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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梧州市位于广西东部的桂江、浔江汇合处，两江河水一清一浊，市民称之为鸳鸯江，两

江汇合后即为西江。梧州市辖苍梧县，东与广东省的封开、郁南两县接壤，南西北面为梧州

地区的岑溪、藤县、昭平、贺县所环抱，交通以水路为主，水陆交通称便，溯江而上可达桂

林、责县、南宁、柳州，顺流而下可通广州、香港、澳门，为广西水上门户。故民国时期，

梧州常有霍乱等传染病从港澳传入发生流行。

梧州市1989年末总人口846887人(含苍梧县人口56T180人)，全市总面积456了平方公

里，其中，市区及郊区面积为307平方公里，苍梧县面积为4260平方公里，市区及郊区每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为851．8人。

梧州市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城市。梧州古称广信。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

赵陀的南越王朝在梧建苍梧王城，为当时岭南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置苍梧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广信为苍梧。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郡

为州，始称梧州。明成化五年(1469年)，是总督府、总镇府、总兵府所在地，为两广政

治、军事重镇。清末j梧州为两广以至云、贵、川物资的集散地。光绪二十三年(189T年)，辟

为通商口岸，英国在梧州设立领事馆。民国时期，梧州市已是全国内河重要港口城市之一，

商贾云集，有‘‘小香港’’之称。1949年11月25日梧州解放。198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决定

梧州市为广西对外经济贸易综合改革试点。1988年3月18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梧

州市及所辖苍梧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远在两干多年前，梧州中医药已有相当发展，据《苍梧县志》载，汉代苍梧(即今梧

州)名医董奉， ‘‘以丸药服，能起死回生”。宋代，梧州针灸名医梁大用， “人有病患，针

之无不立愈”。清代，名医李朝连， “能识人五脏症结”。嘉庆名医黄基奏， “精医金创，

善接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后，西医传入梧州，卫生事业逐

步发展。是年，英国天主教惠师礼会在梧设西医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美国基督教

浸信会国外布道部在梧州设立思达纪念医院(后改思达公医院)。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

红十字会梧州分会成立!并设留医医院与门诊部。民国十三年(1924年)，广西省政府在梧

兴建广西梧州医院。翌年，该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立梧州区

医药研究所，培训中医人才。1949年，梧州有开业中西医诊所百余家，有医院4所，但规模

均较小，共有医护药检人员66人，病床271张， 胃部分叨除是民国时期之最大手术。由于

当时政府对公共卫生重视不够，对各种传染病尤其是急住传染病无紧急有效的防治措施，麻

疹、疟疾、百日咳、白喉、伤寒、痢疾、肺结核等传染病，连年不断．霍乱、天花也常有发

生，疫疠横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十一年(1942年)．三

十四年(1915年)，均发生霍乱大流行，特别是民国三十四年的一次大流行，全市患霍乱死

亡者达数百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面向工农兵，j!趸
1





大 事 记

清 朝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美国传教士纪好弼在梧州竹椅街(今大南路)设西医诊所，

西医开始传八梧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私立广仁医院成立。是年初，英国迫清政府签订《中英滇缅条

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后，英国传教士麦路德(D R·G·GMA C D ONA L D)来梧子古

较场(今工厂一路)创办惠师礼会西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基督教浸信会南方差会国外布道部在梧开办的思达纪念医院

(现市工人医院)建成。

宣统元年(1909年)，思达纪念医院创办初级护士学校，梧州开始有学校改；学教育。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中国红十字会梧州分会成立。翌年，该会于考棚街县训所

(今大中路市卫生局处)建成会址，设中医门诊。并于府巷盐仓(今和平路六一幼儿园处，

设西医住院部，此为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建院开始。

中 华 民 国

六年(1917年)．讨龙(指军阀龙济光)之役．梧州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赴广东肇庆、

三水、广州进行战地救护。

十年(1921年)，孙中山来梧，曾到思达公医院与毕济时、李沥士等英籍医生留影。





同年，市政府卫生局举办第一届中医考试，翌年(1927年)，继办第二届中医考试。两

届共考选中医80人。

十八年(1929年)，市政府卫生局将全市划为大中、大东、水上及河滨4个卫生区．

同年，因粤桂战争发生，梧州医院停办。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办。

二十一年(1932年)夏，梧州国医公会成立，首届主任委员谭次仲。

同年，广州市霍乱流行，蔓延至梧州，梧州霍乱患者198人。梧州医院更名为广西省立

梧州医院?直属省政府管理。

二十二年(1933年)，陆川发生鼠疫，梧州医院派医疗队前往防治。

同年，梧州医院医务人员集资创办《卫生旬刊》(该刊办至1936年停刊)。

二十三年(1934年)，市卫生局撤销，由梧州公安局(后改警察局)设卫生科管理卫生

事务。

广西制药厂在梧州成立。

梧州医院在河西三角咀设分院(至1941年撤销)。

梧州红十字会留医院建成，首任院长李达潮。

广西省医师公会成立，设于梧州。

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筹备“广西省立梧州区医药研究所”，翌年(1935年)一月一日正

式成立。

二十四年(1935年)，思达公医院初级护士学校改为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广西卫生试验所在梧成立，易敦吾任所长。该所与广西制药厂共同生产的生物制品有牛

痘苗和少数诊断血清，供应全省医疗卫生单位。

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八日，梧州医院与广西制药厂共同组织防疫队赴容县、博白施

行鼠疫预防注射。

同年，梧州西医院收治麻风病15人。

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廿六日．日本飞机狂炸思达公医院一带j伤亡100多人。八月

十七日，日机狂炸大东、竹安、五坊路一带，伤亡300余人．无家可归者3000余人。思达公

医院对被炸伤群众免费医疗。

同年，成立梧州卫生区卫生事务所?主管卫生防疫、公共卫生、妇幼卫生、卫生宣传等

工作(该所于1942年结束)。

同年夏，梧州成立防疫委员会，联合公私立医院、开业医师，协助政府办理防疫工作。

二十九年(1940年)，县属龙华、泗洲等乡发生天花流行。

同年秋，中华医学会广西梧州分会成立，李兆时任理事长。

三十年(1941)，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向梧州思达公医院授“风义恩

钦”大匾一幅，表彰该院在抢救抗战中负伤官兵群众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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