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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钢仁地区志·卫生志》几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是成区卫生史

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诚为喜事。

地处贵州东部的钢仁，为黔东与湘西的中介地区，中原和江南

中黑传入较平。明嘉靖年间，江西、湖北等地就有中医来境内开店

看病。 1日忠中虽有记载，但记述不详，史料不多，而新编《铜仁地区

志·卫生志》全书 65 万字，以朴实的语宫、翔实的史料记述了钢仁境

内自明清以来医疗卫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着重记述了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卫生

事业取得的成就。

钥仁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索称"痒痴之地"医疗卫生

十分落后 O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支视人民的健康及其卫生事业的

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并培养和建设了专业卫

生队伍。 50 多年来，全民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医疗技术不断提高，

防病灭病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五六十年代，消灭了境内危害最大

的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七八十年代，有力地控制了地方病、白喉等疾

病的蔓延，明显减少了伤寒、副伤寒等肠道传染病暴发点。 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后，进一步加大了药品

质量的检查和监督力度。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级医疗

机构由于硬件环境的改善、服务项目的增加，使医疗卫生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1996 年，实现了以乡为单位儿童计划免疫

接种率达 85% 的目标，相关传染病大幅度下降，到 2000 年法定报

告传染病发病卒已由 1956 年的 1461/10 万下降到 348.90/10 万，

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明显提高。问时，加之西部大开发为编修卫生志



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

光荣职责。

"以例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农;以人为锐，可

以知得失。"编慕出版《铜仁地区志·卫生志》正是为了发挥其"资政、

教化、存史"的功用。资政者，即用志书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铜仁卫

生，提供决策依据、发挥工具书的作用;教化者，即用志书中记载的

丰富史料，为企区人民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提

供乡土教材，发挥其教科书的作用;存史，者，即把钢仁卫生事业在前

进道路上所经历的成败得失载入史册，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发挥其

"镜子"的作用 O 在钢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铜仁地区志·

卫生志〉还可以发挥其桥梁和窗口的作用，让外界了解铜仁卫生，让

钥仁卫生走向外界。

志属信史。真实可信是志书的生命所在。一部严谨、翔实的志

书传至后世，犹如老容佳酿，藏之愈久愈加芬芳。为此，~钥仁地区

志·卫生志》始终坚持"千秋大业、质量第一"的要求，编慕者从资料

刮成稿、成书，反复琢磨，寒暑不辍，十四载乃成。我坚估忠书留存

于世，将无愧于后人，也无愧于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时

代。

卫生工作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关系到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且还关系到全民族健康素质的不断提

高 O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让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以

卫生改革和发展的新成绩，为全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再谱辉煌的篇

章。

铜仁地区卫生局局长

中共铜仁地区卫生局党组书记 在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币 IJ、平理讼和"五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铜仁境内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全貌。

二、本志追溯史实，不避讳曾管理过的区境外医疗卫生单位;区

境内省属医疗卫生单位及其他非区属医疗卫生单位的情况，亦于记

述。内容上限可溯及事物发端，下限 j1J 2000 年，大事记及个别重大

事件延伸到 2004 年 o

、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详咯适度，立足当代，着重记

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内容。本志采用因事系人记法，故不

设人物篇。

四、本志资料源于文书档案、图书报刊、各县(市、特区)卫生志

及调查采访等，一般不注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

部门米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五、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字行文。计量单位的使用

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

六、地名、人名、物名及部门称谓，才安各个历史时期称谓，必要时

县、五屏伺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一律称为 xx 县。其它除首次使用全称外，以后均用简称，女口浮肿

病、干瘦病、子宫脱岳缩写为"五病"等。

七、药政管理篇内容只记述铜仁地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前，

隶属铜仁地区卫生局管理的有关事宜。

八、本志收录的医药秘晗方，来源于氏问及明、清本地旧志和有

关资料中的记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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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述概

铜{之地区位于负1、川省东北部，东与湖南省湘四二七家族茵族自治州、怀化地区攘攘，

抵本省黔东南苗族伺族自治州，因邻本省遵义市，北与重庆市黔江地区相迹。东西绵延

171 千米，南北跨度 219 千米，总面积为 18023 平方千米，是一个距离海岸线较远的大西

南内陆山区。 2000 年，全区总人口 374.77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256.46 万人。

境内由于光、热、京、土资掘丰富，地形地貌适宜，为多种生物的共繁殖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但问时也给蚊蝇擎生营造了繁殖条件，以致成为在疾、豆豆.&等挟病严重流行的区

域。据史料记载:明、清3臣民因时期，白于战乱颇仍，疲病丛生，地方病、传染病造成的危害

很大。明正德元年(1506) ，平溪卫(今玉屏县)发生瘟度，死亡人数很多。清光绪十六年元

月 (1890. 1) ，锢仁府"久前甚寒，境内大疫，免者恒少"。民国 18 年(1929) ，沿河、江口县症

疾大流行，其中江口城关太平乡寨抱村染病率达 90% ，全村死绝 30 户、死亡 170 人。霍
乱在清道光《铜仁府，志》已有记辙。民国 28 年(1939) ，玉屏县霍乱流行，现人众多，电请省

卫生赘员会协助防治。天花也是这样。民罔 18 年(1929) ，洒向县大茶乡陈家银村天花流

行，发病几十人，死亡 10 多人。 31 年(1942) ，铜仁、松桃、五屏、德、江、思南等县开始接种

牛疲苗。{.ê.点少面声音，天花的发病事高，死亡事也高。因此，人们洒别灾疫只得"小病抗，

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由于铜仁的疫病流行严重，疤疾发病高，内政部卫生署医疗防

疫总队派员到玉屏县协助成立卫生防疫队(属贵州省防疫第一队，后随第六行政督察区的

建立，改为第六卫生防疫队) ，归镇远卫生防疫区管辖，负责炉山至铜仁一带防疫工作。直
到货州省防疫总队成立脂，才将第六分队派驻悯仁，进行防疫及开展预防放射等工作。但

因经费不足，这些工作收效甚微，不久又全部解散或撤销。

中服传人较早，但由于多种原因，明代才设机构。明永乐十九年(1421) ，贵州布政司

在石肝、思南、铜仁、乌罗、思州五府各设置原学iE科一人，负责给百姓治病。嘉靖年间，铜
仁就有人"精医j茧，箴眨所及，疾患顿除飞清初，又有江西、湖北等地中医来境内开店看

病。清顺治十六年(1659) ，江西人张国镇居思南，常往返于石肝城乡开方授药。道光五年
(1825) ，江西临江府日氏在石肝城外问街设"]j圣堂"药号行医卖药，并招收门徒。问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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