、科学



序

性都很强，既要对历史医事活动的记载进行考证，又要对

现状进行调查、核实，涉及面广，工作浩繁。我们在修志

的始终，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着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古为今用，放眼未来的编纂原则，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采摘新资料，分门别类编写，并注重突出专业性和

时代特点。通览全书，共1l章35节，14万字，上始1948

年10月郑州解放，下迄1994年底，全区卫生行政机构及

卫生行政管理、卫生学术团体、医疗事业、中西医结合、卫

生防疫、妇幼保健、人物，加之概述、大事记等一一备列，

内容翔实，层次清析，重点突出建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及

改革开放卫生战线的成就，以期达到提供历史经验，探求

疾病防治的规律，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四化建设有所

借鉴的目的。 ，

由于受编纂人员水平所限，加之历史资料贫乏，建国

初及“文革"时期资料不全，故本志疏漏谬误在所难免。希

望曾在中原区卫生战线上工作的老同志、老领导及方志界

的同仁们给以斧正。在成书之际，对支持、关心和帮助我

们工作的区地方志办公室、区档案馆、辖区各医疗单位以

及为志书提供资料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感谢!

冀嚣嘉军鬃茎量萎罟言囊丁天锡郑州市中原区卫生局局长⋯～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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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属医疗卫生专业志。以区属事项为主体，同

时概括记述辖区医疗单位情况，力求反映中原区医疗卫生

全貌，构成一方之志。，

二、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突出专业性、时

代特点，达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代之目的。

四、志书断限：一般始于1948年10月建区之时，下

限1994年12月，个别内容因事而异，适当上朔下延。

五、志书结构：采取章、节结构，各章并列，章下设

序、节、目，横向编排，各类按条目顺序纵向记述。

六、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表现形式，以

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有关正文中，力求图文并茂。

七、本志叙述解放前后，以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

放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为界。

八、称谓书写：各机关、团体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均用全称，以后出现时酌情用简称。 ‘

九、人物章采用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但可入志。根

据荣誉、职称，酌情开列简介、名录。

十、资料来源：一是档案资料；二是当事人座谈I：1述

记录整理；三是有关单位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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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原区，是郑州市辖六政区之一，是建国后新兴的以

纺织、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区。位于郑州市区西部，总面

积19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25．86平方公里。1994年

总人口427965人，男性217419人，女性210546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300120人。汉族居多。少数民族29个，人数

占总人口的4．6％左右。

解放前，由于战乱、灾荒、瘟疫连年不断，国无宁日，

民不聊生，民间缺医少药，药价昂贵，贫民百姓无钱看病

吃药，巫婆神汉乘机骗钱坑害百姓。霍乱、天花、麻疹、新

生儿破伤风等传染病、多发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919—1931年，辖区霍乱流行5次，一村死亡数百人，灭

门绝户者均有。1930年霍乱流行，仅须水镇北岗村一个不

满300人的小村，一个月内就死亡30多口，“家家有僵尸

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新生儿破伤风感染率甚高，救治

无法，有生二、三胎无一幸免者。西郊岗坡村西北高岗上



常有死婴堆列，时有乌鸦、野狗争食，惨不忍睹。

中原区中医中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才众多，名

医辈出，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作

出了一定贡献。明嘉靖年间：。三官庙儒医尹巨川，人称

“尹神仙”，医术高超，远近闻名，隆庆阁老高拱写诗赞誉

其医术。近代名医宋仙洲，善用丹溪补法，著有《良方拾

遗》。民国时期，民间主要靠中医中药治病，均为个体经营。

中药铺多设在集镇和交通要塞，患者求医困难，偏辟小村

更甚。1921年西医传入辖区农村，南流村刘德阳在本村开

西医诊所，以西药、外科手术治病，为农村医药卫生开辟

了新局面。尔后，有几个国民党军医陆续到须水镇、三官

庙开私人西医诊所。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束

缚和历史条件限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技术力量薄

弱，医疗设备简陋，直至解放前夕，辖区无一所国家办的

综合性医院，病床无一张，仅能治疗小伤小病和农村常见

病。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群众疾苦极为关怀。1952年三区

政府贯彻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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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民间散

医兴办联合诊所，组织中医培训班，外出进修，举办中医

学徒班，号召中医带徒，扩大中医队伍，充分挖掘祖国医

学遗产。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全面发展医疗



中原区卫生志

卫生事业。到1955年，三区先后发展5所中两医联合诊所、

4个街道卫生站、7所私人诊所。1956年5—7月，成立区

卫生防疫站、区妇幼保键站，开展卫生宣教、传染病、地

方病防治工作和食品卫生检验、妇幼保健工作。1 957年5

月、1958年4月，联合诊所发展扩建为2个区级联合医院。

1958年8月，各公社成立了卫生院，各大队建立起卫生站

(所)，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卫生面貌明显改观，一

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得到控铡，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1964年4月，中原区人民医院在中陌医联合医院基础上建

立。中骤区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lo年“文化大革命”中

原区医疗卫生事业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中原区卫生事翌出现了薪的生枧，调动了广大医务

人员的积极性，学业务、钻技术蔚然成风，医疗卫生事业

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1981年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允许

私入开监和社会办医，走舀家、集体、群众办医疗卫生事

业道路。1983年9月，建立中原TDP医疗门诊部，发展到

1988年成为中原区红十字嚣院。1990年王◇冀，中原乡卫

生院改建为“郑州市中原中医院"。到1994年，区级医疗

卫生机构6个，街乡卫生院5个，村级卫生所、联合诊所

144个，城区个体诊所73个。

辖区1954年筹建“纺织医院’’，1975年更名为郑州市

第四人民医院，是一所大型豹综合性医院。1958年9翼，壶

建设区联合医院等单位合并组建成的郑州市中医院，是一

所以中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还有市第二按摩医院、市第



七人民医院。1952年组建153医院、1955年组建空军郑州

医院。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卫生所)132个。这些医院

都以优良的服务态度和精湛的医疗质量，为辖区人民防病

治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为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作出了贡献。

四

积极开展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治工作。建国以来，基本

消灭了鼠疫、回归热、钩虫病、丝虫病等病。建国初期已

消灭天花病。50年代至1987年，辖区未发现过性病，1988

年后，性病时有发生。1972年消灭了黑热病。1966年以前，

麻疹发病人数居传染病首位，1966年使用麻疹疫苗后，全

区发病率逐年下降达到有效控制。伤寒与副伤寒在建国以

后发病率极低，1989年以后，发病率基本稳定在1～2／十

万左右。疟疾发病率1965年为288．4／十万，1994年发病

率为0．96／十万。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于1956年、1966年

两次在辖区流行，发病率较高，1977年实行计划免疫后，发

病率逐年下降，1989年发病率为0．27／十万。于1985、1989

年辖区两次发现副霍乱病例，后采取预防措施，5年来未发

生此病例，1994年10月，辖区霍乱病出现暴发点。自1977

年实行计划免疫后，百日咳、痢疾、猩红热、流行性出血

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均得到

有效控制。
’

妇幼保健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建国初期，辖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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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接生，1958年始全部实行了新法接生，避免了新生儿

破伤风死亡。认真开展妇女围产期保健工作，妇女病防治

取得明显效果，1977年对已婚妇女进行普查，宫颈癌发病

率为40／oo，1987年，城乡杜绝了尿瘘病，未发现宫颈癌病

例，宫颈炎的发生率在妇科病中乃占首位。

五

加强医政、药政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建

国后，医政管理主要是传达贯彻落实国家各项卫生工作精

神，提高基层医院的业务水乎。1984年始，贯彻执行《全

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使

全区的医政管理工作进入了正规化轨道。1987年后，对医

院贯彻实施标准化管理140项标准，为医院管理标准化、科

学化打下了基础。建国后，药政管理主要按照市卫生局部

署进行。1981年始，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医药管理

的决定》和卫生部颁布的《医院药剂工作条例》。1987年5

月，区卫生局设立了3名药品监督员。】988年4月．组织

建全了孛原区三级药品监督阿，榴继建立了医疗单位药品

监督档案，从此药政管理工作走向制度化、法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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