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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第·部卫生专业志——《北海市卫生志》自1986}年$月开始编纂，在

市卫生局的领导下和市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制定编目、搜集资料、逐 ，

章编写、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历时八年，现在脱稿问世了，实为可喜可贺：

“‘：编纂卫生志是北海卫生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是广大医务人员多年的夙+
^’

愿。建国前，由于社会的原因和历史的局限，北海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建国后的．

。45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海的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消灭和控，，

j， 制了各种传染病流行，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人民身体健康得到保障，这是全市 。，

，卫生系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医药卫生人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

。。而取得的可喜成就，所有这些重要业绩应该记入史册；为今后的物质文明和精， ，'

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 ． j： 厂一
．o．。，?j，。‘．．i二。’t．

’_．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原“

'．则，本着修志在于。资治、教化、存史一之目的，以叙述史实为主，通过对史实的

．记述；总结经验教训，服务于现实，教化于后代。．’一_；·。，-，‘t：。：∥’．．， 。◆

：

、

_·北海市卫生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基层卫生单位‘．

^， 提供大量的资料，特此致谢? ：-’r、一，，‘ ； ’≯·，j，’{：≥’j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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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f．●

√

一
‘

， ' 一

‘

～
●

一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j求实存真，记载北海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北海市社会

主义卫生特色与地方特点己一2；：’、一，‘．’． 、： 一j ，，‘
·j’‘．3

一+，’；，；．
，

h二、‘本志全面收集、整理、记述北海市1987年6月30日前辖区范围内的：：

‘医疗卫生、防病治病、妇幼保健、医学教育、科研与器械设备等卫生部门的大事

‘及发展史。．；+。．．，■，i。j。：r^；{，i+：，二‘’ 一～。’。1．一’．’i二^|¨，◆!’．
√ ‘ 。’ ‘

”j三、编纂原则：本志以。实事求是炒、。详今略古一、“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为
‘

原则，努力突出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々’ ”Ir．“7 t．J 11．-’_f．5■’。。 一

√四、资料来源：选用各地档案、报纸、座谈走访、口碑以及下属院、站、所提，一，”

供的资料，经核实定稿。 。：
+

． ^。t：．。’’。，一：．·j：；、≯’
4

：．五：时间断限：上限为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下限一般断于公元

1990年，一些内容及图表记述至公元1993年，纵跨126年。’，j一。。，，：j。。一

六、志书体载：采用语体文(除引用资料原文外)，以记述为主，辅以表格，

，使内容简明、翔实．'‘ 。’。；j。：7，· _’；”’?i．．乏‘一·．；：。“i r{。：c，’ ：

七、层次结构：设篇、章、节、目四级，目以下一般不标序列号码。篇首以《概

述》和《大事记》提纲挈领，概观全貌。以《编后记》殿后，结束全文。全书共27万‘

字。’ ’、
一

．、
，t

。 一

：

八、称谓书写：清朝称清，中华民国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建国后(或

人民政府)。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如：北海市皮
●，

肤病防治院，简称“市皮防院’’。

九、医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通例，只记载本市近代有一定威望和影

响的已故医林人物。

‘H+
●‘

·2·



概 述 ，

“

‘

’。 ，’：t．一? 、t|．．。_。’一，‘“j々

：·，’j十’ I、7．^ ’‘‘ ．．“’‘；。- 。i；’
，‘ ：’11

。1．
，c

．1
+、

。：北海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部湾东北岸，南流江出海口的东南
’_

。

面，东经109。06’，北纬21。297，三面环海，地形呈犀牛角形，东北与合浦县接

壤，南面36海里有涠洲岛，涸洲岛东南9海里有斜阳岛。全市总面积275平方 、t

●

，

公里，其中岛屿面积26．6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34043人。一全市地处低纬，属
十

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增温明显，冬季降温也快，全年平均气温为22．6摄氏

度：f’’j川．，，：‘，：。i．∥。‘，，．_． t∥． ’√‘i．“．』，’’。、，．

，‘i具有这样优越地理位置的北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卫生状况竟 ’，，

^ ●

，

， 与当时的社会一样落后，环境污秽，疫病流行，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
‘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从1867年起鼠疫连年流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订 ，

”

立，外国人不断涌进，外轮往来频繁，霍乱、天花几乎是年年有病例发生，夺走

’了不少北海人的生命。疟疾、痢疾、伤寒和丝虫病等其他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 ’

’

也是年年有病例。1886年前的北海，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只有寥寥数间简
’●

，

●

陋的中医诊所。1 1886年以后，外国人在北海兴办了普仁医院、普仁麻风院、广

慈医院，广府籍人士开办太和医局，地方绅商捐款创办爱群医院，这些中西医：．’
●-

疗机构，规模均较小，至建国前夕，有医务人员仅16人，病床190张，阑尾切除

是当时最大的手术。设备简陋，技术力量不足，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封建迷信笼

罩整个社会，所发生的疾病无法控制，人民的健康得不到丝毫保障。_·4。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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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使北海

市的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至1993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97所，比

，建国前增加25倍；病床发展至1531张，比建国前增加了8倍；医疗卫生机构

中的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至2633人，比建国前增加164．5倍。医疗设备不断更
“

新充实，对各种疑难病大都能正确诊断，及时治疗，成功地开展了颅脑、胸腔、

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断肢、断指再植和小器官移植、脑细胞移植等显微外
、

。 ‘， ．
、．3．

，

：

t



科手术。1990年北海市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科研工作有些已达到区内先进水

平o ， 。： ■： ， ．· ．

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国以来，市人民政府首先致力于

建立农村、厂矿和城镇的初级卫生保健组织，加强卫生防疫工作。集中力量控

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切实提高人群免疫力。-同时，深入持久地开展以除

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动城乡人民群众搞好个人卫生、家庭卫生j

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劳动卫生和学校卫生。在农村实行。两管五改靠，加强城市

环境卫生管理，普遍建立各项卫生制度，坚持突击与经常相结合，治标与治本

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生产建设相结合：通过广大干部、群众和卫生人员的共同

努力，全市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在50年代就消灭了鼠疫、天花、古典型霍乱j
”

性病等传染病。由于不断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经过30多年的防治管理，全市计

划免疫建卡率、四苗接种率、复盖率：全程免疫率均提前实现国家和自治区规

定的指标，从1973年起，各种相应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疟疾子1973年

达到了基本控制的要求，1981年基本消灭了丝虫病，麻风病亦于1987年达到

部级控制指标，大部分传染病的发病率在稳步下降。j， j，。：．，‘、一 。，’j-

，一，．，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身体健康，1953年开始改造旧产

婆，培训乡村接生员，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同时加强妇女四期卫生保健，开展妇

女病普查普治；从1982年始，北海领先在广西区开展新婚期，妊娠期、产褥期

。到婴幼儿童期保健的系统管理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对妇女、儿童的

健康进行连续不断的、自始至终的观察和监护，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f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海市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精神振奋，不断深化

卫生改革，在创建文明医院、文明单位活动中，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决心使

北海的医疗卫生事业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为人民健康，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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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1 j，茸。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 ．+‘i‘
‘

。

一一” t

’

·’’北海、合浦发生鼠疫流行．据《鼠疫概论》记载，此间鼠疫为初起。1。’ r

清同治+三年(公元1874年) 。’‘
’-。

。一⋯
．

．

’

’三月，广州会馆在市内建立广仁社，是收容广府籍无依病危者疗理之所。 一，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r√一’’。7_一‘一“’．‘

，7 北海海关内设置关医，担负海关人员及其家属的医疗保健工作j也兼负责

? +船舶的检疫任务。 ’；，
j：／：。f：：’∥j、_t；4}‘～．‘|·7F?_，

。

一

。， ：4：清光绪八年i公元1882年)一__；． ‘二一 ：2‘：f 一5”’“，’一‘'| ‘+

。，

? 四月，城镇及郊区发生鼠疫，全市2．5万居民中约死亡400～500人。’。’’。

，．。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 ‘，’一*’乞。’： 4‘’t’·”

’

一。。北海鼠疫流行，病死者无数。’√，’： 一o。。 一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 。、’：．。．“2 i t’‘一p’t’”，㈡!’，，

玉j。北海鼠疫大流行。。i ’．i。，-，·。’‘。～7：～、*。；‘j；_。j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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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基督教英国圣公会派柯达(英籍)医生前来北海创办普仁医院，翌年’

2月正式开业，柯达为第一任院长。医院拥有各种小手术器械及X光透视等设-

备，并附设麻风病院。：初期设有病床80张，其中40张为麻风病专用。t．．，’．’

‘，。‘ 清光绪+六年(公元1890年)、，。·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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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医局创设，是广州会馆的附属慈善机构，专办施药赠药事宜。．’‘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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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麻疹流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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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发生疬子症(鼠疫)，死人不少。．- ’r’⋯，，，■’·．。．

七月，特大暴雨，连降72小时，降雨量达312毫米。。其后霍乱等瘟疫在市

区、郊区流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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