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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986年卫生

局着手编写《益阳市卫生志》，以期起到存史，资治，借

鉴、教育的作用。

《益阳市卫生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方法，真实地记录了自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1988年

我市卫生史上的变化和发展，重点反映了建国后39年来的

成就和经验教训，为我市今后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的可靠依据。 一

本书凝聚着编写人员的心血，蕴含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关怀和支持。但由于史料不全，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

各级领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篡领导小组组长

前卫生局局长 罗理宜

一九]klk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1



序， 二

编纂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社会主义新方

忘。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志办的领导和具体指导

下，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益阳市卫生志》终于成书出版

了。这是我们卫生战线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这部卫生志，记载了自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到

1988年以来益阳市卫生事业的兴衰。发展，记述了全市广大

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英雄业绩，总结了卫生工

作的宝贵经验。其内容包括机构沿革，卫生防疫、妇幼保

健、医疗事业，药政管理、卫生改革与卫生经济等方面。

编纂此志书，试图起到稽古察今，资政存史。启遭教化

等作用．因此，在编写过程中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对于旧资料，广采博征，追本溯源，悉心

考订，去伪存真i对于现状，深入调查，反复筛选，综合分

析。力求此志所记之事确凿有据。

编纂过程中，修志人员不辞辛苦，认真负责，三易其

稿，精神可佳。

市志编纂委员会和市志办对本志的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和

关心，是本志闻世的重要保证。在此深表谢意l

卫生局局长 夏以松 呤

一九八八年十--,q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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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市《卫生志》记述益阳市卫生行政．防疫保健，医

疗科研等方面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全志分6章lO节，约9万字。

三，上限起自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下限至1988

每。 ．

四，根据矗生不立传"原则，对生者一律不入传。

五，资料来源系查抄档案，报纸，旧县志，座谈走访的

口碑资jIs}，专题调查，下属院、站，所的资料等。

六，全册分述、记、志，图、表、录6类，文体记叙事物视

事系类。

七，按。时经事纬弦原则，分类编目，横排纵写，力图

表明因果，体现规律和特色。

八、度，量、衡均采用公制单位．数值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地名则用事性发生时

的名称。

九，书中的“流脑移，“乙脑，、“脊灰"，。钩体一，

产流感一，“出血热"等，其全称分别为“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修，“钩端螺

旋体病秒，。流行性感冒黟，“流行性出血热"。

十，书中。四苗防六病打系指用卡介苗、麻疹疫苗、白百

破三联菌苗，小儿麻痹糖丸，预防结核病，麻疹，白喉，百

日咳，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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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益阳市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

迫和剥削，生活贫困，民不聊生，战乱频繁。疫病丛生，加

之帝国主义的鸦片毒害。人民体质虚弱，处于贫困、潦倒的

水深火热之中。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民国初，国民党政

府未设卫生行政管理的专门机构，益阳市(当时属于益阳县

管辖的龙麟镇)的卫生工作由县政府警务科兼管。民国29年

(1940)，益阳县卫生院建立．既管全县的卫生行政工作，

又具体办理医疗业务。中医工作当时只有几家私营医药店，

大多是世传ql医，儒门中医、科班中医、专科中医和学徒中

医。行医方式一般是坐堂问诊，也有逢会赶集、游乡串户或、p-

医半农者。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和旧政府对中医中

药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中医曾一度受到排斥和歧视。

1939年，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废止旧医弦的提案，但由于全

国人民反对，全国中医中药界纷纷停业请愿，才停止执行。

因当时政策所致，益阳的中医中药也逐渐萧条。西医工作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基督教逐渐渗入内地。清

光绪31年(1905)，挪威基督教信义会倪尔生在益阳桃花仑

创办“信义医院”，隶属湖南省基督教会领导，从此，西医药

传入益阳。该院在益阳存在40多年，求医注册者累计达22万

余人。1947年，旧湖南省政府指示益阳专署与商会筹建省苞益

阳医院，并拨给补助修建费10"30万元(旧币)和一些“善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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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物资"。这些物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剩余的军用

品，主要是毛毯，蚊帐，罐头、豆粉之类，医疗器械极少。

商会奉命邀集医界名流到专署商议组织“修建省立益阳医院

委员会一，并划定益阳头堡朝阳庵公坪作为院址。1948年7

月底，建成一栋两层楼900平方米的房子，省府卫生处拨50

张病床，聘任工作人员28人，成立了省立益阳医院。此外，

民国35年(1946)，意大利天主教在益阳创办“天主堂医

院”。这些医院的医疗设备简陋，条件差，技术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和关怀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1952年，成立益阳市

人民政府卫生科，管理全市医疗卫生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增

加，队伍扩大，素质提高，设备陆续更新，基本建设规模扩

大，中西医学术成就日新月异。1988年与1949年相比，医疗

卫生单位由4个增加到169个，增加41．25倍。其中，市卫生

系统直属单位25个，工业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医务室(所)

135个，地直医疗卫生单位g个l病床由120张增加到2081张，

增加16．34倍。其中，市卫生系统直属单位932张，工业及其

他企事业单位337张，地直医疗卫生单位812张；各类卫生技

术人员由52人增加到2415人，增}in45．44倍。其中，市卫生

系统直属单位956人，工业及其他企事业单位525人，地直医

疗卫生单位934人。2415人由，有主任医师2人，副主任医

师72人(市属医疗卫生单位19人)，主治(主管)医药、护、

技师571人(市卫生系统直属单位380人)，医师职称以下的

1770入(市卫生系统直属单位480入)；医疗设备由折合人

民币约0．5万元左右，增加到75．2l万元；基建面积由

4000平方米增加到12．38万平方米(市卫生系统直属单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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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5平方米)。大部分干部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

到了明显改善。医疗技术进步较快，1949年省立益阳医院只

设有内，外、妇三个科室，现在一般综合性医院都设有内、

外、妇，儿，五官，麻醉，医技，护理近十个科室。同时。

医疗技术发展较快，1949年，省立益阳医院只能开展一般的

内科疾病诊治和外科的疝修补，膀胱取石，肠梗阻等普通手

术，医技科室只能开展三大常规检查，现在一般综合性医院

都开设了心内科、呼吸内科和消化内科，外科由普外发展到了

脑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专科。医技科室除做三

大常规外，还能做脑脊液，胸水，腹水，血液生化、内脏器

官造影和超声波诊断，诊断治疗水平较1949年明显提高。防

疫保健事业基本是从零起步，到现在已逐步健全了防疫保健

队伍，形成了防疫保健网络，全面开展了防疫保健工作。传

染病总发病率由建国初的4322．53／10万，下降到了1988年的

372．01／10万。消灭了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控

制和基本消灭了白喉、脊髓灰质炎，疟疾、斑疹伤寒和猩红

热，麻疹控制在5．8／lO万部颁标准以内的水平。。四苗"复

盖率达到92．86％，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3．6／万，产儿死亡

率控制在17．6‰，婴儿死亡率控制在12．1‰，科学接生平均

达98．2％，住院分娩率城市达100％，农村达6l％，0—7

岁儿童体检率迭83．2％。

随着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单位相继进行了以科室承

包为主的各项经济技术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打破了封闭状

态，形成了竞争格局。通过改革，增强了单位活力，提高了

职工收入。1988年，全系统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千万元大

关，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城市卫生院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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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委的领导下，先后将大水坪，大

卫生院分别办成了皮肤病医院、口腔

专科医院，实践证明，这种转向是正

了业务渠道，增强了卫生院与大医院

在改革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益阳市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kJk年十二月五日．



大事记

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

益阳城内黄绣壁私人开办“黄万生中医药店"，行医开

jp o

’

二
．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挪威基督教信义会倪尔生来益阳桃花仑创办“信义医

院秒，该院隶属湖南省基督教会领导，从此西医药传入益阳

城。同时，还在桃花仑设立“育婴院一收养弃婴。

1911年(清宣统三年)

刘葵生中医师在益阳城内创办“来苏中医院"。

3月，信义医院佛格特医生作粪检报告，发现益阳城内

两例日本血吸虫病人。

1923年(民国12年)

私营“二一中西医院’’成立。院长李星鹄，院址设后

堡。

1927年(民国16年) ’

私营“六一医院"成立。院长成剑琴，院址设乾元街。

5



1932年(民国21年)

私营“回康医院"成立。院长陈洁详，院址设西门外。

1936年(民国25年)

信义医院为群众种牛痘280人。

1937年(民国26年)

益阳霍乱暴发流行，死者众。

1939年(民国28年)

成立益阻县“中医师公会"，主任莫荫南，登记的会员

有72人。

1940年(民国29年)

“益阳县育婴所"成立，所址设城区，收养婴儿80名o

3月，成立“益阳医院牡，于g月开业。

12fl，113益阳县政府改益阳医院为“益阳县卫生院"，

傅藻芹任院长。

1946年(民国35年)

意大利天主教会在益阳创办“天主堂医院"，

车路下首天主堂。

是年，盘尼西林(青霉素)传入益阳，每支

米。

6



1948年(民国37年)

7月，成立湖南省立益阳医院，院长徐克钦，院址设三

圣殿后面。

1949年(民国38年) ．

8月，益阳县人民政府接管旧益阳县卫生院，当时该院

仅有四员一丁，病床10张。

8月3日，益阳军分区参谋长黄立功，专署民政科李子

涛，军代表徐迎丰代表人民政府接管湖南省立益阳医院，宣

布徐克钦继任院长，其他各员仍按原职各司其职，当即收治

南下伤病员100余人。

5月，

李仲宽。

9月，

市管辖。

1950年

改中医师公会为“益阳市中两医联合会圩，主任

建立益阳市，城关区医疗卫生机构一并划归益阳

12月，首次完成2万人的防疫注射任务。

1951年

3月，成立“益阳市中医会诊总所"，主任文树荣，并

按办事处设立了4个分诊所。

】2月，改益阳市中西医联合会为“益阳市卫生工作者协

会"。主任李园青，并按办事处成立了5个区会，至文化大

革命前夕自行消亡。

T



12月，成立“益阳市西医第一联合诊所，，，所长李囝

青，所址设大水坪。

同年，全市发生天花8例。

1952年

1月，接种卡介苗防病，初种15615人，复种14547人，

其中小孩8779人。

4月，全市大张旗鼓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

主义的细菌战。

8月，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人民卫生日"制度，各机

关，团体，商店，居民每周自定一天整理室内外环境卫生。

11月， 搿天主谁医院弦改为“益阳市立人民医院"。

同年，益阳市核准56个单位，1363人享受公费医疗，同

时，对贫苦市民实行部分医疗费减免。

1953年 ．

5月，益阳市召开首届卫生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50

人，总结交流卫生工作经验。
‘

6月，中医黄一清应邀出席中南区第一属中医工作者代

表大会。

7月，流行小儿腹泻，全市门诊3400人次，死亡90余

人。

12月，益阳县血防一组工作人员在三里桥发现三例10岁

左右f的血吸虫病患者。

同年，益阳专区并入常德专区，益阳专区人民医院与信

义医院合并为益阳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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