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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限。本志记事上溯公元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必要处相应浮动。．

二、内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本市卫生事业的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

三、资料。以档案记载为主，兼采I：1碑资料，以报刊杂志为参考，互相印证。

四、篇目；本着存史，致用目的，按时经事纬的编纂原则，分类记事，横排纵写。

全志共11篇、48章、186节。图表49份，约计30万字。

五、篇酋。冠以《概述》和《历史大事纪要》，提纲挈领，概观全貌。记述历史

大事依时为序，兼顾本末。

六，简述t有关章节前写有简述，旨在突出重点、简介本章内容或简述解放前状

况。

七，人物t本着“生不立传"的通例，本志只记载卫生系统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已

故人物。以本籍为主，兼及外籍。篇后附有主任医师简介，副主任医师歹|J表。

八、附录。列入志末。辑录本市自定的卫生重要文献，以存史料。

九、丈体：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十，称谓；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编写。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政

权：官职等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称呼。1948年2月为解放前后，1949年10月

为建国前后。

十一、数字。按1986年国家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

行。年代含义仍沿用当前习惯计算方法，如，50年代，系指1950至1959年。

十二，注释。本志属科学性的资料性著作，一般不注明出处。明引者尽量在文中注 ．．

明。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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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文化之优良传统。编纂新志，则是承前
、

。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事业。功在当代，一．惠及子孙；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

遵照省，市政府的部署；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营口市卫生
’

志》终于定稿成书了。这是我市历史上的第一部卫生专业志，它的． ?

问世，是值得庆贺的o
_’

、达部专业志，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记述了营口市卫生
7

事业l 4 5年的兴衰起伏．利弊得失，着重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
‘

全会以来，全市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并力图反映出

、。‘ 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营口的地方特点。
’

纵览全志，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 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制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 绳，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
、．

． 我们深信，《营口市卫生志》的编纂和发行，定会有助于卫生．．

战线的全体干部和职工专业知识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定会激发广大

卫生工作者的爱国之情和奋进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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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修忘人员劳精奋笔、废寝忘贪、四易其稿、终成此

书，其精神可喜可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贤同志，关1心此

志，多次予以指导，更令人钦佩。
一

、．

·

^

编纂此志还承蒙辽宁、吉林省档案馆以及大连、营口档案馆、

图书馆等部门的热情支持；得以省、市有关修志专家的悉心指教，’

r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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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大通河入海处。西依渤海与锦州市 ‘．

相望，北隔辽河与盘锦市毗邻；东与鞍山市接壤；南与大连市

相连。地理座标东经1 2 0度5 6分至1 2 8度0 2分，‘北纬．

3 9度5 5分至4 0度5 6分。． ／

I．．

全市辖四区(站前、‘西市、老边、鲅鱼圈)。二县(营口、盖

县)，有城镇15座。总面积5401平方公里(市区638平方公里)，

总人口193万(市区4 8万)o土地结构系五山、，一水、四分田，从

东向西高山、丘陵、平原递接，海口交汇。属海洋性暖风带季风气’

候，全市平均气温尢摄氏度，冬暖夏凉，气候宜人o

五百年前，营口还是一片汪洋。明朝初年，渤海水仅距海城

20华里。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六到公元1445年左右，1海水逐渐向西

退去，井现出稍高地势，故来往辽东湾的鱼船常在此避风，筑起简

单茅舍，称此地为营子。后固有一条深邃的潮沟，涨潮时常被海水5 ．、

淹浸，因此，渔民又称此地为没沟营，

清道光十年(】830)始，’由于辽河流砂不断将河身淤浅，船舶

出入不便。故牛庄、田庄台等城镇的商业纷纷迁来，使没沟营逐渐

成为辽河下游海河航运的中心和渔盐重镇。此时，汊沟营归海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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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平县分辖。

‘，清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驻牛庄领事见牛庄作为贸易港不

及没沟营，遂将牛庄商埠迁来，并动工修建码头。因地处渤海口，

又将浸沟营改称营口。

．清同治三年(1864)，营口港正式开航，成为东北沿海第一个

对外开放的商埠。于是，英、美、法，俄、日本、瑞典、荷兰、挪

。威八国立即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和办事机构。清朝政府也于同年将奉
· 锦山海关道台衙门迁到营口，：：：设立海关，修筑官道15里，马路七

’段。至此，营口街道两旁．“商廛栉比，亭楼鳞次”9：海河航线也开

辟到上海、天津、厦门、香港、福州和吉林等地。年吞吐量246万

吨，被誉为“东方贸易艮港”。随后，营口改为直隶厅。

)912年，清朝政府被推翻，建立中华民国。．营口厅改为营口县

公署。直至1923年实行市制，营口改为市政公所。

民国20年，(1931 2，，，“九，·．_，冬?手变，奏批，淦放日；本帝国主

义殖民地，成立伪满州国。营口市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经

济日益衰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9月3日·，、日，本

宣告无条件投降。但国民党反动派又把营口人民推进了内战的深
。

、r

渊。’≯．。：。‘：‘I·。 j 0、，。， ’^

1948年2月，蕾口市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充

满生机的光明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开放、搞

活的形势下，。营口成为一市两港的对外开放城市，’享有国家给予的

优惠政策。现在，营口市既是全国33企出口商品综合基地之_，又

是辽宁省贸工农新体制的试点市和经济体裁综合改革的试点市。，!

， 营口的卫生事业，。从明末清初算起，‘．已有34 o，雾年的历史。：历

i+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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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清帝国、中华民国、‘沦陷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

．期ro √
t

_f
、。

．， ·、：，新中国成立之前，营口的经济虽然一度繁荣，但由于帝国主：4
’

，、 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肖4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生老病孤零人过问，一，一

医药‘卫生事业极度落后，医疗设备简随：技术力量薄弱，．诊金和药 ’．

孵
．费也十分昂贵。群众称之谓“黄金有价药无价，医骘有门穷无 ’。

门"。‘人民处于请不起医一、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窘地。

‘到1945年tt八·一五”光复前统计，营口市只有三所官办医J

。7。 院，，有两所竟是钵国人开办的。病床仅有百张左1右。加之群众 ．f‘。7

．’缺乏卫生科学知识，．遏有瘟瘴流行则求助于神灵保佑，巫医神一 ’：

，

汉趁机作祟，致使霍乱，伤寒、天花、’鼠疫和其它传染病广墨 ·

： 流行。仅1892年至1946年，+就曾10次流行霍乱，死亡两万多一
‘‘

人。到1948年解放时统计，城市居民结核病死亡亨高达400／1．o万，-．
． 产妇死亡率150／方；婴]L腊130％。。全市人口平均毒命将，

：
近40岁。 ．．

_，
．． j

。．

_‘ √‘

诲

#

謦

．解放后，市、县、区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

在卫生机构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一边组织救灾，恢复经济，一边动员’

组织中西医药人员，深入开展卫生宣传≯大规模地进行预防挚种， ，

有效地控制了烈性传染病地发生和蔓延。 ⋯

1949-生F(-‘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营口市的卫生工作遵

循着“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带．众运动
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增建医疗璺

’

构，西疫机构和设施；发犀睦学教育；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使．。
营口市幽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城乡法定传鎏病大幅度丁降。到’，

．r_·-．4 o，
‘·、+‘|

：’，．|
+t． ，一厂>

。．·
．．’．

，， ／飞
__ ， ，



+4概。迷
‘

50_年-．f-℃末期，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已彻底绝迹。疟疾，白喉、

黑热病也基本绝迹。人t：／死亡率由1949／[的9‰下降到l 959午的6‰。

．‘ 1966年到l 97、6#-，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刚刚发展起。

采的卫生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垒市有20多所医药防疫机构被撤销；

一千多名医护人员被迫下放或改行；正常的医疗制度被废除；许多

珍贵的科研资料被销毁。业务技术也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城乡卫

生人员“换岗”，医院里实行亦医亦护，致使医疗质量严重下降，

技术事故一再出现，给整个卫生事业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1 976年1 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营口的卫生事业同全

国一样，开始进入健康发展阶段，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医药卫生工作．

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心上来。在坚定

贯彻执行似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各单位普遏

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强化了业务技术指挥系统；健全了卫生行政

和卫生事业机构；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落实了党

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凛；提高了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政治、经

济地位o ，，。．．

．
．

，1982年以来，连续三年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推动了爱国

卫生运动和治理脏乱差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了文明单位建设的步

伐。．农村也广泛开展了“两管五改，，建设(即：管水、’管粪；改厕

所、水井、‘炉灶、畜囤、内外环境)，使城乡卫生面貌迸一步改观：

防治传染病、地方病、常见病以及妇幼保健、医学教育、药政管理

等工作也都有了新的进展。 一|．·
。

；

1984轫'始，全市卫生工作在调整、整顿的基础上，有步骤地
，

’

脚

擎

’

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逑5

进行改革。按照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对

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地进行了调整，使90％以上的领导班子在年龄、’

．． 文化、智能结构和群体结构上趋于合理。多数单位实行了院(站、4

校、所)长负责制。在科室核算的基础上，实行了技术经济责任

．． 制、经济承包责任制、‘科室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农村卫生组织也进
甲

行了全面改革，使全市城乡巩固了三级医疗、防疫、保健网。’

'’截止1985年底统计，全市有卫生事业机构417个，是建国初期。

的】o倍，病床累计7280张，是建国初期的60倍，平均每千人口有病

．
床3．1 7张；卫生队伍己扩大到1。1 l万人，是建国初期的20倍，平均

每千人口就有医生1．35人。． 一

’医疗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59年代初期只能开展普通的外科

手术，．自60年代中期开展断肢再植术获得成功后，又相继开展了肝

胆外科、肛肠外科、颅脑外科、泌尿外科和胸外科手术。先后开展?
一

了胃癌根治术、全肺切除术、颈部廓清术、巨大肾上腺嗜络细胞瘤

摘除术等。微型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已应用于临床，中西医

结合治疗急腹症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医疗设备不断增加。．解放初全市只有两台30毫安x光机，．三台

显微镜。现在，各医院普遍增添300-800毫安X射线诊断机组、
一

向量心电图机、超声心动显像仪、心脏苏醒监护装置、B型超声诊

。 断仪、脑电图机、激光治疗机、血气分析仪和各种纤维窥镜、气

谚． 、 相，液相、固相色谱放射免疫等现代化检测仪器。 ．

’． 用于卫生事业的经费也逐年增加，1985年达到984万元，比

1949年增长近300倍。 ∥

由于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预防条件不断改善，使营口人民的

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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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1985年统计；全市人口死亡率由解放

初的9‰下降到4：391iu，。比全国人口死亡率低2．3,o／0。；全市人口平+

招寿命提高到72·9岁，土匕全国人．口期望寿命高3·，岁。‘ 吖

抚今忆昔，营口的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方兴未艾；瞩目未来，

随着营口的开放和腾飞，卫生事业也必将在改革的进程中开创更加

辉煌的业绩。



、

^ i

^ 。童

移《
‘J

‘。

，’．_

4
．“|

；

7营口地区1984—1985年行政区划

年份 地区别 街道办事处 集镇数 乡一数 生产大队数 生产队数 农场

一

总 计 ： 13 21 70 ，．，1338 6505

营口市区 ， 13

●

63 1845

营口县 6 13 340． 1694

I 9 8 4 ．’，

6 26 一508 2513m’Ⅱ

盘山县
、

7 10 ，255 1220
，

大洼县
，

2 16 172 894

总- 计 18 14 44 907 j 4391 ；5
，

’

营口市区 18 5 64，7 184 ．， 1

l 9 8 5 、

营口县 6 13 341 1694

，盖。‘县 8 26 、

502 2513 4

i ，

营口地区1984--1 985年人口统计 ，

总人口数中、．
年 份 ：地、区别

’

总人 口’

男’ 女。

1总 计。 ．，2827847 1457234 ．137061．3

营口市区 一；465421． 237332
。

228098

‘营 口 县 ，626782 · 324921 301861

!I 9 8 4

m ”I一． ．、814377 415407 398970

盘i山4县 ，4 4262：80 220478 205802

大 洼：县 ．494987j 259096 235891

总j 计 1929932 990579 939353

营口市区 五80008 244820 ．235168

1 9 8 5

营 口 县 633197 ，．

． 329057 304140

盖 县 ，816727 416702 ．4000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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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1985年

营口地区卫生机构、床位、、人员表

，

年 机 床 人． 年 机 床 v_人。．
构 位 构 位 十t

数 数 员 数 数 员
．

●

，

份 (个) 1(张) 数 份 (个) (个) 数

1950 42 106 541 1968 263 3666 3350

1951
’‘

7l 260 706 1969 234 3718 3652

1952 ’106 298 977 1970 104 2418 3323

1953 187 439 115l 1971 236 3931 5023

1954 、258 600 1274 1972 310 ．4753 5421

1955 238 751 1394 1973 289 3599 4690

1956 292 781。 1816 1974 304 3827 5458

1957 291 796 1305 1975 330 4333 5814，

1958‘ 309 1652 1841 1976 535 7709 11165·

1959 346 2718 3688 1977 267 8127 11538

1960 520 。2955 2731 1978 727

1961 488 ，2867 4570 、1979 554 8849 13970；

1962 473 ．2808 ，1980 461． 9268 15617

1963 473 2808 5246 1981 554， 9582 16747‘．
● ’，

t964 661 3126 5097 1982 ， 569 9553 18088

1965 427 3281 4783 1983 569 9707 18083

1966 256 ’3941 3028 1984 548 10187 18908

1967 25$ 2963 3042 1985 417 11061 12505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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