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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淄博市卫生志>成书，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地方志，是概定区域内的“百科全书”，素有“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使人

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中吸取历史的启迪。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

家，多次倡议编修地方志，并特别指出“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

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o社会发展告诉人们，“昨天”、“今天”、“明天”

紧紧相连。“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未知陆沉”。地方志不仅

对于纵观历史，运筹谋划，执政决策，而且对于振奋精神，净化民风，繁荣经济，都

有着深远的重要的意义。

编纂志书源远流长，亦有“盛世修志”之说。淄博作为古老的齐都之邦，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志书是其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但是，浏览卷帙浩繁的旧志

书，对医药卫生的记述却寥寥无几，偶有传染病流行的记载，亦仅以“疫”、“大

疫”、“疫病大作”简而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的发展虽有曲折，但总以不可_阻挡的气

势涌动向前。淄博亦是如此，医药卫生位居百舸争流之中o 1960年，淄博市卫

生局曾编写过卫生志，因故未成。1982年，淄博市卫生局根据市里部署，建立专

门机构，通力编纂卫生志。历经十三载，九更篇目，八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这

就是现在面世的<淄博市卫生志>o

本志，属专业志。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严履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力求符合“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褒贬得

当，体例完备”的要求。通篇立足当代，侧重近代，详今略古，重点突出了淄博市

建国后卫生事业发展的史实，加重了对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卫生事业显著成就的记述。

本志的人卷资料，事以类从，述而不议。“时经事纬者偏重纵，事经时纬者偏

于横”，集预防、医疗、教育、科研于一体，熔述、表、图、照片于一炉，寓观点于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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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书20篇，前列概述、大事记，后设人物，杂志，中置行政管理机构、卫生机

构、爱国卫生、中医、西医、医药器械、卫生防疫、工业卫生、妇幼卫生、社会保健、

农村卫生、医学教育、医学科研、管理篇，并列“附录”于后。因淄博工业发达，农

村域广人众，故单设了“工业卫生”篇和“农村卫生”篇，且对下乡医疗队、赴藏援

外、收治地震伤员等内容单立章节记述。展现了淄博地区医药卫生事业的社会

地位和发展前进的时代风貌。

编纂专业性卫生志，工程浩繁，前无所辙，任务艰巨。我们在修志之初，即行

广征博采，“众手修志”，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各区县、市各有关部门，市直医

疗卫生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热情提供资料；许多司职我市卫生工作的老同志，

认真斧正勘误。其诚可感，耿怀照人。本志实为众手所修，应该功彰于众。在

此，谨向关怀支持这部志书并为之付出辛苦劳动的诸君，表示衷心的谢忱。

本志稿成之际，中共中央于1994年8月23日下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o<纲要>中指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瑰宝。要善于运用国情资料，并注意挖掘和利用各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

断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毋庸讳言，本志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

教材。起码对卫生系统是这样。如果说，读了这部资料，能够从中感到中华民族

前赴后继的革命历程是多么不易，中国共产党是多么英明，人民群众是多么伟

大，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优越，并能增加为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奉献奋斗的力

量，这是我们尤感欣慰的。

潜心书成，疵讹难免，实有众望难负之感。情之所及，谨此为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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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淄博市政府部署和淄博市卫生局决定编修，名为<淄博市卫

生志>。

二、本志区域范围，以1985年淄博市所辖区划为限。编纂的目的，在于辑录

域内的医药卫生资料，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以旨

稽前启后。

三、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严履历史，反映现状，突出

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体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地域性、可读性的

统一，力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专业鲜明，体例完整。 j

四、本志时限，上限自1840年，下限至1985年。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立

足当代，侧重近代，因事而异追溯古代。以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重点，突出建国

35年的史实，加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记述，系统反映鸦片战争以

来145年淄博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展现时代风貌。

五、本志结构，先分类后分期。设篇、章、节，视资料设目。对不宦归类而有

实际价值的资料，录入“杂志”或“附录”备查。

六、本志为记述体。事以类从，述而不议，寓褒贬于记述中。采用记、志、传、

录、考、图、表、照片等形式表述，以横断面记事本末。表达不加政治性定语，引文

仍依其旧o ．

七、本志的政权、机构、组织、职务及人物称谓，沿用历史全称，直书其名。对

在世的人物，按“生不立传”的惯例，述事系人于有关章、节中。革命烈士录入“人

物”篇，以昭后代o
”

八、本志“行政管理机构”的名录，以行文为准。其正、副职按任职时间序列，

对任免时间不全者，或只录任命时间，或只录名讳。机构建立和干部任免时间，

录至“月”o
’

九、本志为专业志。对政治运动、党务、工团组织、理论教育、思想建设、劳动

福利、精神文明等内容，不设专篇记述。域内驻军医事，未录入志。

十、“文化大革命”中的资料。收录从简。数字的表述，除工作性数字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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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年报的资料。先进人物和科研成果的收录，以批准、鉴定或授奖机关的
证件为准。

十一、“大事记”收录只作简述，记事延至本志1995年12月搁笔时止，重要

事件在相关章、节中介绍。领导人更迭，只录正职，副职列入记事年表。

十二、记述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且注公元年月日。文中数
字，采用阿拉伯数码表示。

2



目 录

■●-

序⋯⋯⋯⋯⋯⋯⋯⋯⋯⋯⋯⋯··；⋯⋯⋯⋯⋯⋯··!⋯⋯⋯⋯⋯⋯⋯⋯⋯⋯⋯⋯⋯⋯(1)

凡例⋯⋯⋯⋯⋯⋯⋯⋯⋯⋯⋯⋯⋯⋯⋯⋯⋯⋯⋯⋯⋯⋯⋯⋯⋯⋯⋯(1．)

第一篇概 述

第二篇大事记

第三篇行政管理机构

第一章简 述⋯⋯⋯⋯⋯(37)

第二章晚清与民国时期⋯⋯(38)

第一节博山县⋯⋯⋯⋯⋯⋯(38)

第二节淄川县⋯⋯⋯⋯⋯⋯(38)

第三节临淄县⋯⋯⋯⋯⋯⋯(38)

第四节长山县⋯⋯⋯⋯⋯⋯(38)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39)

第一节建国初期⋯⋯⋯⋯⋯(39)

第二节淄博专区中心

卫生院⋯⋯⋯⋯⋯⋯

第三节淄博专署卫生科⋯⋯

第四节淄博市卫生局⋯⋯⋯

第五节区县卫生局⋯⋯⋯⋯

第四章淄博市卫生局

39

39

40

41

领导人⋯⋯⋯⋯⋯⋯(43)

第一节行政领导⋯⋯⋯⋯⋯(43)

第二节党的组织⋯⋯⋯⋯⋯(44)

第五章淄博市卫生局

机关科室⋯⋯⋯⋯⋯(48)
第一节1955年3月至

1968年10月 ⋯⋯⋯(48)

第二节1970年2月至

1977年6月⋯_⋯⋯(50)

第三节1977年6月至

1985年12月 ⋯⋯⋯(51)

第六章淄博市卫生局

直属单位⋯⋯⋯⋯⋯(55)

第七章工业卫生行政

机构⋯⋯⋯⋯⋯⋯⋯(58)

第一节山东工矿部卫生科⋯(58)

第二节工业部门卫生处⋯⋯(59)

1



第四篇卫生机构 ．

第一章简 述⋯⋯⋯⋯⋯(61)

第二章晚清与民国时期⋯⋯(63)

第一节外人医院⋯⋯⋯⋯⋯(63)

第二节县医院⋯⋯⋯⋯⋯⋯(64)

第三节我政权卫生机构⋯⋯(65)

第四节私人诊所⋯⋯⋯⋯⋯(67)

第三章建国初期医疗

机构⋯⋯⋯⋯⋯⋯⋯(69)

第四章市、区综合医院⋯⋯(74)

第一节淄博市第一医院⋯⋯(74)

第二节淄博市第二医院⋯⋯(77)

第三节区县医院⋯⋯⋯⋯⋯(79)

第五章专业卫生机构⋯⋯⋯(81)

第二节淄博市职业病

防治院⋯⋯⋯⋯⋯⋯(82)

第三节淄博市耳鼻咽喉

医院⋯⋯⋯⋯⋯⋯⋯(84)

第四节淄博市环境卫生

管理处⋯⋯⋯⋯⋯⋯(84)

第五节淄博市药材公司⋯⋯(85)

第六章疗养机构⋯⋯⋯⋯⋯(85)

第一节淄博市疗养院⋯⋯⋯(85)

第二节淄博市疗养院

筹备处⋯⋯⋯⋯⋯⋯(85)

第三节淄博工人疗养院⋯⋯(88)

第七章企业医院⋯⋯⋯⋯一(88)

第一节淄博市传染病医院⋯(82)

第五篇爱国卫生

第一章组织机构⋯⋯⋯⋯⋯(93)

第二章工作开展情况⋯⋯⋯(94)

第一节卫生扫除⋯⋯⋯⋯⋯(94)

第二节反细菌战运动⋯⋯⋯(95)

第三节“除四害、讲卫生”⋯⋯(98)

第四节“两管”“五改”⋯⋯⋯(100)

第五节卫生工作上

<纲要>⋯⋯⋯⋯⋯⋯(102)

第六节治理“脏、乱、差”⋯⋯(103)

第七节卫生达标⋯⋯⋯⋯⋯(104)

第六篇

第一章简 述⋯⋯⋯⋯(117)

第二章中医政策实施⋯⋯(118)

第一节中医走向联合

时期⋯⋯⋯⋯⋯⋯⋯(118)

第二节贯彻中医政策

时期⋯⋯⋯⋯⋯⋯⋯(119)

．? 第三节中医曲折发展
’ 时期⋯⋯⋯⋯⋯⋯⋯(120)

2

第八节城市环境卫生⋯⋯⋯(105)

第三章卫生健康教育⋯⋯(107)

第一节简述⋯⋯⋯⋯⋯··：⋯(107)

第二节报纸⋯⋯⋯⋯⋯⋯⋯(109)

第三节编写资料⋯⋯⋯⋯⋯(110)

第四节展览⋯⋯⋯⋯⋯⋯⋯(110)

第五节公众宣传⋯⋯⋯⋯⋯(．113)

第六节卫生知识调查⋯⋯⋯(114)

第四章检查评比⋯⋯⋯⋯(115)

中 医

第四节中医稳步发展

时期⋯⋯⋯⋯⋯⋯⋯(120)

第三章中医机构⋯⋯⋯一·(121)

第一节张周市周村中医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中

联合诊所⋯⋯⋯⋯⋯

淄博市中医院⋯⋯⋯

区县中医院⋯⋯⋯⋯

(121

(122

(123

(12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传统行医⋯⋯⋯⋯⋯(125)

中医技术继承⋯⋯⋯(125)

中医技术⋯⋯⋯⋯⋯(128)

历代名医⋯⋯⋯⋯⋯(134)

医文⋯⋯⋯⋯⋯⋯⋯(136)

第五章民间医药⋯⋯··．．⋯(138)
第一节验方⋯⋯⋯⋯⋯⋯⋯(138)

第二节疗法⋯⋯⋯⋯⋯⋯⋯‘143)

第三节遗迹⋯⋯⋯⋯⋯⋯⋯(144)

第七篇西 医

第一章西医传入⋯⋯⋯⋯(147)

第二章建国前西医⋯⋯⋯(147)

第三章门诊与病房⋯⋯⋯(149)

第一节门诊⋯⋯⋯⋯⋯⋯⋯(149)

第二节病房⋯⋯⋯⋯⋯⋯⋯(149)

第三节急症室⋯⋯⋯⋯⋯⋯(150)

第四节手术室⋯⋯⋯⋯⋯⋯(150)

第五节药剂科⋯⋯⋯⋯⋯⋯(152)

第六节供应室⋯⋯⋯⋯⋯⋯(152)

第四章诊疗技术⋯⋯⋯⋯(155)

第一节简述⋯⋯⋯⋯⋯⋯⋯(155)

第二节内科技术⋯⋯⋯⋯⋯(156)

第三节外科技术⋯⋯⋯⋯⋯(156)

第四节妇产科技术⋯⋯⋯⋯(158)

第五节小儿科技术⋯⋯⋯⋯(158)

第六节五官科技术⋯⋯⋯⋯(159)

第七节皮肤科技术⋯⋯⋯⋯(160)

第八节肿瘤科技术⋯⋯⋯⋯(161)

第九节理疗技术⋯⋯⋯⋯⋯(i61)

第十节放射技术⋯⋯⋯⋯⋯(161)

第十一节检验技术⋯⋯⋯⋯(162)

第十二节功检技术⋯⋯⋯⋯(162)

第十三节例录⋯⋯⋯⋯⋯⋯(163)

第五章护 理⋯⋯⋯⋯(166)

第一节护理队伍⋯⋯⋯⋯⋯(166)

第二节护理技术⋯⋯⋯⋯⋯(166)

第三节护理工作⋯⋯⋯⋯⋯(167)

第四节表彰⋯⋯⋯⋯⋯⋯⋯(168)

第六章输 血⋯⋯⋯⋯(170)

第七章中西医结合⋯⋯⋯(172)

第八篇医药器械

第一章医药供应⋯⋯⋯⋯

第二章医疗器械⋯⋯⋯⋯

第三章中 药⋯⋯⋯⋯

第一节中药材资源⋯⋯⋯⋯

第二节地方药产⋯⋯⋯⋯⋯

第三节中药材炮制⋯⋯⋯⋯

第四节中药资源分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古代卫生

近代疫情

中华民国政权的

(177)

(179)

(181)

(181)

(181)

(183)

(183)

第四章西 药⋯⋯⋯⋯(191)

第一节发展⋯⋯⋯⋯⋯⋯⋯(191)

第二节限用药品⋯⋯⋯⋯⋯(192)

第三节制剂⋯⋯⋯⋯⋯⋯⋯(193)

第五章药 检⋯⋯⋯⋯(195)

第六章药 价⋯⋯⋯⋯(196)

第九篇卫生防疫(上)

(199)

(200)

防疫⋯⋯⋯⋯⋯⋯(201)

第四章解放区、根据地

灭病⋯⋯⋯⋯⋯⋯(203)

3



第五章防疫机构⋯⋯⋯⋯(204)

第一节淄博劳工卫生工作

队⋯⋯⋯⋯⋯⋯⋯⋯(204)

第二节淄博专区中心卫生院

防疫股⋯⋯⋯⋯⋯⋯(205)

第三节淄博市卫生防疫

站⋯⋯⋯⋯⋯⋯⋯⋯(205)

第四节区(县)卫生防疫

站⋯⋯⋯⋯⋯⋯⋯⋯(206)

第六章计划免疫⋯⋯⋯⋯(207)

第七章传染病防治⋯⋯⋯(211)

第一节疫情⋯⋯⋯⋯⋯⋯⋯(211)

第二节防治⋯⋯⋯⋯⋯⋯⋯(213)

第三节法定传染病动态⋯⋯(219)

第十篇卫生防疫(下)

第一章环境卫生监督⋯⋯(221)

第二章饮水卫生监督⋯⋯

第三章食品卫生监督⋯⋯

第一节简述⋯⋯⋯⋯⋯⋯⋯

第二节管理⋯⋯⋯⋯⋯⋯⋯

第三节卫生学调查⋯⋯⋯⋯

(222)

(224)

(224)

(224)

(227)

第四节食物中毒⋯⋯⋯⋯⋯

第四章学校卫生监督⋯⋯

第五章卫生检验⋯⋯⋯⋯

第一节简述⋯⋯⋯⋯⋯⋯⋯

第二节工作开展⋯⋯⋯⋯⋯

第十一篇工业卫生

第一章建国前职业危害⋯’(237)

第二章工业卫生综述⋯⋯(239)

第三章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防治⋯⋯⋯⋯⋯⋯(243)

第一节粉尘作业卫生⋯⋯⋯(243)

第十二篇

第一章机构队伍⋯⋯⋯⋯(263)

第一节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263)

第二节区县妇幼保健机构

．⋯⋯⋯⋯⋯⋯⋯⋯⋯(263)

第三节基层妇保队伍⋯⋯⋯(264)

第二章接 生⋯⋯⋯⋯(265)

第一节旧法接生⋯⋯⋯⋯⋯(265)

第二节改造旧产婆⋯⋯⋯⋯(266)

第三节新法接生⋯⋯⋯⋯⋯(266)

第三章妇女保健⋯⋯⋯⋯(267)

第一节妇女病查治⋯⋯⋯⋯(267)

4

(228)

(231

(234

(234

(234

第二节毒物作业卫生⋯⋯⋯(247)

第三节物理作业卫生⋯⋯⋯(252)

第四章放射防护⋯⋯⋯⋯(254)

第五章环境监测与预防性

卫生监督⋯⋯⋯一·(257)

妇幼卫生

第二节妇女劳动保护⋯⋯⋯(269)

第三节妇幼卫生保健程序化

管理⋯⋯⋯⋯⋯⋯⋯(270)

第四章儿童保健⋯⋯⋯⋯(271)

第一节托幼卫生⋯⋯⋯⋯⋯(271)

第二节儿童健康调查⋯⋯⋯(272)

第三节婴幼儿常见病查治

··⋯··⋯·⋯···⋯········(274)

第五章节育技术⋯⋯⋯⋯(275)

第一节组织与队伍⋯⋯⋯⋯(275)

第二节节育技术⋯⋯⋯⋯⋯(276)

第三节节育技术管理⋯⋯⋯(277)



第十三篇社会保健(上)

第一章地方病防治⋯⋯⋯(281)

第一节机构⋯⋯⋯⋯⋯⋯⋯(281)

第二节防治⋯⋯⋯⋯⋯⋯⋯(281)

第三节表彰⋯⋯⋯⋯⋯⋯⋯(292)

第二章皮肤病防治⋯⋯⋯(293)

第一节机构⋯⋯⋯⋯⋯⋯⋯(293)

第二节梅毒防治⋯⋯⋯⋯⋯(294)

第三节麻风病防治⋯⋯⋯⋯(296)

第四节头癣病防治⋯⋯⋯⋯(298)

第五节着色徽菌病防治⋯⋯(299)

第三章结核病防治⋯⋯⋯(300)

第一节机构⋯⋯⋯⋯⋯⋯⋯(300)

第二节卡介苗接种⋯⋯⋯⋯(301)

第三节普查普治⋯⋯⋯⋯⋯(301)

第四节治疗⋯⋯⋯⋯⋯⋯⋯(303)

第四章精神病治疗⋯⋯⋯(303)

第一节机构⋯⋯⋯⋯⋯．，．⋯(303)

第二节社会调查⋯⋯⋯⋯⋯(305)

第三节治疗⋯⋯⋯⋯⋯⋯⋯(306)

第四节精神病司法鉴定⋯⋯(308)

第十四篇社会保健(下)

第一章红十字会⋯⋯⋯⋯(

第一节施医舍药⋯⋯⋯⋯⋯

第二节救死扶伤⋯⋯⋯⋯⋯

第三节红十字会⋯⋯⋯⋯⋯

第二章医疗队⋯⋯⋯⋯⋯(

第一节支前医疗队⋯⋯⋯⋯

第二节救灾医疗队⋯⋯⋯⋯

第三节下乡医疗队⋯⋯⋯⋯

第四节赴唐山抗震救灾

309)

(309)

(309)

(310)

314

(315

(315

(316

医疗队⋯⋯⋯⋯⋯⋯(319)

第五节抗震救灾常备

医疗队⋯⋯⋯⋯⋯⋯

第六节援坦医疗队⋯⋯⋯⋯

第七节赴藏医疗队⋯⋯⋯⋯

第八节战备医疗队⋯⋯⋯⋯

第三章收治地震伤员⋯⋯

第一节接送⋯⋯⋯⋯⋯⋯⋯

第二节治疗⋯⋯⋯⋯⋯⋯⋯

第三节深情⋯⋯⋯⋯⋯⋯⋯

第四章划区医疗⋯⋯⋯⋯

第十五篇农村卫生

第一章简 述⋯⋯⋯⋯(333)

第二章乡镇医疗机构⋯⋯(334)

第一节老区卫生所⋯⋯⋯⋯(334)

第二节联合诊所一：⋯．．．⋯⋯(335)

第三节人民公社卫生院⋯⋯(336)

第四节区县分院⋯⋯⋯⋯⋯(337)

第五节卫生队伍⋯⋯⋯⋯⋯(339)

第三章医疗技术设备⋯⋯(339)

(320)

(321)

(322)

(325)

(326)

(326

(327

(328

(330

第四章合作医疗⋯⋯⋯⋯(343)

第一节发展⋯⋯⋯⋯⋯⋯⋯(343)

第二节整顿⋯⋯⋯⋯⋯⋯⋯(344)

第三节大队卫生室⋯⋯⋯⋯(345)

第五章乡村医生⋯⋯⋯⋯(346)

第一节不脱乡卫生员 ⋯⋯(346)

第二节赤脚医生⋯⋯⋯⋯⋯(346)

第三节乡村医生⋯⋯⋯⋯⋯(347)

第十六篇医学教育

第一章建国前医学教育⋯(349)

第二章短 训⋯⋯⋯⋯(350)

第三章学 校⋯⋯⋯⋯(351)

第一节淄博卫生学校⋯⋯：．．(351)

5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淄博第二卫生学校
●●●●●●●●●●●●●●●●●●⋯●●●●●●

山东省淄博医学专科

学校⋯⋯⋯⋯⋯⋯⋯

淄博市卫生学校⋯⋯

区办卫校⋯⋯⋯⋯⋯

院办卫校⋯⋯⋯⋯⋯

(354)

55

55

55

56

第四章教 学⋯⋯⋯⋯(357)

第一节设备⋯⋯⋯⋯⋯⋯⋯(357)

第二节教学⋯⋯⋯⋯⋯⋯⋯(358)

第三节实习⋯⋯⋯⋯⋯⋯⋯(360)

第四节勤工俭学⋯⋯⋯⋯”(360)
第五节多种形式办学⋯⋯⋯<361)

第五章进 修⋯⋯⋯⋯(363)

第十七篇医学科研

第一章机 构⋯⋯⋯⋯(365)

第二章学 会⋯⋯⋯⋯(366)

第一节学会组织⋯⋯⋯⋯⋯(366)

第二节学术活动⋯⋯⋯⋯⋯(369)

第三章医学情报⋯⋯⋯⋯(372)

第四章医学科研成果⋯⋯(374)

第一节综述⋯⋯⋯⋯⋯⋯⋯(374)

第二节获省厅级以上奖项目

⋯⋯⋯⋯⋯⋯⋯⋯⋯·(377)

第三节获淄博市表彰项目。 ·

⋯⋯⋯⋯⋯⋯⋯⋯⋯·(379)

第五章医学著述⋯⋯⋯⋯(383)

第六章对外学术交流⋯⋯(383)

第十八篇管 理

第一章卫生工作方针⋯⋯(385)

第二章医疗制度⋯⋯⋯⋯

第一节公费医疗制度⋯⋯⋯

第二节劳保医疗制度⋯⋯⋯

第三节自费医疗⋯⋯⋯⋯⋯

第四节医疗减免⋯⋯⋯⋯⋯

第三章人事管理⋯⋯⋯⋯

第一节机构人员管理⋯⋯⋯

第二节技术职务晋升⋯⋯⋯

第三节卫生保健津贴⋯⋯⋯

第四节工团组织⋯⋯⋯⋯⋯

第四章计划财务管理⋯⋯

第一节机构与体制⋯⋯⋯⋯

第二节财会队伍⋯⋯⋯⋯⋯

第三节管理形式⋯⋯⋯⋯⋯

6

(386

(386

(388

(389

第四节计划财务管理⋯⋯⋯(401)

第五节专题调查⋯⋯⋯⋯⋯(408)

第六节卫生经济学会⋯⋯⋯(409)

第五章医政管理⋯⋯⋯⋯(411)

第一节医疗事故鉴定⋯⋯⋯(411)

第二节干部保健⋯⋯⋯⋯⋯(413)

第三节疗养⋯⋯⋯⋯⋯⋯⋯(415)

第四节个体行医管理⋯⋯⋯(416)

第六章药政管理⋯⋯⋯⋯(417)

第一节机构⋯⋯⋯⋯⋯二⋯·(417)

第二节监督⋯⋯⋯⋯⋯⋯⋯(418)

第三节毒、麻药品管理⋯⋯(421)

第四节贯彻实施<药品管

理法>⋯⋯⋯⋯⋯⋯(422)

第七章卫生法规实施⋯⋯(425))、，、，、，、，、，、，、，、，、，趵如如够钙卯吟钙∞∞

3

M

3

3

3

3

M

3棚4

／～

：，～，L，～，L

：，～，～，～



第十九篇人 物

第一章简 述⋯⋯⋯⋯(429) 第四章医林隅贤

第二章人物传略⋯⋯⋯⋯(430) 第五章革命烈士

第三章人物简介⋯⋯⋯⋯(435) 第六章先进人物

第二十篇杂 志

一、1948年<中共临时党

员证> ⋯⋯⋯⋯⋯(451)

二、中共山东工矿部卫生科总

支委员会⋯⋯⋯⋯(451)

三、中共淄博市委员会历次代
表大会卫生界代表·

⋯⋯⋯⋯⋯⋯⋯⋯·(452)

四、淄博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卫生界代表⋯⋯⋯(453)

五、淄博市历届政协委员会卫

生界委员⋯⋯⋯⋯(455)

六、中共淄博市卫生局第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455)

附 录

淄博市卫生局征集资料

通知⋯⋯⋯⋯⋯⋯(469)

淄博市卫生局公布审定

委员会的通知⋯⋯(469)

建国后中西医结合工作

方针⋯⋯⋯⋯⋯⋯(470)

1957年国务院公布<关于领

导工业卫生工作的分工

办法> ⋯⋯⋯⋯⋯(471)

淄博市卫生事业“七五”

规划(摘录) ⋯⋯(473)

淄博市红十字会历届组织

(441)

(442)

(444)

七、1981～1985年淄博市卫生

系统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

党员⋯⋯⋯⋯⋯⋯(456)

八、淄博市卫生系统先进表彰’

琐录⋯⋯⋯⋯⋯⋯(457)

九、人物琐录⋯⋯⋯⋯(460)

十、建国前入伍的卫生界人员

名录⋯⋯⋯⋯⋯⋯(461)

十一、卫生习俗⋯⋯⋯(463)

十二、卫生谚语⋯⋯⋯(464)

十三、卫生歌谣⋯⋯⋯(464)

十四、卫生方言⋯⋯⋯(466)

机构⋯⋯⋯⋯⋯⋯(474)

淄博市卫生局1971年推广的

防治气管炎方剂⋯(476)

史记·仓公列传⋯⋯⋯⋯(480)

图、表、照片序次⋯⋯(487)

卷中附件目次⋯⋯⋯⋯(490)

副卷目次⋯⋯⋯⋯⋯⋯(491)

淄博市直属卫生单位志主要

编纂人⋯⋯⋯⋯⋯(491)

区、县卫生志主要
‘

编纂人⋯⋯⋯⋯⋯(492)

编后记⋯⋯⋯⋯⋯⋯⋯⋯⋯⋯⋯⋯⋯⋯⋯⋯⋯⋯⋯⋯⋯(493)
7



第一篇 概 述

淄博市系古代齐都之邦，位于山

东省中部，辖张店区、博山区、淄川区、

周村区、临淄区、桓台县。市人民政府

驻张店。

淄博市地处北纬36。16’一37‘

06 7，东经117。41 7～118。307之间。东

与潍坊的青州市、临朐县相接，西与济

南市的章丘县、惠民地区的邹平县毗

连，北同惠民地区的高青县、博兴县、

广饶县接壤，南和临沂地区的沂源县、

泰安的莱芜市为邻。南北最大纵距

92．3公里，东西最大横距71．5公里．

总面积为3424平方公里。地势南高

北低，海拔最高为1108．3米，最低为

7米，淄川以北开阔平坦。市内河流

属小清河水系，主要有淄河、孝妇河、

乌河、猪龙河及其支流涝淄河、潘阳

河、范阳河、漫泗河、淦河。淄河为全

市最长河流，市内流程122公里，发源

于博山境内的鲁山北麓，向北流经淄

川、I临淄两区入广饶县境。孝妇河为

全市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博山的岳阳

山南麓，穿市域中部北流，经博山、淄

川、张店、周村4区进入邹平县境，市

内流程77公里。境内有太河水库、石

马水库、萌山水库和马踏湖。气候属

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常年主

导风向为西南风。年平均气温12．3

～13．1℃，年平均降雨量为586．4—

629．0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0％

～66％。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谷类为

主。果林业山区为多。

淄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距今

约7000～4000年前新石器中、晚期文

化遗址多处。临淄古称营丘，公元前

11世纪周武王封太公姜尚丁齐地。

公元前854年，齐献公复都营丘，改为

临淄；张店古属齐邑昌国，汉时置昌国

县；淄川在西汉时设般阳县，隋代改为

淄川；周村古属齐国於陵邑，自西汉时

开始设县；博山古称颜神镇，金代时已

驰名远近。清·雍正十二年设县；桓台

在商殷时属蒲姑国，公元1282年设新

城县．1914年改称桓台县o

“淄博”一名几经沿革。最早见于

20世纪20年代，是淄川、博山两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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