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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这本卫生志书稿，勾起我联翩浮想。荆州

地区建国四十年来卫生工作波澜壮阔的图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

面前，使我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我受党和人民的委派，以政府成员身份，分管全地区卫生工作近三

十年。领略了广阔江汉平原发展卫生事业的艰辛，也饱尝了千万大众驱

逐病魔，增进健康的甘甜。尽管这段时期内，我们党在路线、方针、政策

上出现过某些失误，但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优越无比的社会主

义制度，奋发向上的人民群众，仍将这项保健益寿的崇高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各项工作

迅速转移到现代化建设轨道上，全区卫生工作随之出现从未有过的勃

勃生机。我目睹欣欣向荣的景象，并投身几年改革之后，始离职休息，实

感宽慰。

行署卫生局趁“盛世修志”之时机，组织人员编纂这本史料，对全区

1949年至1990年在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等卫生工作方针，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防治、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中医中药、医政药政、科

研教育、计划财务等方面的成绩与问题，通过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如实记载，做了一件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大好

事。这本卫生志的问世，无疑将会起到存史、资治、借鉴、教育等作用。

殷切期望我们的后代，特别是从事卫生工作的后来人，从这本志书

中得到启迪，受到教益，创造出更多的史无前例的伟绩，让这块美丽富

饶的荆州大地上，人民享有更充足的卫生保健，社会呈现更高度的精神

文明。 j

、，-J
肛胀

一

1990年1 2月

，
一

“

序作者为原荆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凡 例

一、断限：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荆州地区卫生事

业发展史。上限：1949年7月。下限：概述、大事记、机构三篇章，以及人

员职务(称)、科研成果、医疗技术、仪器设备、基建投资和部分图片资料

断于1990年。其余章节断于1984年，少数史实作适当延伸。

二、篇目：按时经事纬的编纂原则，分类记事，横排纵写。全书分十

四章，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图表。

三、篇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概述是志书内容的浓缩，提纲挈

领，概观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辑录本地区具有

深远影响和标志发展阶段始末的史实，为一志之经。鉴于部分章节下断

于1984年，故1985年至1990年大事记所载大事的尺度适当放宽。

四、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分别

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地名、行政区划名、机构名和人员职务，一般沿用

当时称谓，适当加注。

五、征采：本志资料源于荆州地区档案馆及本局档案室所存有关资，

料；知情者口碑和文字材料；本局历年卫生统计报表。

六、注释：1、鉴于辖区各县(市)卫生志均已记述建国前史实，虽多

有不详，本志却无法补充，不必复述，故上断于建国后；2、本志无人物立

传，亦因辖区各县(市)卫生志有记载；3、沙市市曾有24年属荆州地区

管辖，本志除少数史实必须记述外，一般未涉及该市；4、本志属编撰体，

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明引者，尽量在文中注明。



湖北省荆州地区建制简要沿革

1949年7月全境解放。

1949年7月设荆州专区，专员公署驻江陵县荆州城，辖江陵、潜

江、京山、钟祥、荆门、天门、公安、松滋等8县。 ：

1951年6月底，撤销沔阳专区(1949年5月下旬成立)，将其所辖

的沔阳、监利、石首等3县，划属荆州专区。同时，由沔阳‘、监利、嘉鱼、 。

汉阳等县各划出一部分区乡新组成的洪湖县，亦由荆州专区管辖。全区

共有12县。

1953年4月，从公安、石首、松滋县的荆江分洪区，析置荆江县，由

荆州专区管辖。1955年4月，撤销荆江县，并入公安县。：

1955年2月，沙市市划属荆州专署监督领导。全区共辖12县1
{

赢o ?j

i

1960年2月，于荆门县沙洋镇设立沙洋市，属荆州专区。1961年

12月，撤销沙洋市，恢复沙洋镇，复归荆门县。

1968年3月，荆州专区改称荆州地区，辖1 2县1市。l i

1979年6月，沙市市复为省辖市。 ． 1

1979年12月，析荆门县城关地区设荆门市，归荆州地区管辖。

1983年8月，荆门市扩展全荆门县，划属省辖市，从此，荆州地区

共辖1 1县。 i

1986年5月，石首县改名为石首市；沔阳县改名为仙jI}IE市。 i

．1987年7月，洪湖县改名为洪湖市。8月，天门县改名为天门市。 l

1988年7月，潜江县改名为潜江市j
j

． i
‰潮

茹

删
o‘ 崩

’}j
： 。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凡例

湖北省荆州地区建制简要沿革

概述⋯⋯⋯⋯⋯⋯⋯⋯⋯⋯⋯⋯⋯⋯⋯⋯1

第一章大事记⋯⋯⋯⋯⋯⋯⋯⋯⋯⋯⋯5

1949年至1959年(5—14)

1960年至1969年(15—20)

1970年至1979年(20—28)

1980年至1984年(31—37)

1985年至1990年(39—64)

第二章机构⋯⋯⋯⋯⋯⋯⋯⋯⋯⋯⋯73

第一节管理机构⋯⋯⋯⋯⋯⋯⋯⋯73

一、卫生行政机构⋯⋯⋯⋯⋯⋯⋯⋯73

附：荆州地区卫生局(科)历届正

副局(科)长、顾问(调研员)、

其他工作人员及各县(市、

场)历届卫生局(科)局(科)

长名单⋯⋯⋯⋯⋯⋯⋯⋯⋯77

二、中国共产党组织⋯⋯⋯⋯⋯⋯⋯81

第二节专业机构⋯⋯⋯⋯⋯⋯⋯⋯82

一、机构、床位、人员发展概述⋯⋯⋯82

二、医院⋯⋯⋯⋯⋯⋯⋯⋯⋯⋯⋯⋯86

(一)综合医院⋯⋯⋯⋯⋯⋯⋯⋯86

(二)中医医院⋯⋯⋯⋯⋯⋯⋯⋯91

(三)专科医院⋯⋯⋯⋯⋯⋯⋯⋯92

三、卫生防疫站⋯⋯⋯⋯⋯⋯⋯⋯⋯94

四、血吸虫病防治所、站、组⋯⋯⋯⋯96

五、妇幼保健所、站⋯⋯⋯⋯⋯⋯⋯98

六、卫生学校⋯⋯⋯⋯⋯⋯⋯⋯⋯100

七、药品检验所⋯⋯⋯⋯⋯⋯⋯⋯102

八、麻风病院(村)⋯⋯⋯⋯⋯⋯⋯103

九、其它卫生专业机构⋯⋯⋯⋯⋯104

十、区(公社、乡)、镇卫生院(所)⋯104

十一、乡(公社或公社管理区)

卫生所⋯⋯⋯⋯⋯⋯⋯⋯⋯107

十二、联合诊所与个体开业人员⋯109

十三、村(生产大队)卫生机构⋯⋯109

十四、工业及其它部门卫生机构⋯111

附：地直医疗卫生单位历年

负责人名单⋯⋯⋯⋯⋯⋯113

第三节团体组织⋯⋯⋯⋯⋯⋯⋯⋯115

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5

二、工会⋯⋯⋯⋯⋯⋯⋯⋯⋯⋯⋯116

三、卫生工作者协会⋯⋯⋯⋯⋯⋯116

四、学术团体⋯⋯⋯⋯⋯⋯⋯⋯⋯116

第三章爱国卫生运动⋯⋯⋯⋯⋯⋯⋯123

第一节组织发动⋯⋯⋯⋯⋯⋯⋯⋯123

第二节卫生宣教⋯⋯⋯⋯⋯⋯⋯⋯133

第三节改善环境⋯⋯⋯⋯⋯⋯⋯⋯138

第四节改良饮水⋯⋯⋯⋯⋯⋯⋯⋯141

第五节病媒动物消杀⋯⋯⋯⋯⋯⋯145

第四章卫生防疫⋯⋯⋯⋯⋯⋯⋯⋯⋯147

第一节疾病控制⋯⋯⋯⋯⋯⋯⋯⋯147

一、传染病疫情管理“⋯⋯⋯⋯⋯147

1



2

二、计划免疫⋯⋯⋯⋯⋯⋯⋯⋯⋯147

三、急性传染病防治⋯⋯⋯⋯⋯⋯150

(一)天花(150)

(二)霍乱与副霍乱(150)．

(三)伤寒与副伤寒(151)

(四)痢疾(152)

(五)流行性感冒(152)

(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53)

(七)麻疹(154)

(八)白喉(155)

(3L)百日咳(155)

(十)脊髓灰质炎(156)

(十一)猩红热(156)

(十二)病毒性肝炎(156)

(十三)乙型脑炎(156)

(十四)流行性出血热(157)

(十五)钩端螺旋体病(158)

(十六)炭疽病(158)

(十七)狂犬病(158)‘

(十八)其它(158)

四、寄生虫病防治⋯⋯⋯⋯⋯⋯⋯159

(一)疟疾(159)

(二)丝虫病(163)

(三)钩虫病与蛔虫病(164)

(四)黑热病(165)

(五)肺吸虫病(165)

五、地方病防治⋯⋯⋯⋯⋯⋯⋯⋯166

(一)地方性甲状腺肿与

克汀病(166)

(二)地方性氟中毒(167)

六、麻风病防治⋯⋯⋯⋯⋯⋯⋯⋯167

七、结核病防治⋯⋯⋯⋯⋯⋯⋯⋯169

八、梅毒防治⋯⋯⋯⋯⋯⋯⋯⋯⋯171

九、头癣防治⋯⋯⋯⋯⋯⋯⋯⋯⋯172

十、突发性疾病⋯⋯⋯⋯⋯⋯⋯⋯173

第二节卫生监督监测⋯⋯⋯⋯⋯⋯175

一、环境卫生⋯⋯⋯⋯⋯⋯⋯⋯⋯175

二、食品卫生⋯⋯⋯⋯⋯⋯⋯⋯⋯176

附：食物中毒事件⋯⋯⋯⋯⋯181

三、工业劳动卫生及职业病防治⋯182

四、农业劳动卫生及农药防毒⋯⋯186

五、放射卫生防护⋯⋯⋯⋯⋯⋯⋯188

六、学校卫生⋯⋯⋯⋯⋯⋯⋯⋯⋯189

七、卫生检验设备及技术⋯⋯⋯⋯192

第三节卫生防疫机构管理⋯⋯⋯⋯193

第四节水利工地卫生⋯⋯⋯⋯⋯⋯194

第五节灾区防病治病⋯⋯⋯⋯⋯⋯195

第五章血吸虫病防治⋯⋯⋯⋯⋯⋯⋯201

第一节疫情⋯⋯⋯⋯⋯⋯⋯⋯⋯⋯202

一、流行史⋯⋯⋯⋯⋯⋯⋯⋯⋯⋯202

二、危害情况⋯⋯⋯⋯⋯⋯⋯⋯⋯202

三、流行范围及程度⋯⋯⋯⋯⋯⋯203

四、疫情调查⋯⋯⋯⋯⋯⋯⋯⋯⋯205

第二节组织发动⋯⋯⋯⋯⋯⋯⋯⋯214

一、领导机构⋯⋯⋯⋯⋯⋯⋯⋯⋯214

附：地委防治血吸虫病(地方病)

领导小组办公室本届和历届

工作人员名单⋯⋯⋯⋯⋯216

二、重大血防工作会议⋯⋯⋯⋯⋯216

三、重大血防部署和活动⋯⋯⋯⋯219

四、中央、省在本地区的重大

血防活动⋯⋯⋯⋯⋯⋯⋯⋯⋯222

五、试点工作⋯⋯⋯⋯⋯⋯⋯⋯⋯222

第三节消灭钉螺⋯⋯⋯⋯⋯⋯⋯⋯225

第四节治病⋯⋯⋯⋯⋯⋯⋯⋯⋯⋯232

一、治疗病人⋯⋯⋯⋯⋯⋯⋯⋯⋯232

l～o。．．；《，。§0j—翟盔霸．．黛《



二、治疗病牛⋯⋯⋯⋯⋯⋯⋯⋯⋯236

第五节急性感染与防护⋯⋯⋯⋯⋯237

第六节灭螺专业巩固队和灭螺

机务队⋯⋯⋯⋯⋯⋯⋯⋯⋯240

第六章妇幼保健⋯⋯⋯⋯⋯⋯⋯⋯⋯243

第一节妇女保健⋯⋯⋯⋯⋯⋯⋯⋯243

一、新法接生和围产期保健⋯⋯⋯243

、二、查治妇女病⋯⋯⋯⋯⋯⋯⋯⋯247

三、妇女“五期”保健⋯⋯⋯⋯⋯⋯250

第二节儿童保健⋯⋯⋯⋯⋯⋯⋯⋯251

一、科学育儿⋯⋯⋯⋯⋯⋯⋯⋯⋯251

二、防治儿童常见病⋯⋯⋯⋯⋯⋯254

第三节计划生育技术工作⋯⋯⋯⋯258

第七章医疗⋯⋯⋯⋯⋯⋯⋯⋯⋯⋯⋯263

第一节医院管理⋯⋯⋯⋯⋯⋯⋯⋯263

第二节基层卫生组织管理⋯⋯⋯⋯269

第三节医疗技术与设备⋯⋯⋯⋯⋯274

一、综合医院⋯⋯⋯⋯⋯⋯⋯⋯⋯274

(一)地区医院(274)

(二)县级医院(281)

二、专科防治院(所)⋯⋯⋯⋯⋯⋯284

(一)地区结核病防治院(284)

(二)地市县血吸虫病防治所(站)

(284)

(三)荆少}1)h童保健中心(地区妇幼

保健院)(285)

三、乡(区、公社)、镇卫生院⋯⋯⋯286

四、乡(公社)卫生所⋯⋯⋯⋯⋯⋯287

第四节巡回医疗队⋯⋯⋯⋯⋯⋯⋯287

第八章中医中药⋯⋯⋯⋯⋯⋯⋯⋯⋯291

第一节执行中医政策⋯⋯⋯⋯⋯⋯291

第二节中医医术⋯⋯⋯⋯⋯⋯⋯⋯294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297

第四节中草药资源及利用⋯⋯⋯⋯299

第九章药政药检⋯⋯⋯⋯⋯⋯⋯⋯⋯305

第一节药品质量监督⋯⋯⋯⋯⋯⋯305

第二节特殊药品管理⋯⋯⋯⋯⋯⋯308

第三节游医药贩管理⋯⋯⋯⋯⋯⋯309

第四节药品供应及价格⋯⋯⋯⋯⋯310

第五节药品检验⋯⋯⋯⋯⋯⋯⋯⋯311

第六节医疗器械管理与维修⋯⋯⋯312

第十章医学科研⋯⋯⋯⋯⋯⋯⋯⋯⋯313

第一节科研活动⋯⋯⋯⋯⋯⋯⋯⋯313

第二节成果鉴定及获奖项目⋯⋯⋯317

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本

区获奖项目⋯⋯⋯⋯⋯⋯⋯⋯317

二、1978年8月湖北省科学大会上

本区获奖项目⋯⋯⋯⋯⋯⋯⋯317

三、1978--1980年度湖北省科技成

果奖中有关项目⋯⋯⋯⋯⋯⋯317

四、1980年荆州地区行政公署颁

布的科学技术成果奖中有关

项目⋯⋯⋯⋯⋯⋯⋯⋯⋯⋯⋯317

五、1979年湖北省针刺麻醉研究

经验交流会上本区受表彰单位

及个人与科研成果⋯⋯⋯⋯⋯318

六、1980年至1990年经过鉴定的医

学科研成果简介⋯⋯⋯⋯⋯⋯318

七、获国家专利权的发明⋯⋯⋯⋯327

第十一章医学教育⋯⋯⋯⋯⋯⋯⋯⋯329

第一节全日制教育⋯⋯⋯⋯⋯⋯⋯329

第二节在职教育⋯⋯⋯⋯⋯⋯⋯⋯330

一、短期培训与函授教育⋯⋯⋯⋯330

二、职工中专教育⋯⋯⋯⋯⋯⋯⋯332

三、个别进修与中医带徒⋯⋯⋯⋯333
‘

第三节卫校管理⋯⋯⋯⋯⋯⋯⋯⋯334

3

彳p
I，



第十二章医疗制度⋯⋯⋯⋯⋯⋯⋯⋯337

第一节公费医疗⋯⋯⋯⋯⋯⋯⋯⋯337

第二节免费医疗⋯⋯⋯⋯⋯⋯⋯⋯339

第三节劳保医疗⋯⋯⋯⋯⋯⋯⋯⋯339

第四节统筹医疗⋯⋯⋯⋯⋯⋯⋯⋯340

第五节合作医疗⋯⋯⋯⋯⋯⋯⋯⋯340

第十三章计划财务⋯⋯⋯⋯⋯⋯⋯⋯343

第一节计划统计⋯⋯⋯⋯⋯⋯⋯⋯343

第二节卫生事业经费⋯⋯⋯⋯⋯⋯343

第三节基建投资⋯⋯⋯⋯⋯⋯⋯⋯345

4

第四节财务管理⋯⋯⋯⋯⋯⋯⋯⋯347

第十四章人事教育⋯⋯⋯⋯⋯⋯⋯⋯351

第一节思想政治教育⋯⋯⋯⋯⋯⋯351

第二节人事调配⋯⋯⋯⋯⋯⋯⋯⋯356

第三节劳动工资⋯⋯⋯⋯⋯⋯⋯⋯358

第四节技术职称管理⋯⋯⋯⋯⋯⋯359

附：荆州地区高级卫生技术

人员名录⋯⋯⋯⋯⋯_361

．第五节援外支边⋯⋯⋯⋯⋯⋯⋯⋯367

后记⋯⋯⋯⋯⋯⋯⋯⋯⋯⋯⋯⋯⋯⋯⋯369

。。，～

。。

：={。。o，o趟猬麓阚穗镛谨



概 述

荆州地区地处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位于东经1110l 5，一114。05’，北纬

29。26'一31。371，总面积29，038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64．4％，丘陵山区占

35．6％。境内长江、汉水横穿，河流交错，湖泊密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素有“鱼

米之乡’’的美称。1990年行政建制：县【市政府11个，镇政府159个，乡政府61

个，街道办事处17个，村民委员会5，663个，村民小组44，806个，总户数

2，626，188户，总人口10，957，176人。
‘

1949年7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本地区全境，推翻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间，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人民疾苦，贯彻卫

生方针，建设卫生事业，实施保健措施，城乡卫生面貌日渐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

断提高。旧中国那种肮脏落后，疾病丛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的

政策，又给卫生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全区医疗卫生机构设施，服务范围和技术水

平，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大提高。广大人民防病治病和增进健康有了更加

有力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仅有5所规模极小的卫生院和1所教会医院，总共40

张床位，平均每10万人口0．7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3，819人，绝大部分个体开

业，平均每千人口只有0．8名卫生技术人员。经过四十年发展，全区各级各类卫生

事业机构增至1，673所，拥有床位29，532张，平均每10万人口为270张。专职卫

生工作人员达40，61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2，144人，平均每千人口有2．93名

卫生技术人员，比1949年增加3．2倍。卫生技术人员中，有主任医师7人，副主任

医(药、护、技)师404人，主治(主管)医(药、护、技)师4，431人。 ’，

1990年，全区有卫生部门管辖的县(市)及县(市)以上综合医院17所，中医医

院10所，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院)、药品检验所、卫生学校(或卫生职工中专

学校)，以及血吸虫病、麻风病、结核病、口腔病专科防治机构共78所，乡、镇卫生

院228所(其中中心卫生院45所)，集体所有制乡、镇卫生所569所。工业、农垦及

其它部门设立的医院39所，卫生防疫站4所，疗养院(所)3所，卫生所(室)704
1



所。个体开业行医575人。此外，全区农村设有村卫生室5，441个(含乡卫生院延

伸的医疗点)，内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儿，948人。遍布城乡各地的医疗卫生机构，

构成了完整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

以广泛发动群众为基础的爱国卫生运动持久地开展，提高了环境卫生质量。

“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密度降低；粪便、垃圾得到管理；城镇卫生基本建

设(下水道、垃圾箱、果皮箱、痰盂等)加强；饮水卫生条件改善。全区有56．06％的

人口饮上了比较清洁卫生水，其中82．95％的人饮上了自来水或简易自来水。江陵

县基本上实现水改化，1986年被评为全国农村改水先进县。以提高大众公共卫生

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为目标的健康教育工作也相应发展。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进卫生防疫工作。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

发(患)病率下降。天花、霍乱绝迹；地方性甲状腺肿、丝虫病、头癣、梅毒、麻风等疾

病基本消灭或控制；白喉、脊髓灰质炎、疟疾等疾病发病率显著降低；疟疾在部分

县(市)已基本消灭或控制；依照法规对传染病进行管理；儿童免疫接种发展到扩

大免疫计划——。冷链"运转阶段。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家卫

生部联合审评，本区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第一个和第二个85％的目标。以公共场

所和水质卫生监督监测为重点的环境卫生工作，以防止矽尘危害、职业中毒和农

药中毒为重点的劳动卫生工作，以执行《食品卫生法(试行)》等法规为重点的食品

卫生工作，以及学校卫生、放射卫生防护等工作，都做出了显著成绩。江陵县是全

省唯一的全国食品卫生示范县，经过三年努力，于1989年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

合格证书。

自古以来流行于本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被列为重点防治的疾

病，建立专门领导机构，组建专业防治队伍，投入专项防治经费，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采取灭螺、治病、防护、管粪、管水等综合防治措施，深刻改

变了旧社会“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在历年查出的322

万亩钉螺面积中，累计消灭钉螺267万亩。历年查出156万病人，陆续治愈137万

余人，其中晚期病人76，753人。京山、天门二县(市)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

准。近几年，全区再次加强防治工作，以制止部分地方疫情回升势头：

保护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儿童健康，实行优生优育，增强民族身体素质，是

全区卫生部门的一项神圣职责。各地大力推行新法(科学)接生；开展妇女“五期"

(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保健；查治妇女多发疾病；进行儿童体格检

查；矫治儿童常见病患；指导婴幼儿保育；建立婚前检查制度；实行计划生育技术

指导。经整群抽样调查，1989年，全区新法接生率97．82％；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
互

《

蔫

≮霸

一潮
{+i

替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