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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城为豫州之地，宋国古邑，人杰地灵，素有优良文化之传

统。今《永城县卫生志》之编纂，实发古人遗风，且较古志有诸

特点之处。古志因系官修，内容取舍，多存统治者之偏见，封建

道德伦理观念甚浓；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

点，真实撰述历史，‘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此特点一也。古之修

志，编者甚少，虽设采辑人员，但因地旷人稀，‘交通不便及人事

久远等因，寻访甚艰，搜集资料极为有限，故所载往往欲言不

达，约而不详，使后人颇难稽考；今《永掳县卫生志》，上有党

导，下有群行，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策群力，言

而有行，故资料来源丰而翔实，足载青史。此特点二也。又古之

修志，除综合性的地方志外，虽有风土、异物、地理、奇观、人

物等专目，但乏其专述卫生医药之志书；今《永城县卫生志》之

撰，乃一创举。。此特点三也。以此三特点观之，是谓本志饶具特

色而非古志可比也。

通览《永城县卫生志》，凡十一篇、三十二章、一百零六节，上

自元代，下迄近世，将县卫生医药源流、卫生行政事业机构、社

会医药团体组织、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及流行病学调查、卫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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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医疗事业、医学教育与科研、药政、药检．．药品、卫生经

济、医林人物等，皆一一备列，眉目清楚，并且突出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医疗事业的巨变，符合历史

发展规律和地区、时代、专业之特点。志中收载若干原始资料和

图片，不仅为本志增添了色彩，而且为后世保存了珍贵资料。

《永城县卫生志》编辑室诸同志，治学严谨，工作勤恳，深查细

访，足遍城乡，吃苦耐劳之精神可敬。故本志不仅以文化遗产留

传后世，而且以修志精神激励后人也。是为序。

吴 瑞 浩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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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自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下限至1985年底·

． 二、该志共I 1篇，32章，计22万余字。

三、称谓：元朝称元，明朝称明，清朝称清，中华民国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人民政府。

四、资料来源系选用查抄档案(注明案卷号)、报纸杂志，

旧县志，座谈走访(注明口碑材料)、书信、专题调查和摘抄我

局所属机构的史，志等，经核实、定稿。

五，语言系白话文；体裁以述、记、志．．传、图、照、表、

录的综合运用，以志为主体。辅以图表，以达文图并茂。

六，永城县在1949年10月至1952年期间，归安徽省宿县行署

管辖。 “文化大革命”中，因资料散失，未予详述。

七，县委地方病领导组办公室、县人民政府爱卫会办公室，

县公费医疗医院、县结核病防治所等，因成立、重建较晚，没有

单独立志，故纳入本志叙述。·

．
八，计划生育已单独修志成书，本志只收录其中--+部分内

容。
L

九，鱼山医院虽由河南省卫生厅直接拨款，但行政领导由永

城县卫生局调任。于1983年底撤消，故入本志叙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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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城县在地理座标上位于北纬33度42分至34度I 8分，东径

l；§度8分至1 1 6度3 9分。属湿润温暖气候，春暖，夏炎、秋爽、

冬寒，?四季分明。永城县在河南省最东部，县境内北有芒山，南有

包河，浍河，中间有沱河从西向东穿过。西与夏邑县接壤，北．．

东，南三面为安徽省的萧县，砀山，濉溪、涡阳、亳县所环抱，

素有，豫东门户"之称。198．5年底，全县总面积1994平方公里。

所辖29个乡，1个城关镇，703个村民委员会，6508个村民小组，

窖3．§3万户，102．57万人。

永城县卫生医疗事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人才众多，在历

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卓著医者世不乏人，一代胜

似·代，不胜枚举。

民国初年(I 91 1年)，民间医生，中药店铺开始兴起。民

国十六年(1927年)，西医传入永城县，它和西药逐步应用于临

．床，进行了局部的、有限的一些防病治病等医事活动。但是，在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束缚下，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民

医疗事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处于停顿状态。医疗机构极不健全，

设备十分简陋，技术力量非常簿弱。中医有_时期受到压抑，西

医寥寥无几，人员分散，诊金、药费昂贵，人民医不起病，吃不



起药，加之缺乏卫生科学知识，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乘机作祟，

每遇疫病流行(如1 9 31年和1 946年霍乱大流行)，只得求神拜

佛，名医虽有，但多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劳动人民仍处于缺医

少药的严重困境，被病魔夺去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

永城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抗日

战争时期新四军第四师在书案-二带活动，抗大第四分校也建在永

城县的麻冢集，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二批军政干部。举世闻名的

淮海战役也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胜利结束。军队的发展、壮大；给

永城县卫生事业以很大影响，几经周折的革命斗争形势也给当时

的卫生事业带来了波浪式发展的特点。卫生机构的建立、发展和

壮大，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骨干卫生技术人员，不仅为根据地人民

的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同时，还为永城县预防医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

建国后，永城县的卫生医疗工作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执行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

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建国初期的t9 50年，永
，

，，

城县只有1个医疗机构(无有病床)，25名卫生技术人员和散在的

私人开业医生。到1 9 85年底，公立医院，卫生院已发展到32个，其

他专业卫生机构6个：全县共有病床976张，平均每千人9．5张。

专业卫生技术人员i 2 34名，为1 9 50年的四十九点三六倍，平均每

千人有1．29卫生技术人员，其中医士级以上的886名。特别是县

人民医院再障科i、自1 975年4月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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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由5人增加到1985年底的14人，病房由原来的18间增加

N 24间，病床由初建时的15张增加到60张，主要仪器设备也逐年

增添。建科到1 985年底，共收治来自全国各地(除西藏，台湾

外)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患者56 5人(简称再障病)，有效率占

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四。再障科派代表参加了五次血液病学术会议

并宣读了论文。曾荣获河南省重大科研成果奖，一次商丘地区二

等科研成果奖。还被评为出席永城县，商丘地区、河南省的先进

集体。成为豫东医学科研上的一大创举。

建国以来，永城县加强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县，乡，村三

级医疗卫生网已建立，每个村民委员会大都有乡村医生。天花病

在建国初期即已消灭，建国后没有发生过鼠疫、布氏杆菌病，钩

端螺旋体病和森林脑炎。到1963年，已基本消灭了回归热，

斑疹伤寒．．性病，黑热病，恙虫病，炭疽病。1 968年以来，无白

喉病例发生。截止1985年底，麻疹发病率由1956年的十万分之一

千九百三十六点六七，下降到十万分之零(本年无病例)。痢疾发

病率由1 960年的十万分之二千八百四十四点七七，下降到十万分

之六百六十九点八六。乙型脑炎发病率由1957年的十万分之四十

六点二四，下降到十万分之三点一三。伤寒及副伤寒发病率由

1 960年的十万分之一百六十五点一六，下降到十万分之二点零

五。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由1 967年的十万分之四百八十点六九，下

降到十万分之七点八二。疟疾由1970年的十万分之三万四千三百

三十六点六零，下降到十万分之十点九五。脊髓灰质炎自1 972年

起，l 4年只发病1 1例(1 985年无病例)o丝虫病防治于1 981年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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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河南省卫生厅考核验收，人群带虫率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达到了国家规定基本消灭的标准。到1985年底，全县的旧式大口

井(饮用)已有百分之八十点六三经过改良，有3．9万户安装使用

了手压机井。永城县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

绩。1985年，全县科学接生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二，新生儿死亡率

为千分之二十，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五，1982年以来，基本

控制了新生儿破伤风发生。妇女“五期"卫生知识正在普及，并

开展了普查普治妇女病工作。金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1 972年的

千分之二十八点七一，下降到I 985年底的千分之十点三四。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豪情满怀，永城县卫生医疗

事业方兴未艾，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

绩。

辱

永城县卫生志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一

永城县行政区划

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七月(1938年至1945年)，永城县

辖黄口，裴桥，龙岗，城厢，郑阳、演集、苗桥、薛湖，刘河，

太丘、蒋口1 1个区。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1945年8月至1946年

1 2月)，永城改为雪枫市，辖蒋口，太丘，刘河，薛湖，苗桥，

演集、夫》阳，新兴、雨亭、城厢等10个区。原永城县龙岗区划归

雪商亳县。原永城县的裴桥、黄口两个区划入雪涡县。

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九月(1947年至1949年9月)，永

城县城划为雪枫市，永城县改为雪枫县，辖顺和，薛湖，刘河，

苗桥、夫历阳，马头、龙岗，新桥，陈集，裴桥，太丘，城厢共1 2

个区o

1949年lo月至1951年3月，永城县共分为12个区。有城厢、

苗桥、刘河，薛湖，陈集、顺和，龙岗、夫》阳，马头、大丘，裴

桥，新桥。

1 951年4月至1952年1月，永城共分l 2个区，刘河与陈集合

并，增设马桥、城东区。

1952年2月至1953年8月，永城共分18个区，为雨亭，新兴，

薛湖，陈集，顺和，马桥、太丘、夫l『阳、夫F城，马头、裴桥、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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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龙岗，双桥、城东、刘河，苗桥、城关区。

1 954年8月，新兴、马头区划归夏邑县。

I 955年9月至I 956年1月，永城分为8区l镇，为茴村，雨亭、

龙岗、薛湖、顺和、裴桥、夫》阳，新桥区及城关镇。

1 956年2月取消区改为乡。

1 957年1月至1958年8月，永城县划分为雨亭、菌村、马桥、

夫F城区和城关镇。

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永城成立9个公社。有侯岭、马桥、

夫9城，双桥、顺和、陈集、芒山、茴村，城关。

1 959年4月至I 961年3月，永城辖15个公社。除以上9公社

外、又新增裴桥、刘河、高庄、龙岗、薛湖、犬9阳等6个公社。

1 961年4月至1 961年8月，永城划分为1 9个公社。除以上I 5个

公社外，又新增洪福、太丘、新桥、茴村4个公社。

I 961年9月至I 9 68年，永城共分为1 2个区，大公社划为50个

中型公社。I 962年8月又划为I 68个小公社，I 965年又合并为56个

中型公社。

l 968年至1 97 5年3月，永城县划为I 9个公社。为走p阳、芒

山，陈集、马桥、双桥、顺和、城郊、侯岭、薛湖、高庄，新

桥、裴桥、蒋口、夫lj城、龙岗、刘河、茴村、条河、城镇。

1 975年4月，又增加演集、苗桥、滦湖、太丘、王集、洪福

(后改名卧龙)、李寨、黄口、马牧等9个公社，加上原来的l 9

个公社，共28个。

1 977年8月又增十八里、陈官庄公社，加上以前的2 8个，

6



共有30个公社。

1 984：年1月至1 985年1 2月，机构改革，把原29个公社、1个

改为29个乡和1个镇。

附：1 985年1 2月行政区划图

翮山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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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兰

永城县人口增减变化

永城县人口增减变化很大。据《永城县志》记载：明朝嘉靖

年间(1 525年)，当时拿丁银(即l 6岁以上的人头税)的人数为

3．03万人；清朝顺治年间(1 6 50年)，拿丁银人数只有2．I 3万人，

康熙年间(i 670午)拿丁银人数是3．88万人；乾隆年间(17 37年)，

拿丁银人数为3．88万人；光绪年间(I900年)，拿丁银人数是

38．I 8万人，增长较快。中华民国二十九年(I 9 40年)，人口增

长到54．oo万人(1 6岁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安居乐业。从I 950年起，人口

就出现高出生、低死亡的特点，该年人口为65．86万人， 到1 959

年，I o年时间增加6．67万人，年平均净增0．67万人。1 960年至

1972年，13年问计出生29．78万人，年平均出生2．29万人。

1954年出生率最高，达千分之四十九点三六。此后，出生率

逐年下降，到1 9 85年底，人口出生率已下降到千分之十五点八

八，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千分之十点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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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至民国二十九年人口变化示意图



永城县1 525年～l 940年1 6岁以上人口增减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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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永城县人口主要健康指标与全国、全省相比较

(截止l 9 8 4年底)

项 目 单 位 永城县 河 南省 全中国

人口总数 万 人 101．78
·

7668．00 103604．00

出生率 ‰ 9．30 15．70 17．50

死亡率 ‰ 5．21 5．60 6．69

自然增长率 ‰ 4．09 10．10 10．81

平均寿命 岁 73．07 69．68 68．20

说明：由于1 985年5月，河南省、全中国上述数字未出来，

故用1984年底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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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

历代自然灾害

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秋，大雨河决。

明，成化二年(1 466年)，大饥人相食。

明、成化十八年(1 482年)，大旱疫。

明，正德四年(1 504年)，夏旱，蝗飞蔽日。

明，嘉靖二年(1 523午)正月朔，雷雨竞日，春旱秋霖，冬

大饥，人多相食o
‘

明、嘉靖三年(1 524年)春旱，夏大疫，死者几半，饿殍横

途，秋淫雨。

明、万历二十六年(I 598年)甲辰， 大饥人相食， 河役繁

兴，瘟疫频行。

清、光绪三年(1 877年)，山西及省西岁饥，人民流亡，来

永就食。

清、光绪十八年(I 892年)，芒山石塘崩，压死27人，骨肉

如泥。

清，宣统二年(1 91 0年)，农历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及七月。

十五、十六日大雨如注，巴(即今沱河)、浍、包河漫溢，水相

连，秋粮绝收，饿殍遍野。县西南翟楼村370人，流漓乞食者180

人，死于饥寒者65人。后人称为“十三场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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