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嘉一丸：：b呈每士三莠

面

麓醚§魏剿∞舔罄

黎黎篓篮璧誉辘．鬟銎爨套翁



／j

《
。

／-j

}?，
， ●

·，‘鼎

⋯

，●

鼓县卫生志
} ，

、

”d‘

；尊

-^

铜鼓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

m一／

l#o$l一，

■．．．j：

一拶F馐，、．．^

“q《pI

，，l}。}j；#，j{Iy

≯钆∥
Ⅲ



封面题字：周 标(江西省卫生厅厅长)

责任编辑：冷克明 阿炳

铜鼓县卫生志
铜鼓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

香港拿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
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粒500册

★

页插图 印张 千字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8元{

ISBN一962—440一660—5

k_{llEJ



序
凡例

’争、“14：．。、，—二m

目 录

●

概述⋯⋯⋯⋯⋯⋯⋯⋯⋯⋯⋯⋯⋯⋯⋯⋯⋯⋯⋯⋯⋯⋯⋯⋯⋯⋯⋯⋯⋯⋯⋯(3)
’大事i己⋯⋯⋯⋯⋯⋯⋯⋯⋯⋯⋯⋯⋯⋯⋯⋯⋯⋯⋯⋯⋯⋯⋯⋯⋯⋯⋯⋯⋯⋯”(5)

、

‘

第一章
t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机构沿革⋯”00W 000,000⋯⋯⋯⋯⋯⋯⋯⋯⋯⋯⋯⋯⋯⋯⋯⋯·t
行政机构⋯⋯．．．”：⋯⋯⋯·：·’⋯!⋯⋯⋯⋯⋯⋯⋯⋯⋯⋯⋯⋯⋯⋯⋯”

业务机构⋯⋯⋯⋯⋯⋯⋯⋯⋯⋯⋯⋯⋯⋯⋯⋯⋯⋯⋯⋯⋯⋯⋯⋯⋯

政党组织⋯⋯⋯⋯⋯⋯⋯⋯⋯⋯⋯⋯⋯⋯⋯⋯⋯⋯⋯⋯⋯⋯⋯⋯⋯

县直医疗单位简介⋯⋯⋯⋯⋯⋯：⋯⋯⋯⋯⋯⋯⋯⋯⋯⋯⋯⋯⋯⋯”

’

第二章苏区卫生⋯⋯⋯⋯⋯⋯⋯一⋯⋯⋯⋯⋯⋯⋯⋯⋯⋯⋯⋯
第一节卫生行政⋯⋯⋯⋯⋯⋯⋯⋯⋯⋯⋯⋯⋯⋯⋯⋯⋯⋯⋯⋯⋯⋯⋯⋯⋯

第二节苏区医药⋯⋯⋯⋯⋯⋯⋯⋯⋯⋯⋯⋯⋯⋯⋯⋯⋯⋯．．．⋯⋯⋯⋯⋯⋯

．+ 。第三节苏区卫生运动⋯⋯⋯⋯⋯o⋯⋯⋯⋯⋯．．．⋯⋯⋯⋯⋯⋯⋯⋯⋯⋯．．．．
●

●
．

，
．

第三章大众1-J生⋯⋯⋯⋯⋯⋯⋯⋯⋯⋯⋯⋯⋯⋯⋯⋯⋯⋯⋯⋯
t． 第一节管理机构⋯⋯⋯⋯⋯：⋯⋯⋯⋯⋯⋯⋯⋯⋯⋯⋯⋯⋯⋯⋯⋯⋯⋯⋯”

．‘ 第二节环境卫生⋯⋯⋯⋯⋯⋯⋯⋯⋯⋯⋯⋯⋯⋯⋯⋯⋯⋯⋯⋯⋯⋯⋯⋯．．．

，。 第三节爱国卫生运动⋯o⋯·?⋯⋯⋯⋯⋯⋯·一y⋯⋯⋯⋯⋯⋯⋯：⋯⋯⋯”
一、

． ，‘ ． ，庸

’

：．．i 第四章‘卫生防疫⋯⋯⋯⋯⋯⋯⋯∥⋯⋯⋯⋯⋯⋯⋯⋯⋯⋯⋯⋯⋯
．’ 第一节队伍建设⋯⋯⋯⋯⋯⋯⋯⋯⋯⋯“．．．⋯⋯⋯⋯⋯⋯⋯⋯⋯⋯⋯⋯⋯·

、1·’ 第二节预防接种j⋯⋯⋯⋯⋯⋯⋯⋯⋯⋯⋯⋯⋯⋯⋯⋯⋯⋯⋯⋯⋯⋯⋯⋯”

j
7．．一 第三节卫生监督监测⋯⋯⋯⋯．．．⋯⋯⋯⋯⋯⋯⋯⋯⋯⋯⋯⋯⋯⋯⋯⋯⋯⋯

j’’． 第四节健康教育⋯⋯⋯⋯⋯⋯?⋯⋯⋯⋯?⋯⋯⋯⋯⋯⋯⋯⋯⋯⋯⋯⋯⋯⋯·
●

(31)

(31)

(33)

(34)

(35)

(35)

(35)

(37)

(39)

第五章疫病防治·-⋯⋯⋯⋯⋯⋯⋯⋯⋯：⋯⋯⋯⋯⋯⋯⋯⋯⋯”(41)
第一节传染病防治⋯⋯⋯⋯⋯⋯⋯⋯⋯⋯⋯⋯⋯⋯⋯⋯⋯⋯⋯⋯⋯⋯⋯⋯(‘41)

第二节地方病防治⋯⋯⋯⋯⋯⋯⋯⋯⋯⋯⋯⋯⋯⋯⋯⋯⋯⋯⋯⋯⋯⋯⋯⋯(45)

●
，’

●

第六章妇幼卫生⋯⋯⋯⋯⋯⋯⋯⋯⋯⋯⋯⋯⋯⋯⋯⋯⋯⋯⋯·(．47)
，

●

一．
7

＼

)))))

))))

孙孙弱孙孙

毖勰勰∞

((((，～

(，、，～(

茹∞a》孳辩4牵‰；a&，。弘■

’_。镕。!#§：。#¨’11_i一．#

》；_c2r∞wa



第一节队伍建设⋯⋯⋯⋯⋯⋯⋯⋯⋯⋯⋯⋯⋯⋯⋯⋯⋯⋯⋯⋯⋯⋯⋯⋯⋯

第二节妇女保健⋯⋯⋯⋯⋯⋯⋯⋯⋯⋯⋯⋯⋯⋯⋯⋯⋯⋯⋯⋯⋯⋯⋯⋯⋯

。第三节儿童保健⋯⋯⋯⋯⋯⋯⋯⋯．．．⋯⋯⋯⋯⋯⋯⋯⋯⋯⋯⋯⋯⋯气⋯⋯”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传统医药⋯⋯⋯⋯⋯⋯⋯⋯⋯⋯⋯⋯⋯⋯⋯⋯⋯⋯⋯
中’ 医⋯⋯⋯⋯⋯⋯⋯⋯⋯⋯⋯⋯⋯⋯⋯⋯⋯⋯⋯⋯⋯⋯⋯⋯⋯

“

中。 药⋯⋯⋯⋯⋯⋯⋯⋯⋯?⋯⋯⋯”00·0 0 00⋯⋯⋯⋯⋯⋯⋯⋯⋯

民间医药⋯⋯⋯⋯一⋯⋯⋯⋯⋯⋯⋯⋯⋯⋯⋯⋯⋯⋯⋯⋯⋯⋯⋯⋯

第八章现代医学⋯⋯”⋯⋯⋯⋯⋯⋯⋯⋯⋯⋯⋯⋯⋯⋯⋯⋯
第一节医疗设施⋯⋯⋯⋯⋯⋯⋯⋯⋯⋯⋯⋯⋯⋯⋯⋯⋯⋯⋯⋯⋯⋯⋯⋯⋯

第二节医疗技术⋯⋯⋯⋯⋯⋯⋯⋯⋯⋯⋯⋯⋯⋯⋯⋯⋯⋯⋯⋯⋯⋯⋯⋯⋯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医学教育⋯⋯⋯⋯⋯⋯⋯⋯⋯⋯⋯⋯⋯⋯⋯⋯⋯⋯”
徒式教育⋯⋯⋯⋯⋯⋯⋯⋯⋯⋯⋯⋯⋯⋯⋯⋯⋯⋯⋯⋯⋯⋯⋯⋯⋯

学校培调⋯⋯⋯⋯⋯⋯⋯⋯⋯⋯⋯⋯⋯⋯⋯⋯⋯⋯⋯⋯⋯⋯⋯⋯⋯

其它方式培训⋯⋯⋯⋯⋯⋯⋯⋯⋯⋯⋯⋯⋯⋯⋯⋯⋯⋯⋯⋯⋯⋯⋯

药材、药政、药检⋯⋯⋯⋯⋯⋯⋯⋯⋯⋯⋯⋯⋯⋯⋯·
药材资源⋯⋯⋯⋯⋯⋯⋯⋯⋯⋯⋯⋯⋯⋯⋯⋯⋯⋯⋯⋯⋯⋯⋯⋯⋯

药品生产⋯⋯⋯⋯⋯⋯⋯⋯⋯⋯⋯⋯⋯⋯⋯⋯⋯⋯⋯⋯⋯⋯⋯⋯⋯

药政管理⋯⋯⋯⋯⋯⋯⋯⋯⋯⋯⋯⋯⋯⋯⋯⋯⋯⋯⋯⋯⋯⋯⋯⋯”：

药品检验⋯⋯⋯⋯⋯⋯⋯⋯⋯⋯⋯，⋯⋯⋯⋯⋯⋯⋯⋯⋯⋯⋯⋯⋯

第十一章农村卫生管理⋯⋯⋯⋯⋯⋯⋯⋯⋯⋯⋯⋯⋯⋯⋯⋯·
第一节农村卫生组织⋯⋯⋯⋯⋯⋯⋯⋯⋯⋯⋯：⋯”：．：．j．：⋯．．：⋯⋯⋯．：⋯⋯

第二节乡卫生院简介⋯⋯⋯⋯⋯⋯⋯⋯⋯⋯⋯⋯⋯⋯⋯⋯⋯⋯⋯⋯⋯⋯⋯

第十二章卫生经济⋯⋯⋯⋯⋯_⋯：⋯⋯⋯⋯⋯⋯⋯⋯⋯⋯”(68)
第一节事业费用⋯⋯⋯⋯⋯⋯⋯⋯⋯⋯⋯⋯⋯：⋯⋯⋯⋯⋯⋯⋯．．．⋯⋯⋯“(68)

第二节经济管理⋯⋯⋯⋯⋯⋯⋯⋯⋯⋯⋯⋯⋯⋯⋯⋯⋯⋯⋯⋯⋯⋯⋯⋯⋯(72)

第十三章 医疗制度⋯⋯⋯⋯⋯⋯⋯⋯⋯⋯⋯⋯⋯⋯⋯⋯⋯⋯
第一节自费医疗⋯⋯⋯⋯⋯⋯⋯⋯⋯⋯⋯⋯⋯⋯⋯⋯⋯⋯⋯⋯⋯⋯⋯⋯⋯

第二节公费医疗⋯⋯⋯⋯⋯⋯⋯⋯⋯⋯⋯⋯⋯⋯‘⋯⋯⋯⋯⋯⋯⋯⋯⋯⋯⋯

第三节劳保医疗⋯⋯⋯⋯⋯⋯⋯⋯⋯⋯⋯⋯⋯⋯⋯⋯⋯⋯⋯⋯⋯⋯⋯⋯⋯

第四节合作医疗⋯⋯⋯⋯⋯⋯⋯⋯⋯⋯⋯⋯⋯⋯⋯⋯⋯⋯⋯⋯⋯⋯⋯⋯⋯

第五节免费医疗⋯⋯⋯⋯⋯⋯⋯⋯⋯⋯⋯⋯⋯⋯⋯j⋯⋯⋯⋯⋯⋯⋯⋯⋯．．

(73)

(73)

(74)

(74)

(75)

(75)

)))

))))

)))

))>)

))))，)

卯钾的

n钉眈∞

弘跗弱

w卯耵鹋

∞∞∞阻铊

(((

((((

(((

((((

(((，、‘

，

))、，

4

4

4

6

6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

第十四章社会团体⋯⋯⋯⋯⋯⋯⋯⋯⋯⋯⋯⋯：⋯⋯⋯⋯⋯⋯·
第一节群众组织⋯⋯⋯⋯⋯⋯⋯⋯⋯⋯⋯⋯⋯⋯⋯⋯⋯⋯⋯⋯⋯⋯⋯⋯⋯

第二节学术组织⋯⋯⋯⋯⋯⋯⋯⋯⋯⋯⋯⋯⋯⋯⋯一⋯⋯⋯⋯⋯⋯⋯⋯⋯·

第十五章 医学科研⋯⋯⋯⋯⋯⋯⋯⋯w⋯⋯⋯⋯⋯⋯⋯⋯⋯?·
第一节学术交流⋯⋯⋯⋯⋯⋯⋯⋯⋯⋯⋯：⋯⋯⋯⋯⋯⋯⋯⋯⋯⋯一⋯矗-．．．

第二节科研活动⋯⋯⋯⋯⋯⋯⋯⋯⋯⋯⋯⋯⋯⋯⋯⋯⋯⋯⋯⋯：二⋯．．．⋯··^
“，-J

．，‘：，：? ；

第十六章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人 口⋯⋯⋯⋯⋯⋯⋯⋯⋯⋯⋯⋯⋯⋯⋯⋯⋯⋯⋯⋯⋯”“i一?⋯

第二节计划生育⋯⋯⋯⋯⋯⋯⋯⋯⋯⋯⋯⋯⋯⋯⋯⋯⋯⋯⋯⋯．．．．．．⋯⋯“

第十七章人 物⋯⋯⋯⋯⋯⋯⋯⋯⋯⋯⋯⋯⋯⋯⋯!⋯⋯⋯：
第一节人物传略⋯⋯⋯⋯⋯⋯⋯⋯⋯⋯⋯⋯⋯⋯一⋯⋯⋯：⋯⋯⋯⋯⋯⋯”

第二节人物简表⋯⋯⋯⋯⋯⋯⋯⋯．．．⋯⋯⋯⋯⋯⋯⋯⋯⋯⋯⋯⋯⋯⋯⋯⋯⋯

，

第十八章 民 俗⋯⋯⋯⋯⋯：⋯．．．⋯⋯⋯⋯⋯⋯⋯⋯⋯⋯⋯⋯”
第一节方 言⋯⋯⋯⋯⋯⋯⋯⋯⋯⋯⋯⋯⋯⋯⋯⋯⋯⋯⋯⋯⋯⋯⋯⋯⋯⋯

第二节谣 谚⋯⋯⋯⋯⋯⋯⋯o⋯⋯“i⋯⋯⋯⋯⋯⋯⋯⋯⋯⋯⋯⋯⋯⋯⋯

第三节行业习俗⋯⋯⋯⋯⋯⋯⋯⋯⋯⋯⋯⋯⋯⋯⋯⋯⋯⋯⋯⋯⋯⋯⋯⋯⋯⋯

第四节民间卫生习俗⋯．．⋯⋯⋯⋯⋯⋯⋯⋯⋯⋯⋯⋯⋯⋯⋯⋯⋯⋯⋯⋯⋯⋯·

第十九章 医林轶事⋯⋯：．．⋯⋯⋯“⋯⋯⋯⋯⋯⋯⋯⋯⋯⋯⋯⋯⋯“
第一节民间传说⋯⋯⋯⋯⋯⋯⋯⋯⋯⋯⋯⋯⋯⋯⋯⋯⋯⋯⋯⋯⋯⋯⋯⋯⋯⋯

第二节革命故事⋯．．⋯·⋯⋯⋯⋯⋯⋯⋯⋯⋯⋯·：⋯⋯⋯⋯⋯⋯⋯⋯⋯⋯⋯⋯·

第三节医 话⋯⋯⋯⋯⋯⋯⋯⋯⋯⋯⋯⋯⋯⋯⋯⋯⋯⋯⋯⋯⋯⋯⋯⋯⋯⋯

第四节楹联节录⋯⋯⋯⋯⋯⋯⋯⋯⋯⋯⋯⋯⋯⋯⋯⋯⋯⋯⋯⋯⋯⋯⋯⋯⋯⋯
●

附j豪⋯⋯⋯⋯·j·⋯·⋯⋯⋯⋯⋯⋯⋯⋯⋯··?⋯⋯⋯⋯⋯⋯⋯⋯⋯⋯⋯⋯⋯⋯··
一、文献辑录⋯⋯⋯⋯⋯⋯⋯⋯一⋯⋯⋯⋯⋯⋯⋯⋯⋯⋯⋯⋯⋯⋯⋯⋯⋯⋯·

l、铜鼓县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加强预防保健工作的实施意见⋯⋯⋯⋯⋯⋯⋯

2、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卫字第四号)——颁布市政卫生条例⋯⋯⋯⋯⋯⋯

3、江西巡抚奏章⋯⋯⋯⋯⋯⋯⋯⋯⋯⋯⋯⋯⋯．．．⋯⋯⋯⋯⋯⋯⋯OJ,O g·O OO OO⋯⋯

4、县卫生院呈文⋯⋯⋯⋯⋯⋯⋯⋯⋯⋯⋯⋯⋯⋯⋯⋯⋯⋯_⋯⋯⋯⋯⋯⋯⋯⋯

(77)

(77)

(78)

(79)

(79)

(95)

(97)

(97)

(97)

(99)

(99)

(102)

(106)

(106)

(109)

(111)

(114)

(115)

(115)

(116)

(118)

(119)

(120)

(120)

(120)

(122)

(123)

(123)

二、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部军医训练班教材目录节选⋯⋯⋯⋯⋯⋯⋯⋯⋯⋯(124)



三、墓 (126)

编后⋯⋯⋯⋯⋯⋯⋯⋯⋯⋯⋯⋯⋯⋯⋯⋯⋯⋯⋯⋯⋯⋯(128)

铜鼓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单位



；

g

?

；

』

l

妇

-_-

玷

序

序 言’

县卫生志于1．989年7月开始编纂，从组织人员、制定编目、远涉数

地，推本溯源，纵横兼颐，广集博引，到上级审批，定稿付印，历时5载。终

以记、传、图、表、录等形式编纂成书，和大家见面了。足可慰医界同仁眷

眷之心，亦可应家乡父老殷殷之情。。
。

《铜鼓县卫生志》孕育于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推进改革、对外开放年

代，我们本着“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以翔实的资料，凝集了我县广大

卫生工作者不懈求索的智慧结晶，铭刻着铜鼓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艰难

足迹。反映了宋、元、明、清及民国以来本县卫生事业的历史演变和发鼹

过程．又可供人们从医药卫生角度了解过去、指导现在、展望未来。

卫生为健康之本，强身乃事业之基。《铜鼓县卫生志》是我县卫生事

业中一项重要的软件建设，更为全县医界同仁之夙愿。为此，本局在县

委、县人大、县政府等六套班子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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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史实，详今略

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可以预言，有她为今后工作提供

，史料，有她替事业建设作为借鉴，有广大卫生工作者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未来的铜鼓医疗卫生景象必定更新、更美。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县志办及各有关部门和各兄弟单位的大力

支持。各医疗卫生单位为编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全体编纂人员不辞辛劳、

扬长劾短，秉笔直书。为此；一并致谢。限于我们的水平和客观条件．志书

中不尽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医界同仁和热心读者，予以指正。

罗顺希

l o



凡 例

凡 例

一、《铜鼓县p乍，基》为部门阿修专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j芒义的义见点，详今略占．实一‘#求是地记述各项事物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为贯通r々今．详县志之略，补县志之遗，志书。上限，事溯

发端，下限争1 991年。

三、本：蠡分为慨述、大事记、志、传、附录等五大类，采j{】志、i己、

传、罔、表、录等体裁，，基为主体。全二}；共l 9章56节。

Iq、为集中反映苏区医可，l王生情况，专设苏区卫生一掌，有_火苏

区医疗j卫生内容．集【}l于此记述。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馆有火档案、《义宁州志》、家(族)谱、

书rfJ、报纸及当事人、知情人口碑资料。为17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

处。

六、本志统汁资料，以县统计局提供的为准，计量单位，角笮放前

的按当时单位记述，解放后的一律按法定计量单位记述。价值数据，

均按当时市价记述。

七、志中解放Ij订后的称埔i系以1 949年7月14 Ft，中国人民觚

放军解放铜鼓为界。，．

八、本志清代以前纪年采用汉字，民国纪年用何拉佰数字。记述

人民节命斗争历史，慨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人物，以传主卒年为序，按县一卫，l三：基编纂委员会收录标

准收录。
、

十、本志按《江西省．1．’5三》行文通则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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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县地处赣西北山区，位于东经114。05’一114。44 7．北纬28。22’一28。50’之间，与湖

南省的平江、浏阳及本省的修水、宜丰、万载等县毗邻．面积为15"47．69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占87％。丘陵占13％。境内青山叠翠．绿水长流，年平均气温1书．2e，平均降水量

1732．78毫米．年均无霜期265天．优越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及人工种、养药甩动、植物资

源及其开发、利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

3000多年前，先民就曾在铜鼓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铜鼓。春秋时属艾侯国境地．汉

属艾县．唐为武宁、分宁所辖．清属宁州、义宁州。民国2年，始建铜鼓县，曾先后录属于国

民党江西省第一行政区、第二行政区、湘鄂赣边区政治局所辖。解放以后，先后属袁州专

区、宜春专区、宜春行署所辖。

铜鼓人民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人民．毛泽东、彭德怀、滕代远等许多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铜鼓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1927年9月，毛泽东亲临铜鼓，发动

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1928年后，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多次转战铜鼓。开辟了湘鄂

赣苏区。继铜鼓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修(水)铜(鼓)宜(丰)奉(新)县、万(载)铜(鼓)丰(宜

丰)县、修(水)铜(鼓)县、平(江)修(水)铜(鼓)县等边境县苏维埃政权也陆续建立。新生的

红色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峙并存达lo年之久。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也曾二度迁驻

铜鼓。苏区医药卫生人员为保障军民健康，支援苏区革命战争，救死扶伤，出生入死，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医专学生陈季炜．读书时即投身革命，

被捕后坚贞不屈．仍继续坚持斗争。被敌致死并秘密抛沉赣江．牺牲时年仅22岁；红色第

二后方医院院长李子道．以身殉职，长眠幽居地下⋯⋯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铜鼓的土地．

浩然正气，永留人间。

铜鼓境地，名医迭出，代有传人。古桥肖公显．善治疑难杂症，人称“肖古董”，名扬邻近

数县；棋坪李南园．博览方书，精参脉理，汇成“医鉴新裁”三十卷，州宪额奖为“古艾良医”。

晚近．李炜卿精晓瘟疫．善用“达原饮”治病，被同道称为“达原先生”；王康凡，陈建华等精

习“伤寒”．擅用经方，屡起沉疴；卢汉轩等精研“温病”，用药轻灵．活人无算。然而，在漫长

的旧社会．医药卫生事业和其它事业一样，难免受到落后社会制度的羁绊．发展极为缓慢。

民国35年8月，县卫生院仅有听诊器等小型医疗器械40多种60余件。民国38年．县卫

生院仅员工6人，其中医药卫生人员仅3人。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7月14日。铜鼓人民迎来了解放，卫生事业也开始走向

了新生。40多年来。全县人民奋发图强。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涤荡旧社会遗留下的贫穷落

后．抗击各种自然灾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卫生事业在革命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奋勇

向前．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不断巩固健全，爱国卫生运动长盛不衰，县、乡医疗卫生机

构、人员、房屋、设备三配套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健康水平和卫生素质迅速提高，一些严重

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迅速得到控制和消灭，卫生医疗、预防保健、医学教

学、医学科研、药品生产等医药卫生事业的各个方面．犹如百花齐放，霓相斗妍，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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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长足发展．并已经跻身，：全区先进行列。1991年，全具有11生机构34个．病床总数

312张．专业卫生人员638人．全县卫生技术人员、病床数与人口比例分别为病床2．’35张

／千人；隈生1．80人／千人(其中：医师1．28人／干人、护师(士))o．78人／千人)均略高于

f【可期全国平均水平。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卫生

人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必将不数开拓、努力进取。用勤劳智慧的双手．谱写出更加灿

烂的历史篇章。老区卫生事业必将更加必旺发达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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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商、周
t

(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1年)

铜鼓境地属艾侯国领地。今古桥程子源．带溪月形，温泉黄家岭、万家岭，棋坪猪形埂，

丰田竹山下等遗址(迹)相继发现有该时期石镞、石斧、石锛及陶罐、鼎l南瓦、鬲等古石器和

陶器。．
。 ≥

春秋 战国
’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

铜鼓境属艾县。地扼“吴头楚尾”，为兵家必争之地。

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 吴王夫差公子庆忌．率兵出戍于艾。择龙冈坪筑艾

城(今修水境内)。艾属吴。

周元王仁三年(公元前473年) 越灭吴，尽有吴地，艾属越。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 越伐楚，越败．楚尽有吴故地，艾属楚。
●

·

～‘

粟
秦始皇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统_中国，分全国为三十郡。铜鼓属九江郡

艾县。 ．

’

j、‘ ．

汉厶K

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 灭秦，改九江郡为淮南国，艾属淮南。

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增设郡治，艾属豫章郡。

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改豫章郡为九江郡．天凤元年(公元14年)，改

艾县为治翰县，铜鼓属之。
’

东汉光武二年(公元26午) ‘复九江郡为豫章郡，治翰县为艾县。

f

●

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

仍属艾县。

孙吴黄武八年(．229年)

三 国 ．

三国鼎立，江西尽属吴．铜鼓境地部份入西安县，部份

大将潘璋出任西安县令，过化铜鼓石．

两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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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晋太康元年(280年) ．

改西安县为豫宁县．铜鼓仍属艾。

晋永平元年至永兴三年(291年--306年)

． 晋代发生八王之乱。旌阳令许逊弃官东归豫章．周游赣、修二江水系，考察水利。民间

流传有挥剑逐蛟于铜鼓石的传说。铜鼓建县因此石得名。

．
南朝陈永定三年(559年)

改豫章郡为豫宁郡，辖艾、永修、建昌、新吴、豫宁5县。铜鼓属艾。

’

隋
开皇九年(589年)

文帝下令撤豫宁郡，将原属5县合并为建昌。铜鼓属建昌。

●

． 唐
长安四年(704年)

。

析建昌簧武宁县，辖乡20：泰平、安平、奉仙、武宁、高城、崇仁、仁义、西平、升义、升

仁、大清、甘罗、安乐、北乡、年丰、顺义、上南j下南、江阴、长乐。铜鼓入武宁县。

贞元十六年(800年)
’‘

析武宁西八乡(泰平、安平、奉仙、武宁、高城、崇仁、仁义、西平)置分宁县，建治于常州

亥市，因其地多痃疟，讳痃如亥，故各。铜鼓属分宁。

五代十国‘／
后梁期间(907—923年)

。

’中原汉民族相继迁徙入境，垦山造田，发展农业生产。

后唐清泰元年(934年)

崇仁乡五十四都(今棋坪乡)塘湾，周銮于此见龙马，以为祥瑞，而献之朝廷，并勒石劾

碑于道旁。清乾隆时，土人于龙马塘中捕鱼，复得此碑。 ．

宋
建炎年间(1127—1130年)

踏勘分宁武宁乡二十三都(今三都乡境)募兵立定江寨，置游击镇守。

中原汉民族继续迁徙入境、王、陈、张、吴、胡、帅等姓于北宋时迁入；梁、刘、游、李、欧

等姓于南宋时迁入．最早迁入铜鼓境内的居民，习惯称之为“本地人”(即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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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八年(1304年)

州治设医学一员。

兀

，． 明． ，．

洪武二年(1369年)

州设医学训科，设医学一员f 、

洪武三年(1370年)

改宁州为宁县

洪武八年(1375年)

， 改定江寨为定江巡检司，建司官衙，开辟定江上市、定江下市集市墟场，逐年扩建成衙

前街。

洪武十七年(1384年) ．’

授饶以成医学一员

正统四年(1439年)
、 j宁县联合奉新、新昌合建八叠巡检司，筑寨驻兵．

‘

成化二十二年(1484年)

12月，恩赉寿官：崇乡梁武功(卒年95)、周子信(卒年99)、梁伯王阿(卒年92)、周永昌

(卒年81)、梁日修(卒年81)等11人。 。

弘治十六年(1503年)

升县为州。，设医学典科。

万历四年(1576年)

郡阳守备邓子龙率军进驻铜鼓，镇压李大銮农民起义。官军感伤岚瘴甚多，邓子龙延

请湖南浏阳医师诊治。 ．
．

’．

万历五年(1577年)

建铜鼓营城，设守备镇守，改石下铺为铜鼓市．设上、中、下三常平仓，储粮养兵，故有

’上仓街、中仓街、下仓街之称。

万历十五年(1587年)

7月，下霜三日，禾尽萎死，民疫死者无数。 ’

‘’

’：罩皇
． 渭
顺治元年(1644’年) ’

‘

州设医学训科，有医学一员。

康熙元年(1662年)

广东、福建及江西赣州等地开始向铜鼓移民．入境后，扎棚以栖，春来冬归，故又称为

“棚民”．官方称之为客户．

雍正三年(17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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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立“怀远都”，既可安棚民，又可征赋役，客户均入怀远都．故客籍人又称怀远人。

雍正六年(1728年)

设铜鼓分防府衙署，移驻瑞州同知。 ．

同年．增建排埠巡检司。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州民彭国治妻叶氏一产三男，奉旨恩赏布米。 ．

嘉庆六年(1801年J ·

改宁州为义宁州。 ，

‘嘉庆十六年(1811年)

武乡怀远都寿民钟锡禄年登百岁，知州及铜鼓同知具文祥报，匾旌其门。后寿至百有

五岁。 ．

道光十二年(1832年)

夏大水，秋复疫，人民多毙，下崇乡尤甚。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上武乡渣湖煅(今排埠乡)潘应耀一百岁，江西巡抚为寿跻百龄，奏请旌表。道光三十

年．奉旨建百岁坊。潘应耀卒于咸丰壬子年(1852年)，年104岁。

同治七年(1868年)

崇乡五十三都(今棋坪乡)中医李南园著《医鉴新裁》三十本，呈义宁州。州宪披阅全

帙，嘉其甚费苦心，济世有方，额奖“古艾良医”。 。

光绪十二年(1886年)

铜境麻毒盛行，死亡相属。

光绪十七年(1891年)
’，

里人黄小颜等60人捐赀捌拾柒千文，重刊《麻科活人全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铜鼓分防府同知许竞，书匾“医有儒行”授排埠中医潘惠卿，举人黄希宪为之作“儒医

济世传”。

宣统二年(1910年)

农历正月初一日，废铜鼓营移驻分府，改建制为“铜鼓抚民厅”．
，

中 华 民 国

民国2年(1913年)

7月 建铜鼓县．属浔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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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6年(1917年) ．．

本县瘟疫流行。 ．

’

民国7年(1918年)

本县瘟疫继续流行，病者十之八九，几至一家之人，无煮饭检药者⋯⋯死亡极惨。’

民国16年(1927年)

天花流行，蔓延十余乡．死甚众。
’

民国17年(1928年)

8月27日’江西基督教分会派牧师聂永顺‘译音)在铜鼓上仓街设立福音堂，除宣传

基督教外，兼施普通西药。

民国18年(1929年)

11月 铜鼓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设卫生部负责苏区卫生工作。县苏开办中药合作社，

各区苏设红色药店。
，

●

民国19年(1930年)

上半年，建立中国革命互济会湘鄂赣省铜鼓县总会，宋兴任主任。救护红军伤病士兵

为会员八条义务之一． 一

·

’·．

。

是年，本县建立临时诊疗所，民众称为“旎诊所”，由本地中医轮流值日应诊．

一九

民国20年(1931年)

秋，疟疾大流行，带溪等地农村．以0．5元光洋割一担谷的工价，都无人受雇。．

11月．湘鄂赣省委第19次常委会针对农村中疾病流行，决定提高群众互助救济的热

情，注意救济群众的疾病。县苏维埃政府采用青蒿制。疟疾丸”来医治疟疾。

民国21年(1932年)

，． 5月18日 湘鄂赣省苏互济会号召各县应普遍组织采药队，并健全贫民看病所．t

6月12日 红十六军七，九两师和红独立一、二师及铜鼓县苏游击大队，集歼驻丰

田、排埠之敌七十七师罗霖部一加强营。我方600余伤员由县苏组织群众救护，送往高桥

竹山下、上庄及万载的高村后方医院医治． ．

．同月，由湘鄂赣互济总会主任邓洪主挣在梁煅(今高桥乡)召开铜鼓县互济总会执委

会议，改选县互济会负责人，李千福任主任． 。

圆。

、

民国22年(≥933之
按《江西省种痘暂行规定>，本县开始废止“人苗”，推行牛痘。其时种痘一颗．收银圆一

民国23年(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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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迁驻幽居。后方医院等卫生机构随之迁入幽居祖

庄。
’

．

3月 红十六师后方医院第一、二、三、四所迁驻幽居漕洞、石嘴上吴家、夏家、周家等

地。 ．

8月28日 铜鼓县中药业同业公会成立，共会员24人。
’

民国24年(1935年)
?

10月1日 成立县诊疗所，设医务主任、医师、助医、护士各1人。

民国25年(1936年)

县诊疗所改称铜鼓县卫生院。 ’
．

民国28年(1939年)

9月20日(农历八月初八日) 日机三架轰炸县城．死39人，伤62人，毁房48栋。

25日．日机三架轰炸带溪、大煅，死人．伤4人。毁房数栋。同月27日和30日，两地又

再遭日机轰炸，道路、森林、庄稼均遭破坏。

民国29年(1940年)

2月 本县发生天花。省卫生处医疗防疫队第二队在修水、铜鼓一带，推行预防接种，办理

难民医疗防疫工作。

是年，铜鼓县卫生院扩升为乙级卫生院。．

民国30年(1941年)

3月17日 日机轰炸铜鼓县城，死21人．伤35人。县卫生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四

二医疗队参加救护工作。

是年．县卫生院首设助产士1人，推行新法接生。

民国31年(1942年)

1月1日 成立铜鼓县中医诊疗所。矢煅、鹤吼、三都、排埠、石桥等乡亦先后成立中
医诊疗所。县诊所由县长兼任所长，乡诊所由乡长兼任所长，医师中推举l人为副所长。

民国32年(1943年)

4月 铜鼓县医师公会改为铜鼓县中医师公会，共会员106人。

民国33年(1944年)

4月19日 县政会议决议：省卫生处配售本县卅三年度奎宁一万粒。每粒售价5元，

每人每次最多限购lo粒，县属机关凭函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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