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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方恚是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南郑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素有优良的

文化传统。‘百业的发展，志士的功德大有可志可树之必要。明清以来1，已：有数部地方志同

世。但纵观各志，虽有风土地理、。田赋人丁、’物产、人物、寺观等目，而对医药卫生记

述则是甚少，且因地旷人稀、交通不便及人事久迸等因，寻访甚艰，搜集资料极为有

限，故往往欲言不达，约而不详，加之部分所载又带有较浓的封建迷信观点，使后人颇

难稽考。故很难以反映本县医药卫生之全貌；今《南郑县卫生志》之编纂，实为发古人

之遗风，，创新时代之精神o ’，

’卫生志，志其医事兴衰。学术演进，r医家济世活人之德功，实谓口贯通百事、表征

兴衰、殷鉴兴废，。即以翔实的医事史料为据，以时间之转移、事物之兴衰为叙述之纲

领；将古往今来医事之成败客观地反映予其中。其内容或称颂其医德，为后人之鉴，或

崇尚其学术，为后世之效法l或表彰其力学成行，以励后人学业之精进o《南郑县卫生

志》，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编纂者们严谨治学，勤奋工作，深查细访，足迹遍及南郑

全境，以串富而确切有据的资料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

略古真实地记述了自晋以来一千六百余年南郑县医药卫生事业的演变及兴衰发展史，并

着重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牝，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d全志共有十三

篇、兰十三章、五十三节，包括医药源流。1卫生行政及业务机构，社会医药田体组织，

医事蹙展。医林人物、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民间卫生习俗等，志中还收载若干原始资

料和图片，不仅为本志增添了色彩，而且为蒲世保存了珍贵资料a

《南郑县卫生志》的问世，将以文化遗产留传后世，

张‘’汉中

一九八七年九月



赠《南郑县卫生志》序

以筒炼的笔墨，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精神，将一地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全貌准

确地记下来，留给后人识习、借鉴、研究，‘这便是修志的目的、方法和内容。

盛世修志．古往相继。自战国起源，历代沿袭，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志的体例、

内容不断创新和完善，终成为我国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页。

’’纵观昔志，山川地理、政体官吏，田赋人丁，庙宇寺观、风土物产、名流贤任、灾

疫轶事，内容浩繁，包揽殆尽。确留下了保贵史料。但由于当时编纂者受历史条件的

束缚和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志不可能如实的反映劳动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促进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医药卫生——这一由劳动人民在长期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

中产生出来的宝贵而科学的文化遗产，这一为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有着极大贡献的伟大事

业，在各种地方志中的记载，则是寥若晨星。今《南郑县卫生志》的问凿，它补古之所

缺，发今之至善也o

((南郑县卫生志》，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和新的方法，真实地记述了一千六百

年来，南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源流和发展。该志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反映了本县卫生事业的盛衰史，有着鲜明的思想性和实余

用性J同时又摈弃了旧志中的封建迷信色彩，以大量翔实的资料，科学地反映了压学这一

自然科学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内部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了严谨

的科学性，难能可贵的是本志还收载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监经过编纂者们严肃，

认真、科学地处理，是研究史料的一个极好的开端，它突出了地方性、时代性和专业

性，也反映了南郑县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全貌，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它贯串百事，

表征兴衰，殷鉴兴废，实为承前启后的范例。

南郑，是生我，长我的故土，也是我三十年前行医七年之地，每当忆及所有角落、

思绪万千，今喜闻《南郑县卫生志))问世，监先拜读了原稿，故乡的风光水色，父老兄

弟和同道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宽慰了久未回乡探望之念，也激发、支持和鼓励我

的余生，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内心感到欣慰，故允应该志编纂小组之邀，濡笔而为之

序，一则表示庆贺，二则籍以寄托思乡之情。敬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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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良

1987年12月于陕西中医学院



凡 例

一，《南郑县卫生志》是一部力图客观记述南郑县医药卫生方面历史事件的地方部

门志·

二，本志取事自本世纪初起．至1985年底止，个别内容追溯于前或延述于后·

三、以志、传、图，表，录为编纂体例，采用篇、章、节、目的多层次叙述法。为

适应内容需要，各篇篇幅不强求相同1个别情况，为便于叙述和保持连贯，有的篇下无

章，有的章下无节。

四、对历次政治运动不予详述，以突出本志卫生专业性质为循。

五，地名t以今名为准，同时注明当时名称。纪年t以公元为准l 1949年12月6

FI(南郑县解放)以前记以当时年号，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度，月、日以汉字小写予

括号后。人物称渭。直书其姓名。

六、医林荟萃篇人物章所志者，为本县出生或外籍来我县工作的医务人员，小传节

记述名望较高的已故者的主要生平，事略节略述较有影响者的主要事迹，荣誉章记载获

地区及以上部门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七、附录篇收载一些有关重要文件，文献及所引用、参考的资料目录·

八、志中表格注有编号，各篇分排，用阿拉伯数字，前注篇号、后注表序并以g——，

分开，如口表2——2，即第二篇第2表。

九，表中所用度量衡以公制为准，引文时则不予改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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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县卫生防疫站办公检验陵

⑤ 县妇幼保1lIt站全景



⑥：县卫生学校校院

⑦ 县药^^检验所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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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点坎卫生院

@拖映在绿树丛中的南海

医院

⑨水毁后重建的

中所卫生院



@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健康教育。这是且-卫生防

疫站刊出的一刺专栏。

@食品卫生监督见正在对食，1f一经营单位进行

检查。

⑩南郑地道药材一一党参

⑩开展计划免疫、控制和消火传染稍。这是县

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在为儿童进行预防接种。

⑧药稔、公安、工商行政部门对查出的

伪、劣、变质药^^进行现场销毁。

⑩引进种植成功的中药材一一黄连



⑥1981年6月，巾华人民共和吲卫生部部长疆月犁来南郑视察。这恳崔月犁部长和县卫校

师生在一起。

0，F逾几U的老r卜医张乔松在接诊患者。 (≥年逾八句的老q-医郭国必杉接诊患扦。



④嘏永浦

这是贺永

清编写并

出版的两

本书

@这灶余永芳，

乍素：!歌得的

：采誉奖证书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前排左起)李致中 陈坪 刘枝林

(后排左起)同，武英 张汉中 严德华

⑤编纂小组成员。(前排左起)古祥瑞 张汉叶1 邱武英

(后排左起)王庚文 陈本志 苏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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