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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云南卫生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出版了，这是云南省医药卫生界的一件值得

庆贺的大事。是云南省医药卫生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

《通志》以翔实、丰富的资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云南省从古至今医药卫生事业的

发展情况。叙述了云南省各历史时期的医药卫生历史，省内各少数民族医药卫生的历史

和特点，药物生产历史，以及历代的杰出医药学家。云南省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少数民

族多，文化科技水平落后，长期以来，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猖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据历史记载，过去一次疟疾或鼠疫流行，可死数万至数十万人。《通志》不仅记述了各

次瘟疫肆虐的状况，而且记述了近几十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各种疾病

作斗争，并达到控制或消灭各种烈性传染病的过程。

在过去，历代官私修撰的有关云南的志书中，由予修撰者认为医药卫生不是大事，

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志书中关于医药卫生的记述甚少，甚至缺如。致使云南省历

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记述不详，许多因未有记载而湮没。《通志》是云南省第一部完整地

记述省内医药卫生事业史实的志书。它记述的史实，尤其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医药卫生的

史实，有助于读者了解云南省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它所记述的云南省医药事业

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从事医药卫生工作、医药卫生管理工作的人们借鉴。它

所记述的那些杰出的医药学家刻苦学习，艰苦创业，济世救人的事绩和精神，对读者有

激励作用。因此，可以认为《通志》是云南省医药卫生界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具有存史

资治，服务当代，泽及后人的重要意义。

《通志》由概述、大事、行政机构、公共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传统医学(中

医)、少数民族医学、现代临床医学、药事、医学教育、医学科研、社团、报刊著作、

外事、人物等篇章组成，加上序、凡例、编纂始末等共100余万字。并附有许多具有历

史意义的图片。

《通志》是在云南省卫生厅的领导下编纂的。从1988年至今，历时10年，为此成

立了云南省卫生厅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及编志办公室，调聘了编撰人员。组织编撰人员学

习党和国家关于志书编纂的方针、政策，学习志书编纂的知识和方法。订立了依据事

实，详今略古，突出当代的编纂原则。拟定了资料收集的计划和步骤。制定了编写大纲

——试写篇目。编辑印刷了《云南卫生志通讯》内部资料。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关同志不辞辛劳到省内外有关部门去翻阅档案，抄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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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省内城乡各地去访问有关人员，收集资料。《通志》中的许多珍贵资料，就是这

样得来的。在编写过程中，为了能全面记述从云南省古代至1990年间的医药卫生史实，

不仅多次修订了试写篇目，志稿也多次改写。以期云南省第一部卫生志书能做到内容丰

富，贯通古今，资料翔实，结构完整，归属得当，文字流畅，排列有序。

在10年的编纂过程中，编撰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有所变动。但参加工作的同志们都

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完成这一艰巨工作。省卫生厅各处室、厅直各单位，全省各

地、州、市、县卫生局，对《通志》的编纂大力支持。省内许多医药卫生工作者，尤其

是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热情为《通志》提供自己收藏的资料、图片，撰文叙述自己

的经历等。对此，我代表云南省卫生厅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志》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长，涉及的事件范围广，再加缺乏可供使用的现成史

料，虽然经过一再修改，反复审定，仍难免有缺漏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云南省卫

生厅将遵照国务院和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有关指示，在将来续修《云南卫生通

志》时补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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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历受

书的完

代表本

表示诚

挚的谢意和由衷的祝贺! ．

我省历代方志，由于受历史的原因以及编纂者传统修志观念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于

经济和社会发展难有深刻的认识，因而过去志书中有关卫生和医药科技方面的记述寥寥

无几且支离破碎。可喜的是，现在与大家见面的《云南卫生通志》，能从云南社会发展

的历史背景人手，来追朔云南卫生事业的发端及过程，较全面地为我们展现出自古到今

云南卫生状况的大体轮廓，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云南地方医药卫生上千年来的历史和现

状。通过这一历史的纵观，来认识云南卫生的过去、审时现在和展望未来，我想，这就

是方志“资治、教化、存史”价值的所在。

众所周知，云南地处祖国边陲，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各民族社会发展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加之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不同，构成了云南

地方历史进程中与内地不尽一致的特点。能否在志书中把握住地方历史发展阶段的特

点，就成了志书编纂的关键。《云南卫生通志》所收集的资料和史实，基本上扣住了云

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让我们看到了云南卫生发展中的特殊性，如：云南自然条件在

卫生发展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医药学知识累积以及生态环境造

成的一些地方性疾病的猖厥流行；又如：云南山川险阻、交通不便，对开展卫生工作的

制约；再如：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不少医学界人士云集昆明，对云南现代医学发展起到

的推动作用等等。这些特点的展示，突出了《云南卫生通志》的地方性。

云南近现代的卫生事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卫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省卫生状况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点记述，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必经遵循的“详今

略古”的原则。编纂中要做到既不能割断历史，又要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成

绩，这就需要编纂者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卫生专业技术知识。较好地把握住云南大卫

生发展过程这一主线和云南近现代医药发展的主要过程，这样既给人以一种历史的连续

感，又通过对比更加突出了新中国诞生后云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的事实。所以，个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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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南卫生通志》的编纂，在把握详今略古原则方面是基本成功的。

志书的编纂，绝非易事，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云南卫生通志》历时十余年，

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了若干次的修改校定几易其稿，这其中疑聚了众多同志的

辛劳和奉献，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作为一项前人未曾做过的工

作，上百万字的记述，不可能处处字字都准确无误完美无缺。但愿这一反映云南省卫生

事业的专门性的志书，能以其自身的资料价值为全省卫生系统多层次方面的需要服务；

同时也通过这部志书，让社会了解云南卫生事业的状况，发挥志书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尧挥彬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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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昔日瘴疠之地，疟疾娼獗。圈为云县的虐疾患

儿．第三排左第一人为云南省虐疾防治专家郑祖佑。

7营日虐区思茅南门城楼

8 1950年9月大理下关发生鼠疫，当地人民政府颁

布紧急通告及实行痰区封锁。

9 1953年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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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

省部分卫生期千u。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省

60～80年代省地两级出版发行的部

分卫生期刊，报纸、著作。

1 5原卫生部顾问、皮肤病专家马

海德到云南省农村视察麻风病防

治情况。

J6 1963年盈江县旧城组织环境

卫生大扫除。

17经治愈的鼠疫存活病人享万林；

1984年去世时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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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 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举行建会

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云南省人大．省

政府、省政协领导到会祝贺二

19 1979年10月8日．云南省卫生

厅领导曾育生．李景阳、李桂英出席

省妇幼卫生学习经验交流会。

20 云南省红十字会基层分会在

“5—8”世界红十字日举行义诊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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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昆明医学院教学大楼。

22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9()年

建成使用的门诊部大楼。

23新建的云南省人民医院二号住院楼；

24云南省急救中心。

籍
IIlIj

譬

岳

薯

是

蕨

中
舟

冒 Fqllr—r'研1nr'r'

驴喁r|■酽

多P受r—r
‘，。：鼍刍谢I●臣r

盂工】击
[压

。●爵。

11孵
lIl

I-I

¨一'

今
日

新
貌

云南卫生通志

翥脚一嘿一嘞髓～
，1，，嘎啕甲f．1-I誓旺一一一一一一

‘i

r一鞋定蔚甲，I一

|f!啊

r

r盯盯啊1一I，，r即即。=
一n
r

。

，，

巧r
r一●卜卜嗵迥愉阻

p

p





l

藩妄
嵩鬻
蓄嚣

五
1南
卫

事嘲一。一
疆嘲
德

“驴

睁呼

rr
醒二
靼罡
靼礁

生
通
：b
，L：^

今
日

新
貌



9



37

『38

39

37大理市薯洲卫生院；

38澄江县卫生防疫站。

39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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