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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太仓市卫生志》是太仓历史上首部卫生专业志，是广大卫

生工作者的众望所归。从1984年着手修志至1988年完成一稿，

上溯元代，下限1987年。1995年又重建班子，调整篇目，增加

门类，充实资料，下限至1995年。前后经过九个春秋的广征博采，

辛勤笔耕，成书15章35万字，专门记述医疗卫生各个历史时期

的发展情况。该志的出版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发展卫生事业提供借鉴。

国富民强，健康为本。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

分重视卫生事业，从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继而在1 997年，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

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

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确定了我国卫生事业的

性质是：“政府实行_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既是建国

以来卫生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

生事业的指南，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卫生

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三级医疗卫生机构、队伍不断壮大；

服务网络已经形成，服务能力明显增强；预防工作、爱国卫生运

动成效显著。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95年全市平均期望寿命

为75．47岁，孕产妇死亡率为零，婴儿死亡率为9．75‰。一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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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被消灭和控制，天花于1 952年、白喉于

1969年、脊髓灰质炎于1 979年以来没有发病，儿童计划免疫覆

盖率达98％以上。实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麻风病、血丝虫

病、疟疾已基本消灭。“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试点县任务

于1992年在全国率先达标。1 958年农村合作医疗创办以来，一

直在全国比较稳定，覆盖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全市还实现了

“大病风险医疗统筹”。农民吃上了安掣拉生的自来水j等于1993

年，全市改水普及率达83．25％，7，C、阢r入了'‘全‘国农村改水普，及

县”标准的先进行列，至1995年覆盖率达92．34％。面对现实，

我们将继续努力，克服缺点，深化改革，积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

提出的“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情，开拓进取、

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号召，做出新的成绩。

《太仓市卫生志》的出版，是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市志办的

指导下，抽调人员，组织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卫生界的

老前辈、老同事、知情者及社会各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热

诚帮助，全体编写人员认真负责、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更是令

人生敬。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写卫生志是一项新工作，缺乏经验，资料不全，水平

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太仓市卫生局 陈惠芳 王喜明

1997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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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志强局长送来《太仓县卫生志》初稿，要我看后为其写一篇

序言。太仓，是我的故乡，盛情难却，恭敬不若从命，在翻阅全

卷的过程中，对家乡的一人一事，都倍感亲切，脑海里也不断浮

现出一些联想，尽管是很琐碎的、肤浅的，总算是我对这部“乡

帮文献"所引起的感受吧。因此，就写了这篇读后感。

先说一点回忆起来的往事。记得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家

的一个近邻生了急病，镇上的医生都已看过，都已摇头，只得到

街西头的一家米行里去打电话，请县城里的医生下乡诊治。大约

隔了两三个小时，一辆黄包车急匆匆地拉来了那位医生，没有说

什么话，只是打了一针，拿走了十块大洋，就又急匆匆地回城了。

尽管那位病人也就随之断了气，但她的亲属和邻里都认为已经尽

到了人事，无可非议了。我那位近邻是开洋货铺的，家道可称小

康，故在危难时一咬牙也还请得起城里的医生。但当时广大劳动

人民遇到这种情况而束手待毙者不知凡几!翻开本志“大事记”，

建国前所载条目，三分之一以上均为疫情。这些按照“详今略

古"原则记述下来的每一条目，虽只廖廖数语，却不知包含着多

少家破人亡的血泪史实!

另一件是有关“医林人物’’中所载王尔康中医师的情况。他

长我七岁，离我家只有三华里。他父亲常到我家对门茶馆里为人

治病。他经常随父出诊，故而稔熟。后来他到上海深造，只在假

期里见过几次。他貌似木讷，而谈吐新颖，知识渊博，阐述中医

理论深入浅出，我常心许以师长事之。其后抗战军兴，我离乡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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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而他却回乡开业，从此再未谋面，直至一九八二年那次我回

太仓时，在县中医院见到他的女儿，别人告诉我他已在“文革”中

含冤逝世，闻之不禁潸然!

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容易沉缅于往事，要说的话，还能说上许

多。然而编写志书的目的，则主要是为后人查询。正如编者在卷

末所言：要“为今后制订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

据"。因此，就这个问题也想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志”与“史’’固然不同，但“志以存史"，其中收存了大量

的历史资料。统览全卷，无论建国前后也好，“文革’’前后也好，

都能看到我县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鲜明对照。只有通过比较，才

能正确认识现实，把握将来。但是，怎么个比法才能成为推向前

进的动力，也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纵向比较容易看到成绩，引

起自豪感。但如果仅此一比，就很可能从自豪转为自满，从自满

转为固步自封。而如果辅之以横向比较，与更先进的地区比，与

更发达的地区比，就能找到差距，就能产生紧迫感，就能不断认

清前进的目标而不会停滞不前。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问题。从全卷所载的事实

看，我县对疾病的预防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认真贯彻这个方针

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还想强调一下，要在卫生工作的各

方面和全过程都能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也还不是很省

力的事情。当然，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则是对预防工作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往往

不易量化，而且要积以时日，才能显示出来，因而很容易被人们

所忽视。“焦头烂额为上客”，而题出“曲突徙薪’’合理化建议的

那位好心人，却被遭受火灾的主人所忘却，没有请他来赴酬谢的

宴会。这个早为古人所讽喻的寓言，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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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而决非热衷于短期行为的鼠目寸光之辈所能理解和接

受。观之当前有的地方某些早已控制或基本消灭的传染病又有回

升现象，不是更值得引起警惕吗?

第三点，关于事业机构的布局与规划问题。我县是“2000年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试点县之_，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很多调

查研究，并制订了方案，正在组织实施。我没有参加这项工作，没

有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没有什么发言权。从本志的有关章节

中，看到要在1 992年前第一阶段中“为建立具有太仓特色的卫生

保健事业奠定基础’’的提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什么是“太仓特

色”?我离家已逾五十年，只回去过几次，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是几

十年来变化的情况实在太少了，要我来侈谈什么“太仓特色”，肯

定是谈不准确的。在这里只是就我所知的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太

仓县的人口增长率一直是很低的。建国四十年来，大约只增长

50％，这在省内恐怕是少有的。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加上人I=／

较少，就使人均收入年年名列前茅。生活富裕了，对医疗卫生的

要求也就比较高。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对卫生保健事业带来的一些

新问题也会不断出现。另外，我县幅员不大，，乡镇密布，交通也

比较发达；但县城偏在西南角一隅，因此，在卫生事业机构的设

置布局上，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建设上，就要注意适

应这些特点。在办好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全县各个专业中心的

同时，在乡镇一级除了浏河、沙溪、璜泾三个中心卫生院要重点

加强外，对其他乡镇不宜平均对待。如浮桥、鹿河等均远离县城，·

与上述中心卫生院也有一定距离，就要适当加强，使其有独立处

理急重病症的能力。而对其他乡镇卫生院，就不一定要向“小而

全’’的方向发展。如能依照群众需要和自身的条件，培植和发挥

不同的专科特色，可能更为合理。对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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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训提高。现在全省对乡村医生是要求达到中专水平，我认为

是不够的。太仓既然是试点县之一，不妨把目标定的高一些。可

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达到中专水平；然后第二步，达到大学

水平，也就是一般发达国家所谓的“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的

水平。而且根据我国的特点，除了诊治疾病之外，还要做预防工

作，做爱国卫生运动所要求的宣传普及卫生科学知识的工作，做

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做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保健的咨询工

作，等等。因此我是主张把乡村医生的名称改为“乡村保健医

生’’的。“乡村"，是地域概念，“保健"，是业务概念。也就是说，

他们不光从事临床医学，而且要从事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另外，

在村卫生室以下，还要通过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培训几名(一

般以自然村为单位)不脱产的红十字卫生员，授以止血、包扎、固

定、搬运技术，心肺复苏技术以及其他意外伤害(如车祸、电击、

溺水、农药中毒等)的急救技术，能进行现场的初级的急救处理，

这是三级医疗卫生网的“网底"。有了这些，才能建成一个专业队

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医疗卫生网络，才能使我县的卫生事业规

划的落实得到可靠的组织保证。当然，随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条件的变化，又会对卫生事业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但只要有了

这个基础，再向上提高就不成问题了。

以上意见，仅是我的管窥蠡测，不揣冒昧，提出来作为引玉

之砖，以就正于方家。但愿这部《卫生志》的问世，能对故乡的

卫生事业起到借鉴和兴利的作用，则不胜感慰之至。

盛天任①

1989年12月20日

①盛天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此前，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观点，

反映太仓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层次排列和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体载，以志为主体，并选出部分照片组成“图

表专辑”于文字之前，其他图表分散于各有关章节。．

三、本志体例采取“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方法，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

‘

四、本志载述时间，上限因事而异，下限至1995年，

市卫生局机构沿革、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部份创建工作内

容以及附录中的个别文件，分别延至1996、1 997年。个
-、

别章节适当延伸。

五、本志资料来自档案馆档案、图书馆文献以及大量

． 的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凡引用的原意有漏另加

／ 注；原意有错字，则用()号注明；有漏字，则用口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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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沿用旧纪

年，每节第一次出现历史年号注明公元年号，以后不注。

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1 949年5月13日太仓解放至9月30日建国前这

段特定历史时期，简称“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后，简称“建国后"。

七、人物记述，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著名医学

传略均为己故人士，鉴于旧志医家无专辑，把历代有一定

医疗技术专长、并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的载人本志。先进

集体(单位)均记载太仓市(县)级以上命名的；先进个

人均记载苏州市级以上的。主治(管)医师以上职称者均

列名。

八、本志一律采取语体文记述体。地名、名称、度量

衡和货币单位，按历代各个历史时期使用的名称和单位

为准。统计数字和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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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太仓位于江苏省东南边缘长江口南岸，地处东经120。587～121。207，北

纬31。207～31。457。东濒长江，南邻上海市，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地

理位置优越，距上海市区53公里，苏州市区57公里。204国道(沪宜公

路)穿越南北，324国道(苏锡浏)横贯东西，市镇公路四通八达。境内有

正在开发的太仓经济开发区和太仓港港口开发区，还有正在沿江筹建的

“中远国际城’’。全市总面积为822．926平方公里，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土地肥沃，素有“金太仓"、“米粮仓’’之称，为太湖流域江南鱼米之

乡。太仓相传春秋战国时属吴王、春申君在此置仓，故名。元于刘家港开

创海运漕粮，通商海外，盛极一时，谓之“六国码头"。明为三宝太监郑和

下西洋的启、一舶港口。弘治十年(1497年)，始建太仓州。清雍正二年(1724

年)，升为江苏直隶州，辖镇洋、嘉定、宝山、崇明四县。民国元年(1912

年)，太仓州与镇洋县定名为太仓县，1993年撤县建市为太仓市至今。境内

行政区划变动较多，刚解放时为6个区25个乡镇，1949年12月为8个区

109个乡镇，以后区划一直多变。至1995年全市设22个镇，331个村，61

个居民委员会，总户数为143172户，448866人。全市工农业总产值334．1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94．8 o／／；农业总产值占5．2％。

太仓医学素盛，中医历史源远流长，名医迭出，医著甚富。元末明初

医学家王履著有《溯洄集》；明郁震曾三次被征召随郑和出使西洋，著有

《医书纂要集》，晋骥著有《伤寒辩论》，周洪渐著有《痘疹精英》，清王子

接著有《绛雪园古方选注》，傅耐寒著有《医经玉屑》，钱兰陔著有《证治

要旨》等，共达56部。中医医术各擅所长，民国时期的伍胥方氏外科、浏

河傅氏内科、直塘凌氏针科、浮桥蒋氏妇科等世家名医声誉遍及苏、沪、虞

一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西医西药先后传人太仓，并由美国基

督教会拨款于光绪三十三年在浏河创办惠中医院，民国24年(1935年)，首

创县立医院。以后，‘各集镇相继开设西医私人诊所。民国时期，全县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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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人留学国外学医，俞凤宾赴美国留学三年，获公共卫生博士，回国后

任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学会会长、圣约翰大学医科教授，著有《卫生丛话》五

集，声誉全国；金曜弘、周润民、周士英赴日留学归来，致力于家乡医疗

卫生事业。解放初期，全县有医院4所，医工20人；开设西医私人诊所18

家，西医39人；在家或集镇上个体行医的中医303人。在历史上，县内疫

病不断流行，虽有不少忧国忧民的中、西医员工，并设有临时性的施医局、

施诊所等，但仍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加药费昂贵，民众染

疫后只得望医兴叹，甚或求神拜佛，致使延误病死者无数。如血吸虫病，在

全县2／3地区猖獗流行，25万人受其威胁，严重的地方，家破人亡，后继

无嗣，田荒屋空，人烟绝迹；流行迅猛的霍乱(俗称瘟疫)，在民国12"--'37

年的25年中，流行达15次之多，其中4次全县性大流行，染疫之区，人

死如麻，荒坟新墓，到处可见，人们“谈虎(虎力拉，霍乱的译音)色

变"；天花、麻疹、疟疾、白喉、流脑等年有发生或爆发流行，很多人死于

非命。民国33年，全县人口死亡率达16．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贯彻“面向工农兵，预

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发展卫

生保健事业，特别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生产发展和城

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于1985年进行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县、

乡(镇)分级管理，调动了乡(镇)政府办医的积极性，使医疗卫生事业

增强了活力。全市医疗机构从1949年的4所发展到1995年的156所，形

成市、乡(镇)、村三级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市有综合性的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院(第二人民医院)，还有第三人民医院、妇幼保健所、卫生防疫(血

防)站、皮肤病防治所、药品检验所、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等8个医防

单位；地区性医院有浏河人民医院、沙溪人民医院、璜泾(中心)卫生院；

并有18所镇卫生院和316个村卫生室以及工厂、学校等单位卫生所(室)

126个。全市卫生技术人员由1949年的362人增加到1995年的1701人，

其中主任医师5人、副主任医师30人、主治医(护、药、技)师341人，

平均每千人口有卫技人员3．8人。床位由1949年的40张发展到1995年的

1367张，平均每千人口3．04张。乡村保健医生599人，平均579个农民有

一名乡村保健医生。国家卫生经费拨款由1949年的1000元增加到1995年

的501万元。至1995年，全市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价值7662万元，医疗卫

生保健机构用房面积15．1万平方米，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不断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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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专业设备达222件，市第一人民医院拥有800毫安闭路彩色电视

X光机、CT、纤维胃镜、B型超声诊断仪、多功能床边监护仪、纤维支气

管镜、胆道镜、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等先进设备，放射科设备全部实现

荧屏显示，检验科设备全部实现自动化和电脑化，内、外科正逐步趋向专

业化，内科已设心血管、消化、呼吸、血液、内分泌、神经等6个专业组，

外科建立了普外、肝胆胰、心脑、神经、泌尿等5个专业组。一院已成为

全市医疗、教学、科研中心；市中医院已成为全市中医医药教学科研中心，

并与上海协作设立骨肿瘤康复中心，开展骨肿瘤切除灭活再植术，肿瘤切

除自体骨移植术，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就诊者遍及全国各地；全市21所乡

镇(中心)卫生院，能进行上腹部手术的13所，下腹部手术的3所，直塘

镇卫生院凌氏针灸、浏家港镇卫生院治疗蛇咬伤颇具特色。

预防保健工作，从50年代开始大面积预防接种，提高人民群众免疫能

力，80年代起实行儿童计划免疫，1986年四苗(卡介苗、百日破混合苗、

麻疹活疫苗、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接种率达96．2％，主要传染病和地方病

被消灭或控制，天花、白喉、真性霍乱、脊髓灰质炎已绝迹，严重危害人

民健康的血吸虫病达到消灭指标，麻风病、血丝虫病、疟疾已基本消灭，麻

疹、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炎等病得到控制，全市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49

年的3385／10万下降到1995年的349．90／10万，已不再是市人民生命的主

要死亡威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深入开展，80年代开展中日三结合项目

(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控制寄生虫病)，90年代开展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

合作项目。产妇住院分娩全部实行科学接生，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基本

上消灭了产褥热，1995年产妇死亡率降到零，婴儿死亡率降到9．75‰，全

市人口出生率降到7．6 o／oo，人口死亡率降到8．40／oo，人口自然增长率一

0．79‰。 ．

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50年代起开展群众性的

除“四害’’运动；80年代开展创建文明卫生单位，不断加强环境卫生队伍

建设和卫生基本建设，城厢、沙溪、浏河三大镇连续数年被评为省、市级

爱国卫生先进集体；90年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1995年达到省级卫生城市

标准。农村实现饮用自来水，至1995年，全市共建水厂152个，受益人数

达415112人，普及率达92．34％，沙溪、浏河、板桥、陆渡、新塘、浏家

港、牌楼、浮桥、九曲、时思、鹿河、王秀、岳王、直塘、南郊等15个镇

实现村村通水。人民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平均期望寿命逐年增长，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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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期望寿命为75．47岁。

50年代末，农村创办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实行初级卫生保健，1986

太仓县被省推荐为全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试点县之一，

于1992年经部、省、市考评批准提前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

点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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