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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及其它部门卫生机构、病床、卫生技术人员的增长数均超

过卫生部门。1987年工业及其它部门卫生机构有361个，病床1688张，卫生技术人员

3116人，分别比1952年增长19．1倍，8．81倍，17倍。这些卫生资源在本市医疗卫生事业

中占有重要地位。

郊区建国前无医疗机构，现每个乡都建有一个卫生院，还成立了郊区医院(现第四人

民医院)。1979年后，四个城区也相继建立区一级的医院和防保站．各街道和乡镇还有一

批个体医生开业．一个遍及城市、乡村的预防、医疗保健网络已初具规模。

此外，中等医学教育、医学情报、药品检验、医疗器械修理及血站等机构也从无到有，

相继建立，使我市卫生事业的门类日趋完善。

随着本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卫生事业投资逐年增加。1951年卫生事业投资仅有6．1

万元，1980．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投资额为540．7万元。1987年比1951年卫生事业费投

入增长188．8倍．市民人均卫生费用已从1952年的17．2元，增长到1987年的49．3元，

增长1．9倍．

60年代以前，本市医疗设备还比较落后。据市属卫生部门6家医院统计，1972年新增

设备金额只有1．6万元，以后缓慢增加，到1986年猛增到152．1万元。进入80年代中期，

医疗设备更新迅速、陆续引进一批在国内或区内具有先进水平的器械和设备，如CT、体

外无水震波碎石机、800mAX光机、ICU监护仪、B超、扇超、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图机、

脑电图机、深都X光机、手术显微镜、照像显微镜、各种内窥镜、高压氧舱、钴60治疗机、

肾透析仪、计算机等等，比较明显地改变了本市医疗器械设备落后破旧的状况．

1984年以来，市卫生局直属14个医疗卫生单位，有7个单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扩建。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建筑面积18600平方米，可开设病床600张，市工人医院门诊

大楼建筑面积9739平方米，门诊科室设置齐全，都是广西屈指可数的医院建设项目。

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市医疗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发展．

1952年，市人民医院开展异种异体眼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曾获得中国科学院、广西人民

政府和省卫生厅的表扬和奖励，为此，拨款建眼科楼1栋。1959年，广西柳州结核病防治’

院应用针麻旌行肺叶切除手术获得成功，引起国内和区内同行的赞誉和关注。这两项成果

的取得，率先拉开了本市医学科研工作的序幕。到80年代，随着卫生事业经费的增加，科

技工作条件的不断完善，市医学科技水平又有较大的发展。1982年至1987年，全市卫生

部门的单位获科技成果奖共70项，其中自治区级3项，市级18项，局级49项，至此，本市

医学技术水平在某些领域方面达到或超过了广西区内的先进水平。现临床中开展的主要

技术项目有，外科已具备在体外循环下进行心内直视手术、显微外科断肢(指)再植术、带

血管骨移植术、阴茎再造术、纤维膀胱镜下进行前列腺电切术、人工关节置换术、以及大面

积烧伤病人的抢救；内科开展IcU监护抢救心肌梗塞及严重心律失常患者，传染科用中

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肝炎取得良好效果；眼科开展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术；口腔科开展同种异

体牙的移植术，外科还开展了手术治疗精神病患者，电子耳涡应用和遗传病早期诊断的研

究；还开发应用了一大批新设备、新器械。医学科技进步，缩短了本市与国内、广西区内医

疗技术水平的差距．

柳州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全市人民的医疗保健条件，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从

2



羹 妻基囊j 型羹 !P囊

～妻蚕 时耋蓦。 鼍酚门 ．，醛鞫 蝎鬟羹 霪攀叁

ij垂霎 羹雾蓁薹爨窃 笮占嘤萋霎P
刊硎篓薹羹

雾 墼

曼蓁薹羹薹

毳 代

i雾蚕善 霎副昏霎蘩
塞习冶吲隧蓁

萄；脚站墼雾耋
曼弱＆型妻％ 篓矍

茎搴耋妻冀薹

， 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