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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j郴州医药卫生事业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但在已出版的地方志中，对
医药卫生的记述却寥寥无几。

’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医药卫生事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
生状况。为了豫统地总结和记述本市医药卫生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市卫生局遵照市人民政
府部署，特组织编写了这部《郴州市医药卫生
志》。．‘

编写《郴州市医药卫生志》，始于1 986年3
月，完稿于1 990年11月。曾四易其稿。。它既有
修志人员的奋笔勤耕，也凝聚了广大医务工作者
的关怀与支持，诚然来之不易。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做到观
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严谨；反映出时代特
点、专业特点和郴州市的地方特点。 。

《郴州市医药卫生志》记述了郴州市医药卫生
近150年的历史脉络，兴衰起伏，利弊得失，重



点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全芾医药，、
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

，

，深信本志的编纂与问世，一定能达到存支、
资治、教化的目的，也一定能对本市医药卫生事
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V．

郴州市卫生局局长、党组书记、，医药卫，l三忠编繁领导小组组
， ，

’

长李桃根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思
想性、科学性及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是郴州市首部医药卫生志，·所记史
实，上溯公元1 840年，下限于1 989年；必要处
向上溯至事物的发端。．． ．

’

、

’三、本轳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重点记述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及郴州市建市后医药卫生事业兴衰起
伏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

。

四、本志以档案记载为主，兼采口碑资料，
以报刊杂志为参考，互相印证。

五、本着存史、致用的目的，本志按时经事
纬的编纂原则，分类记事，横排纵写。全志共7
篇，22章。． ，

六、本志以“概述”、“卫生历史大事记"，提纲
挈领，总揽全貌。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体例，以编年体为主。。 ．

七、本志一律使用语体文、记事体。
八、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编写，对历史纪

年、‘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依
当时历史习惯称呼。1 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为新中国成立前，之后为新中
国成立后。1 959年1 1月郴州市(县级市)建
立，之前为建市前，之后为建市后。郴州市原为
郴县城关镇，建市后，1 963年、5月市建制被撤
销，改为郴县郴州镇(仍为县级，隶属郴州专
署)，t977年1 2月又恢复为市。’为记述方便，．除
职务称呼及单位名称按当时记述外，其他则从
1959年起一律以“市”称之。 、

一

九、本志所记医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
通例，只记载卫生系统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已故
人物，以本籍为主。

+

十、本志所列数字，按1986年国家七单位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
年代含义仍沿用当前习惯计算方法，如50年代，
系指1 950至1 959年。，，． 。．

‘

·十二、本志资料已经考证．，一般不交待出
处，明引处尽量在正文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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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j．述

’郴州『ff位于湖南省南部，地处东经l 12度59分，北·

纬25度，15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早在公元前

202年．便为西汉桂阳郡治。嗣后，从汉到清，均为历代
郡、州、军、路、府治所，系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的中心。1949年10月7日解放后，一直是郴州行政公
署的所在地。

’

．

。

郴州医药卫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唐、宋以来．名医便i：欠第出现。但在封建制度的长期桎梏
下，医药卫生‘托业的发展异常缓慢。新中国成立前，郴州
仅有四所医疗机构(其中一所为美国教会所办)；2l 6张

病床．日．没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而诊金、药费却十分
÷Ij贵：劳动人民处于请不起医，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
窘境地。遇有疫病流行，有的烧香拜佛，求助神灵保佑I
有的|J!lJ请巫医神汉，镇妖驱魔；多数听天由命，任其自、

然。致使霍乱、天花及其他传染病广泛流行，尤以疟疾为

害最烈。 ，．

，

，’
．

新中围成!证后，郴州市的卫生工作遵循着“面向工农

兵，f!；{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

台”的方针，深入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

运动，做好防病治病工作，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从根

本卜改变了l口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
l 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市医疗卫生事业



带来了不利影响：一些医疗机构被撤并，一些医务技术人
员受到不公正待遇，正常的医疗制度被废止，业务技术受
到冲击，以致医疗质量下降。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
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全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又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l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执行“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同时，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普遍
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加强了业务技术
指挥系统。进入80年代以后，卫生工作在调整、整顿的
基础上，有步骤地进行了改革。调整了领导班子，实行院

(站、所)长负责制。农村卫生组织也全面进行了整顿和
改革，进一步巩固了市、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向前发展。．，，

‘’

，

， ，郴州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受了7

挫折和困难，但其变化仍是巨大的，成绩是显著的。

50年代初期，市境便彻底消灭了霍乱、天花等烈性
传染病和性病。1 972年又把主要地方病_丝虫病的发
病率控制到0．57％以下；危害郴州人民健康达二干余年

、的疟疾，经过近20年的反复查治，也在1 975年将发病率
控制到0．32／万以下。卫生部，湖南省卫生厅分别于

1980年、1 981年实地进行考核验收，郴州市达到了国家
规定的基本消灭丝虫病和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其他传染
病也大多得到控制。至1989年，．全市已连续13年未发生
脊髓灰质炎疫情，连续l 5年未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各种
传染病的总发病率，1989年与1961年相比较，下降



70．62％。

食ffj．医疗卫生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中，也

嚣≠到迅速发腥。截至1 989年底，市境共有医疗保健机构

283个．病J术2198张，工作人员3596人，其中卫生专业

技术人贝2790人，建筑面积23．63万平方米，分别为
l 9 19年底的70．75倍、l 0．1 0倍、2，1．30倍、57．76倍。按

企ffJ．总人IJ计3'}：，平均每千人有病床9．69张，有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f2．39人。 j

Io年来．今Ifjf各医疗单位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

水f1：断提高。l 949年前，市境四所医疗机构仅有30毫

安爱克斯光机2台，显微镜3台。80年代以后，各医院

普遍购K了200。⋯500毫安爱克斯光机以及超声心动

仪、，瞄声显像仪j纤维胃镜、电脑型体外反搏治疗仪、心

脏除颅起搏器、体外超声碎石机、‘手术显微镜等一批常规

治可，、检测仪器。．新中国成立前，医院只能作阑尾切除

术、疝修补术。60年代以后。市内各综合医院相继开展

厂肝胆外科：月．1=肠外科、颅脑外科、r泌尿外科、显微外科

及胸外科等手术。内科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80年代
j&5+ll了90．20％。 一

卫生’Jf业的不断发展，医疗预防保健条件的逐步改

善．使fff；州人民的缝康水平显著提高；全市人口死亡率已

rfl 19 19年的12．，18％下降到1989年／1．6l‰；人均期望寿

命L二I}1 i 9 19年的35岁提高到l 982年的70．79岁。 ．

? 拿{一fj-医疗卫生‘捧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总体来

开·医疗设备仍然还比较落后，医疗水平还不很高，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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