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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邵阳，资江流水纵贯

全境，雪峰山脉耸峙西南。这里的灵山秀水孕育了

人才辈出的世代邵阳人民，孕育了人民赖以休养生

息的千家行业，孕育了名医荟萃的邵阳卫生。然而，

在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制度的禁锢，

邵阳的医药卫生蹒跚不前。．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

医药卫生才成为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为垂鉴后世，对地方的历史更替需要修编立

传；为继往开来，对包括医药在内的各业也需要记

述成志。

《邵阳市卫生志》凝聚着编纂人员的无数辛劳，

维系着全市医务人员的深切期盼，几经磨砺，终于

付梓面世。

《邵阳市卫生志》纵述全市卫生事业的发展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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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横陈卫生各专业的变化状况，资料翔实，体例

完整，堪称我市卫生工作的资治、教化、存史之书。

自古以来，盛世修志。在面对世纪之交的时刻，

我们回顾历史，憧憬未来'．更感到责任重大。让我

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创

造新的业绩，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邵阳市卫生局局长刘君武

1998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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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概要地记

述本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 本志记述断限，上限始于1940年，必要时

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90年。

三 本志以今辖九县三区(邵东县、邵阳县、新

邵县、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县、新宁县、城步苗

族自治县、绥宁县、东区、西区、郊区)为记述范

围，详市略县，重点记城区。鉴于行政区划几经变

动，凡记述今市辖区域内全局性的史实，1986年3

月邵阳地、市合并前，用“境内”概念表述；之后，

；r10以“全市"表述。市辖三区所属范围，1949年建

市后称“市区”；东区、西区则称“城区’’；建市前

均以各个历史时期名谓表述。
、 ·1 o



四 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以语体文和第三人称记述。

五 本志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

统计部门未掌握的，5以业务部门提供的为准。

六 本志《人物章》，由人物传略、人物录、人

物表三部分组成。其中人物传略只收录已故人物。

排列以人物卒年为序。人物录，只收录1991年元月

尚健在的本籍医疗卫生界代表性人物及长期在邵

阳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成绩较显著的客籍人物。排列

均以生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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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晚清时期，境内缺医少药。府县虽设惠药局，但僧多

粥少，无济于事。虽有个体中医，多为官府与有钱人家治

病。穷乡僻壤的贫苦百姓，小病靠偏方单方草药，大病则

往往是卧以待毙，九死一生。其时，科学不发达，人们还

不懂什么细菌、病毒，卫生观念不强，民间有。不干不净，

吃了无病"的说法。因而，疫病流行，特别是痢疾、麻疹、

伤寒、天花等急性传染病，几乎连年不断，病死的很多。清

光绪32年(1906)西医传入境内，但群众对西医缺乏认识，

并限于经济条件未能推广。

民国时期，境内政府曾推行过饮水消毒，倡导过中小

学生沙眼防治，但并未坚持下来，更未普及，卫生防疫事

业仍很落后。医疗事业则略有进步。北洋政府虽曾明令禁

止中医，但邵阳境内并未贯彻执行，中医中药人员仍继续

行医营业，个别中医并有著作问世。与此同时，西医也有‘

较大的发展。民国9年(1920)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在邵阳

县城正式建成邵阳普爱医院。民国27～28年(1938～

1939)境内各县政府也创办了各自的县卫生院。民国35年、

36年，湖南省立邵阳医院和邵阳公医院先后建立。鼎盛时，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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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医院(卫生院)曾发展到10所。但由于社会动荡，战

乱频繁，财力枯竭，卫生事业难为无米之炊，官办卫生院

昙花一现，又纷纷停办。至民国38年(1949)9月，境内

仅邵阳县城尚存省立邵阳医院、邵阳公医院和普爱、圣母

两所教会医院，共有职工169人，病床250张。

1949年冬境内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后，人民卫生事业不

断发展。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将人民解放军转业退伍的

医务人员和旧卫生机构遗留下来的以及社会上闲散的医务

人员组织起来，先后创建了邵阳地区和各县、市人民医院、

卫生防疫站以及妇幼保健所，并将上级分配来的医药院、校

毕业生陆续充实进去。在百废待举，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

断添置更新医疗器械设备。同时还鼓励支持个体开业医务

人员(主要是中医)组建联合诊所和市、县中医医院，以

弥补公办医院之不足；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

止各种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旧社会长期流行的

传染病初步得到控制。到1957年，境内医疗卫生机构发展

到628个，专业职工3519人，病床907张。
’

1957年境内开展反右派斗争，一批技术骨干和医务行

政人员被错划为“右派’’，使卫生事业受到严重挫伤。1 958

年又错误地推行反对所谓“白专"道路，使一些医务人员

钻研业务技术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当时，还把刚建立起来

的防疫、保健机构合并起来，全力开展除“四害"(老鼠、

苍蝇、蚊子、麻雀，后将麻雀改为臭虫)的群众运动，大

搞“四无’’竞赛，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出现严重的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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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四害"没有消除，反而把有序的防疫、保健工作搞

乱了。还要求医院实行每日三班门诊，人手不够，就取消

节假日，取消医护分工，医护人员过分劳累，医疗质量严

重下降。在这同时，所有人民公社，许多中、小型企业甚

至有的街道都一哄而起办医院，大多有名无实。1961年进

行调整，个别条件具备的厂矿医院保留下来，公社医院统

一改为集体所有制的卫生院(所)，其余一律撤并。直到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才恢复各级医院的工作秩序，恢复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机

构，使卫生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5年，贯彻

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境内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逐步把卫生部门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转向农村，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开展

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这年底，境内医疗卫生机

构达962个，专业职工5904人，病床3417张，基本形成

了地、市(县)、区(社)医疗卫生网。

。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内地、县、市卫生行政机构受

到冲击，而陷于半瘫痪状态；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机构被

撤销，防疫保健工作无人过问；医院规章制度被破坏，秩

序混乱；许多名老医生被视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

威"等等受到迫害，个体开业行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

巴"，遭到禁止。1970年12月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建立后，境内各县和邵阳市卫生局、卫生防疫站及妇幼保

健站(所)陆续恢复。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将大部分精力集
·3·



中在农村卫生工作上，卫生经费优先安排到农村。卫生基

建投资90％以上用于农村，扩建和新建一批农村医院和公

社卫生院用房，做到区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

疗室。医疗器械大多用于装备农村医院，只因技术力量不

足和农村条件的限制，有些单位医疗器械被闲置而未能发

挥作用，但大部分区、社医院能开展下腹部手术、三项常

规化验和胸部透视等。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并

就地取才，积极培养发展亦工亦农的“赤脚医生’’，对改变

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到良好作用。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

看病不要钱，脱离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加之管理

不善，致使农村合作医疗未能巩固。整个“文化大革命’’期

间，由于许多医务人员积极性严重受挫，不敢大胆负责，不

敢钻研技术，使医疗技术停滞不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境内进一步健全了卫

生工作机构，整顿卫生工作秩序，调整各级卫生工作部门

和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知识

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医疗卫生战线的广

大职工心情舒畅，干颈更大，境内卫生事业再次走上了健

康发展、大步前进的道路。1988年，中共邵阳市委、邵阳

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卫生(工作)改革三十条暂行规

定》，推行院(站、校、所)长负责制、专业技术人员聘任

制、目标管理责任制、预防保健基金制；实行多形式、多

渠道、多层次办医；对集体所有制医疗卫生单位实行在国
·4 o



家扶助下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

配"的管理原则，从而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

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

1990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923个，专业职工

16986人，病床13100张。拥有房屋建筑面积96．6万平方

米，专业设备价值1799．2万元。这一年，全市诊疗

11229105人次，入院人数269387人次。全市各县(区)均

装备了冷链设备，四苗全程注射覆盖率达95％以上。全市

基本消灭了疟疾、丝虫病和麻风病，基本控制了地方性甲

状腺肿、钩虫病和麻疹。17种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已下降

到203．17／10万，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5．2／万，婴儿死亡

率由1949年的140．3‰下降到24．6‰。全市60％的乡

(镇)卫生院有自己建设的医疗用房，有必要的医疗设备，

有供住院病人使用的生活设施，做到了管医疗、管预防保

健、管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县以上人民医院、防疫站、保

健所技术和管理也都有所加强。邵阳医院和邵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有60多项外科手术达到湖南省地(市)级医院先进

水平。加强了中医，全市11所中医院全部转为全民所有制，

并形成了以骨伤科、矫形科、烧伤科、肿瘤科、痔瘘科为

重点的中医专科医疗体系。新邵县中医院骨伤科被誉为全

省十二大流派之一，新宁县中医院成为全省儿麻矫治中心

之一。医学教育除加强原办邵阳卫校外，又新办卫生职工

中专和卫生职业学校各3所。医学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其

中有2项获国家专利，17项获省及省以上科研成果奖。医
·5‘



疗卫生事业与旧社会相比确是突飞猛进，但仍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要达到人人享受医疗保健的目标，

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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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顺治九年(1652)

武冈州境内大饥、大疫，饿死、病死者甚众。
4 I

’

清·顺治+年(1653)

明、清两军在新宁县等地相持对垒，清损兵折将，迁

怒于民众，搜山破寨，掳掠劫杀，僵死遍野。次年瘟疫流

行，病死者不计其数。
。

清·道光二十七年(1901)

2月，境内瘟疫流行，死亡枕藉。仅宝庆城外东塔寺一

处，因丧父母而寄居于彼的孤儿增至800余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城步县痢疾流行，全家俱殁者3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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