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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墨
日

医药卫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对中华民族的繁

衍和兴旺起了重要作用。人们要从事一切社会活动和生产劳

动，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医药卫生则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

重要条件。

建国前，我县经济，文化，卫生事业都非常落后，人民

生活贫困。加之，疫病流行，大部分地区缺医少药或无医无

药，劳动人民患病又无钱医治。“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

疏鬼唱歌。黟是对建国前社会的写照。。 ．，．

建国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关怀人民的疾苦，致

力兴办卫生事业。县，区、，乡卫生组织和医药技术队伍，如

雨后春笋，发展很快。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断改善了城

乡卫生条件，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

重大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

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医药卫生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内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

都需要卫生工作与之携手共奋。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工作必须不断前进，以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为“四化刀建设服务。
’

编篡医药卫生志，追溯历史，鉴古观今，是医药卫生自

身建设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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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推动“四化黟建设的需要，是编写本县地方志的需要。

同时，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整理我县医药卫生的历史资

料，总结现今的经验教训，探求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把宝贵

的医学遗产传给后代，使之源远流长。

编写过程中，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县卫生局党总支加

强了领导’多次召开编写会议，讨论研究编纂方案，解决具

体问题。采取领导、编写入员与群众兰结合的方法，依靠全

县医药卫生人员提供资料，组织知情人座谈，抢救日碑，编

写人员同心协力，广泛地调查研究，搜集情况，查阅资料，

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本着远略近详，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实事求是的原财，秉笔直书。本志系统地略述了我县建

国前的卫生状况，详述了建国后蓬勃发展的卫生事业。经过

两年的努力，《黔阳县医药卫生志》终于问世，它是我县第

一部医药卫生史书，对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2

， 管掀天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凡 例

一、《黔阳县医药卫生志》是记述黔阳县卫生事业发展

历史的一部地方专业志。

二、本志上限自清同治十年(1871年)，下限至1985

年。

三、体例：以时为经，专业为纬，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以横为主，分章、节为序。节以下，按一，(一)排列，

全志共十七章，七十二节。序言，概述、大事记，附录，均

未立章节。

四、体裁：取志。，记，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文

为主，图文并茂，文法以语体文为主。

五、称谓。清代称“清力，中华民国称“民国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打，“建国后”．

六，纪年。以公元为准，1949年以前用当时年号．同时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度。

七、医林人物t非本县籍，非已故者，一般不立传，而

列名入志或以事系人入志。

八，图表分别附于各章节之中，不统一编号。

九，安江镇改为安江市，复又县，市撤，并，因时间短

暂，卫生机构的变动情况，散述于“大事记静中，束专立章

节记述。 ．

十，计划生育工作，另编写《黔阳县计划生育志》，本
3



志只记述计魁生育技术部分。

十一，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县药材公司，虽

非卫生系统机构，但工作密切相关，故纳入本志中叙述。

十二，志中所用的度量衡，以公制为J准。引用原文的计

量，不予改动或换算。中草药处方剂量，除个别情况外，均

以克为单位。中药材产，购，销，．以市斤，市担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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