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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遵照海口市政府的指示，在海口市卫生局党委

的领导。F，经过编写人员长达一年的艰苦工作和辛勤笔耕，海口市第一筇记载卫生历史

史实的专业志一《海口市卫生志》终于定稿付梓了。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海口市从清乾隆元年(1ipl 736年)至1990年期间卫生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作真实，概要的记载，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该书比较全面地、翔实地

记述了建国40年来海口市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该志书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地方特

点和专业特点。它的编纂成功，为海日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历史经验，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志编写过程中，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并得到省卫生厅，海南省和

海口市档案馆，广东省孙中山文献馆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

黎永盛

199Z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所涉内容上限从清乾隆元年(1736匀z)，下限至1990年(但有个别事僦延

续到1991年)。

二、本志文中建国前之纪年，均采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年号的方法，公元年号和多

位数字均用阿拉伯字书写。

三，本志文中各医疗卫生单位领导人名录，只列市直属单位的历任领导人。

四，“人物传略’’仅记载建国以来市直属单位中已去世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名医的

传略，其排列以传主卒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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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1：I市的卫生事、{k，在民国以前的历代志书中很少记载。清乾隆丙辰元年(1736年)

海口水师副将苏福倡率士商捐款，在海日城内马房坊(今居仁坊)建造产婴堂，建房屋

两座共lO间，这是海口市第一所产院。乾隆五年(1740)，琼山知县杜兆观倡率士商捐

款，在城北五里亭‘，(今海口机场内)建药王庙，设医师1名为人治病，这是海口第一问

医院。以后还有1885年创办的琼台惠爱医局(后改名惠爱医院)。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

战争使海口辟为商埠后，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文化入侵和通商L-I岸的开放，海口始输入西

医o 1896tF，荚国教会创办海口福音医院I 1910年，法国教会设立海k-I中法医院。后来

又由海口市各界社会贤达和华侨合力创办海南：≮院(1930年)和琼崖麻风院(1933年)。

到1949年，海口地区仅有4所正式医院(其巾竞有2r所是外国人所办，，病束和产床共

400余张，西医仅数十名。这些医院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治疗方法简单，且办院宗

旨又并非为劳苦大众服务，老百姓治病主要依赖中医中药，而全市中医也只有数十名，

基本上都是个体开业。

在极端落后的医疗条件下，防疫保健更是无从谈起。丽海口地处湿热带，高温多雨，

传染病极易发生。tl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至1937年，有记载的疫情就达25起，其

中11次鼠疫流行，6次霍乱流行，3次天花流行，累计死亡人数逾万。

1950年4月23日海口市解放，给卫生事业带来勃勃生机。市人民政府刚成立就设立

卫生科(后改为卫生局)，整顿或接管私立和教会办的医院，抓紧医疗卫生机构和队伍的建

设。1952年先后建立海l：I市传染病医院和人民卫生所。至1952年底，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

19个，其中医院3所，共有病床484张；卫生技术人员420名，其中西医(药、技)师31名、中略
50名、中级卫技人员162名；平均每千人口中有卫技人员3．38人，病床3．68张。1953年，在接

管的中法医院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此后，全市的卫生事业继续不断发展。

其间虽曾遭受自然灾害、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十年动乱的摧残，但最终还是随着“四人

帮"的垮台和党中央拨乱反正的部署而转入正轨。特别是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衬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形势下，海口市的卫生事业更加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多渠道、多

层次，多形式办医相继出现，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更快，基本形成了网络，队伍也

不断壮大。到1990年，全市除部队医院外，有医疗卫生机构208个，其中医院16所，病床

4026张，分别是1952年的lo．95倍，5．3倍和8．32倍，卫生技术人员5164名，是1952年

的12．29倍，其中西医(药、护、技)师3007名、中医359名、中级卫技人员1539名，分

别为1952年的97倍、7．18倍和9．5倍，平均每千人口中有卫技人员13．94人，病床i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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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分别是1952-"]：的4．12倍和!．93陪o 1939年对全市4667名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进行统

计，其中l大学本科毕业650名，大专毕业721名，中争毕业2095名，分别占卫技人员总

数的13．93％，15．43％和44．89％o

海口市所属19个基虽医疗卫生单位(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区的门诊部，卫生所)，

有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站等13个全民单位，市口腔病防治所和

郊区5个乡、镇卫生院为集体单位。这些单位1990午≥E有职1143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

员1143人，占职工总数i'I勺79．88％，在卫唆人员中，冀有高级’和中级职称的各有38名,t-11300

名，分别占3．32％和。6．25％，共有病床800张。

市人民医院和位于海口il了内的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海南省中医

。碗、海婀省农坠总局咳院、驻军-)k七中心医院、海军424医院，都是科室较齐全、设备较先

进、技术力墨较湿的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是目前海南全行规模展大的医疗保健科研中心

医院，设有2个门诊部、”个研究室、38个llf}i脒医技科室，配备有全身CT机、1000毫安心血管

造影断层机、800毫安胃肠造影遥控机、彩色多普勒、电子胃镜、血液滤过机、人工肾、24小

时功态心电监测兮折系琉等几十台现代化先进仪器设备，技术力j委雄厚，能进行技术难度

高的手术，如心胤管外科手术、脑动脉搭桥术，巨大腑yj楚瘤【刃除术、断肢再植术等，并

‘能进行多种先进的理化检查，技术诊断和放射治疗，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他

几所大医院包各具优势。现在，全市已形成棚当规模的较完整的医疗体系，基本实现了

大病治疗不出岛的l：1标。

建国以来，全t污未发生霞大医疗责任事故。

在防疫躁健、公共卫生方面也取得较大成就。从1950年市防疫委员会的成立，到医

联会和冬级防疫保健组，仉的建立，使海日市的防病体系日臻完善。到80年怖全市已建
立防疫站4个、妇幼保健院2所、专科防治所6处，基层防疫保健组8个，初步形成三

级预啸R缝网。历次爱同卫生运动和大规模的预防接种，计划免疫工作，有效地控制了

传染病r佝发生秘j葱行。1951年以来海口市发现的法定传染病有22种，发病总人数394，364

人，死亡119人。50年f℃，平均发病率3979．79／10万，平均死亡率5．49／tO万，发病最高

的是疟疾、肠炎、流感和痢疾，到1951年消灭了天花。60年代平均发病率2650．79／10万，

平均死亡率10．53／tO万，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是肠炎、麻疹、痢疾和流腩，基本

控制了疟疾，但新发现了狂犬病、副霍乱和钩端螺旋体病病例。70年代平均发病率

$153．81／IO万，平均死亡率3．83／lO万，发病率上升主要是由于流感和痢疾的流行。到

80年代，原有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已降到3925．65／10万，平均死亡率降至1．38／10万，发

病率较高恂仍为肠炎，痢疾，逐有肝炎，死亡的多为狂犬病和副霍乱病例，已消灭或基

本消灭了炭疽、白喉、乙嘀、疟疾，脊髓灰质炎，流脑，伤寒及副伤寒、钩端螺旋体病

等I但又发现蹬革热、Q热、斑疹伤寒和流行性出血热4种新的传染病，其中登革热发

病率最高，从1930年至1988年累计发病83，146例，死亡30例，但至1989和1990年的两

年中，已无病例发生。90年代的1990年，发病率为1246．55／lO万，死亡率为0．sl／tO万。

j比外，在食品卫生管理、职业病防治，妇幼保健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

海口市是一座新兴城市，原来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条件很差。经过4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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