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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蓝山县第一部《卫生志》与读者见面了。

盛世修志，是一件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然而，我们

对它的认识却几经反复，使修志工作造成几度起伏。1988年5

月，按照上级部署，我们安排一名修志人员着手筹备，但不久郾

易作它用，因而中断。1989年10月，卫生局领导重新研究，统一认

识，在县属卫生医疗单位抽调五名干部，组成采编小组。自此，

用了一年时间，先后在省内外10多个档案馆，图书馆广征博采，

共查阅档案1205卷(册)，走访200余人，搜集了200余万字资科。

1990年lo月，进入编纂阶段，实行分工撰写，。五定”到人的编撰责

任制，工作进展迅速．1991年4月，因主笔工作易动，部分章节又

停止撰写。去年11月，在县志办的关怀和督促下，局领导再次研

究，加强了领导，并妥善安排了撰稿工作。到12月底，众手成书

的志稿终于撰就并打印成册。随后又组织评审调整，加强主编力

量，对初稿进行调整改撰，压缩增补，稽核校正。1992年12月呈

上审定，付印成书。

本志若录，上溯明代1个别史料，源于建县之初，下限讫止

1989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编修本志的指

导思想。全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和“事以类从，

贯通古今”的原则拟定篇目。全书共分9章31节，运用述，记，

传，录，图，表综合体裁，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蓝山县医药卫生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这部志书的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地方性

较强，是一部“辅治之书”，o致用之书”。她将为我县卫生事业

的发展和卫生文明建设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依据。愿她真

正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甩

龙世相 1992年12月，



凡 例

一、《蓝山县卫生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就蓝山县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不溢美，不掩饰，据事直书。

二，资料来源以档案，图书，报刊为主，兼以走防，座谈和

书信等形式搜集，对一事数说之资料，几经慎重考证，力求事实

无讹。

三，本志所记史实，一般肇始明清，个别史实上溯至事物发

端的汉代。下限一般断至1989年，个别事件延至1990年。根据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9的原则，全书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0年来的卫生历史。

四，本志按统领关系横排门类，以时间先后为序纵述始未。

全书分概述，大事记，机构队伍，党群组织，卫生防疫，妇幼

保健，医疗护理，医教科研，卫生财务，医林人物，药政药价

等部分，除概述，大事记外，均设章，节，目等层次。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语体

文记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兴衰起伏。

六，根据“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的原则，医秫人物中的

立传人物，均系本县已故名医。个别德高望重的中药界名人，于

1990年病逝，亦予立传。名医表所录人物，系历代名老中医药人

员及建国后在县内外从事医药卫生工作并获得高级职称的蓝山籍

人士，长期在蓝山工作并取得高级职称的外籍人亦收录入表。

七，各个时期的机构，地名，职务均为当时名称。历史纪

年，先列朝代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除朝代纪年，

不定数，习惯用语以及叙述性语言用汉字书写外，其余均使用阿

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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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书中图表，有置于相关章节文字中和置于有关章节未尾

两种，除同一章节有两种以上图表标有序码外，其余均未标图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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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蓝山县位于湘南边陲，境内山岭重叠，为半山半丘陵地形，

曾有“山国一之称。蓝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丰

沛，山地林木繁茂，丘陵绿草如茵，野生药材比比皆是。民间素

有栽培药材习惯，是湖南中草药重要集散地之—。

两千多年来，蓝山人民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中草药资源，以

草医草药，瑶医瑶药，中医中药与疾病长期作斗争，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民问一些世代相传的单方，验方和秘方，挽救了不少劳

苦大众的生命。一些济世仁人，弃科举，深研医技，代代出现

名流。元代成柏祥(今龙溪乡富阳衬^)。以儒医名世，被举荐

为太医生。其子明夫，习父业，投常宁州官医提领，后任挂阳州

医学学正。明代蒋华达(今总市乡蒋家洞村人)精疗痘疹、处方

简括，Jl苦床得心应手，名闻遐迩。时至清代。名医辈出。据Ⅸ蓝

山县图志》(民国版)记载的名医有18名之多。药店、药摊、医寓，

坐堂等行医售药形式，也逐渐出现．据考，清光绪十四年(1888)，

江西人袁保和在蓝山县城开设一家中药房，随后，又有外籍人在

蓝山县城．新圩，火田渡开设中药店3家。民国年阆，全县私人

开设中药店铺，先后共67家。鼎盛空前。

民国十六年(i927)，西医开始传入蓝山，郴人周国栋在县

城南正街开设第一家西药房即“东南(西)药房”，除贩卖西药

外并为人疗病。民国十九年。县人朱国度在县城东正街开设

“七字(西)药房”，民国三十年，县人周文达(军医)从某部辞

职回家，在北正街开设以外科为主的4慈航医院”，后改为西医

诊所。

医事管理机构，明代以前。文献无征。明嘉靖岁丙申(1536)

I



Ⅸ衡州府志》载t“蓝山县医学在县西，置官训术，训科各一

员”。清初沿袭明制，官设训科一员。清康熙丙申年(1710)

《蓝山县志》记载t “医学原在县前右，今度”。此后，全县无

医学建制。民国二十八年(1939)，蓝山、嘉禾两县合设卫生事

务所，系行政、业务合一机构1次年，两县分设。民国王十年元

月，篮山县卫生事务所改为县卫生院，始设病床lo张，有行政管

理和医务人员共6人。民国三十一年，先后在大麻营，毛俊，楠

木桥，太平圩设立4个卫生所(民国三十六年停设)。民国三十

七年，县卫生院人员增至8人，病床仍是lo张，直至蓝山解放前

夕。

解放前。民间长期缺医少药，疫病不断流行。清光结二十九

年(1903)秋，蓝山暴发大疫，出现“阎家无遗种者，以百数十

户计”的惨状。民国十五年(1926)，“全县霍乱、痢疾诸时疫流

行。死亡兰百余人”。民国三十一年“全县疟疾普遍流行，发疟

人数达三万余人”。当时，国家拨付的卫生经费相当微薄，民国=

十九年为1800元(法币，下同)，民国三十年为3600元，民国三十

八年为3720元(仅占县政支出的0．32％)，只能维持为数甚少的员

工薪水和办公费用，根本无力发展卫生事业。
’

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人民政府把保

障人民健康列为重要任务，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县人民政府着手组建卫

生行政机构和医疗机构。1949年12月蓝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卫

生机构逐渐设立。1950年2月组建县卫生科，1951年又成立县人

民卫生院。1952年，县成立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工作者协会’基层

成立毛俊、大麻、楠市，新圩卫生所。年底脱产医疗卫生队伍，

扩大到27人。

“—五”建设时期(1953～1957)。全县认真贯彻执行中共

中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

2



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县人民卫生院扩建为人民医

院，县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县卫生防疫，妇幼

保健，公费医疗等方面的机构先后成立。农村又增设卫生所4个，

并普遍建立了乡级联合诊所。全县城乡广泛开展以讲卫生灭疾病

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动员群众与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

发展农村卫生队伍，全县采取县办、区卫生所办，乡联台诊所

办训练班等形式，共培训农村种痘员，接生员，防疫员、保健员

7204人次。为提高脱产医务人员素质，选送了130余人赴省，行

署举办的各类医药短期≈：{练班学习。到1957年底，全县城乡全

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1个、脱产卫生人员迭152人。历史上有

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有所控制。天花，霍乱、回归热已宣告绝迹。

“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全县卫生

事业由盲目冒进到健康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片面

强调“一大二公”，将基层卫生机构，不分全民．集体所有制

(公社设卫生院、大队设卫生所)，全部纳入公社统筹安排“吃大

锅饭一，涌进了一些非专业人员。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刨

“四无”竞赛运动，虽然推进了一些农村卫生工作，但也出现了

一些严重的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现象。药材实行就地生产，就地

加工供应，1959年全县种植药材1746亩，虽解决了部分药源问

题，但药品质量低劣，疗效不尽人意。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离”的方针，对城乡卫生机构进行整顿

和调整l公社一级卫生机构由27个精简为22个，并重新明确联合诊

所为集体所有制，还动员40余名不适宜做卫生工作的人员回农

村，同时执行“鼓励集体办医，允许个体行医”的政策，个体行

医人员有所增加．自此，卫生事业得到健康发展，初步建立了县，

社、队三级卫生网。迄至1965年底，全县专业卫生人员(含厂，矿、

场，校、卫技人员)由1957年的146人，增加到259人，增长77’4％。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农村卫生工作有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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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镇卫生工作遭受干扰和破坏。1966年冬；县卫生科受到

冲击，丧失管理职能。城乡各医疗单位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医护翩

度当作“管，卡，压”而废除；医疗秩序混乱i县人民医院部分

业务骨干被下放到基层，医护质量明显下降。1968年，县属医疗

卫生单位实行4六台一”的机构体制，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
大大削弱‘部分已经得到控翩的传染病。诸如麻疹；流脑，痢疾

等传染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2～3次大流行。1970年

起，农村开展“两管五改一(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所i改畜

囝、敌妒灶，改环境)活动。对改变农村卫生面貌，起了—定作

用．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农村社

队普遍恢复台作医疗翩度’并广泛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对改变

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合作医疗中的医药费

减免率过高，脱离了当时经济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i使有的合作

医疗室春办秋停。文化大革命后期，为公社卫生院装奁x光机、

腹部手术刀包、电泳箱等医疗器械65种，计462台(件，套)。

此外，还为大队台作医疗室装备“赤脚医生”刀包290个。这些

器械的装备，由于与人员，房屋不配套，造成很多滞留和浪费现

象．这一时期，全县各公社卫生院实行民办公助。共建业务和生

活用房屋13610平方米，基层医疗机构房屋条件有所改善。医药

卫生队伍和业务技术的发展缓慢，与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的要求不

适应。
一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1989)拨乱反正，开展卫生改革，坚

定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医药现代化建设上来。1976年粉碎江青反

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用了三年时同，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卫生系

统历次政治运动被开除清洗出队的lOO个人的案件，进行了复查，

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同时选拨—批“四化”干部，充实各级领导

班子。问其，给463名医药业务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并实行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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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聘任翩，蔸分调动了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对集俸所有翩的基层

卫生院，实行4独立孩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一的

原则，工作上窦行。五定”(人员。任务．质量；收支，奖罚)

和技术经济承包等责任制。增强了基层卫生机构的自我发展活

力。此外，垒县批准了53人个体开业行医；这些改革措施，充分调

动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防病治病积极性，卫生事
韭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

。1979年以来i针对农村医疗机构布局i天员配备与设备装备

等不尽吾理的祆况，进行了调整，把原地区医院调整为布局更为

台理的4个中心卫生院i新建两个乡卫生院(大洞，犁头)，充

实加强了医疗技禾力量f医疗能量，l：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大

幅度增加，1980年～1989年垒县城多医疗卫生单位基建投资迭

277j48万元j现已拥有业务．生活异l房计5．25万平方来．县中

医院子1978年始建，至i9e9年共建房舍57G7串方米。县人民医院

1987年新建的门诊天楼投资70万元，面积达3400平方米。此外，

还扩建了住院，制帮，宿舍等用房。迄奎1989年，全县巳拥有每

件价值50元以上的医疗仪器786件(套)，总共价值118万元。1985

年以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都先后购置B型超声波，脑电图，

脑血流图各一台，救护车各一辆。县人民医院还购置了心电监护，

体外反搏仪器和大输液联动机等大中型医疗，制剂器械。这些设备

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对疾病的检浇和诊断东平，提高了治疗效果。

此外临床医疗队伍不断扩大，且素质大大提高．医疗技术进展很

快，肝胆外科，泌尿外科，显微外科和胸、脑舜科手术都相继开展。
． 这一时期，县卫生防疫站技术力量增加到32人，各种防治检

查仪器设备大幅度增加，每件价值千元以上的选51件(蠢)．

各乡镇卫生院配备卫生防疫专干。各行政衬配有多村医生或保健

员，形成了县．乡，村卫生防疫网。对各种传染病，特别是对危害

蓝山人民极大的疟疾；结核病，麻疹、白喉．丝虫病，钩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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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甲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进行查治，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1978

年，开始在全县实行计划免疫，经过连续lo年奋战，于1988年经省

“计免”考核组考核，认定蓝山县四苗接种率超过了卫生部规定

的标准，相应传染病发病率低子部颁标准，全面实现了计划免疫

达标。1979年后，为了防治丝虫病，先后两年在部分公社供应药化

食盐110万斤，预防服药12万余人，血检62296人，治疗138人。

1981年，省卫生厅对蓝山县丝虫病的查治进行了调查考核、认定

蓝山县巳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颁发了合格证书。1988年11

月，省疟疾考核组来蓝山考核，认定蓝山县达到了部颁消灭疟疾

的标准，发给了合格证书。1988年和1989年经省二次考核，认

定蓝山县为结核病人发现和治疗管理双迭标单位。其问，爱国卫

生运动被歹旺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

每年都开展几次大规模的除害灭病卫生活动，城乡卫生面貌有较

大的改观。农村改水工作成绩显著，1985年～1989年，全县用于

改水资金72．3万元。建立各类自来水58处，压把井4355口，改大

口井606口，有2l万人饮用了改良后的清洁卫生水。1987年5月，

省爱卫会授予蓝山县爱卫办为“改水先进单位”。

这一时期，妇幼卫生工作的新法接生和妇女两病(子宫脱垂、

尿瘘)防治，成绩显著。1981年～1989年，全县共查出患妇女

“两病”人数1072人，其中子宫脱垂1061人，尿瘘11人，随即

开展了各种治疗，保护了妇女健康。1988年新法接生率迭96．8％，

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下降到2．23％o，1989年新法接生率有所下降

(为94．2％)破伤风发生率有所上升(为3．1％o)，主要原因是

有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孕产妇躲躲藏藏生育，产前不作检查，

分娩时又不实行新法接生。

1986年，蓝山县卫校改为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至1989年

共招收8个班，培养了400多名中等卫生专业人才．现有教职工

22人，校舍面积达3628平方米，有教具273件(套)，价值8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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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广大医药卫

生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自县医药卫生学会和中医学会成立

后，每年有四五十篇科研论文在学会上交流。迄"萃1989年，有2l

篇分别发表在省级和国家刊物上。

这一时期，药政药检工作大大加强。1982年，县卫生局在全县

医药单位清查出淘汰药45种，在社会药市上查出伪劣药品114种，

淘汰药品48种。并集中这些过期、伪劣药品在县城向社会作了公

开展览和处理。1984年成立了药品检验所。配备中西医药人员3

名，专事药品检验。1985年7月，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颁布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1986年，省

卫生厅授予蓝山县卫生局为实施《全国药晶管理法》先进单位，

1987年，县药检所被评为全省药品监督管理先进单位，1988年，

县药检所在贯彻药品管理法工作中，团结奋斗，秉公执法，为药

品管理监督事业作了贡献，受到国家卫生部表彰。

经过四十年来的建设，蓝山县已基本形成一个包括医疗预

防，妇幼保健、教学科研，药政药检的卫生工作网。1989年底，全

县有卫生事业机构32个。其中，县直属医疗卫生单位6个，中心

卫生院4个，乡镇卫生院22个，L]；1950年增加了32倍。全县拥

有专业人员548人，(比1950年增加102倍)其中，副主任医师

n入，主治(管)医(药、护，技)1而118人，医(药、护，技)

师223人。医(药，护，技)士130人。全县有病床522张，每千

人口平均床位巳达I．68张，每千人口平均有医务人员1．93人。蓝

山县卫生事业将在改革开放中，迈开稳健步伐，开创更灿烂的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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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建县至清末时期

汉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

南平置县25年，当岭北隅，是有兵事，暑时疫作，讨兵不能

度蛉。 ；

夏，瘴疠为虐．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

明嘉靖丙申年(1538)

g衡州府志》载： “蓝山县医学在县西，置官设自II术，动I科

各一员。一

夏，大疫。

明挣宗万历九年(1,581)

清康熙=十三年(1 684)

《湖广通志》载， “蓝山县医学设谢辑一人。”康熙五十五

年g篮山县志》载t。医学原在县前右，今度。一

清康熙五十五年(1 T16)

县城设有惠民药局。

清嘉庆=十五年(1 820)

大旱，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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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二年(Te32)

全省普遍大饥疫，死亡无算。

清光绪十四年(1 888)

县城南街设立袁保和药房。

清光绪二十八年(1 902)

流疫盛行，偏僻乡隅，多不及救。

清光绪=十九年(1909)

秋，大疫。圈家无遗种者，以百数十户计。

二 民国时期

民国十五年(1926)

全县虎烈拉(霍乱)、痢疾诸时疫流行，死亡300余入。竹
管寺，成家村尤甚。

民国十九年(1930)

三月，县政府委任经省训练的种痘员3人成立县种痘局，实

施新法种痘。县种痘传习所相继成立，印发宣传品多件，晓谕民
众。

民国=十年(1931)

县城设清道夫4名，分东西南北四门(区)，各负一门请扫

街道、疏通沟渠之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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