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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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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我市方志，已有悠久的历史。仅从明·嘉靖七年(1528年)至

民国廿四年(1935年)，就有现存编修过七次的传世版本。它虽蕴藏了

丰富的历史内容，但有关卫生历史资料却甚少。至此国家改革之际，医

药卫生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成果，搜集整理，用以借鉴，实为当务之

急o

历史陈迹素成过去，及时修志记载，方能搿温故而知新一。我局编

写人员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 仃存真一、 “求实一的原

则，据事直书，寓评于史，寓褒贬于记事之中。但褒不谥美，贬不过

实，尊重医药卫生发展的客观史实。通过查抄档案、调查、采访、征

集、，座谈等多种形式，积累了大量资料。修志人员团结合作，克服困

难，缜密梳理，历经四年辛勤劳动，五次修订篇目，三易其稿，方始成

册。

盯记陈事共所鉴，记新事共所用一。《德州市医药卫生志》作为提供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志料，如能对本市医药卫生工作的改进、发展有

所裨益；对教育后代，建设精神文明有所贡献，实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和水平所限，疏漏和贻误之处势所难免，因此，恳

切希望得到阅者和热心于志书研究的同志的批评指教。

德州市医药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凡 例

一、《德州市医药卫生志》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下两篇，

篇下设有27章、96节等，约22万字。

二、上限自1840年，下限军_1985年止，其中个别部分如中医药业

等，据实上溯o

三、全志用白话文记述(原文例外)，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事以

类从，归属得体；宜纵则纵，宜横则横，纵横交错，力免重复，以使内

容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四、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以建国后的新资料为主体，适当选用建国

前的历史资料。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处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材料的取舍以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为标准，作到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存史资治，寓褒贬于记述之

中。

五、在采用记述体语体文的同时，辅以图表、照片等，以达图文并

茂。
．

六、资料来源于档案、报刊、旧县志；座谈、走访、书信、专题调

查，以及下属医院、站史等。通过汇集、整理、考证、核实编写成初

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后，送请地市有关领导审查，刊印成册。

七、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生者一律不入传。但对医药卫生

事业确有成就者，经研究后，附入有关章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德州市地处鲁西北平原，位于北纬37。287，东经1160 16‘。北

与河北省景县，吴桥县接壤；南与平原、武城县毗邻；东隔减河与陵县

相望；西与河北省的故城县以沙河为界。金市面积312·5平方公里(市

区18．6平方公里、郊区293．9平方公里)，地形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属

黄泛平原，其气候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四季分明，春季多

风，夏季多雨，秋季气爽，冬季严冷，多为东北、西南风向，最大风力

八级。年平均气温13℃，最高43．4度(1 955年7月23日)，最低零下27

度(1 958年1月15日)。。年平均降雨量590毫米，最多年份达l，058．9毫米

(1964年)，最少年份达256．7毫米(1965年)。年平均日照2，729．4小

时，日照率为6l％。据1 985年统计金市总户数71，963户，其中城市44，605

户，农村27，358户；人口276，1 70人，其中城市1 56，541人(男85，475人，

女71，066人)，农村1 1 9，629人(男59，349人，女60，280人)，分为五个

街道办事处，86个居委会；郊区七个乡，161个自然村。现为地委、行

署驻地，京沪、德石铁路交汇贯穿，卫运河依城川过，公路密布，物产

丰富，人才辈出，成为全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亦为我省西

北部重要城镇。

德州建制历史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历代王朝

都视之为甜神京门户”i “九达天衢一，且几经易名，屡变疆域。早在

三代以前的唐虞时，地属“九州一之兖州；夏商周及至战国间，前期属

甜齐国”，后期属“赵国一；秦汉为鬲县(城)；隋唐宋时为长河将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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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之地；元为陵州；明清为德州；民国元年为德县，解放后定名为德

州市。

明清时期，德州医药只是从事药铺(店)、坐堂、摆摊、赶集会等

中医药业，诸如育婴堂(清雍正9年)、普济堂(清·雍正“年)、水

官驿粥厂(清i同治壬戊年)等之类慈善机构，多为宣德而建。公元

1916年(民国5年)随着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卫氏博济医院”迁入，

西医药传入德州，与此同时，一些中西医药业逐年增加。l 939年(．民国

28年)后，日伪反动政府时，才出现了弹新民会诊所”、 “中央防疫委

员会山东省德州分会”及?县公署卫生科”等几个有名无实的官办机

构。解放前，德州虽是鲁西北重镇，倍受历代统治者青睐，但人民群众 、

却时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连年战祸，致使疫病流行，加之天灾

地荒，更使疾病丛生，仅据旧县志所载：从明i嘉靖(1 56 1年)至清，

光绪(1 877年)间，曾出现六次较大的疫病流行。另据1925年(民国

1a#-)《山东统计月刊》载：本年度德县疾疫发病3，874人(男1，971人，

女1，903人)，死者竟达2，140人(男1，11 ok，女1，030人)。这触目惊心

的数字，令人发指，无钱医病的劳苦大众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

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指引下，医药卫生工作9

逐步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国初期，我市仅有一所小型的公立8

医院，设备简陋，医护人员21人，床位30张。另有部分私立医院、诊所、Ⅳl

药店及个体医药者。经35年来的努力，全市先后建立了卫生局、卫生防疫8

站、妇幼保健站、市立医院、中医院、工农医院．交通局医院、黄河涯爹

分院、宋官屯乡卫生院、长庄乡卫生院、二屯乡卫生院、于官屯乡卫生l

院、陈庄乡卫生院、市痔瘘医院等l 4所医疗卫生机构。拥有职X1 820人，雩
2 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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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级技术人员200A(主治医师35人)、中级27'8人，初级2"40人，

勤杂127人，设床位469张。此外市直企事业医院、卫生所(室、站)7l

所，‘医护人员612入，床位1 35张；个体开业39人寸还有中央，省、地驻

德单位医院6所，医护人员l，462人，床位l，065张。近年来经过调整和改

革，卫生医疗机构健全，设备不断增新，技术力量逐渐壮大o

医疗是中心，技术是关键。内科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已有成熟

的临床经验，现正向肾系疾患进展；外科对脾肾静脉分流术，．食道下

段，乳腺、胰头、直肠癌的根治术，十二指肠，胆总管部分的切除等置‘

均操作熟练，t 982年成功的作了脾修补手术，获市科协科研成果三等

奖；妇产科可作中孕导f产、先兆子痫、子宫金切、截腹产、直肠阴道瘘

修补、卵巢囊肿切除，子宫体癌、恶性葡萄胎等手术；耳鼻喉科用激光

治疗过敏性鼻炎，卡他性中耳炎、肥厚性鼻炎等，于1982年获市科技成

果三等奖；眼科的泪囊鼻腔吻合、泪囊摘除、内穰倒睫矫正、斜视睑下

垂纠正、胬肉移植．青光眼。白内障，虹膜光学切除、玻璃体置换等，

都可手术治疗；口腔科除了镶各类牙外，还可做唇裂、腭裂修补，口底

肿瘤摘除、三叉神经撕脱术、面部癜痕整形术、颌骨骨折固定术及口腔

各种良性肿瘤切除等o。

中医药学是伟大祖国的宝库。建国后，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市中医药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虽

一些老中医相继谢世，但技术队伍仍日益成长壮大，由建国初期的4 0

人，发展到120人(中药28人)，其中主治医9币6人，医师24人口医院分

别设立了中医内科、外科．中药房、针灸科，整骨按摩科、儿科，痔瘘

科等·尤于1 985年市中医院的恢复和正在筹建中的痔瘘医院，大大振兴

了中医事业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认真继承老中医实践经验，采取中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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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脑血管，心血管、肝炎、、银屑病、4老年性病、颈’

椎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满意效果。痔瘘科1 983年痔瘘高位结扎

术获德州地区科技三等奖。从不同角度认真总结了各类疾病临床经验，’

先后在国内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医与药是一个整体，严格药品质量，‘

加工炮制如法，配合临床自制多种膏、丹、丸、散，为临床治疗作出了

贡献。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财力。

仅据1 957年--198 5年统计，，投资达1，21 5．2万元，1 974年--1 985年由国家

拨款和自筹基建资金147．4万元，市区两所医院基建面积6，410平方米，

超过建院初期的20倍，具有各种车辆5部。医疗器械逐年更新，设置了

大型医疗器械，如B超cTs一16型超声心动图仪、心脏示波仪、心脏监护

仪、500毫安x光机、万能手术床、空气麻醉机、九头无影灯、胃肠减

压器、激光仪、万分之一分析天秤、半微分极谱仪、752分光光度计、

通用离子计．菌落计数器、电动离心沉淀机、综合治疗台、升降椅．立

体电钻，高速钻等。为提高医疗水平，减轻患者痛苦，除每年从大专院

校引进人材外，先后举办8期西学中学>--j班，共培养459名，为开展中西

医结合、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开办各类短期业务培训班22

期，受训人员I，1 7 3人；医学基础、护理、药剂、检验、心电图、助产

士、妇幼保健、半农半医、赤脚医生等专业性学习班共培训1，700余人；

卫生学校-9中医带徒1 58人；英，日语学>--j班1 59人，充实了基层的医疗

技术力量o
。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认真执行国家颁布的各项卫生法规，建立

健全了各级卫生组织和制度，制定了全市卫生管理条例和管理办法，基

本作到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标准化，使我市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
4



新。贯彻和执行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在有计划进行预防接

种，提高人群免疫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网和制度，严格控

制传染病源，切断传播途径，大大减少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彻

底消灭了鼠疫、天花、回归热、黑热病、森林脑炎、恙虫病，钩端螺旋

体病、布氏杆菌病、炭疽、丝虫病等；基本控制了白喉、脊髓灰质炎、．

狂犬病、疟疾等传染病；降低了霍乱、副霍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

日咳、猩红热、麻疹、流行性感冒、痢疾、伤寒、副伤寒、流行性乙型

脑炎、斑疹伤寒、麻风、开放性肺结核、头癣等的发病率，逐年减少了

农药、食物、煤气中毒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对卫生宣传、劳动卫生、食

品卫生、学校卫生、放射保护．工业检验技术等各项工作逐渐加强，从

而保护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在五十年代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培养了大批

新法接生员。七十年代开展了孕妇围产期保健。对妇女病的普查和防治

作了大量工作。全市先后建立幼儿园、托儿所381处，健全和制定医疗

保健和卫生管理的各项制度。定期查体，预防接种，使儿童健康成长。

建国后，既经历了创业、发展的年代；又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的挫折、动乱岁月，粉碎“四人帮一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通过拨乱反正，实行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方针，卫生战线打破了

村大锅饭、独家办、一刀切、不核算"，进行了全面改革的探索，从经

济管理到责任制，由放宽政策到办起多种形式的医药，加快了前进中的

改革步伐。根据我市特点，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既要发展和提高综合

性医院；又要多办一些好的专科医院。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继往

开来，坚持改革，在医药卫生向四化进军的伟大事业中，再展宏图，为

开创医药卫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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