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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卫生·-L心-》是有史以来反映宣阳县卫生事业炭羼概况嗽

第一部专业志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特、

剔是建国以后)整个卫生工作的发展历史。金书的形成，是在中共宜、

一 阳县委、宜阳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河南省卫生厅、：洛阳地区卫生

局卫生志编委会和《宜阳县志》总编室具体指导下，。坚持党的四4
●

项基本原则，贯彻众手成志方针，加强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

在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撰写单位发展史的基础上，于一九八四年十

月开始《宜阳县卫生志》初稿试写工作。草稿完成后，曾多方面征

求意见，并两次参加河南省卫生厅召开的卫生志初稿审评会议，经．

多次修改，反复考证，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最后定稿。其目的在于积

累和保存宜阳县卫生事业历史资料，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卫生工作
，

、

’

、‘的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工作，服务四化建设，并向后人提供历史

借鉴，使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

《宜阳县卫生志》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四个方面：一、县档案局

建国前后文书档案；。二，民国七年旧《宜阳县志》；三、各基层卫生

医疗单位留存的工作总结，年报资料和新编写的《单位史》《卫生

志》；四、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全部内容分机构沿革，地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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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传染病防治，卫生保健，医疗事业，医学教育．科研；医政．药政，

药品，人物，卫生经济，大事记，附录共十篇三十三章九十五节，

计二十六万字。志中史料上限时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部

份资料追溯至元：明、清各代)，下限时间至一九八二年底·鉴于

成书、印刷时间较晚，故将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卫生工作
．

’ f

和一九八五年的重大事件列为《续篇》《追记》附于书后，供再次

修志时参阅。 ， 0，

由于我们文史知识有限，业务水平不高，加之历史资料残缺不

金，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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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阳县位于河南省西部，现域跨东径111 4447至112。267，北纬‘

34‘1 6t至34。42，。东接洛阳市，西连洛宁县，南与嵩县、 伊川毗

邻，北和新安，渑池相交，总面积一千六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县城

南依锦屏山，北临洛河，背山面水，形势壮丽，距省会郑州一百三

十五公里，距行署驻地洛阳三十五公里。县辖十九个乡(镇)，

三百六十七个行政村，一千六百七十八个自然村，有汉，回、蒙、

藏，壮、彝，满、朝鲜、普米九个民族，共十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户，五十三万三千二百口人。

宜阳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十四度，无霜期二

百天左右，降雨量五百至八百毫米，四季日照时间在一千八百四十

七点五至二千三百一十三点六小时，地形特点为膏三山、六丘、一

分川一，西南高，东北低，由中山、低山、、丘岭，盆地，河谷，．川地

组成。平均海拔三百米左右，最高峰一一华山海拔一千八百三十一

点八米。洛河由西向东穿过，陇海铁路洛宜支线直抵县城近郊；宜故

(宜阳一一故县)、永灵(永城一一灵宝)公路沿洛河两岸贯通金

境，通往各个乡(镇)的简易公路，总长达三百二十五公里；并与

洛阳、新安、渑池、洛宁、伊川等县(市)互通公共汽车。

宜阳人民以农业为主。总耕地九十万三千零三十九亩，盛产小

麦。．玉米、红薯、棉花、豆类等；工业矿藏主要有煤、石灰石、重

晶石和蛭石等，有／＼个国营、省营、地营厂矿和十余个县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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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九八二年工农业总产值达一亿九百零五万元(其中工业二

千四百六十八万元，农业八千四百三十七万元)。，与建国初期相

比，上升七点三六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据民国七年《宜阳县志》记载：商代即有宜阳建制。当时因

治所(今洛宁县北部)在宜水(即大宋川)之阳故称宜阳， 历代

几经易名，到金元时期废寿安：福昌两县为宜阳县后，。。宜阳之名方

固定下来，至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
、⋯ ～

宜阳人民，勤劳勇敢，爱祖国，憎权恶，尚俭朴，善农耕，用

自己的双手和毅力绘织着宜阳山河。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

们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政治上暗无天日，、生活

上肌寒交迫，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灾荒频繁，丧命于霄疾病”灾难

者甚多．据十九个乡(镇)《卫生志》记载：建国前金县仅有中药

铺(店)一百五十家，西医诊所四十七个，从医者二百九十八人．’

这些民间医药。多集中于几大集镇，设备简陋，药价昂贵，常处于。：

自生自灭状态。一九三。年至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在县城，

设有公立医疗机构一一_宜阳县卫生院”，但服务对象仅限于公务

人员小伤、小病处理和违犯戒烟(鸦片)禁令者的尿液测试；县警

察局只有一名卫生警负责县城街道卫生的督察工作‘；一九四四年诸

石村抗日民主政府中有四名医务人员，其中二名女医生在当地还推

行了新法接生：这些医疗卫生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人民防猜治

病的需要，一遇疾病流行，病家束手无策，有的未医而死，有的迷

信于巫婆神汉，城关的“灵山寺挣：三乡的叫光武庙∥‘，。白杨的

一大龙台"，韩城的搿福昌阁"，常常是群众～“避瘟治病，’安胎生

子”的香火盛地，有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因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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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卫生保健工作，贯彻。面向

工农兵、予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的

四大方针，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一九八二年底，金县有公立卫生机

构四十二个，病床九百一十张，主要医疗器械一百六十余件，卫生

技术人员一千零九十九人(平均每万人病床十七点零七张， 医生

十二点七三人)，农村卫生所、室三百六十四个，乡村(赤脚)医

生一千二百二十人，生产队卫生员一千七百八十八人，农村接生员

六百三十八人，联合诊所三个，个体开业者四百五十人。这支强大

的医药卫生队伍遍及全县各个村镇，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

卫生网’’，在防病治病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建国三十余年来，全县

共发生各类传染病十九种，总发病人数三十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九

人，平均发病率十万分之二千五百九十一点八。经过积极防治，鼠

疫、天花、霍乱于一九五三年彻底消灭；回归热在一九五八年

底、斑疹伤寒在一九七三年底、白喉在一九七九年底、脊髓灰白质

炎在一九八。年底、炭疽病、狂犬病在一九八一年底以后再无病例

出现。一九八二年传染病下降到十种，计有：流脑、 麻疹、 百

日咳、流感、痢疾、伤寒、乙脑、疟疾、出血热，传染性肝炎。

其中麻疹、百．日咳已达到国家规定的一九九。年控制指标。 在

医疗专业上，建国初期仅能治疗小伤小病，八十年代已发展到比较

先进的水平，加之x光、超声波和脑血流图等医疗器械广泛应用于临

床，县人民医院对脑血管，心血管等疑难疾病已能作有效地诊断和治

疗，同时还可顺利地施行胸、腹部大型手术。各乡镇卫生院也能作腹

部手术和难产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疑难疾

病不出县”的要求。全县人民经过数十年的卫生宣传教育，在各级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下， 。除四害、讲卫生，改水井、管粪便、灭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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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防疾病势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规习惯，人均寿命由建国初期 {
三十二岁提高到六十六点五岁，极大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 i
卫生工作真正起到了霄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消

除病魔、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打的巨大作用。

历代行政区划

明代初期，全县设三十保五十八里；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年)

归并为二十八里。

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知县黄继柞奉文将县辖二十八

里改划为十二里；乾隆初又改称七个区二十八里。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以前仍沿用清制；民国十六年(一

九二七年)设五个区；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实行保甲制

度，全县为九个区二十九个联保；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废

区设乡，全县改划为八个乡，即寿安乡、八关乡、石陵乡、柳营乡、

福昌乡、汉山乡、礼贤乡、赵堡乡。

日伪占领时期(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全县设六

个乡，即：寿安乡、寻村乡、韩城乡、柳泉乡、张午乡、赵堡乡。

解放初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以洛河为界分宜

南、宜北两县，县下设区、乡、闾。宜南县九个区，宜北县四个

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O年设六个区一百六十个乡

(镇)。一区城关，十八个乡(镇)；二区寻村，．十九个乡；三区柳泉，

三十七个乡(镇)；四区韩城，三十三个乡(镇)；五区张午，二十一

个乡(镇)；六区赵堡，三十二个乡(镇)．一九五一年增设三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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