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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志者，记也，积记其事也。《周礼、春官》即载有： 。小吏掌帮国之志” 足见其源甚

早．丽编撰方志，则远溯秦汉，魏晋以后，内容渐繁，名目渐多，但多为私家著述，怠至隋

唐始由官方编修，宋代修志体例大备，举凡方舆．沿革，JfI川，古迹、职官，物产，风俗，

人物、方技。艺文、详异等皆备述之，而医药卫生之事则仅足见其中并无专志．民国时期，

修志之事日疏．更无修。卫生志”者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虽曾有修“卫生志”之

举，惜因。十年动乱”而付阙如，故。卫生志”者实前所未有之志也．

吾乡双流县新修县卫生志瞩余为序，余离乡多年，对家乡医事变迁，知之甚少，勉强行

笔，不甚愧作，窃意卫生志者，志医药卫生工作之兴衰，医学教育及医家之得失，为后世提

供珍贵史料者也．其重点不外数端：一，志医药卫生机构的设置，疾病流行等。从中反映卫

生事业的兴衰．疾病流行情况及防治的成败，为今后制定卫生政策和防病治病提供资料．

=．志医学教育的兴衰。为培养卫生人才，提供重要借鉴。三，志医家的医德，技艺，论著

等．反映其得失以利予今后医者学习。此数端者，实为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保障和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并有益于后世也．

今通读《双流县卫生志》计八篇二十二章五十六节，举凡建置沿革，医药发展，卫生防

疫、妇幼保健、医学教育，行政管理，著作．医案、医林人物等一一备例，纲目清楚，并且

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医药卫生巨大变化，真实撰述历史，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逻

辑性．志中收藏若干原始资料和图片，为后世保存了珍贵资料，较之余所意度者多矣!且修

志诸君，均系县中名士，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细访深查，反复对证，足迹遍于全邑，精神

深堪敬佩．故本志之成不仅以文化遗产传诸后世，且将以修志精神鼓舞后人也．是为序．

邑人曾敬光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成都

中医学院妇产科教研室



序 2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医学发展最早，并具有独特的理论系统和丰富的临：长经验，

对予促进人类健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许多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是极为科学而有效

的．例如在防病治病上的整体观念(包括社会和环境因素)，辨证论治观念，和以植物为

主，结合动物和矿物的药物方荆以及针炙，推拿、按摩的物理疗法等，皆为现代医学所采

纳．作为研究课题。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和近世军阀混战，致使祖国医学和现代医学皆未能

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人民的健康也未能得到适当的保障，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严重。仅以解

放前双流县而言，虽地邻省会，始一于九N--年一九N--年分别在双流县和华阳二地设县卫

生院和少数卫生所．但医务人员缺乏，经费有限，设备简单，未能较好的起到保护人民健康

和防病治病的作用． -、， 一 。√∥．
’ “ ⋯ 7‘‘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人民建康极为重现，大力发畏医学教育和卫生工

作，培养大批祖国医学和现代医学人才，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网，基本上消灭了烈性和

常见的传染病，并控制了某些地方病，深受世界卫生组织赞扬．．j㈠_j、。。，，、、
，-．1 ．：．、．oI t一一， ：～●?二 、

一。 抗日战争时期，本人曾在华阳县卫生院工作，对照今日．，深感双流县卫生工作一，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逐渐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纵观今后的掘捌、。极为

切合实际，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将在促进人民健康，防治疾病，控制人口等方面作出更太的

成就．仅此为序．

’

2

乐以纯

一九八五年四月子川医



凡 例

‘‘j‘．《双流县卫生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嘎

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

原则，突出双流县医疗卫生工作的特点，是新型地方志的专业志．
’。

、 ：、e双流县卫生志》通过广泛发动劳众，广征博采资料，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

究，在全县各医疗卫生单位普遍编写小志的基础上，集众志编写而成．它真实地反映了双流

县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傲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中医、西医、预防保健等篇的编写，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冀图反映本县医疗

卫生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按单位叙述其发展和现状。即尽量通过一章一节，反映一个单位

或一项工作的全貌．其问还着重记序人员，设备，技术发展的面貌以及乡镇卫生院建设．

、四，解放前华阳县档案资料，双流并入温江县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阶段，因资

科匮乏，未予详序．

一五I、计划生育工作，‘另有计翅生育志，本志仅述及卫生局所属之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

工作． 、- i： ：·

‘六，对本事业具有指导意义的如中央．省，市文件．均未列入正文，作为文存备载．4‘

一七，本志按篇：章、节分类编篡，以五大部类排列’
’

、

八，本志行文为语体文记叙体；个别地方采啊常用易懂的文言文，为数甚少，以不以文

害意为度．做到追溯历史有根有据。’记载现状实事求是，文字朴实，通俗易懂。

、九，‘本志断限时间，。上限按能追溯到的时期，尽量追溯记述，原则上以一九一一年为

限，下限迄至一九八五年，‘个别章节为便予在叙述上的连续性和完搭性，略有浮动．

、、十：双流县于。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解放。按县志办的有关规定，行文一律用。解

放前或解放后“表述． ? ：：：

o十一：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民国用中文数字表述． ．一
，’11

‘十三：“本志专用名词和专用符号的采用按专业教材规定记述．剂量一律用公斤或克错：

雷器用平方米：币制折换成现人民币金额，法币无法折算，后加注法币．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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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年欢送四Jr『医学院饶书成

主治医师带领的医疗队

合影

1985年双流县疾病监渊会议合影



【985年麒流县部份主描睦师合影 1985年双流县血痨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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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年藉田区卫生院

976年成都市卫生宣教会议在双流县召开

囵隧澜k羞盖蠢盏警玉汹

1986年i 2月3日至6日成都市在双流县召

开评审《双流县卫生志》会议时影照

1982年飘流医学会成立选出的理事合影 成都市志办公室副主任罗正剐讲话

t·



成都市卫生志办公室剐主任谢功懋发言

1985年双漉县卫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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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克县泣子成都平原东南边缘，北去成都市仅16公里，是成都的市辖县。境内现辖4个

譬．7十簟．40十乡．人’{795，1 69人，而积1 1 02．97平方公里。自古以来是蜀中开发最早。

j 舣流硅医疗净业也琳很早j肖史·jJ．稽考目、J臼北爪以来就比较发达，全国著名医药学家唐

慎微医术精湛，著《证类本草》，传入日本、朝鲜影响甚大；晚清名医刘仕廉(字清臣)，

著《医学集成》集诸家之经验及从医数十年之实践。清末蜀中女名医曾懿(伯渊)对伤寒和

温病研究较深，有新的见解，著《医学篇》，流传至今，为后代留下宝贵医学财富．民国年

间医著丰富的考证学家张骥(先识)，考证历代医学家著作20余种，写出著作60余本，早流

传国外，影响较大。双流，华阳县两地有名医者颇多，如中和的28个名医(誉之28宿)，中

兴的五大名医(称之五虎上将)，温病名医邹步云(称邹药王)，疡科名医裴升轩(称裴疗

疮)，城关儿科名医金鹤林(称金小儿)，兴隆名医陈玉斋、彭镇外科名医李栋成等都在中

医方面各有所长，对民众的健康做出了一定贡献。民国时期双流县西医不发达，中医在传统

上一直处于优势。因受地方势力影响和限制，趋繁避僻，人员分散，但又多集中于场镇．为

争取其地位和学术交流，宣传卫生知识，于是一些民间医疗卫生组织相继成立。如双流，华

阳县曾有国医支馆，中医师公会，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等，由于受各方条件的制约，后多为

官方所控制．

随着西医西药的传入，逐步应用于临床，进行了局部的，有限的防病治病，但发展缓

慢，西药大部份国内不能生产．直到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民国三十二年才先后成

立．华阳，双流县两所官办卫生院。一所设在成都市文圣街，一所设在双流县永祚寺，一设备十

分简陋，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诊金药费昂贵，贫苦百姓也无从问津。加之经费来源受限，建

院七，八年技术租业务都没有显著发展．广大乡村仍处于缺医少药的严重困境，广大农民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卫生科学知识缺乏，环境、饮水，食品。个人卫生极差，头癣、疥疮、

麻面随处可见，疾病连年流行，染病者先以单方草药医治，无效时坐以待毙或求助于神灵

。保佑”，封建迷信乘机作祟。诈骗钱财，无数贫苦大众深受其害。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人民疾苦极为关怀，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

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广泛宣传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取缔巫医巫

婆，教育旧接生婆，推广新法接生，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饮水、食晶，个人

卫生，管理粪便，普遍进行预防接种。在几年时间里消灭了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天花、

霍乱，鼠疫等几种烈性传染病。五十年代末期又转入消灭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等几种发

病率高的传染病。六十年代进一步开展。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良环境、改厕所，改人

畜粪分坑．改水井，改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治理脏乱差，建

设卫生村，成绩显著。开展了对妇女病的普查普治，每年对儿童健康进行体检。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普遍提高。随着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文化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至1985年，双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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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寿命已大大增长．据统计。男性68．21岁，女性69．06岁．与民国三十年当时民国政府

公布的人平均寿命30岁相比，已提高38岁列39岁．

全县医疗工作．解放后经过了恢复准备，发展、动乱，振兴四个时期．两个县级医院由

解放前的只能诊治小伤小病，到五十年代医治常见病，多发病，六十年代随着大专院校毕业

生分配来县，医疗技术有所发展，形成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发展高潮，殊十年内乱迭遭破

坏．打倒“四人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又有了新的起

色．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加强了党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知识份子政策，进一步

调动了广大医务卫生人员的积极性，钻研技术蔚然成风．两个县级医院近年来开展了部份

胸．脑外科，泌尿外科，骨外科的治疗手术，?取得了显著成果．县一医院进行了难度较大的

胰腺横断吻合术，甲状腺癌清扫术，都获得成功；妇产科进行子宫全切，盆底修补；内科，

儿科对危重疑难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诊断符合率都有所提高，也相应降低了死亡率，转院

率；县一医院口腔科服务态度和技术，还受到回国探亲的美籍华人的赞扬．中医和中西医结

合也有较大的发展，县二医院在治疗肝脏疾患方面疗效显著；县一医院在胆道排石，脑溢血

病等治疗方面享有盛誉。县中医院治疗小儿疾患，中医正骨较有名望。由于中医长期受。左。

”的路线影喃，发展速度不如西医，加之一些名老中医相继病逝，数量减少，后继乏入．为

振兴中医计，1984年县上成立振兴中医领导小组，1985年又成立中医学会，做了一些工作．

中央和省，市以及驻县厂矿医疗单位。医疗技术和设备有的比县级医疗单位先进。为我县人

民的健康也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器械设备和新的检查手段增加．如县

一医院消化道缝合器吻合器在全省县级医院被最先应用，既缩短了手术时间，又减轻了病人

痛苦．县一医院还购置了B型超声波．县二医院购置了纤维胃镜等先进设备．‘建设贷款医疗

设备全县已到达27个品种，4I件，至今多数已投入使用．
’

三个区卫生院开展了上腹部手术。特别是乡卫生院建设具有特色。如万安乡卫生院已建

成精神病专科医院；华阳乡卫生院建设以痔瘘．草医草药为主的医院；鹤林乡卫生院建设成

以中医正骨为主的医院；中和乡卫生院建设以中医为主的医院；兴隆乡卫生院建设以中医正

骨和外科为主的医院。这些卫生院基础好，有声望，有名医，还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在医

院相互竞争中，业务不衰，收入逐年增加。
‘

迄至1985年，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55个．其中两个县医院．一个中医腕，防疫站．血防

站，妇幼保健站，卫生学校，三个区卫生院．还有45个乡镇卫生院．拥有职工1588人．是

1050年的61．93倍；病床1034张，是1950年的70．69倍．收治住院病人25，692人次，门诊

2。408．439人次．还有478个村医疗站，740名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个体行医发征50人．工业

及其他医疗机构37个，病床996张(实际开放620张)，职工1051人(不含军队医院)．

在第二批三分之一重点县建设中，各医疗卫生单位积极培训人才，修建房屋，加强管

理，进行改革，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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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录

，

191 1年(民国元年)西医西药传入双流县。四川军医学堂第一期毕业生夏开第．是年冬

回双流县彭镇探亲，用自带碘仿为乡邻傅三爸(农民)治愈枪伤．
’

’

1914年双流北区李家巷发现瘟疫，传染甚广．倒毙予途者，时有所闻。

1915年双流痢疾流行．有彭姓12口之家，死于痢疾者达8日．其他死一．二日或二，三

日者比比皆是．

1920年华阳瘟疫流行．朝患夕死甚多． 。

1932年双流县霍乱流行。

1937年华阳县中医师公会成立。举刘风梧为会长。

1937年冬双流县柑梓乡麻疹流行。死亡儿童数百人．

1939年双流县霍乱流行。城厢从6月20日至8月20日发现霍乱79人，死亡64人．第二因

7月21日至9月30日发现霍乱717人，死亡269人。进行霍乱疫苗注射669人次．

1942年1月1日华阳县卫生院成立。院址设在成都市文圣街，首任院长张志游．

1943年5月双流县卫生院成立．院址设在城北永祚寺，首任院长盂昭极．

1943年5月21日双流县中医师公会成立，会长陶信南．

1943年先后成立太平，中兴、彭镇，籍田四个区卫生分院。不分科室，每个分院设医护

人员一至三人不等。

1944年6月华阳县正兴乡霍乱流行，死亡200人以上．

1945年夏双流县霍乱流行。 ， ／
’

1945年12月27日华阳县正兴乡临江寺弹药库爆炸。县卫生院派医师前往抢救，当场死亡

7人，重伤8人送市医院治疗，轻伤19人留县卫生院治疗．

1947年夏秋籍田区秦皇寺霍乱流行，死亡327人．

1950年5月，军事代表乔君接管双流县卫生院；同年7月军事代表向利顺接管华阳县卫

生院． ．

’

1950年双流县16个乡镇成立中西医药工作者协进会，会员295人；i951年lo月改为卫协

小组．1954年10月双流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1957年6月华阳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正式

成立．出席代表55人。1963年两县建立卫协门诊部；1966年卫协门诊部撤销改为卫协医院。

1972年改为城关镇医院。

1952年双流县九江乡，华阳县中和乡．籍田区煎茶乡等15个乡最先成立联合诊所．

1952年5月24日，华阳县防疫委员会成立，县长申培林任主任．

1952年7月13日，双流县防疫委员会成立．县长侯国材任主任．

1952年7月双流县卫生科成立，设科员1人；同年7月15日华阳县卫生科成立，副科长

宋欣忠，设科员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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