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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卫生志

汶JII县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



汶川县卫生志

、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



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汶川I县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县长祝世德率诸公编修‘的《汶川县志》问世，堪称壮举，然而涉及医药
卫生之墨迹则通篇难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虽曾有修“卫生志”之

举，即终因人力、物力之限而未能如愿。故今编修之《汶川县卫生志》。实属

前所未有之医药卫生事业的专业志书。 ．

汶川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狭谷地带，扼阿坝州出入灌县、成都之要

隘。境内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利资源，又有丰富的森林植被。既是

国宝大熊猫的故乡，又是珍贵药材贝母、虫草、麝香、熊胆的药园地。不愧为

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近七十年来，县内医药卫生事业历经沧桑，抚今追昔，

变化巨大，令人感概不已。值此，盛世修志之时，迫感有必要将旧社会缺医
少药，疫病流行，民不聊生之惨状；新社会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消灭了

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减少瘟疫流行之伟业载入史册。为此，1986年10月，

县卫生局正式作出编修《汶川县卫生志》的决定。赓即组建班子，抽调人员，

开始了艰苦的编篡工作。

《汶川县卫生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量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

容，据史撰述，详今略古，文笔简洁，记载了汶川县境内医药卫生事业的沿

革变迁，盛衰起落，医疗水平，科技发展的演变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药卫生事业呈现出的一派姹紫嫣红、欣欣向荣之

景象。
。

编修《汶川县卫生志》的同志们，历尽艰辛，广征博采，同心协力，数易

其稿，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新编出这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

一的志书，是他们心血的结晶，其精神难能可贵，值得赞誊!

愿《汶川县卫生志》，能为今后汶川县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起到

“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汶川县卫生局局长 高鹏举

1990年于汶川威州



凡 例

一、《汶川县卫生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尊重史实，秉笔直书，详今略古。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真实性的有机结合，并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二、《汶川县卫生志》记述内容，上限1911年，下限1985年。

三、全志分十一章，四十节(不包括大事记，医事杂记等)，共十五万字。

四、坚持“生不列传’’原则，只作事迹记述或列名录。

五、历史纪年沿用原称(如民国等)，加注公无纪年，1949年后一律用

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

“建国后”。
‘

六、资料来源，主要根据省、州、县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的档案；及县属

22个医疗卫生单位的资料，并通过座谈走访，书信询问，专题调查，特邀撰

稿等形式核实、完善。

七、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叙，辅以图(照片)、表、录、考，图文并茂。地

名，一律使用地名普查后的标准名称。



成。

《汶川县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暨编纂小组成员名单。

第一届编纂领导小组：

由高鹏举、周太富、徐元礼、梁立效、张显林、陈孟虞、曾生瀛七同志组

高鹏举同志任组长，周太富同志任副组长，其他同志为成员。

第二届编纂领导小组：

由陈平安、尹光彦、高鹏举、彭光辉、曾生瀛五同志组成。

陈平安同志任组长、尹光彦同志任副组长，其他同志为成员。

编纂小组：

由曾生瀛、郑永年、姚正江、徐元礼、康立祥、彭代芳六同志组成。

曾生瀛同志任主编，其他同志任协编。

定稿：孙松寿、徐德辉、陈平安、尹光彦。

摄影：梁立效、蒋晓凤、李毅。

封面设计：徐元礼。

封面摄影：梁立效。

校对：徐元礼、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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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居阿坝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的狭谷地

带。地跨岷江两岸，扼成都至阿坝公路之Ⅱ囚喉。县治威州。地理座标北纬

31。287，东经103。361，海拔1325．6米，幅员面积4085平方公里。1985年全

县总人口86867人，其中羌族17147人，藏族9568人，汉族59453人，回族

698人。

建国前，县治在今绵魇乡，建国后1952年迁威州。1958年7月，曾和

理县、茂县合并，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治设威州。1963年3月撤销大

县，汶、理、茂又分别建制。

汶川县历代交通闭塞，地脊民贫，文化落后，医药卫生条件尤差。不少

人还染上了鸦片烟瘾，人民体质赢弱。天花、疟疾、性病、黑热病、麻风、头癣

等疠疫流行，此起彼伏。如威州乡布瓦村一次霍乱流行，发病人数众多，死

亡达84人。草坡乡一年黑热病患者达81人。死亡23人。妇女难产和产

褥热的死亡率很高，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达50％以上。如白石乡白果坪村

妇女牟清荣，曾生13个孩子，皆因破伤风、麻诊、天花统统夭折。“只见娘怀

胎，不见儿走路”是真实的写照。直到建国前，全县仅有散在的10多名中

医、草医及个别游医，技术也有限，多数是半农半医，有的看病捉鬼并行，即

所谓的神药两改o_虽然1944年建立了一所县卫生院，医务人员仅7人，规

模小、设备差，主要是为县城少数有钱人服务，而广大人民患病是得不到治

疗的，只有求神保佑。羌族请端公跳神化水驱鬼；藏族请喇嘛念经。医病完

全寄托在神灵身上。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ti-4定了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民族地区卫生事业。1 950年2月，汶川

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陆续建立，组织中医药人员，增

加各类西医人员，添置医疗设备。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医疗保健、卫生防疫、

妇幼卫生和常见的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医药卫生知识在民族地区

逐步普及，卫生面貌不断改观。黑热病、天花、疟疾、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的

发病率大大下降。“文化大革命’’中，医院的正常规章制度被搅乱。干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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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实事求实，认真

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改善工

作及生活条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心情舒畅地为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奋

发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1980年，汶川县被列为全省首批三分之一卫生事业重点建设县之一，

新修了县人民医院。1 982年，县卫生局对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了“定、

包、奖”经济管理办法，扩大医院的自主权，提高了工作效率。截止1985年，

全县共有县属医疗卫生机构22个。其中县级5个，区级3个、乡级14个，

有职工402人(其中：集体所有制医务人员44人)，开放床位238张。年门

诊量为283488人，住院病人3321人次，病床使用率为82．8％。我县的医

疗卫生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前程将更加光辉灿烂，为提高全县各族人

民的健康水平服好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大事记

1939年，军医周玉林在威州开办西药店售药。

1940年1月，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部在威州开办

诊所，有医务人员4人，由张钟琪负责。

1943年上半年，成都浦澄医院儿科主任杜顺德，诊断出绵厩乡4岁女

孩郭琼基首例“黑热病"。

1 944年7月1日，汶川县卫生院建立。有7名职工，其中医务人员6

人，院长杨思久。

1950年2月24日，人民政府派军代表李英接管县卫生院。

‘1950年7月，汶川县人民政府任命车炳轩为县卫生院院长。

1950年10月，龙溪区(今灌县龙溪乡)卫生所建立。有医务人员3人，

刘富保任所长。

1950年底，三江区卫生所建立，由4人组成。

1951年，中央慰问团来县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羌区人民的关

怀。发放救济金及物资，号召禁烟，变鸦片烟地为粮田。

1951年4月，汶川县成立医药协会，有会员34人。
’

1951年5月，火灾毁灭龙溪街，殃及区卫生所。

1 952年初，县卫生院由绵臆迁威州，地址在今县农业银行下侧。
’

1952年初，在绵屁建立二区卫生所，有医务人员5人。

1952年，成立了“汶川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52年5月，汶川县人民政府设立卫生科，有科长、科员各一人，科长

何正镗。

1953年7月，汶川县卫生院接管了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

威州医院。
‘

1953年冬，县卫生院失火，将县卫生院旧房烧光。

1954年，县卫生院购置万能手术床一台。
1 954年4月，县卫生院开设病床10张。

1956年，汶川县卫生院，更名为汶川县人民医院。



1956年，漩口乡中医药人员联合建立起县内第一个医疗站。

1956年，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孙自宽首次为一男病员成功地切除了

阑尾。

1956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崔肖范，首次为难产病员成功地作了

剖腹产术，同时结扎了输卵管。

1957年，汶川县境内首次查出受钩虫感染者4105人。

1958年，州麻风病调查队。在茂汶羌族自治县查出各型麻风病人132

人，其中汶JlI为46人。

1958年2月，漩口区卫生所建立。

1958年7月，汶川县人民医院更名为茂汶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首次

调进15毫安爱克斯光机一台。

1959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卫生防疫组成立。机构设在县人民医院内。

1959年，“三病”(肿病、d,JL干瘦病、继发性妇女停经病)普遍发生。

1960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建立138个“蒸气疗室”，以熬煮草药之蒸气

治病。

1960年，茂汶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作为省的重点建设县医院之一，新

建门诊、住院楼房。病床增至60张。

1960年9月24日，外科医师郝万枝为肠梗阻病员作手术成功。

1962年，县卫生科组织医疗队，在漩口、映秀、水磨、古溪四个乡，查出

疟疾患者607人。

1962年10月，映秀区卫生所建立。

1962年9月，三江区卫生所迁水磨，1969年复迁回三江公社。

1963年，汶川县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成立。

1963年，县人民医院陈树生、张明高用电蒸馏器自制注射用水、葡萄

糖氯化钠注射液供临床使用。
’

1963年，茂、汶、理分别建制，恢复“汶川县人民医院"。

1964年1月，漩口区卫生所改建为汶川县人民医院漩口分院。

1964年，四JII省卫生厅批准县人民医院陈定一为内科主治医师，是建

国后县内第一个中级职称医技人员。

1964年8月，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陈文兴，首次为多子女的孔繁夫施

行输精管结扎术成功。

1967年1月，威州、绵厩两区“流脑”大流行。发病人数278人，死亡27

人。
·

．



1968年6月，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陈文兴，首次为外伤病员苏昭信切

除了右侧肾脏。

1968年8月28日，汶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下设

综合组，分管卫生工作。

1968年12月28日，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组合并成立汶川县人民

卫生防治院革命委员会。 ．

1969年，县人民卫生防治院妇产科医师周明嫒，首次为子宫破裂患者

范福珍作子宫次全切除。

1969年2月，漩口分院外科医师兰寿林，首次为30岁的病员尚文渊

作了胃大部切除术。

1969年，县人民卫生防治院购进第一台心电图诊断仪。

1969年5月，草坡公社最先办起“合作医疗"，农村卫生员改称“赤脚

医生"。

1970年，四川I医学院心血管系副教授罗德成，对龙溪一死者作了心肌

病理检查证实为“克山病”。
1 971年，首次对县境内的厂矿进行有毒、有害物质的测定，同时对接

触人员进行了健康检查。

1971年5月，汶川县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人民卫生

防治院。

1972年1月，县人民卫生防治院外科医师彭希鼎、陈文兴，成功地为
66岁的直肠癌病员杨子明施行乙状结肠切除，设置了人工肛门。

1 972年6月，上级卫生部门调拨给县人民医院南京牌130型救护车

一辆。

1974年，三江区卫生所与公社卫生院合并，称三江公社卫生院。
1 974年，首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结核病普查，持续十年完成全县普查

任务。 ，

1974年4月，汶川县实行免费供应避孕药具。

1976年《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农民报》、《岷山报》先

后刊登，广播了汶川县合作医疗的先进材料。

1977年7月，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彭希鼎，首次为病人李春华作乳腺

癌根治术，获得成功。

1977年11月，威州区卫生院在威州区克枯公社建立，全院有职工7



1977年11月26日，汶川县妇幼保健站建立。

1978年，全县统一执行中医处方用药剂量单位，将市制“钱"改为公制
“克”。

1979年，映秀区卫生院经州卫生局确定为全州经济管理试点单位。

1982年，县卫生局对全县各医疗单位推行经济管理，实行《定、包、奖试行
办法》。

1979年3月，成立汶川县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

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我县1981年终

止种牛痘预防接种工作。

1979年，卫生系统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8人。

1980年，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李子平，为脑外伤病人曾远禄开颅清除

血肿获得成功。
1 980年，汶川县列为全省首批三分之一卫生事业重点建设县之一。

1980年，县人民医院增设了A型超声波诊断仪。

1981年9月，县人民医院购进一台B型超声波诊断仪。

1982年3月，汶川县人民政府决定。停止挖割银花藤，保护金银花资

．源。
、

1982年7月，汶川1县、理县、茂汶县卫生防疫站轮流合办《羌寨卫生》

季fUd,报，首轮由汶川县卫生防疫站承担。

1982年8月，汶川县卫生人员进修学校建立。

1982年8月，汶川县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成立。

1983年4月，汶川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从县妇幼保健站搬出。

1983年5月，县人民医院迁较场坝新址，同年10月在索桥头开设第

二门诊部。

1983年8月，县妇幼保健站迁原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1983年12月20日，国家卫生部授予漩口区卫生院“全国先进单位’’

．的光荣称号。

1984年，县人民医院外科医师李子平，为草坡电站汽车驾驶员作输精

管吻合再通术获得成功。‘ ．

1984年8月，威州区卫生院改建为汶川县中医门诊部。

1985年，县卫生局、县医药公司合力对全县中草药进行普查、采集品

种278个。制作标本301份。



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卫生行政机构

1952年以前，县内无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卫生行政机构隶属于县民政科分管。

一、县卫生局(科)．

1952年5月，汶川县人民政府设立卫生科，设科长1人，科员1人，首任科长何正镗。卫生科主

管全县卫生行政工作，贯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订的卫生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协调、督

促、检查各项卫生工作的实施。

当时县卫生科下属县卫生院1个，区卫生所2个，有职工23人。

也随

仪分

员会

工作

搬至

人，1

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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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

个乡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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