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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县卫生志

一九八五年

《信阳县卫生志》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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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信阳县第一部医疗卫生专业志。
。

’j

， 它记录了我县医疗卫生事业螺旋式发展的历史，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浑厚的画卷·

从《医药店铺>，《王义和眼药>里，听得到昔FI这条小河流水的余音，从对医疗卫生事 。

“

业现状的真实撰述中。看得见今Et这面大海的波澜。令人鼓舞，催人向上，激励着人们向 ．；

着W．H．O．所倡导的在二ooO年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而努力进取o‘I
。

“

据《重修信阳县志·瓿注本>记载t“民国七年戊午九月，瘟疫流行。旬余日病者十之．，
’

八九，死者十之二兰。凡孕妇皆流产而卒，无幸免者"。可知当时我县缺医少药。人民健：

康毫无保障的严重程度。而在当代，这种现象早巳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了·今 。．

天．医疗卫生组织林立，医药遍及乡里，新的诊疗技术广为开展，卫生机构、技术设备、 ：’

房屋三配套工程初具规模，我县人民巳生活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摇篮巾，．．。 。“

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卫生事业的迅猛发展，源于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一

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2也来之广大卫生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这部志书收载了国家对。

卫生事业的投资和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措施，使人们有感于党和政府对我县人民健康的关．

切，也记下了卫生工作者为保护人民健康所奉献的智慧与毅力，使人们倾心于他们的创业．

精神。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明显地反映了卫生管理上的社会属性，同缺医少药、政府置人民

健康于不顾的旧社会起了鲜明的对照。

另一方面，我县的卫生事业建设，巳构成医疗，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三大系统，医疗·

单位的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县级医院巳成为拥有几十个专业科室的医疗，教学、科研的技’一

术指导中心，卫生保健郎门开展卫生监督监{嘲，理化因素调查、健康体检、传染病和地方 ．．

病的普查普治等等，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提高了医疗卫生工作的社会效益，卫1

‘生知识宣传和基础医学教育也渐广泛、深入。这一切都表明，我县医学研究的对象已从单

一的人体转向整个人群，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让人感奋的是，这里孕育有生物医学模式向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萌芽。这一转变是伟大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人们相信这一伟大转变能够实现，、因为有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正确指导，有信阳县人+‘

民的勤奋努力，有W．H．O．全球战略目标的指向，有全社会的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一转变的史实需要后人去撰写，这第一部卫生志只能拉开这一伟大转变的序幕，提

供为实现它所需要的得与失，以得之所得，失之所失+：。为适应这种转变而不断调整管理规‘．。’

范。人们向往着未来，跷望着这部志书的续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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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药政编，载药品质量监督、管理、药材品种，产量产地，生态。

十四、医学教育、科研编，-载医学教育方式，教学规模。人口死因种种，有害昆虫，

毒蛇，医药上的学术成就。 一 ’．

。十五、人物编，载烈士、名医、闻人，出席省以上的先进工作者，重在记载医德医

术。死者立传、入谱，生者简介。立传人物，按生年先后依序排列。《重修信阳县志》所

载名医，按原文录载，但字里行间的不科学部分，予以删除。
÷

十六、大事记编，载莺大疫情，酋事、要事。 ?’，‘’

‘1

十七、杂记编，记载与医疗卫生有关，徂又无法归类的事物，如卫生谚语，，卫生风
俗，自然灾害，重大事故，j皆入杂记，．-_’以不失地方风物。 ’’?，。‘：．．：‘ ．’+’+

．_ 十八、附录编，’。载卫生文告、+制度、巴行方案，1‘备作历史掌故。 ．．‘

’

十九、·本志力争史料翔实，t?内容广泛，．详独略同，重于具有地方特殊性的科技资料。

文中繁简，因事而异，但“宁失于繁，不失于简，，。’力求文风朴实，语言简洁，言之有

物．削除藻丽．’摒弃浮华。编年’．记事本末，记实等文体并用，不拘一格。、 ’．

二十、信阳市原为信阳县城。后划为市，城内的医药卫生设置，如“豫南大同医

院"， “赵仁义"药号，‘}“鲍同德”药号等，本志只作提及，不作详细记载。

二十一，本志收载1958--1959年有关卫生运动数字，由于历史原因，买有夸大，以百作

十．犹恐不足l如除四害，当时确是大张旗鼓，付诸行动，但数千斤蚊、蝇未必经过磅

秤。然而历史文书档案皆有记述，今无法核实纠正，9只好按原文录载。

二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以往县志，有关档案馆室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案卷，基层单

位史(志)，卫生界知名人士和社会上有关人士口碑。
。+

二十三，本志上限为1840年，个别内容涉及1262年，下限为198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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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本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成为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生活区域。夏，商
‘‘

时为豫州南境之一部。西周宣王时，增封申伯以谢地，都今信阳平昌关，故又称为“申伯
一 国"，简称“申矽。战国时楚灭申，改申为负函．秦置义阳乡。兰国魏文帝初，置义阳

郡、县。郡治安昌城(今平昌关)，以信阳为仁顺城，后置义阳县。晋惠帝时．(公元291

。 一305年)移义阳郡治于义阳县，于是郡县同城。．． -| ．’，，‘。 ：‘ ‘r
一一

。 ’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为申州。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因户少，降为义

阳军．太平兴国元年，避太宗赵匡义讳，改为信阳军。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升为信阳

府，十五年(公元1278年)改为信阳州。明、清沿旧制。民国二年(1913年)省州置县。 ’．

。
．5 1949年4月1日本县解放，成立信阳县人民政府。县政府驻今信阳市西关，1961年10

”

月迁至平桥镇。， 、
”

≯一，_ ’：。；
’’

一’． ：
，．

。 全县辖二十五个乡，两个镇、三百九十七个行政村，六千五百六十六个村民组，二十个

’E． 居民委员会，十九万六千零三十五户，八十八万六千零一十九人。汉族八十七万零九百六十
。。’

八人，‘其余为少数民族。 √t ‘：·。’ ：’o，。．’ ’、’：．．，‘’

，，’本县人民在历史上是依靠传统中医中药和民间医药防病治病。1934年《重修信阳县

。志》有“惠民局在州署东医学旁久废黟的记载。根据中国医药学史推断，“惠民局，，大约是

宋朝崇宁=：年至政和四年．(1103—1114年)时所置，药学大约是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

“年)设立各路医学时所兴，除此，明朝以前的医学事迹再无考稽，一： 、+．。

‘

明、清时期医事较盛，县有名医立论著书，刊行于世。明万历年间有名医方应时著‘

《医方金镜》、清危恕中著《济世良方>、曹淦著《医方合鲁录》、曹宴林著《医学指南>，

余殿香著《保赤全书》、周光第著《医学合纂》，陈再田著《药性征实论》、一胡毓秀撰，

。
．． t《伤寒论集注折衷》，《金匮要略集注折衷》等书。诸书散失无存，只有胡毓秀的《伤

寒》、《金匮》集注折衷存世。
‘

，

‘’i

。一一民国年问本县城乡集镇皆有中医设立药店堂号，行医卖药，县城内有“赵仁义"、 ，。

一 ：“鲍同德”、；“同德堂’’，明港镇有“灵益堂"’、’。“万顺福’’等药号专司药物批发，品种
-⋯ 甚全，生意兴隆，明港“主义和’’眼药店自制“紫金锭"、，“拨云散”，“清凉散"眼

¨- 药，．年产三十万锭左右，行销豫，鄂、陕、江南等地。’ ”一 ‘、‘-、
‘

：。 ．1918年西医西药随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行踪，先后传入本县。1920年本县民众以及军、，

政、商、绅、教会各界募捐集资建成“豫南大同医院¨；各地集镇相继有西医设立诊所。 ．

清末至民国年间，全县有中西医堂号，’诊所180余家，计医药人员280余人。．1945年设县医

院一处，房屋13间·i医务人员11人。。’t． ‘。 ，。 ·．，“。‘．1 ：．■．。‘·
’

， 本县历史上战乱频繁，天花，霍乱、麻疹，疟疾、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病，不

．． 断流行，．死亡甚众。虽有部分优国怀民的中医西医，t-但为数过少。设备简陋，难以解决广 ．

一、+ 。。．，’|．．‘·。．‘ ，， ．·1· 厂

’j ，’ √一，．‘√f．_√．．”』J ‘．一 ’．一： ，“‘ 易
，



大群众的疾病痛苦。

1949年信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十月建立县医疗所。1950年成立县防疫委员会，贳彻

“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行预防接种，防治传染

病。

1951年县人民政府设置卫生科，井着手于城乡卫生事业的组织建设。1952年成立县卫

生工作者协会，设置县市联合卫生院，组织城乡．医生进行考核，考试合格的医生发给开业执

照，按政府法令行医，并承担爱国卫生及防疫任务。、 ：
。i，。 ．-

．．．．．

t， 1954一l 656年组织区卫生所，城镇联合诊所i农村联营诊所。培训农村医生、卫生

员，接生员、保健员。1956年底有县医院、妇幼保健站各一处，区卫生所八处，联合诊所

及联营诊所57处，中西医务人员480余名。 一 ．： ．，．．，|

1957--1958年卫生所及联合诊所整编转为公社卫生院’'医疗体制急剧改为以公社为单

位实行全民性合作医疗，本县历史上的个体行医一时结束。． ．|1

1961年合作医疗停办，各公社保留卫生院一。所，性质为社办公助，自负盈亏，各大队

设卫生室。 ·．

1968年农村实行大队级合作医疗，卫生室改称为“合作医疗站’’，农村医生改称为

“赤脚医生”。各生产队设卫生员，保健员，县级医疗机构、公社卫生院、大队合作医疗
站三者构成三级医疗保健网。

J．950年以来，政府大量投资于卫生基本建设，开展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开展妇幼保

健、干部保健，药政管理、医学教育、爱国卫生工作。 c．

时至1985年，县直二级卫生事业单位有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院、卫生学校、药品检验所、药圃场各一处。乡、镇卫生院25所，下设门诊部21

处，村办卫生所87处，联合诊所5处，个体开业者826家。县卫生学校先后为农村培训医

生2，564人次，计1，400人。一

1985年县城乡村计有医务人员2，71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1，169人，农村村级卫生人

员1，541人。 ?
。-

．。．

．‘ 技术人员有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15人(包括中医箩人)一，中医师19人，西医师91

人，护师11人，中药师4人，西药师2入，检验师2人，技师4人，中级卫生人员3鸵

人。 ，

⋯

√ ，、

。 主要医疗设备有；病床789张， 显微镜52台，x光诊断机28台，超声波诊断仪7台，

B型超声波诊断仪2台r心电图诊断仪6台，激光治疗机2台，万能手术床4张，普通手术

床10张，综合手术床16张．无影灯18台，’救护车3部，全县卫生用房40，370平方米，其中

医疗用房20，7"18平方米。 o ．-．
‘

，’。，
，。。。． ．，

1985年卫生事业经费为97．77J"元，全年乡、镇卫生院业务毛收入为2，242，200元·

全县以县医院为中心设置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科、检验科、放射

科、五官科．眼科，药械科、护理部、针灸按摩室、心电图，激光，脑血流图、超声波等室，

外科可行脾破裂修补、肺修补、甲状腺次全切、胃次全切、胆切除、．腰椎瘤切除、肾盂切开

取石、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截肢等甲、．乙，丙级手术35种。各乡镇卫生院皆设外科手术

室。内科能抢救感染性休克、中毒性脑病、r有机磷中毒、心肌梗塞，脑血管意外，．散发性

·。2·
．

，



病毒性脑炎，脑动脉炎等危重病人。， ．

、

’

1985年全县有妇产科医生26名，产床12张，接生员399名，新法接生率为96％，新生儿

破伤风由1976年的25．3％0，下降到1982年的1．200。 。

五十年代开始大面积预防接种，1951年天花，霍乱绝迹。1974年以后各种传染病逐年

下降。1985年接种疫菌苗11种，达6，626，670人次，传染病患病率为3800／十万。比1972年下

降94％，疟疾、白喉、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脊髓灰白质炎等传染病得到控制。

地方病于1954年开始普查普治，七十年代成立地方病办公室。1985年地方性甲状腺肿患

病率比1954年下降94％，克汀病无新发病例。全县头癣普查出3，139人，治愈3，075人。

1983年开展对氟中毒病人和丝虫病人普查，1984年进行降氟改水和丝虫病治疗j

城乡间历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两管"，“五改圹，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家t H

、庭个人卫生都取得显著进步。
．，

‘

：～ 一

。本县山川秀丽，历史悠久，人民勤劳智慧，灵杰辈出，湃淮两岸有光辉灿烂的地方文

化，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使自己的子孙得以繁衍昌盛。当今 ．

全县医药卫生人员正在同心协力，发展本县的卫生事业 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继续同疾病作斗争，为提高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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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一 ， ⋯，．c。， 一．： ；哆．r 。

卫生局办公楼(照片)～。。 一√⋯ r|。一o．， 。一～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编辑人员合影 -·。。“?
，‘．_h．．

·‘’：‘≯

概述-， ，一◆■、‘，‘，■++．一■√：I_．‘一；·I⋯。．．
， 一， ，第一编，区划人口～．’j．：．一：、‘j．

’’ ：’

第一章行政区划⋯⋯⋯⋯⋯⋯⋯⋯⋯⋯⋯m⋯⋯⋯⋯⋯小．-．j．．．⋯·j⋯⋯⋯⋯7⋯·’·’(1)

第一节‘自然概况⋯⋯⋯·：⋯⋯．．．⋯⋯⋯“⋯⋯⋯⋯．¨⋯·j⋯⋯：”··i⋯·一：⋯-一i·，<1)

’一第二节 区域沿革·：·’⋯⋯：⋯⋯_⋯⋯“⋯⋯⋯⋯⋯⋯⋯⋯⋯⋯⋯o⋯⋯⋯．．．··“(1)

第二章‘人口⋯：：⋯⋯⋯⋯··：·二⋯⋯m⋯⋯⋯⋯⋯?i“⋯⋯⋯⋯⋯o；⋯⋯··，’⋯i：4⋯⋯·<6)

第一节‘人口变化．．。：io⋯一⋯⋯⋯⋯“⋯⋯⋯⋯⋯⋯：⋯⋯⋯!?⋯⋯⋯⋯吖：·‘‘6)

’第二节人口健康指标比较．：．⋯⋯⋯k⋯‰⋯⋯⋯⋯⋯⋯⋯Ⅲ⋯⋯·：⋯．．．’⋯··：·．(10)
?

．．
．

． f ^
，r

～ 。

，!。

一 ．_·， 第二编?机构沿革‘ “。。‘，一’。

第三章行政机构⋯_“⋯⋯⋯。⋯⋯⋯⋯．．-⋯'_⋯⋯⋯⋯⋯出⋯⋯⋯山⋯⋯．．．⋯⋯⋯(11'

第一节卫生局⋯⋯⋯．．，⋯⋯⋯⋯⋯⋯⋯⋯⋯⋯⋯⋯⋯⋯⋯⋯⋯⋯⋯⋯⋯·：⋯：(11)

第二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m⋯⋯⋯⋯⋯⋯“⋯⋯⋯(20)

第四章。事业单位⋯⋯⋯⋯⋯一⋯⋯⋯⋯⋯⋯⋯⋯⋯”⋯⋯⋯”⋯⋯山⋯“⋯⋯．．．·(23)

。第一节防疫站⋯⋯一⋯⋯⋯⋯⋯⋯⋯⋯⋯'k⋯：：⋯⋯⋯⋯。“⋯⋯⋯⋯⋯⋯⋯·(23>

7。第二节妇幼保健院⋯⋯一⋯⋯⋯⋯⋯⋯⋯⋯⋯⋯⋯⋯⋯⋯⋯⋯⋯⋯·．-．⋯⋯OIQ"(26>

t第三节药品检验所⋯⋯一⋯⋯⋯⋯⋯⋯⋯”⋯⋯⋯⋯⋯⋯⋯，“⋯⋯⋯⋯⋯”(29)
’’第四节卫生学校⋯“·‘⋯⋯一⋯⋯⋯一⋯?⋯⋯⋯⋯⋯⋯⋯⋯⋯⋯⋯⋯⋯⋯：⋯·(31)

第五节药圃场⋯⋯‘一⋯V一⋯⋯⋯·?⋯⋯⋯⋯⋯⋯⋯⋯⋯⋯⋯⋯⋯·’．．．⋯⋯⋯⋯(34)
‘

’附l 药材培植“⋯⋯．．-·⋯一一⋯⋯⋯．．．⋯⋯⋯·?⋯⋯⋯⋯⋯⋯⋯·唧⋯。⋯(38)

第六节第一人民医院⋯一．．．⋯⋯⋯⋯⋯⋯⋯⋯⋯⋯一⋯⋯⋯⋯⋯⋯．，．⋯⋯⋯-(42)

第七节+第二人民医院⋯⋯⋯⋯⋯⋯：：⋯⋯．．．⋯．．．·⋯厶⋯⋯．．．⋯⋯⋯⋯“⋯⋯(64)

附I 11．事业单位历任正副职简表⋯⋯⋯⋯⋯⋯⋯⋯⋯⋯⋯⋯i⋯⋯⋯⋯⋯⋯”．(69)

2．新四军五师医院⋯⋯一⋯⋯⋯⋯⋯⋯⋯⋯⋯⋯·‘⋯⋯⋯⋯⋯⋯⋯⋯⋯．．(74)
-’ 3．四望山医院⋯⋯⋯⋯⋯⋯⋯“．⋯⋯⋯⋯一⋯⋯⋯⋯⋯．．．．··P⋯⋯⋯⋯·i‘(77)

”

4．卫生局印刷厂⋯一⋯⋯．．．⋯⋯⋯一⋯⋯⋯⋯⋯⋯一．．．⋯⋯⋯⋯⋯⋯⋯·’r78)

：。 ．t一 。}‘

．’ ．。1，：．
，

‘
’

、



第五章乡，穰卫生脘··：⋯⋯⋯⋯⋯⋯⋯⋯⋯⋯⋯⋯⋯⋯⋯⋯⋯⋯⋯⋯⋯⋯⋯⋯⋯(79)

第一节龙井乡卫生院⋯⋯⋯⋯⋯⋯⋯⋯⋯⋯⋯⋯⋯⋯⋯⋯⋯⋯⋯⋯⋯⋯¨⋯·(81)

第二节九店乡卫墼院⋯⋯⋯⋯⋯⋯⋯⋯⋯⋯⋯⋯⋯⋯⋯⋯⋯⋯⋯⋯⋯⋯⋯⋯(83>
第三节李家寨乡卫生院⋯⋯⋯⋯⋯⋯⋯⋯⋯⋯⋯⋯⋯⋯⋯⋯⋯⋯⋯⋯⋯．．．⋯(85)

第四节游i可乡卫生靛一⋯⋯⋯⋯⋯⋯⋯⋯“⋯⋯⋯⋯⋯⋯一⋯⋯⋯⋯⋯⋯⋯”(87)

第五节查山乡卫生院⋯⋯⋯⋯⋯⋯⋯⋯⋯⋯⋯⋯⋯⋯”⋯⋯⋯⋯⋯⋯⋯⋯⋯·(89)

第六节邢集乡卫生院⋯⋯⋯⋯⋯⋯⋯⋯⋯⋯⋯⋯⋯”⋯⋯⋯⋯⋯⋯⋯⋯⋯⋯·(91)

第七节 平桥镇卫生院⋯⋯⋯⋯⋯⋯”⋯⋯⋯·OlD··OQ⋯⋯⋯⋯一“⋯⋯⋯⋯⋯⋯·(93)

第八节谭家河乡卫生院⋯⋯⋯⋯⋯⋯⋯”⋯⋯”⋯一一⋯⋯⋯⋯⋯⋯⋯⋯⋯⋯(90

第九节东双河乡卫生院⋯⋯⋯⋯⋯⋯·⋯⋯⋯⋯⋯⋯⋯⋯⋯”“⋯⋯⋯⋯⋯一“(97)

第十节十三里桥乡卫生院⋯⋯⋯⋯⋯t⋯⋯⋯⋯⋯⋯⋯⋯“O@U 004 0044⋯⋯⋯⋯⋯(99)

第十一节壬岗乡卫生院⋯⋯⋯⋯⋯⋯⋯⋯．．．000 0 410·lpo⋯04；Ae 000 000Ioo Q··⋯⋯⋯⋯⋯(101)

第十二节肖店乡卫生院⋯⋯⋯⋯⋯⋯⋯⋯⋯一⋯一⋯⋯⋯⋯·QOQOoI⋯⋯⋯⋯⋯(103)

第十三节董家河乡卫生院⋯⋯⋯⋯⋯⋯⋯⋯⋯⋯”⋯⋯⋯⋯⋯⋯⋯⋯⋯⋯⋯·(105)

第十四节 胡店乡卫生院⋯⋯⋯⋯⋯⋯⋯⋯⋯⋯⋯⋯·OQ Q O@44@g⋯⋯⋯⋯⋯·(107)

第十五节高梁店乡卫生院⋯⋯⋯⋯⋯⋯⋯“⋯⋯·0@0 O Q⋯⋯⋯⋯⋯⋯⋯⋯(109)

第十六节柳林乡卫生院⋯⋯⋯⋯⋯⋯⋯⋯⋯⋯⋯⋯⋯⋯⋯⋯⋯⋯⋯⋯⋯⋯⋯(111)

第十七节长台乡卫生院⋯⋯⋯⋯⋯⋯⋯⋯⋯⋯⋯⋯⋯⋯⋯⋯⋯⋯”⋯⋯⋯⋯·(113)

第十八节五里店乡卫生院⋯⋯⋯⋯⋯⋯⋯⋯⋯⋯⋯⋯⋯⋯⋯⋯⋯⋯⋯⋯⋯⋯(115)

‘第十九节．吴家店乡卫生院⋯⋯⋯⋯⋯⋯⋯⋯⋯⋯⋯⋯⋯．．-⋯⋯⋯⋯⋯⋯⋯⋯(1】8)

第二十节洋河乡卫生院⋯⋯⋯⋯⋯⋯⋯⋯⋯⋯⋯⋯⋯⋯,·0400⋯⋯⋯⋯⋯⋯⋯(120)

第二十一节彭家垮乡卫生院⋯⋯⋯⋯⋯⋯⋯⋯⋯⋯⋯⋯⋯⋯⋯⋯⋯⋯⋯⋯⋯(122)

第二十二节兰店乡卫生院⋯⋯⋯·⋯⋯⋯⋯⋯⋯⋯⋯⋯⋯⋯⋯⋯⋯⋯⋯⋯⋯”(124)

第二十三节肖王乡卫生院⋯⋯⋯⋯⋯⋯⋯⋯⋯⋯⋯⋯⋯⋯⋯⋯⋯⋯⋯⋯⋯⋯(126)

第二十四节济河港乡卫生院⋯⋯⋯⋯一．．．⋯⋯⋯⋯⋯⋯⋯⋯⋯⋯⋯⋯⋯⋯⋯(128)

第二十五节平昌乡卫生院⋯⋯⋯⋯⋯⋯⋯⋯⋯．，．⋯⋯⋯⋯⋯⋯⋯⋯⋯．⋯⋯⋯(130)

。 一附： ，历任备乡u(镇)卫生院正、副职简表⋯⋯·040⋯o⋯⋯⋯⋯⋯⋯(133)

第六奄基层卫生组织⋯⋯⋯⋯⋯一一⋯一⋯⋯⋯⋯⋯⋯⋯⋯⋯⋯⋯⋯．．．⋯⋯⋯⋯⋯(140)

第一节联合诊所⋯⋯⋯⋯⋯⋯⋯⋯⋯⋯⋯⋯⋯⋯⋯⋯⋯⋯⋯⋯⋯⋯⋯⋯⋯⋯(140)

．第二节村医疗室⋯⋯⋯⋯⋯一⋯⋯⋯⋯⋯⋯⋯．．．⋯．-．··"·4；040 4；04；04；⋯⋯⋯⋯⋯(146)

第三节工矿、学校医务室⋯⋯⋯⋯⋯⋯⋯⋯⋯⋯⋯⋯⋯⋯0·0 4；·4；·0·0,4；·00 04·⋯⋯(155)

第七章卫生团体⋯⋯⋯⋯⋯⋯⋯⋯⋯⋯．⋯⋯⋯一⋯⋯t⋯⋯⋯⋯⋯．．．⋯⋯⋯⋯⋯⋯·(157)

一．第一节红十字会⋯⋯⋯⋯⋯⋯⋯⋯·”⋯⋯⋯⋯⋯⋯⋯⋯⋯⋯⋯⋯⋯⋯⋯⋯⋯(157)

第二节信阳防疫委员会暨第九区防疫分会⋯⋯⋯⋯⋯⋯⋯⋯⋯⋯⋯⋯⋯⋯⋯(157)

1第三节卫生工作者协会⋯⋯⋯⋯⋯⋯⋯⋯⋯⋯⋯：⋯⋯⋯⋯⋯⋯．．．⋯⋯⋯⋯”(157)

第四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一⋯⋯⋯⋯⋯⋯⋯⋯⋯⋯⋯⋯⋯⋯⋯⋯⋯⋯⋯(158)

‘、第五节一医药学会⋯⋯⋯⋯⋯⋯⋯⋯⋯⋯⋯⋯⋯一⋯⋯⋯⋯⋯⋯⋯⋯⋯⋯⋯⋯(158)

第六节 新乡医疗队⋯⋯⋯，⋯⋯⋯⋯⋯⋯⋯⋯⋯⋯⋯⋯⋯⋯⋯⋯⋯⋯⋯⋯⋯”(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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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中医⋯⋯⋯⋯⋯⋯⋯⋯⋯⋯⋯⋯⋯⋯⋯⋯⋯··j一：⋯⋯⋯⋯⋯⋯⋯⋯⋯⋯⋯(159)

第一节医药店铺⋯⋯：⋯⋯⋯⋯⋯⋯⋯⋯．．．⋯⋯⋯⋯⋯⋯⋯⋯⋯⋯⋯⋯⋯⋯··(159)

。第二节，行医方式-．-，⋯⋯⋯⋯⋯⋯⋯⋯⋯⋯⋯·7．．．”⋯⋯⋯⋯⋯⋯·?⋯⋯⋯⋯·．(168)

第三节中医学派⋯⋯⋯⋯⋯⋯⋯⋯⋯⋯⋯⋯⋯⋯⋯⋯⋯⋯⋯⋯⋯⋯⋯⋯⋯⋯(168)

．第四节中医继承⋯⋯⋯⋯⋯⋯⋯⋯⋯⋯⋯⋯⋯⋯⋯⋯⋯⋯⋯⋯⋯⋯⋯⋯⋯⋯(169)

第五节县、乡、镇医院(卫生院)中医⋯⋯⋯⋯⋯?⋯⋯⋯⋯⋯⋯⋯⋯一⋯，．(170)
。。第六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Ⅵ⋯⋯⋯⋯(171)

，。第七节。学术活动⋯⋯⋯⋯⋯⋯⋯·j⋯⋯⋯⋯·?⋯⋯⋯⋯⋯⋯⋯⋯“’⋯⋯．．．⋯⋯(172)

，’， ．。附l中医统计表⋯⋯⋯⋯⋯．．．⋯⋯⋯⋯⋯⋯⋯⋯?⋯⋯⋯⋯·：⋯⋯⋯⋯⋯一(173)

第九章’民间医术⋯⋯⋯⋯?·!⋯⋯⋯I g．O⋯⋯⋯⋯·⋯⋯⋯⋯⋯⋯⋯．．．⋯⋯⋯⋯⋯⋯(175)，

、 第一节’壬义和眼药⋯⋯⋯⋯⋯⋯⋯⋯⋯⋯⋯。⋯⋯⋯⋯⋯⋯⋯小⋯⋯“屯⋯(175)
第二节杨乃银龟胶⋯⋯⋯⋯⋯⋯⋯⋯⋯⋯⋯⋯⋯⋯⋯⋯．，．⋯⋯⋯?⋯⋯⋯．．．··(176)．．

．， 第兰节徐氏喉病症治·?··?⋯⋯⋯⋯⋯‰⋯⋯⋯⋯⋯·!⋯⋯⋯⋯⋯⋯⋯⋯-．⋯⋯(177Y?。

一第四节。王-氏正骨⋯⋯⋯⋯⋯·?··：⋯⋯⋯⋯⋯⋯⋯·?⋯⋯··j⋯⋯⋯⋯⋯．．⋯⋯⋯(177)?
，第五节柯氏针灸⋯⋯⋯·：⋯⋯⋯⋯⋯⋯⋯⋯⋯⋯⋯⋯⋯⋯⋯⋯⋯⋯⋯⋯⋯⋯·(177)．

。、
第六节杨氏接生⋯⋯⋯⋯⋯⋯⋯⋯⋯⋯⋯⋯·?⋯⋯⋯⋯⋯⋯⋯⋯··?⋯··⋯⋯·<178)。

o：．第七节纪氏接生⋯⋯⋯⋯⋯⋯⋯⋯⋯⋯··：”?··??⋯⋯⋯⋯⋯吖⋯⋯⋯⋯⋯⋯”(178)
： 附：秘单验方⋯⋯⋯⋯⋯⋯⋯⋯?⋯·：⋯⋯⋯⋯⋯⋯⋯⋯⋯，．．⋯⋯⋯⋯⋯⋯(178)

第十章西医⋯⋯⋯⋯⋯⋯⋯⋯⋯⋯⋯⋯⋯⋯⋯⋯⋯⋯⋯⋯·O OOO O'm O⋯⋯⋯⋯⋯．．．”(181)

第一节传入与兴起⋯⋯⋯⋯⋯⋯⋯⋯⋯⋯．-．⋯⋯⋯⋯⋯⋯⋯¨⋯⋯⋯⋯⋯⋯·(18])

第二节．内科⋯⋯⋯⋯⋯⋯⋯⋯⋯⋯⋯⋯⋯⋯⋯⋯⋯⋯⋯⋯．．．⋯⋯⋯⋯⋯⋯⋯(184)

第三节外科⋯⋯⋯⋯⋯⋯⋯⋯⋯⋯⋯⋯⋯⋯⋯⋯⋯⋯⋯⋯⋯⋯⋯⋯⋯⋯⋯⋯(184)

第四节妇产科⋯⋯⋯⋯⋯⋯⋯⋯⋯⋯⋯⋯⋯⋯⋯⋯⋯⋯⋯⋯⋯⋯⋯⋯⋯，⋯⋯(187)

。。第五节五官科⋯⋯⋯⋯一一：⋯⋯⋯⋯⋯⋯⋯⋯⋯⋯⋯⋯⋯⋯⋯⋯．．．⋯⋯．．．⋯(188)

2第六节．．检验科·?⋯⋯^⋯⋯⋯⋯⋯⋯⋯⋯⋯⋯⋯⋯⋯⋯⋯⋯⋯⋯⋯⋯⋯⋯⋯·(188)

‘， 第七节+放射科⋯⋯⋯’⋯⋯⋯⋯⋯”?⋯⋯·⋯⋯⋯⋯⋯⋯⋯⋯⋯⋯⋯⋯⋯⋯⋯”(189)

．，第八节药械科．．．⋯⋯⋯⋯⋯⋯⋯⋯⋯⋯⋯⋯⋯⋯⋯⋯⋯⋯⋯⋯⋯⋯⋯⋯⋯⋯(189)

第九节．护理o⋯⋯⋯⋯⋯⋯⋯⋯⋯⋯⋯·⋯⋯⋯⋯⋯⋯⋯⋯⋯：⋯⋯⋯⋯⋯⋯·(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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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设施⋯⋯⋯⋯⋯⋯⋯⋯⋯⋯⋯⋯⋯⋯⋯⋯””⋯⋯⋯⋯⋯⋯⋯⋯⋯⋯⋯”(195)
第一节．卫生人员与病床⋯⋯⋯⋯⋯⋯⋯．．．小⋯⋯⋯⋯⋯”OQ-00·O⋯⋯⋯⋯⋯(195)

第二节大型器械与房屋⋯⋯⋯⋯⋯．．．⋯⋯⋯⋯⋯m⋯⋯⋯⋯⋯⋯⋯⋯⋯⋯⋯(203)

第十二章经费⋯⋯⋯⋯⋯⋯．．．．．．⋯⋯⋯一⋯⋯⋯⋯⋯⋯⋯⋯⋯⋯⋯⋯⋯⋯⋯⋯⋯·(214)

第一节来源，支出⋯⋯⋯⋯⋯⋯⋯⋯⋯⋯⋯⋯．．．⋯⋯⋯⋯⋯⋯⋯⋯⋯⋯⋯“(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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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管理··⋯⋯⋯⋯⋯⋯⋯⋯⋯⋯⋯⋯⋯⋯⋯⋯⋯⋯⋯⋯⋯⋯⋯⋯⋯⋯⋯·(232)

，

第五编 地方病 传染病
．

第十三章地方病⋯⋯⋯⋯⋯-⋯⋯⋯⋯⋯⋯⋯⋯⋯⋯⋯⋯⋯⋯⋯⋯⋯⋯⋯⋯··?⋯(233)

第一节地方性甲状腺肿⋯⋯⋯⋯⋯⋯⋯⋯⋯⋯⋯⋯⋯⋯⋯⋯⋯⋯⋯⋯⋯⋯⋯(233)

‘第二节克汀病⋯⋯⋯⋯⋯⋯⋯⋯⋯⋯⋯⋯⋯⋯⋯⋯⋯⋯⋯⋯⋯⋯⋯⋯⋯⋯⋯(242)

第三节氟中毒病⋯⋯⋯⋯⋯⋯⋯⋯⋯⋯⋯⋯⋯⋯⋯⋯⋯⋯⋯⋯⋯⋯⋯⋯⋯⋯(244)

第四节头癣⋯·’⋯⋯⋯⋯⋯⋯⋯⋯⋯⋯⋯⋯⋯⋯⋯⋯⋯⋯⋯⋯。⋯⋯一⋯⋯一·(247)

附；浮肿病，青紫症⋯⋯⋯⋯⋯⋯⋯⋯⋯⋯⋯⋯⋯⋯⋯⋯：⋯⋯⋯⋯⋯⋯”(252)

第十四耄传染病．．．⋯⋯⋯⋯⋯⋯⋯⋯⋯⋯⋯⋯⋯⋯⋯⋯⋯⋯⋯⋯⋯⋯⋯⋯⋯⋯．．．(253)

第一节霍乱⋯⋯⋯⋯⋯⋯⋯⋯⋯⋯⋯⋯··：⋯⋯⋯⋯⋯⋯⋯⋯⋯⋯⋯⋯⋯⋯⋯(259)

第二节天花⋯⋯⋯⋯⋯⋯⋯⋯⋯⋯：⋯⋯⋯⋯⋯⋯⋯⋯⋯⋯⋯⋯⋯⋯⋯⋯⋯”(262)

一第三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267)

第四节流行性乙型脑炎⋯⋯⋯⋯⋯⋯⋯⋯⋯⋯⋯⋯⋯⋯⋯⋯⋯·：⋯⋯⋯⋯⋯·(269)

第五节疟疾⋯⋯⋯⋯⋯⋯⋯⋯⋯⋯⋯⋯⋯⋯⋯⋯⋯⋯⋯⋯⋯⋯⋯⋯⋯⋯⋯⋯(270)

第六节流行性出血热⋯⋯⋯⋯⋯⋯⋯⋯⋯⋯⋯⋯⋯⋯⋯⋯⋯⋯⋯⋯⋯⋯⋯⋯(280)

第七节狂犬病⋯⋯⋯⋯⋯’⋯⋯⋯⋯⋯⋯⋯⋯⋯⋯⋯⋯⋯⋯⋯⋯⋯⋯⋯⋯⋯⋯(281)

第八节。麻疹⋯⋯⋯⋯⋯⋯⋯⋯⋯⋯⋯⋯⋯⋯⋯⋯⋯⋯⋯⋯⋯⋯⋯⋯⋯⋯⋯⋯(283)

第九节白喉⋯⋯⋯⋯⋯⋯⋯⋯⋯⋯⋯⋯⋯⋯⋯⋯⋯⋯⋯⋯⋯⋯⋯⋯⋯⋯⋯⋯(285)

第十节伤寒副伤寒⋯⋯⋯⋯⋯⋯⋯⋯⋯⋯⋯⋯⋯⋯⋯⋯⋯⋯⋯⋯⋯⋯⋯⋯⋯(285)

第十一节炭疽⋯⋯⋯⋯⋯⋯⋯⋯⋯⋯⋯⋯⋯⋯⋯⋯⋯⋯⋯⋯⋯⋯⋯⋯⋯⋯⋯(288)

第十二节猩红热⋯⋯⋯⋯：⋯⋯⋯⋯⋯⋯⋯⋯⋯⋯⋯⋯⋯⋯⋯⋯⋯⋯⋯⋯⋯··(291)

第十三节百日咳⋯⋯_⋯⋯⋯⋯⋯⋯⋯⋯⋯⋯⋯⋯⋯··j⋯⋯⋯⋯⋯⋯⋯⋯⋯(‘291)

第十四节流行性感冒⋯⋯⋯⋯⋯⋯⋯⋯⋯：⋯⋯⋯⋯⋯⋯⋯⋯⋯⋯⋯⋯⋯⋯··(291)

第十五节+痢疾⋯⋯⋯⋯⋯_⋯⋯⋯⋯⋯⋯⋯⋯⋯⋯⋯⋯⋯⋯⋯⋯⋯⋯⋯j⋯··(291)

～第十六节病毒性肝炎⋯⋯⋯⋯⋯··j⋯⋯⋯：⋯⋯⋯⋯⋯⋯⋯⋯⋯⋯⋯⋯⋯⋯”(291)

第十七节‘脊髓灰白质炎⋯⋯-．．⋯⋯⋯⋯⋯⋯⋯⋯⋯⋯⋯⋯⋯⋯⋯⋯⋯⋯⋯⋯(292)
’

第十八节肠炎‘水痘⋯⋯··：⋯⋯⋯⋯⋯⋯⋯⋯⋯⋯⋯⋯⋯⋯⋯j⋯⋯⋯⋯⋯．．(301)

第十九节’麻风病·：⋯⋯⋯_⋯⋯⋯．：⋯⋯⋯⋯⋯．．．⋯⋯⋯⋯⋯⋯⋯⋯⋯⋯⋯．．(303)
!

第二十节丝虫病⋯⋯⋯⋯⋯⋯⋯⋯⋯⋯·：⋯⋯⋯⋯．⋯．．．⋯⋯⋯⋯⋯：⋯⋯⋯“(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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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厂矿环境卫生监测⋯⋯⋯⋯⋯⋯⋯⋯⋯⋯⋯⋯⋯⋯⋯i⋯“p⋯_⋯～。(322)

：第三节工矿卫生防护⋯⋯⋯⋯“⋯⋯⋯⋯⋯⋯。⋯⋯⋯一⋯⋯’⋯⋯一⋯⋯⋯j··(325)

二·附工业氟调查⋯⋯⋯⋯·j⋯⋯⋯⋯⋯⋯⋯⋯⋯⋯⋯⋯⋯．．j：⋯⋯h⋯．．：’⋯(328)

第十七童爱国卫生⋯⋯⋯⋯⋯⋯⋯一⋯⋯⋯⋯⋯⋯⋯⋯一⋯⋯⋯j⋯“⋯⋯⋯～⋯(-330)

+··第一节
· j第二节

+第三节

，．．薯 ，附

除四害⋯⋯⋯⋯⋯．．．⋯⋯⋯⋯⋯⋯一⋯‰⋯⋯-．．⋯⋯．“·：j⋯．．．⋯⋯⋯(330)

两管五改⋯⋯⋯⋯⋯⋯．．-一⋯⋯一⋯⋯⋯⋯⋯⋯⋯⋯⋯⋯⋯‘⋯⋯⋯··<333)

卫生检查⋯⋯⋯⋯⋯⋯⋯⋯．．．．．．⋯⋯一⋯⋯．．：．．_：一⋯．_⋯⋯⋯．．：。(336)
●

部分年份爱国卫生运动项目一⋯⋯·：⋯’⋯⋯⋯⋯⋯⋯⋯⋯；_··：‘⋯⋯⋯(337) 。

‘．．‘
一 信阳县机关团体文明卫生单位标准⋯⋯．．．⋯-．；．．．⋯⋯．．．o⋯⋯⋯．．．⋯(337)

第十八章保健⋯⋯⋯⋯⋯⋯⋯⋯⋯⋯⋯⋯⋯⋯⋯⋯⋯⋯⋯⋯⋯⋯⋯⋯⋯⋯⋯⋯⋯(340)

第一节儿童保健⋯⋯．．．⋯⋯⋯⋯⋯⋯⋯．．．⋯⋯．．．⋯⋯⋯．．．⋯⋯⋯⋯⋯⋯⋯⋯(340)+
“

。 第二节妇女保健⋯⋯⋯．．|．⋯⋯⋯⋯⋯⋯⋯⋯⋯⋯⋯⋯⋯⋯⋯⋯⋯⋯⋯⋯⋯⋯(346)
。

附新，旧法接生⋯⋯⋯⋯j⋯⋯⋯⋯⋯⋯⋯⋯⋯⋯⋯⋯⋯⋯⋯·：⋯⋯⋯⋯(351)．

’。第三节干部保健⋯⋯⋯⋯⋯⋯⋯⋯⋯⋯⋯⋯⋯⋯⋯⋯⋯⋯⋯⋯⋯·j：⋯⋯⋯⋯(353)一

。第四节公费医疗⋯⋯⋯⋯⋯⋯⋯⋯⋯⋯⋯⋯一⋯⋯一i⋯⋯⋯⋯⋯·。⋯⋯⋯⋯⋯(354)‘

”一第五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o：⋯．．．⋯．．⋯⋯⋯⋯⋯(361)

第十九章预防接种⋯⋯⋯-’⋯⋯⋯⋯⋯⋯⋯⋯⋯⋯：⋯⋯⋯⋯⋯·‘⋯⋯··■⋯⋯⋯··j-(363)

第一节组织方式⋯⋯⋯⋯⋯⋯⋯⋯⋯⋯⋯⋯⋯⋯⋯⋯⋯⋯⋯_⋯⋯。⋯·⋯⋯··(363) “

第二节预防接种统计⋯⋯⋯⋯⋯⋯⋯⋯⋯⋯⋯⋯⋯⋯⋯⋯⋯⋯．．1⋯⋯·‘⋯⋯⋯(373)
‘ ●，

。‘
，’ 第七编1药政与地道药材、

第二十章药政⋯⋯⋯⋯⋯⋯⋯⋯⋯⋯⋯⋯⋯⋯⋯⋯⋯．．．⋯⋯⋯⋯⋯⋯⋯．．．⋯⋯⋯(377) ．，

第一节管理⋯⋯⋯·：⋯·■⋯⋯?⋯⋯⋯⋯⋯⋯⋯⋯?·?⋯⋯√⋯⋯⋯o or e⋯⋯⋯(377)+

，第二节．药品质量监督⋯⋯⋯⋯⋯⋯⋯⋯⋯⋯⋯··：⋯⋯⋯⋯⋯⋯⋯⋯⋯⋯．．-⋯(379)

，第三节麻醉药品管理⋯．．⋯⋯⋯⋯⋯⋯⋯⋯：⋯·⋯⋯··?⋯⋯⋯⋯．．．⋯⋯⋯⋯-·(382) ‘

一 。附禁鸦片⋯⋯⋯．．．⋯⋯⋯⋯⋯⋯⋯j⋯⋯⋯⋯?⋯·?⋯⋯⋯⋯．．．⋯．．．⋯⋯··(382)

，。第四节’计量改革⋯⋯⋯⋯”??⋯⋯⋯··?⋯⋯⋯⋯··’⋯⋯⋯⋯⋯⋯⋯⋯⋯⋯·：··：·(386)

第二十一章地道药材⋯⋯⋯·：·j⋯⋯·?，⋯⋯⋯··?⋯⋯⋯?⋯⋯⋯⋯⋯⋯⋯·：-⋯⋯⋯(388)

．第一节地产中草药⋯?”．⋯⋯⋯⋯·：⋯··?⋯⋯⋯⋯．．．⋯⋯：?··?⋯⋯·?·：¨⋯⋯．．．．·(388)，

，第二节，．地道药材⋯⋯⋯⋯⋯··：：⋯⋯：⋯⋯⋯⋯⋯⋯⋯⋯¨⋯j⋯⋯¨⋯⋯⋯．．．．(388)．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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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医学教育与科研
。 j

‘。 。

第二十二章医学教育⋯⋯⋯⋯i⋯⋯⋯⋯⋯⋯⋯⋯⋯⋯⋯⋯⋯1．．⋯⋯⋯⋯⋯⋯⋯··(391)
‘

．‘t第·节中医进修⋯⋯⋯⋯⋯⋯⋯⋯⋯⋯⋯⋯⋯⋯⋯⋯⋯．．．⋯⋯⋯⋯j⋯⋯．-．“(391)
“’

第二节西医培训⋯⋯⋯⋯⋯⋯⋯⋯⋯⋯⋯⋯⋯⋯⋯⋯⋯⋯⋯⋯⋯一·，¨Ⅵ⋯(392)．

+．第三节妇幼卫生技术人员培训⋯⋯⋯⋯⋯”，⋯⋯⋯⋯⋯⋯⋯⋯⋯⋯⋯⋯⋯!⋯(392)

．。第四节计划生育技术人员培训⋯⋯⋯⋯⋯⋯⋯⋯⋯⋯⋯⋯⋯⋯⋯⋯“⋯⋯⋯·(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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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初等医学教育⋯⋯⋯⋯⋯⋯⋯⋯⋯⋯⋯⋯⋯⋯⋯⋯⋯⋯⋯⋯⋯⋯“。⋯(394)
第二十三童科研⋯⋯⋯⋯⋯⋯⋯，⋯⋯⋯⋯．⋯⋯⋯⋯⋯⋯⋯⋯⋯⋯⋯⋯⋯⋯⋯⋯··(397)

1第一节人口死因⋯⋯⋯⋯⋯⋯⋯⋯⋯⋯⋯⋯⋯⋯⋯⋯⋯～⋯⋯⋯．．．；⋯⋯一．⋯(397)

第二节高血压普查⋯⋯⋯⋯⋯⋯⋯⋯⋯“一⋯⋯⋯⋯⋯⋯⋯⋯⋯⋯⋯⋯⋯⋯·(408)+
．．第三节巳知蚊种⋯⋯⋯⋯⋯⋯一⋯⋯⋯⋯⋯⋯⋯⋯⋯⋯⋯⋯⋯⋯⋯．．．⋯“i⋯<410)

。第四节巳知蝇种⋯⋯⋯⋯．．．⋯⋯⋯⋯⋯⋯⋯⋯⋯⋯⋯⋯⋯⋯⋯⋯⋯⋯⋯⋯⋯(417)

第五节毒蛇与蛇伤治疗⋯⋯⋯⋯⋯⋯⋯⋯⋯⋯⋯⋯⋯⋯⋯⋯⋯⋯⋯⋯⋯⋯．．．(424)

第六节临床研究⋯⋯⋯⋯⋯gll,tl=⋯．．．⋯⋯⋯⋯⋯⋯．．⋯⋯⋯⋯．⋯⋯．．⋯⋯．．⋯(425)

，第七节医学论文⋯⋯⋯⋯m⋯⋯．．．一⋯⋯．．．⋯⋯⋯⋯⋯⋯⋯⋯：⋯⋯⋯⋯⋯··(426)

，。，
．

1
‘第九编人物

’

第二十四章烈士谱⋯⋯⋯⋯⋯⋯⋯⋯⋯⋯⋯⋯⋯⋯⋯⋯⋯⋯⋯⋯⋯．．．⋯⋯⋯⋯⋯(427)

第二+五章名医传略⋯⋯⋯⋯⋯⋯⋯⋯⋯⋯⋯⋯⋯⋯⋯⋯⋯⋯⋯⋯⋯⋯⋯⋯⋯⋯(429)

第二十六章闻人简介⋯⋯⋯⋯⋯⋯⋯i⋯⋯⋯⋯⋯⋯⋯⋯⋯⋯⋯⋯⋯⋯⋯⋯⋯⋯(442)

第一节主治医师以上人员⋯⋯⋯⋯⋯⋯⋯⋯⋯⋯⋯⋯⋯⋯⋯⋯⋯⋯⋯⋯⋯⋯(442)

第二节本邑在外地卫生界知名人士⋯⋯⋯⋯⋯⋯⋯⋯⋯⋯⋯⋯⋯⋯⋯⋯⋯⋯(443)

第=十七章先进人物表⋯⋯⋯⋯⋯⋯⋯⋯⋯⋯⋯⋯⋯O O,D·B⋯⋯⋯⋯⋯⋯⋯⋯⋯⋯(449)

附l先进集体⋯⋯⋯⋯⋯⋯⋯⋯⋯⋯⋯⋯⋯⋯⋯⋯⋯⋯⋯⋯⋯⋯⋯⋯⋯⋯(449)

第十编大事记⋯⋯⋯⋯⋯⋯⋯⋯”(45D

第十一编 杂记

第二十八章珍闻轶事⋯⋯⋯⋯⋯o_⋯⋯⋯⋯⋯⋯：⋯⋯⋯⋯”：⋯⋯⋯⋯⋯⋯⋯··(455)

～第一节古银杏(白果)⋯··：⋯⋯⋯⋯⋯⋯⋯⋯⋯⋯⋯⋯⋯⋯⋯⋯⋯⋯⋯⋯⋯(455)

‘第二节桑用一⋯⋯⋯⋯⋯⋯⋯⋯⋯⋯⋯⋯⋯⋯⋯⋯⋯⋯⋯⋯⋯⋯⋯⋯⋯⋯⋯(456)

第三节秋桂⋯⋯⋯⋯⋯⋯．：．⋯⋯⋯⋯⋯⋯⋯⋯⋯⋯⋯“⋯⋯⋯⋯⋯⋯⋯⋯⋯(456)

第四节毛孩，猴孩⋯⋯⋯⋯⋯⋯⋯⋯⋯：⋯⋯⋯⋯⋯⋯⋯⋯⋯一⋯⋯⋯⋯⋯i·(457)

：’第五节畸人⋯⋯⋯⋯⋯⋯⋯o⋯⋯⋯⋯⋯⋯⋯⋯·：⋯⋯⋯⋯⋯⋯⋯⋯⋯⋯。⋯·(457)

‘第六节畸胎⋯⋯⋯⋯⋯⋯⋯⋯⋯⋯⋯⋯⋯⋯⋯⋯⋯⋯⋯⋯⋯⋯⋯⋯．．⋯⋯⋯·(457)

第七节甲板龟⋯⋯⋯⋯⋯⋯⋯⋯⋯：⋯⋯⋯⋯⋯··：⋯⋯⋯⋯⋯⋯⋯⋯·：⋯⋯⋯(458)

第八节长裙竹荪⋯⋯⋯⋯⋯⋯⋯⋯⋯⋯⋯⋯⋯⋯⋯⋯⋯⋯⋯⋯⋯⋯⋯⋯⋯⋯(458)

第九节楚尸⋯⋯⋯⋯⋯⋯⋯⋯⋯⋯⋯⋯“⋯⋯⋯⋯⋯⋯⋯⋯⋯⋯⋯⋯⋯⋯⋯-(458)

附。林仆献棺⋯⋯⋯⋯⋯⋯⋯⋯⋯⋯⋯“⋯⋯⋯⋯⋯⋯⋯⋯⋯⋯⋯．．．⋯⋯·(468)

第十节巫医⋯⋯⋯⋯⋯⋯⋯⋯⋯⋯⋯⋯⋯⋯⋯⋯⋯⋯⋯⋯⋯⋯⋯⋯⋯⋯⋯“(459)
第二十九章医疗事故⋯⋯⋯⋯⋯⋯⋯⋯⋯⋯⋯⋯⋯⋯⋯⋯⋯⋯⋯⋯⋯⋯⋯⋯．．．⋯(460)

第一节技术事故⋯⋯⋯⋯⋯⋯⋯⋯⋯⋯⋯⋯⋯⋯⋯⋯⋯⋯⋯⋯⋯⋯⋯⋯⋯⋯(460)

第二节责任事故⋯⋯⋯⋯⋯⋯⋯一⋯⋯⋯⋯⋯⋯⋯⋯⋯⋯⋯⋯⋯⋯⋯⋯⋯⋯(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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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附

第三十一章

⋯第一节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十二窜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三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风俗习惯⋯⋯⋯⋯⋯·j⋯⋯⋯⋯⋯⋯⋯⋯⋯·⋯⋯⋯⋯⋯⋯⋯⋯⋯⋯⋯(461)

食蒿⋯⋯⋯⋯”·“·⋯⋯“·”⋯··：⋯⋯⋯⋯⋯⋯·⋯⋯⋯⋯⋯⋯·⋯⋯⋯··(461)

端阳驱疫⋯⋯⋯⋯⋯⋯⋯⋯⋯⋯⋯⋯⋯⋯⋯⋯⋯⋯⋯⋯⋯⋯⋯⋯⋯⋯(461)

大年扫除⋯⋯⋯⋯⋯⋯⋯⋯⋯⋯⋯⋯“⋯⋯⋯⋯⋯⋯⋯一⋯⋯⋯⋯⋯”(461)

卫生谚语⋯⋯⋯⋯⋯⋯⋯⋯⋯⋯”⋯⋯⋯⋯⋯⋯⋯⋯⋯⋯⋯⋯⋯⋯⋯·(462)

自然灾害⋯⋯⋯⋯⋯⋯⋯⋯⋯⋯⋯‘．．⋯⋯一⋯⋯⋯⋯⋯⋯⋯⋯⋯⋯⋯(463)

水，旱灾⋯⋯⋯⋯⋯⋯⋯⋯⋯⋯⋯⋯⋯⋯⋯⋯⋯⋯⋯⋯·⋯⋯⋯⋯⋯··(468)

虫灾⋯⋯⋯”·”·“·⋯⋯“⋯⋯⋯·“·”·”···“⋯⋯···”···“··⋯···“”⋯”··(465)

地震⋯⋯“·“⋯⋯一⋯⋯⋯“⋯”一””⋯一⋯⋯⋯““·”·“⋯·⋯“⋯·······(466)

第十二编 附 录’ -．；

‘

^●

文告辑存⋯⋯⋯⋯⋯⋯⋯⋯⋯⋯⋯⋯“⋯⋯⋯⋯⋯⋯⋯⋯⋯⋯⋯⋯⋯(467)

组织联合诊所，医院实施办法⋯．．．⋯⋯⋯⋯⋯⋯⋯⋯⋯⋯⋯⋯⋯⋯⋯(467)

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紧急指示⋯．．．⋯⋯．“⋯⋯⋯⋯o⋯⋯⋯⋯⋯(468)

防病治病的医疗救济专款使用⋯⋯⋯⋯⋯⋯⋯⋯⋯⋯⋯⋯⋯⋯⋯⋯?··(469)

集镇卫生管理暂行办法⋯⋯⋯⋯⋯⋯⋯．．．⋯⋯⋯⋯⋯⋯⋯⋯⋯⋯⋯⋯(469)

改变公费医疗管理办法⋯⋯⋯⋯⋯⋯⋯⋯⋯⋯⋯⋯⋯⋯⋯⋯⋯⋯⋯⋯(471)

成立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472)

1979年疟防工作考核⋯⋯⋯⋯⋯⋯⋯⋯⋯⋯⋯⋯⋯⋯⋯⋯“：⋯⋯⋯⋯(473)

严禁食用和出售病死牲畜肉⋯⋯_⋯⋯⋯⋯⋯一⋯⋯⋯⋯⋯⋯⋯⋯⋯(474)

乡镇卫生院工作及管理制度⋯⋯⋯⋯⋯⋯⋯⋯⋯⋯一⋯⋯⋯⋯⋯⋯⋯(474)

加强对游医、药贩和个体开业医生管理⋯．．．⋯⋯⋯⋯⋯⋯⋯⋯⋯⋯⋯(483)

卫生工作检查评比标准⋯⋯⋯⋯⋯⋯⋯⋯⋯⋯⋯⋯⋯⋯⋯⋯⋯j⋯⋯“(484)

乡镇卫生院收费标准⋯⋯⋯⋯⋯⋯⋯⋯⋯⋯⋯⋯⋯⋯⋯⋯⋯⋯⋯⋯⋯(486)

浮动工资暂行办法⋯⋯⋯⋯⋯⋯⋯⋯⋯⋯⋯⋯⋯⋯⋯⋯⋯⋯．．．⋯⋯⋯(487)

职称晋升⋯⋯⋯⋯⋯⋯⋯⋯⋯．⋯⋯⋯．．．⋯⋯⋯⋯⋯⋯_⋯⋯⋯⋯⋯⋯(488)

编纂始末⋯⋯⋯⋯⋯⋯⋯⋯⋯⋯⋯⋯⋯⋯⋯⋯⋯⋯⋯⋯⋯⋯⋯⋯⋯⋯(490)

基层志书名录⋯⋯⋯⋯⋯⋯．．．⋯⋯⋯·⋯⋯⋯⋯⋯⋯⋯⋯⋯⋯⋯⋯⋯··(490)

组织及人员⋯j⋯⋯⋯⋯⋯⋯⋯⋯⋯⋯⋯⋯⋯⋯⋯⋯“⋯⋯⋯⋯⋯⋯··(492)

编后···⋯···⋯·⋯···⋯⋯⋯···⋯·········⋯·········⋯⋯···⋯···⋯⋯··⋯···(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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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县政府驻平桥镇i：’距行署驻地信阳市东六公里，、距省会郑州市．．2 ．：．

南二百九十六公里。地处大别山北麓，桐柏山东端I跨北纬三十二度二十四分，东经一酉一。 t。

．十四度二十五分：东与罗山县交界，南与湖北省应山县、?大悟县接壤，西与桐柏县和随州。 ，．

市为邻，北与确山0正阳毗连。南北直线距离约为八十点四公里，东西约为五十六点四公

里，总面积三千三百八十二平方公里。全县由山地、丘陵、‘平原组成，大体为t “四山二；一一．．‘。

水二分田，二分道路与庄园修的自然地形。海拔平均二。六米，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倾“‘t

斜．有五百至九百米之间的山峰二十余座，分布在李家寨、柳林，。谭家河，?湃河港、董家’、--?，·

河，吴家店、邢集等乡境内，最高峰四望山海拔九。六米。 一。7 ．．．，* 7ff’。’-

大小河流一百五十余条，主要有淮河、湃河，明河、洋河、游河，西双河等。：，， ．．”

．，‘·

气候一月最冷，。平均气温为摄氏零度至二度。七月最热卜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八度至，‘⋯．

三十度。年平均温度为十五度至十七度。全年无霜期平均为二百二十二点四天，最长为二 1|，

百七十七天，最短为一百八十四天。年降雨量平均为八百至一千二百毫米。 。-．

，全县耕地面积一百零一万亩，农业主产稻麦，其次为大豆i红薯，．芝麻、油莱，高、

梁、玉米，棉花等。。t。 ： ’’一
+’

·_一． ，

?’

5·_

． 山林面积二百零一万亩。果树有板栗、苹果，山桃、柿，李，杏，梨、枣，葡萄、猕 -

‘猴桃，山楂等数十种，有驰名中外的“信阳毛尖"茶。· +一： 。‘

动植物药材一千一百余种，主要药材有桔梗、贝母、二花，’天麻、蜈蚣，猫爪草，柴

胡等．以桔梗质量最优，有“申参扩之誉。 ，’‘‘ “；
“

+’

‘’ -- ’，’

交通有京广铁路与北京至深圳公路纵贯南北，各乡、镇皆通班车： ’．‘-| +，‘
d+．

j
． 一 4 ，?”，。_ ·

，-r一．__ 。一‘ J_、．，：
一

．一 一0．．，’√：· 第二节：’区域沿革，，_。：：。：’-一i一一_‘．，
‘

、
‘

一 _ i’’i．
。．

一， ： 一

”

：宣统二年(1910年)划本县为t城区、柳林镇，长台镇，五里镇、j中山镇、t龙井乡，、，-·，

平昌乡．冯河乡，游河乡。。^ 一一?’
．t 。-j

‘
’

‘’，!+、 ：’：‘二

， 民国十九年(1930年)本县划分为九个区、三十七个镇ji二酉零八个乡。，民国三十八j一．』

年(1 949年)本县划分为十个区、两个镇。．。．‘． ’： ‘?—j—j。|。4，”’，．一⋯。+；’
’‘

：

第一，五里区。第二、洋河、肖王区；区政府驻洋河。+第三，明港区。第四，邢集‘‘

j区。’第五、长台区。，第六，’游河区0第七。竹林区。．第八，冯王区。第九：。青双区，区政。-“

府驻东双河。第十、柳林，‘谭河区；．区政府驻白果庙。明港镇公所，五里镇公所：，，一，“■；

1 949年4月1日本县解放，．．设立了柳林，双河’：五里、古城、明港，洋河、长台，：冯I 一*

I-)二1。
f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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