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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柳城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北，东与鹿寨县毗邻，南与柳

州市、柳江县紧靠，西与罗城、宜山县交界，北与融水、融安县接壤。
l§84年2月，从柳州专区划归柳州市管辖。县境南北宽47公里，东西

长79公里，全县总面积2123．7平方公里。融江自北向南流，将县域分为

河东、河西两大块。1987年，全县361330人，男女比例为107．40：100。县

人民政府驻地大埔镇，位于东经109。1 47，北纬24。397，距自治区首府

南宁市320公里。

据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记载，本县在明万历四十

七年(1629)，有中医药人员活动。但是，至民国二十四年止的漫长岁

月中，历代政府均未在本县设公立医疗机构。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本县成立第一所公立医疗机构～一县医务所，有医务人员4人，设有

普通药材、器械约值国币1200元。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先后成

立乡镇联立医务所11所，每所有医务人员2人，药品器具约值国币175

元。民国二十九年，县财政紧缺，乡镇联立医务所全部裁撤。至民国

三十八年解放前夕，全县仅有县立卫生院一家，医务人员10人；此外

有私营药(堂)店92家，个体中医91人、西医20人。由于经济文化科学
落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缺医少药， “县属居民历来颇迷信，

有病则请道士画符呛咒，或向灵童许愿，尤以讲土话者为多。"(民国

二十九年《柳城县志》)疟疾、伤寒、痢疾、麻疹等传染病，成为常见

的多发病；霍乱、天花、白喉、乙脑，成为可怕的暴发病。

1949年11月24日，柳城县解放。解放后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

在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开拓、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增设县

属医疗卫生机构，创办乡镇卫生院(所)，组建联合诊所和农村卫生所

(室)，成立卫生学校和制药厂，为人民解除疾病困扰的痛苦。

全县已初步建成医疗卫生网。1950年，全县只有一家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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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天花早已绝迹，丝虫病基本消灭，霍乱，白

喉、小儿麻痹症已控制，麻疹发病率下降·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

动卫生、学校卫生也前进了一步，有了明显的变化。

到1987年止，本县医药卫生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为今后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在改革、开放年代，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本县医药卫

生工作者遵循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为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作出
贡献。



凡 例

一、《柳城县卫生志》是记述本县医药卫生、防病治病、妇幼保

健、医学教育、人事、机构、设备、经费等卫生部门大事及发展状况，

的一部资料汇集。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专志各篇组成。共9篇，26章，87节。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在1911年，下限截止于1988。

年。对有些事物的记述，为保存其完整性，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除概述有叙有议、叙议
结合外，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论。

六、本志所称“解放后"，是指1949年11月24日(含11月24日)本
县解放之后。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
县人民医院、县人民中医院、县防疫站、县皮防站、县妇幼保健

站、县卫生进修学校、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县药检所、县：巳协会、

各乡、镇卫生院、各联合诊所以及在本县境内的区、地、市属单位的

医疗机构的小志和文字材料；

民国时期及解放后的档案材料、书籍、报刊、杂志；
有关人员的口碑材料或回忆材料。

八、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予以订正、增删、

修改。完稿后，经县卫生局领导和编辑领导小组审阅，并经柳城县志

办公室审查。



序

“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我们翻开本县仅存的旧县

志一一民国二f九年出版的《柳城县志》，没有医药卫生专章，仅在

“教育卷"中设卫生一目，简述医疗机构和人员情况，深感所存资料

之欠缺。欲考察解放前本县医药卫生状况，已成为相当困难的憾事；而

解放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没有系统的记述。编写《柳城县卫生

志》，成了当务之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县的医

药卫生事业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从此端正了发展方向，并且有了新

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就具备了编写《柳城县卫生志》

构根本条件。1983年8月，在县卫生局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始了《柳

城县卫生志》的编写工作。

我们在编写《柳城县卫生志》的过程中，力求做到以党的十三大

精神为依据，用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指导，

准确地记述本县医药卫生基本情况o

《柳城县卫生志》的编写工作，历时六年，于1988年11月完稿。

这是对本县医药卫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系统的调查

研究的结果。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按照医药卫

生事业的内在联系，编排章节，撰写正文。期望能为医药卫生工作者

提供翔实的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这就是我们编写《柳城县卫生志》的愿望。

我们热情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对《柳城县卫生志》不足之处提出宝

贵意见。
《柳城县卫生志》编写小组

198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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