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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撰集，由来已久，然而《西昌医药卫生志》象今天这惮编纂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结构严谨，记叙深刻在西昌卫生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

《西昌市医药卫生志》的完成，仅仅是志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志书

记载了西昌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涉及医药卫生，防病治病，妇

幼保健，教学科研，机构人事，学术团体，医林人物，医论医著等各个方

面，堪称西昌市(县)医药卫生工作的百科全书。志书广征博采，忠于史

实．秉笔直书．段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

律．提供重要的史据，为发展我市医药卫生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修志中，我们直接受到市委、市政府、州卫生局领导的亲切关怀，

并在全体修志人员的日夜操劳下，通过广大职工6§协同努力，志书才得

以顺利完成。

日月新晖，斗转星移，如果我们这部志书所留下的历史痕迹，能对

后人启迪智慧，开拓思路，发展宏业给予助益的活，那我们这一辈人所

作出的奉献就没有付之东流。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磋父鸣



序

西昌是个秀丽、富饶、古老而又神秘的发展中的城市。它位于邛

海之滨，乃川滇结合部重镇，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塞，地处西南边陲，是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攀西“聚宝圆”综合开发
总体规划中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西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历代名医

辈出久享盛誉。建国四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医药卫生事

业突飞猛进发展，医事活动繁兴，医疗卫生机构遍布托牛山麓。安宁河

畔。医务人员数十倍增加，业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林人士建树卓越，

良好的医德医风蔚然成风。医疗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现代化医疗设备日

趋完备．疾病预防成绩卓著，医学科研硕果累累。解放前曾一度流行于

城乡的天花、霍乱、回归热、疟疾等传染病和克山病、钩虫病等地方病已

基本消灭，有的先后绝迹。其他传染病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控制。爱国

卫生运动深入城乡，持久开展，卫生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昔日脏乱、污

浊的环境大为改观，全市人民的健康有了明显提高，疾病的预防，诊治

有了深障，旧时代疾病流行，贫病交加．缺医少药，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

已永远成为历史。

我国历有盛世修志的『尤良传统，随着卫生事业的迅猛发展，时代潮

流的要求用专业志的形式对西昌市的医疗卫生，特别是解放以来的医

疗卫生工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翔实的

记述，为人们认识西昌，提供资料、激励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继住开来，承

先启后，进一步发展西昌市的医药卫生事业，既十分必要，又是我们的

责任所在。

自1987年初西昌市卫生局作出决定，组建修志领导小组，抽调编

撰人员，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各医疗卫生单位依靠广大医务人员提供

资料．编纂人员不辞艰辛，广征瞎采开铸新篇日夜操劳，不计报酬，忘我

工作，历时四载四易其稿，终于在I990年底完稿落笔。编纂稿经,ffl市有

关部门修改定正，审定付样。这部志书的编纂是我市医药卫生部门具有

时代意义的大事。她既是本世纪以来，西昌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全貌总

结，又是一次对走过来的路的反思，她科学地记录了几十年来西昌医疗

卫生状况和发展变化，重点反映解放后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史料翔实可靠，文笔朴实无华，乡土气息浓郁，富有

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是历史的再现，她将及后世，储鉴来人，成为研究

西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科学依据，是指导西昌医药卫生事业进一步

发展的宝贵财富。

吴京华



凡例

一、本志系统地记载西昌地域内，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故定名为《西昌市医药卫生志》。

二、志书以马列主义、毛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旨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三、志书采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基本要求，详近略远，着重记述

解放后卫生事业发展变化，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四、志书根据卫生工作的职能、范围和任务分类，横排竖写，突出地

方特色。

五、志书编纂断限：因事而异，上可溯至有史可据之年，下限断至

】990年或材料截止年。

六、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记、传、图、表、考、录等，按其内容要求，分

别运用，相互结合。

七、志书所收人物，为本市卫生战线上贡献大，功绩显著。影响深远

的医药科技人员，对已故者立传，在世者以事系人或作简介。

八、志书所用称谓，历史纪年，地理名称等，均依照当时、当地通称

记述。部份易混淆的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号和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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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

治州中部。地处川滇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

四川通往西南边疆的重镇之一。彝语弥“峨

宗”。现为自治州首府，全州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的中心。距省会成都557公里，海拨

I 538米，东经l 01 o d7’一1020 23’北纬270

32’一28010’。东邻喜德、昭觉、南与普格、德

昌接壤，西隔雅砻江与盐源相望，北至黄土坡

同冕宁连界、全市总面积2655平方公里、有

汉、彝、回、藏⋯⋯等22个民族，总人口为

458121人。汉、回族聚居于安宁河谷平坝地

带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彝、藏族聚居于牦

牛山、螺髻山边远高寒山区。平均每平方公里

24人，全市平均每平方公里61人。平坝地区

主产水稻、小麦，边远山区以玉米、洋芋、养麦

为主食，又是林、牧业发展基地。

西昌历史悠久，早在三、四千年前已有人

类繁衍生息，发展农业经济。春秋时代这里是

古羌人为主的部落，住地称“邛”统称“邛人”，

、秦、汉即在此设治，西汉甄鼎六年(前ll 1年)

建邛都县，隋、唐为越嵩县，南诏、宋为建昌

府，元，明为建昌路。卫属地，清雍正夕i年

(1 728年)改为西昌县。1 980年划西郊、小庙、

高枧、马道及喜德县的四合建立西昌市，1986

年撤西昌县并入西昌市。

西昌市全境属高原，山脉河流多为南北

走向，西部为牦牛山，东南部为螺髻山，最高

海拔为4 I 30米，北面为北山，有丰富的森林

覆盖和中草药资源。

境内河流遍布，水利资源丰富。安宁河由

北向南纵贯全镜．境内流长80余公里，其余

多为山溪河，均汇合于安宁河。安宁河沿岸多

属平坝或丘陵，土地多为冲积土，耕层较深，

概述5

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

城南7公里有远近闻名的泸山，邛海风

景区、泸山海拔23l 7米，古树参天、终年滴

翠、四季常青、鸟语花香、庙宇连接，有“川南

胜境”之称，山下邛海面积3l平方公里，平均

水深1 4米、湖水碧绿、山水相映、环境幽美、

景色宜人。

西昌平坝气候，夏秋多雨，雨量充沛，冬

春多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17℃，最热

的7月平均气温22．5。C，最冷的1月平均气

温9．4℃，年平均降雨量为1000毫米左右，

日照充足，每年晴口多云的好天气多达200

天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花卉

四季常开，有“小春城”之称。因地势高而气压

低，晚上碧空如洗，皓月当空，月亮显得特别

明亮，又有“月城”之美称。八十年代初建予西

昌城北河坝峡谷的卫星发射基地，已成功地

发射了5颗实用地球同步卫生，并进入国际

市场，艇西昌又增添了“中国航天城”，“东方

休斯敦”等充满现代科技色彩的名称。

西昌远在唐、宋时期，南诏建昌府(西昌)

与王朝之间即有“金丹之赠”、“犀麝之贡”所

产菖莆、木香、熊胆、黄膳、落地金钱、牛黄等

药材已闻名于内地，并有中医彝医同诊治病

的记载。明代中医袁正园开设“永兴堂”行医

售药。中医、草药医、彝医都曾是西昌防病治

病的主要依靠力量，清代中医药有较大发展，

名医辈出，吴兰庄曾应聘出诊乐山、雅安、北

京，名噪一时，著述颇丰；被誉为“万病一针”

沈药王的沈松也曾多次应聘到成都出诊，他

研制的务本堂“鹅管眼药”行销川、滇、陕数

省；中医吴双发因应聘到成都用推拿法治愈

四川I总督骆秉章的半身不遂而名噪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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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和民国年间西昌的中药材交易也较

兴旺。每年远销云南省有防风2万余斤，贝母

千余斤，秦艽3干余斤，销四jll内地的有诸苓

3千余斤，石斛百余斤，茯苓3千余斤，沙参5

千余斤。

解放后，中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其重

视卫生事业。西昌专署卫生科，设驻于本市，

】950年至1952年兼管本市卫生行政，组织

巾西医务人员开展防病治病工作，组建本市

的卫生工作者协会和各联合诊所。1952年西

昌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负责实菔党和政府

关于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条

例。

50年代．是卫生系统艰苦创业时期。农

村基层卫生组织相继创立，政府一方面培养

医士、助产士等中级卫生人员，作为骨干，一

方面号召动员城市卫生人员下乡，并浓靠老

中医举办培训班训练初级卫生人员、组织私

营开业的中西医生成立联合诊所，发挥集体

的力量，建立分工合作关系，充实设备条件，

推行地区负责制，发挥了最大的防治效能。至

1954年联合诊所已成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的主要形式。国家卫生人员本着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工作常夜以继日，上山下乡

搞卫生工作全靠步行，还要肩背行李和药箱，

与群众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劳动，与群众结

下深厚的感情。深受群众爱戴。联合诊所的卫

生人员，自己集资筹物，勤俭办所，进城买药

全靠自己肩挑背扛，多数诊所数月不发工资，

医务人员吃自家皈，干集体活，使集体诊所得

到巩固发展。他ffl从早到晚，既搞医疗业务，

又抓卫生防疫，还要培训学徒，赶转角场没医

疗点，在出诊和巡诊途中还要采集中草药。五

十年代中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址集资办农

村保健站，工作人员是中青年农民中经短期

训练，具有一定卫生知识的卫生员、接生员，

报酬计工分。人民公社比后，基层卫生所、联

合诊所、保健站、个体行医者全部并入公社，

分为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院、生产队卫生

员、接生员。公社卫生院属防治结合、中西医

结合、医药结合的练合性医疗机构，生产大队

大多数卫生人员为半农半医，生产队的卫生

员．接生员全部是不脱产的农民。1960年屠

又将区卫生所分出单独建区医院。县级卫生

机构帮幽农村培训卫垒三人员，辅导开展防病

治病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工作受

到干扰和破坏，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

乱．相当多的老中医和卫生人员受到批斗、体

罚．有的为此含冤而死。七十年代兴起的合作

医疗和培训的一批赤脚医生深受广大农民欢

迎。

党☆勺十一届三中全会詹，在改革歼放方

钊’指引下，乡(镇)卫生院逐步实行由乡(镇)

政府和县(市)卫生局分级管理的领导障制。

经过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以市

级卫生阢构为技术指导中心、区中心医院、乡

(镇)卫生院为抠纽，村医疗站为前日肖阵地的

农ft三级医疗网逐步形成，并不断得到了充

实、发展和提高。加上驻市内鹊医疗卫生单位

及部队医院，各单位卫生所，医务室的技术力

萤和设备，全市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f匕，同

解放初期相比，】990年医疗单位已增加到

153个，增长了74倍，卫生技术人员2982

人，增长37倍，病床1 977张，平均每于人拥

有病床d．3张，增长33倍。其中市属卫生系

统。有卫生机构^9个，病床500张。人员

108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13人。’

在党的“面岛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

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卫生工作

方针指导下，全市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

以除害灭病，“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的爱

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状况迅速改善。J 986

年开展☆≈刨建无鼠害城市活魂，在全省率先

“一役达标”。通过新建改建厕所、建沼气池、

整终畜匿、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由于建自

来水厂，简易自来水厂和大批手压井，加上大

口井和泉水，全市已有7'9．44％的人用上安

全卫生水。汉区95％的农民用上了薪建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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