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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卫生志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淄博市张店区卫生局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稿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张

店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正沿着改革的方向，开创着崭新；I局面。

《张店区卫生志》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问世的。

《张店区卫生志》是张店区地方志jV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张店

区卫生事业史上第一部专志．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本着兼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横排竖写曲方法，力争

做到横不缺项竖不断限的要求，以实事求是，不眨不褒的文笔，

汇集了上起l 8 4 0年下至l 9 8 5年，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资

料，反映了张店区医疗卫生事业．匀发展过程。文、图、表并用，力

图信实，有所创新，反映地方特点。但由于张店区系1 9 5 5年新建

县级行政单位，历史资料缺乏，难免遗漏之处．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一百多年，张店地区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迟缓，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处于缺医少药的困境之

中，虽有几个立志救死扶伤的民间医生，也无济于事，无数生命被

病魔吞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l 9 8 5年，仅仅三十六年的

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张店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日新月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遍布城乡，为人民群众的德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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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条件，对张店区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张店区卫生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演变，给张店区卫

生界提供了一部有一定价值的历史资料．

《张店区卫生志》的问世，不仅有助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同

志，熟悉张店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掌握医疗卫生发

展的历史规律，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快地发展本区的医疗

卫生事业，而且有益于广大卫生工作者开扩视野，陶冶情操，树立

爱乡土，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的道德风尚，发扬奋

发图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

纪律的一代新人。

《张店区卫生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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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卫生局

张店区人民医院



张店区人民医院沣水分院

全国卫生文明先进个人

张店区医院护士长李顺兰

山东省优秀护士

张店区医院护士长杨学兰



张店区卫生志目录

序言

张店区医疗卫生机拎分新j网

照片

第一编大密记⋯⋯⋯⋯⋯⋯⋯⋯⋯⋯⋯⋯⋯⋯⋯⋯⋯⋯⋯⋯⋯⋯⋯⋯(1)

第二编机构沿革⋯⋯⋯⋯⋯⋯⋯⋯⋯⋯⋯⋯⋯⋯⋯⋯⋯⋯⋯⋯⋯⋯⋯(9)

第一章行政机构⋯⋯⋯⋯⋯⋯⋯⋯⋯⋯⋯⋯⋯⋯⋯⋯⋯⋯⋯⋯⋯⋯⋯⋯⋯⋯⋯(9)

第二章张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j⋯⋯⋯⋯⋯⋯·(12)

第三章业务机构⋯⋯⋯⋯⋯⋯⋯⋯⋯⋯⋯⋯⋯⋯⋯⋯⋯⋯⋯⋯⋯⋯⋯⋯⋯⋯⋯(16>

第一节卫生防疫站⋯⋯⋯⋯⋯⋯⋯⋯⋯⋯⋯⋯⋯⋯⋯⋯⋯⋯⋯⋯⋯⋯⋯⋯(16)

第二节妇幼保健站⋯⋯⋯⋯⋯⋯⋯⋯⋯⋯⋯⋯⋯⋯⋯⋯⋯⋯⋯⋯⋯⋯⋯⋯(18)

第三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18)

第四节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19)

第五节食品卫生领导小组⋯⋯⋯⋯⋯⋯⋯⋯⋯⋯⋯⋯⋯⋯⋯⋯⋯⋯⋯⋯⋯(20)

第六节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20)

第四章医疗机构⋯⋯⋯⋯⋯⋯⋯⋯⋯⋯⋯⋯⋯⋯⋯⋯⋯⋯⋯⋯⋯⋯⋯⋯⋯⋯⋯(21)

第一节建国前的医疗机构⋯⋯⋯⋯⋯⋯⋯⋯⋯⋯⋯⋯⋯⋯⋯⋯⋯⋯⋯⋯⋯(21)

第二节联合诊所⋯⋯⋯⋯⋯⋯⋯⋯⋯⋯⋯⋯⋯⋯⋯⋯⋯⋯⋯⋯⋯⋯⋯⋯⋯(22)

附，张店区卫生科《关于对联合诊所各项制度的规定》⋯⋯⋯⋯⋯⋯⋯⋯(23)

第三节张店区人民医院⋯⋯⋯⋯⋯⋯⋯⋯⋯⋯⋯⋯⋯⋯⋯⋯⋯⋯⋯⋯⋯⋯(25>

第四节张店区人民医院各分院⋯⋯⋯⋯⋯⋯⋯⋯⋯⋯⋯⋯⋯⋯⋯⋯⋯⋯⋯(29)

一、 张店区人民医院马尚分院⋯⋯⋯⋯⋯⋯⋯⋯⋯⋯⋯⋯⋯⋯⋯⋯⋯⋯(29)，

二、 张店区人民医院石桥分院⋯⋯⋯⋯⋯⋯⋯⋯⋯⋯⋯⋯⋯⋯⋯⋯⋯⋯(29)

三、 张店区人民医院卫固分院⋯⋯⋯⋯⋯⋯⋯⋯⋯⋯⋯⋯⋯⋯⋯⋯⋯⋯(30)r

四、 张店区人民医院沣水分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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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张店区中医院⋯⋯⋯⋯⋯⋯⋯⋯⋯⋯⋯⋯⋯⋯⋯⋯⋯⋯⋯⋯⋯⋯⋯(31)

第六节乡镇卫生院⋯⋯⋯⋯⋯⋯⋯⋯⋯⋯⋯⋯⋯⋯⋯⋯⋯⋯⋯⋯⋯⋯⋯⋯(34)

一、 张店区南定镇卫生院⋯⋯⋯⋯⋯⋯⋯⋯⋯⋯⋯⋯⋯⋯⋯⋯⋯⋯⋯⋯(34)

二、 张店区四宅山乡卫生院⋯⋯⋯⋯⋯⋯⋯⋯⋯⋯；⋯⋯⋯⋯⋯⋯⋯⋯(34)

三、 张店区房镇乡卫生院⋯⋯⋯⋯⋯⋯⋯⋯⋯⋯⋯⋯⋯⋯⋯⋯⋯⋯⋯⋯(35)

四、 张店区大张乡卫生院⋯⋯⋯⋯⋯⋯⋯⋯⋯⋯⋯⋯⋯⋯⋯⋯⋯⋯⋯⋯(35)

五、 张店区湖田镇卫生院⋯⋯⋯⋯⋯⋯⋯⋯⋯⋯⋯⋯⋯⋯⋯⋯⋯⋯⋯⋯(36)

六、 张店区中埠镇卫生院⋯⋯⋯⋯⋯⋯⋯⋯⋯⋯⋯⋯⋯⋯⋯⋯⋯⋯⋯⋯(36)

七、 张店区傅家乡卫生院⋯⋯⋯⋯⋯⋯⋯⋯⋯⋯⋯⋯⋯⋯⋯⋯⋯⋯⋯⋯(37)

第七节张店Ⅸ口腔病防治昕⋯⋯⋯⋯⋯⋯⋯⋯⋯⋯⋯⋯⋯⋯⋯⋯⋯⋯⋯⋯(37)

第八节村保健站(卫生室)⋯⋯⋯⋯⋯⋯⋯⋯⋯⋯⋯⋯⋯⋯⋯⋯⋯⋯⋯⋯(38)

附：张卵i区煲体办村级保德站一览表⋯⋯⋯⋯⋯⋯⋯⋯⋯⋯⋯⋯⋯⋯⋯⋯(39)

张店区个人承包付保健站～览表⋯⋯⋯⋯⋯⋯⋯⋯⋯⋯⋯⋯⋯⋯⋯⋯(46)

张店区伏忖个f仁行医人员一览表⋯⋯⋯⋯⋯⋯⋯⋯⋯⋯⋯⋯⋯⋯⋯⋯(51)

第三编预j狞⋯⋯⋯⋯⋯⋯⋯⋯⋯⋯⋯⋯⋯⋯⋯⋯⋯⋯⋯⋯⋯⋯⋯⋯⋯(57)

第一章传染病防治⋯⋯⋯⋯⋯⋯⋯⋯⋯⋯⋯⋯⋯⋯⋯⋯⋯⋯⋯⋯⋯⋯⋯⋯⋯⋯(57)

第一·节发病慨况⋯⋯⋯⋯⋯⋯⋯⋯⋯⋯⋯⋯⋯⋯⋯⋯⋯⋯⋯⋯⋯⋯⋯⋯⋯(57)

第二节防治措施⋯⋯⋯⋯⋯⋯⋯⋯⋯⋯⋯⋯⋯⋯⋯⋯⋯⋯⋯⋯⋯⋯⋯⋯⋯(61)

一，计艾!j免疫⋯⋯⋯⋯⋯⋯⋯⋯⋯⋯⋯⋯⋯⋯⋯⋯⋯⋯⋯⋯⋯⋯⋯⋯⋯⋯(61)

附：张昂一天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工作制度⋯⋯⋯⋯⋯⋯⋯⋯⋯⋯⋯⋯⋯⋯(63)

二、 疫情管理⋯⋯⋯⋯⋯⋯⋯⋯⋯⋯⋯⋯⋯⋯⋯⋯⋯⋯⋯⋯⋯⋯⋯⋯⋯(64)

第三节结核病防治⋯⋯⋯⋯⋯⋯⋯⋯⋯⋯⋯⋯⋯⋯⋯⋯⋯⋯⋯⋯⋯⋯⋯⋯(66)

第二章地方病防治⋯⋯⋯⋯⋯⋯⋯⋯⋯⋯⋯⋯⋯⋯⋯⋯⋯⋯⋯⋯⋯⋯⋯⋯⋯⋯(68)

第一：肖地方性甲状腺肿⋯⋯⋯⋯⋯⋯⋯⋯⋯⋯⋯⋯⋯⋯⋯⋯⋯⋯⋯⋯⋯⋯(68)

第二节地方他氟中毒⋯⋯⋯⋯⋯⋯⋯⋯⋯⋯⋯⋯⋯⋯⋯⋯⋯一⋯⋯⋯⋯⋯(69)

第三节疟疾病⋯⋯⋯⋯⋯⋯⋯⋯⋯⋯⋯⋯⋯⋯⋯⋯⋯⋯⋯⋯⋯⋯⋯⋯⋯⋯(71)

第四节流行性出『『n．热⋯⋯⋯⋯⋯⋯⋯⋯⋯⋯⋯⋯⋯⋯⋯⋯⋯⋯⋯⋯⋯⋯⋯(75)

第五节其他地方病⋯⋯⋯⋯⋯⋯⋯⋯⋯⋯⋯⋯⋯⋯⋯⋯⋯⋯⋯⋯⋯⋯⋯⋯(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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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职，啦病防治⋯⋯⋯⋯⋯⋯⋯⋯⋯⋯⋯⋯⋯⋯⋯⋯⋯⋯⋯⋯⋯⋯⋯⋯⋯⋯(76)

第～节生产性粉尘的防护⋯⋯⋯⋯⋯⋯⋯⋯⋯⋯⋯⋯⋯⋯⋯⋯⋯⋯⋯⋯⋯(76)

第二节药物中毒的预防⋯⋯⋯⋯⋯⋯⋯⋯⋯⋯⋯⋯⋯⋯⋯⋯⋯⋯⋯⋯⋯⋯(79)

第三节放穷j保护⋯⋯⋯⋯⋯⋯⋯⋯⋯⋯⋯⋯⋯⋯⋯⋯⋯⋯⋯⋯⋯⋯⋯⋯⋯(81)

第四章妇幼屎健⋯⋯⋯⋯⋯⋯⋯⋯⋯⋯⋯⋯⋯⋯⋯⋯⋯⋯⋯⋯⋯⋯⋯⋯⋯⋯⋯(83)

第～节新法接生⋯⋯⋯⋯⋯⋯⋯⋯⋯⋯⋯⋯⋯⋯⋯⋯⋯⋯⋯⋯⋯⋯⋯⋯⋯(83)

第二节妇女保健⋯⋯⋯⋯⋯⋯⋯⋯⋯⋯⋯⋯⋯⋯⋯⋯⋯⋯⋯⋯⋯⋯⋯⋯⋯(84)

第三：毒婴@JL保健⋯⋯⋯⋯⋯⋯⋯⋯⋯⋯⋯⋯⋯⋯⋯⋯⋯⋯⋯⋯⋯⋯⋯⋯(85)

第五章爱圈卫生⋯⋯⋯⋯⋯⋯⋯⋯⋯⋯⋯⋯⋯⋯⋯⋯⋯⋯⋯⋯⋯⋯⋯⋯⋯⋯⋯(86)

第一节历史戳况⋯⋯⋯⋯⋯⋯⋯⋯⋯⋯⋯⋯⋯⋯⋯⋯⋯⋯⋯⋯⋯⋯⋯⋯⋯(861)

第二i：肖历7}i战果⋯⋯⋯⋯⋯⋯⋯⋯⋯⋯⋯⋯⋯⋯⋯⋯⋯⋯⋯⋯⋯⋯⋯⋯⋯(87)

第：‘：节规章节录⋯⋯⋯⋯⋯⋯⋯⋯⋯⋯⋯⋯⋯⋯⋯⋯⋯⋯⋯⋯⋯⋯⋯⋯⋯(89)

一、关’』二整：廖城区一’一命秩序抗女j：珐fj『建设和’I汀容卫生的联合通知(节求)(89)

二、 关于“卫生啦位’’、“：卫生绿化段修、“卫生户”卫生标准要求的通知(90)

兰、 张雎“式：：|乏卫会捌订“城区“二三}占"、 “四无’’标准⋯⋯⋯⋯⋯⋯⋯(92)

}税： “门童专．一i包，，责任一括⋯⋯⋯⋯⋯⋯⋯⋯⋯⋯⋯⋯⋯⋯⋯⋯⋯⋯⋯⋯⋯(94)

第六章食。镰卫生⋯⋯⋯⋯⋯⋯⋯⋯⋯⋯⋯⋯⋯⋯⋯⋯⋯⋯⋯⋯⋯⋯⋯⋯⋯⋯⋯(95)

第一节管理尊2c况⋯⋯⋯⋯⋯⋯⋯⋯⋯⋯⋯⋯⋯⋯⋯⋯⋯⋯⋯⋯⋯⋯⋯⋯⋯(95)

第二节监测与调查⋯⋯⋯⋯⋯⋯⋯⋯⋯⋯⋯⋯⋯⋯⋯⋯⋯⋯⋯⋯⋯⋯⋯⋯(97)

～、 从此人员的健康监测⋯⋯⋯⋯⋯⋯⋯⋯⋯⋯⋯⋯⋯⋯⋯⋯⋯⋯⋯⋯(97)

二、 食品卫生的监测⋯⋯⋯⋯⋯⋯⋯⋯⋯⋯⋯⋯⋯⋯⋯⋯⋯⋯⋯⋯⋯⋯(98)

三、 贯彻执行《食品了J生法》⋯⋯⋯⋯⋯⋯⋯⋯⋯⋯⋯⋯⋯⋯⋯⋯⋯(101)

附：食品加工、销僻、饮食业卫生五四制⋯⋯⋯⋯⋯⋯⋯⋯⋯⋯⋯⋯⋯(102)

第三节食物中毒⋯⋯⋯⋯⋯⋯⋯⋯⋯⋯⋯⋯⋯⋯⋯⋯⋯⋯⋯⋯⋯⋯⋯⋯(L03)

第七章学校卫生⋯⋯⋯⋯⋯⋯⋯⋯⋯⋯⋯⋯⋯⋯⋯⋯⋯⋯⋯⋯⋯⋯⋯⋯⋯(104)

第一节学校保鳢教师培训⋯⋯⋯⋯⋯·⋯⋯⋯⋯⋯⋯⋯⋯⋯⋯⋯⋯⋯⋯．．(104)

第二节学校卫生凋盔⋯⋯⋯⋯⋯⋯⋯⋯⋯⋯⋯⋯⋯⋯⋯⋯⋯⋯⋯⋯⋯⋯(105)

第三节学生健康检查和五病防治⋯⋯⋯⋯⋯⋯⋯⋯⋯⋯⋯⋯⋯⋯⋯⋯⋯(t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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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医疗⋯⋯⋯⋯⋯⋯⋯⋯⋯⋯⋯⋯⋯⋯⋯⋯⋯⋯⋯⋯⋯⋯⋯⋯(111)a

第一章医疗队伍⋯⋯⋯⋯⋯⋯⋯⋯⋯⋯⋯⋯⋯⋯⋯⋯⋯⋯⋯⋯⋯⋯⋯⋯⋯⋯(1“)

第一节中医歹i犬⋯⋯⋯⋯⋯⋯⋯⋯⋯⋯⋯⋯⋯⋯⋯⋯⋯⋯⋯⋯⋯⋯⋯⋯(111)

第二节西医大夫⋯⋯⋯⋯⋯⋯⋯⋯⋯⋯⋯⋯⋯⋯⋯⋯⋯⋯⋯⋯⋯⋯⋯⋯(111)

第三节护士⋯⋯⋯⋯⋯⋯⋯⋯⋯⋯⋯⋯⋯⋯⋯⋯⋯⋯⋯⋯⋯⋯⋯⋯⋯⋯(112)·

第四节司药⋯⋯⋯⋯⋯⋯⋯⋯⋯⋯⋯⋯⋯⋯⋯⋯⋯⋯⋯⋯⋯⋯⋯⋯⋯⋯(112)

第五节其他⋯⋯⋯⋯⋯⋯⋯⋯⋯⋯⋯⋯⋯⋯⋯⋯⋯⋯⋯⋯⋯⋯⋯⋯⋯⋯(112)

附：医院工作人员职责(摘录)⋯⋯⋯⋯⋯⋯⋯⋯⋯⋯⋯⋯⋯⋯⋯⋯⋯(113)

第六节乡村医生⋯⋯⋯⋯⋯⋯⋯⋯⋯⋯⋯⋯⋯⋯⋯⋯⋯⋯⋯⋯⋯⋯⋯⋯(129)

第七节医生培洲⋯⋯⋯⋯⋯⋯⋯⋯⋯⋯⋯⋯⋯⋯⋯⋯⋯⋯⋯⋯⋯⋯⋯⋯(130)·

第八节学术团体⋯⋯⋯⋯⋯⋯⋯⋯⋯⋯⋯⋯⋯⋯⋯⋯⋯⋯⋯⋯⋯⋯⋯⋯(132)

～、 卫生工作者协会⋯⋯⋯⋯⋯⋯⋯⋯⋯⋯⋯⋯⋯⋯⋯⋯⋯⋯⋯⋯⋯(132)，

二、 红十字会⋯⋯⋯⋯⋯⋯⋯⋯⋯⋯⋯⋯⋯⋯⋯⋯⋯⋯⋯⋯⋯⋯⋯⋯(132)

附；l 9 6 3年张店区卫生工作者协会组织⋯⋯⋯⋯⋯⋯⋯⋯⋯⋯⋯⋯(133)-

(一)中华医学学会淄博分会张店区国家级会员名单⋯⋯⋯⋯⋯⋯(133)

(二)中国中医学会张店区国家级会员名单⋯⋯⋯⋯⋯⋯⋯⋯⋯⋯ (134)

(三)中国护理学会张店区省级会员名单⋯⋯⋯⋯⋯⋯⋯⋯⋯⋯⋯ (134)一

(四)中华医学学会淄博分会张店区市级会员名单⋯⋯⋯⋯⋯⋯⋯(134)

第二章医疗设施⋯⋯⋯⋯⋯⋯⋯⋯⋯⋯⋯⋯⋯⋯⋯⋯⋯⋯⋯⋯⋯⋯⋯⋯⋯⋯(135)

第一节区级医院⋯⋯⋯⋯⋯⋯⋯⋯⋯⋯⋯⋯⋯⋯⋯⋯⋯⋯⋯⋯⋯⋯⋯⋯(135)

一、 张店区人民医院⋯⋯⋯⋯⋯⋯⋯⋯⋯⋯⋯⋯⋯⋯⋯⋯⋯⋯⋯⋯⋯(135)

二、 张店区中医院⋯⋯⋯⋯⋯⋯⋯⋯⋯⋯⋯⋯⋯⋯⋯⋯⋯⋯⋯⋯⋯⋯(136)

三、 张店区卫生防疫站⋯⋯⋯⋯⋯⋯⋯⋯⋯⋯⋯⋯⋯⋯⋯⋯⋯⋯⋯⋯(136)

四、 张店区妇幼保缝站⋯⋯⋯⋯⋯⋯⋯⋯⋯⋯⋯⋯⋯⋯⋯⋯⋯⋯⋯⋯(137)

第二节区分院和乡镇卫生院⋯⋯⋯⋯⋯⋯⋯⋯⋯⋯⋯⋯⋯⋯⋯⋯⋯⋯⋯(137)一

第三节村卫生室(保健站)⋯⋯⋯⋯⋯⋯⋯⋯⋯⋯⋯⋯⋯⋯⋯⋯⋯⋯⋯(137)’

第三章医疗水平⋯⋯⋯⋯⋯⋯⋯⋯⋯⋯⋯⋯⋯⋯⋯⋯⋯⋯⋯⋯⋯⋯⋯⋯⋯⋯(139)

第～节中医⋯⋯⋯⋯⋯⋯⋯⋯⋯⋯⋯⋯⋯⋯⋯⋯⋯⋯⋯⋯⋯⋯⋯⋯⋯⋯(13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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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两医⋯⋯⋯⋯⋯⋯⋯⋯⋯⋯⋯⋯⋯⋯⋯⋯⋯⋯⋯⋯⋯⋯⋯⋯⋯⋯(1 39)

第三节中西结合⋯⋯⋯⋯⋯⋯⋯⋯⋯⋯⋯⋯⋯⋯⋯⋯⋯⋯⋯⋯⋯⋯⋯⋯(I 11)

第四章医疗j|；JJ度⋯⋯⋯⋯⋯⋯⋯⋯⋯⋯⋯⋯⋯⋯⋯⋯⋯⋯⋯⋯⋯⋯⋯⋯⋯⋯ (1 J2)

第一节公费医疗⋯⋯⋯⋯⋯⋯⋯⋯⋯⋯⋯⋯⋯⋯⋯⋯⋯⋯⋯⋯⋯⋯⋯⋯(1．12)

第二节农f．r合一医疗⋯⋯⋯⋯⋯⋯⋯⋯⋯⋯⋯⋯⋯⋯⋯⋯⋯⋯⋯⋯⋯⋯(1 47)

附：马尚￡÷社社办合九：医疗章程⋯⋯⋯⋯⋯⋯⋯⋯⋯⋯⋯⋯⋯⋯⋯⋯⋯ (1 50)

第五章医药⋯⋯⋯⋯⋯⋯⋯⋯⋯⋯⋯⋯⋯⋯⋯⋯⋯⋯⋯⋯⋯⋯⋯⋯⋯⋯⋯⋯(152)

第一节【『1药⋯⋯⋯⋯⋯⋯⋯⋯⋯⋯⋯⋯⋯⋯⋯⋯⋯⋯⋯⋯⋯⋯⋯⋯⋯⋯(1 52)

一、 常川【『l药⋯⋯⋯⋯⋯⋯⋯⋯⋯⋯⋯⋯⋯⋯⋯⋯⋯⋯⋯⋯⋯⋯⋯⋯(1 52)

二、 地i’一巾药⋯⋯⋯⋯⋯⋯⋯⋯⋯⋯⋯⋯⋯⋯⋯⋯⋯⋯⋯⋯⋯⋯⋯·．(1 5：)

第二节西药⋯⋯⋯⋯⋯⋯⋯⋯⋯⋯⋯⋯⋯⋯⋯⋯⋯⋯⋯⋯⋯⋯⋯⋯⋯⋯(162)

第三节药政管理⋯⋯⋯⋯⋯⋯⋯⋯⋯⋯⋯⋯⋯⋯⋯⋯⋯⋯⋯⋯⋯⋯⋯⋯(1 63)

附：我国1 9 8 2年淘汰的1 2 7种药。0，“啦⋯⋯⋯⋯⋯⋯⋯⋯⋯⋯⋯ (1 6 1)

第六章卫生经费⋯⋯⋯⋯⋯⋯⋯⋯⋯⋯⋯⋯⋯⋯⋯⋯⋯⋯⋯⋯⋯⋯⋯⋯⋯⋯(1 65)

附?医务入员工资福利⋯⋯⋯⋯⋯⋯⋯⋯⋯⋯⋯⋯⋯⋯⋯⋯⋯⋯⋯⋯⋯(i 68)

第五编附录⋯⋯⋯⋯⋯⋯⋯⋯⋯⋯⋯⋯⋯⋯⋯⋯⋯⋯⋯⋯⋯⋯⋯⋯(1 7．1)

第一章驻张店区市属医院⋯⋯⋯⋯⋯⋯⋯⋯⋯⋯⋯⋯⋯⋯⋯⋯⋯⋯⋯⋯⋯⋯(1 71)

第一节淄博市中心医院⋯⋯⋯⋯⋯⋯⋯⋯⋯⋯⋯⋯⋯⋯⋯⋯⋯⋯⋯⋯⋯ (1 7{)

第二节淄博市妇幼保健院⋯⋯⋯⋯⋯⋯⋯⋯⋯⋯⋯⋯⋯⋯⋯⋯⋯⋯⋯⋯(17’，)

第三节淄博市传染病医院⋯⋯⋯⋯⋯⋯⋯⋯⋯⋯⋯⋯⋯⋯⋯⋯⋯⋯⋯⋯(，73)

第四节淄博市职也病防治院⋯⋯⋯⋯⋯⋯⋯⋯⋯⋯⋯⋯⋯⋯⋯⋯⋯⋯⋯ (I?1)

第五节 淄博市耳鼻喉医院⋯⋯⋯⋯⋯⋯⋯⋯⋯⋯⋯⋯⋯⋯⋯⋯⋯⋯⋯⋯ (1 73)

第二章驻张店区厂矿医院⋯⋯⋯⋯⋯⋯⋯⋯⋯⋯⋯⋯⋯⋯⋯⋯⋯⋯⋯⋯⋯⋯(1 76)

第一节张店铁路医院⋯⋯⋯⋯⋯⋯⋯⋯⋯⋯⋯⋯⋯⋯⋯⋯⋯⋯⋯⋯⋯⋯(i 76)

第二节山东钒厂职工医院⋯⋯⋯⋯⋯⋯⋯⋯⋯⋯⋯⋯⋯⋯⋯⋯⋯⋯⋯⋯(177)

第三节其他厂矿医院⋯⋯⋯⋯⋯⋯⋯⋯⋯⋯⋯⋯⋯⋯⋯⋯⋯⋯⋯⋯⋯⋯fI 79)

第四节机关、厂矿食业保缝站⋯⋯⋯⋯⋯⋯⋯⋯⋯⋯⋯⋯⋯⋯⋯⋯⋯⋯ (1 80)

笫五节 淄博市}f：会记衍『J按摩诊所⋯⋯⋯⋯⋯⋯⋯．．，．．．⋯⋯⋯⋯⋯⋯⋯⋯ (i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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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张店名医⋯⋯⋯⋯⋯⋯⋯⋯⋯⋯⋯⋯⋯⋯⋯⋯⋯⋯⋯⋯⋯⋯⋯⋯⋯⋯(187)

(～)赵文卿⋯⋯⋯⋯⋯⋯⋯⋯⋯⋯⋯⋯⋯⋯⋯⋯⋯⋯⋯⋯⋯⋯⋯⋯⋯(187)

(二)王梦九⋯⋯⋯⋯⋯⋯⋯⋯⋯⋯⋯⋯⋯⋯⋯⋯⋯⋯⋯⋯⋯⋯⋯⋯⋯(189)

第四章秘方、医案、氏论⋯⋯⋯⋯⋯⋯⋯⋯⋯⋯⋯⋯⋯⋯⋯⋯⋯⋯⋯⋯⋯⋯(189)

第一节秘方：坤宝乌金丹⋯⋯⋯⋯⋯⋯⋯⋯⋯⋯⋯⋯⋯⋯⋯⋯⋯⋯⋯⋯(189)

第二节医案⋯⋯⋯⋯⋯⋯⋯⋯⋯⋯⋯⋯⋯⋯⋯⋯⋯⋯⋯⋯⋯⋯⋯⋯⋯⋯(1 91)

一、 痹症的诊断与治疗⋯⋯⋯⋯⋯⋯⋯⋯⋯⋯⋯⋯⋯⋯⋯⋯⋯⋯⋯⋯(19I)

二、 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治疗一例⋯⋯⋯⋯⋯⋯⋯⋯⋯⋯⋯⋯⋯⋯⋯(194)

三、 紊乱忭心房律误诊抢救成功～例⋯⋯⋯⋯⋯⋯⋯⋯⋯⋯⋯⋯⋯⋯(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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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大事记

十九世纪巾期(济朗同治年问)中医耿春；占存张』挣ff．字大咎履}；j{l=丌办“回生堂，，巾

药店，主治外科，治疗疮疖的医术较高。耿故后，转让tDil,医王瑞：亭之祖父，改私“像

元堂”，传至王瑞亭，内外科皆治，生意兴降。1 9 3 5年(民国二十四年)下又转7f_

给中医赵元吕，改名“颐和常p。l 9 5 1年赵又转让给李公缔，1 9 5 4年李参加联

合诊所。从“f呵生堂"到“颐和堂"业经一百多年，在群众q1信誉颇高。

1 8 7 3年(777同治十二年)中医陈孝鲁在弓尚镇马尚村十字街r-iF,各：tL开办“i矗元

堂”中药店。陈故后，转让给郑继宝，改名为“益生堂"，l 9 3 8年(民围二f七

年)停业。

1 8 8 7年(清党绪十三年)中医王本善在院上付开办“瑞芝堂，，中药店， 经三

代，其孙王德元于l 9 5 4年1 0月Dn．x．联合诊所。

l 9 1 5年(民国四年)中医盂贯卿莉：张店开办“杏忭舂"药店，l 9 2 0年迂{上

济南。

1 9 l 6年(民同五年)9月，德同人在张店二三马路建立“铁路医院”，l 9 3 7

年“七、七”事变后，改由日本人开办，1 9 4 8年后，由济南钦路局重新开办。

1 9 2 O年(民国九年)中医王汉民在张"；开办“汉民医院"，有大犬2人，护：}

1人，1 9 3 7年迁往西安。

l 9 3 O年(民国十九年)曹圣甫在张『Lli绳业衔开办“华洋药虏”，经营西药兼香

病。1 9 5 6年加入公私合营。

l 9 3 2年(民国二十一年)西医王效良存张店二马路开办“效良药房”，1954年

参加联合诊所。

l 9 3 3年(民囝二十二年)于海亭在张店二马路南首哥办“万春：鼗”药店，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

1 9 3 5年(民国二{4四年)张耀栋在张店斜马路南口开办“慎德堂"药店，两年

后休业。又由李次民、颜锡丙二人合办，改为“天和堂”开业，l 9 5 6年加入公私合

营，今为淄博可药材公司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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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天土教堂建立附设医院，以西医为主，专治皮肤病，至l 9 4 8年。

l 9 3 6年(民国二十五年)医生王淑铭在张店二马路南段开办“同仁医院"，

l 9 4 6年停业，1 9 4 8年蘑新开业，l 9 5 0年1月2 6日改建为张店市立医院筹

备处门诊部，同年5月，并入淄博弩区中心医院(现淄博市中心医院的前身)，院址在

天主教：淫。

建国前在张店安乐街还有“断"字会一处，设有妇产科，为基督教会听办，开办年

月不详，于l 9 4 9年停业。

l 9 5 0年6月，淄博特区中心卫生院在张店建立，是年1月刚建立时张店市立医

院与该院合并。

同年，张店市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以反对美冈当局发动的细菌战为中一心的爱国卫

生运动。

同年，1 1月2 8日，张店、周村合并，成立张周市，张店为张周市第二区，卫生

工作由张周市卫生院院长殷守忠f匕管。

所。

复。

l 9 5 2年4月1日，张店二马路联合诊所建立，这是张周市第二区第一个联合诊

同年，张周市第二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建立。1 9 5 5年停止活动，1 9 6 3年恢

1 9 5 3年，张周市卫生科与张店区妇女联合会举办新法接生洲练班，训练班结束

后，张店地区开始实行新法接生。

1 9 5 5年4月，建立淄博市，张店划为市辖区，建立张店区人民政府卫生科，领

导全区卫生工作。

是年，张店区爱因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领导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

动。

同年，农村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建立卫生室，1958

年冬，人民公?f：化以后，改为生产大队卫生室，l 9 8 1年，农村体制改革，政社分开

改为村卫生室。

同年，张店区开始实行食品经营申批手续，并对制作和销售食品的人员进行食品卫

生培洲。

1 9 5 6年6月，张店区卫生防疫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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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l 2月，张店区n生所在张店二马路6 9号成立，其前身是张店联合诊所。

l 9 6 0年改为张店区医院。I 9 6 3年迁至三马路1 1 5弓改为张店区机关门珍

部，1 9 7 3年2月，改为张店区人咒医院。

是年，张店区‘jj生部门为农村1 2 7 7 3名菏壮年妇女查体，对查出的疾病进行了

治疗。

1 9 5 7年，张店区卫生科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小组，1 9 8 2年改为医疗事故鉴定

委员会。

同年，张店区感真大漉行，全区发病l O 8 5 3人，发病率达1 5 3 4 9／十万，

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工怍、生产和学习。

同年，张店区开始试行职业病、职业中毒报告制度。

1 9 5 8年3月，张店区妇幼保健站成立。

同年l 0月，区划凋整，原靥淄川区的金岭镇、沣水、傅家三个乡和邹平县的房镇

马尚陌个乡，桓台县的p固、江两两个乡的医疗机构划归张店区卫生科领导。

同年1 2月，张店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张店、马尚，江西、石桥、房镇、马庄

六处公社卫生院先后建立。

是年，张店区猩红热病达到最高峰，发病率达l 4 1．3 8／十万。

1 9 5 9年，张店区红十字会成立．1 9 6 6年被“文化大革命"冲移，1 9 8 5

年1月重毪。

同年，张店区．fL．，L-科在杏园东路西苜建立卫校一处，培洲卫生工作人员，1 9 6 2

年迁至西市场(现太平路)，1 9 6 5年义迁至石桥人民公社中石桥大队， “十年动

乱"开始后停办。

同年，根据上级指示各农村生产大队建：竞妇产院，全区共建起6 4所，设有床位

l 7 8张，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后，自行解散。

1 9 6 0年3月，张店区在房镇乡麻营村建立麻疯病院一处，1 9 6 2年撤销。

同年，张店区开始出现水肿病人，1 9 6 1年全区农村患者发展到l l 8 2 8人，

1 9 6 2年开始逐渐减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区减少l 8 6 8 4人。

1 9 6 1年4月，张店区举办首I五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期半年。

是年，因生潘困难，全区食物中毒人数较多，食苦杏仁中毒2 O人，死亡7人，食

野菜中毒2起4 6人。

l 9 6 2年7月，马庄公社卫生院迁至傅家村，改为傅家公社卫生院，由于江西公

社划为江西、卫固两处人民公社，又i￡立了卫固公社卫生院。
”

同年1月，张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始设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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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6 3年7月，新建大张公社卫生院和崔军公社卫生院。

同年，张店区开始执行食品卫生五四制。

同年，张店区著名老中医王梦九逝世。

1 9 6 4年1 1月6日，张店区江西公社卫生院改名为四宝山公社卫生院。

同年，淄博市疗养院由博山迁来张店，改名为淄博市第三医院，即今淄博市妇幼保

健院。

1 9 6 5年5月l 0 Et，区划调整，沣水、湖田，金岭、中埠、大武五处人民公社

卫生院划归张店卫生科领导。

同年6月，张店区先后发生十次重大工伤及食物中毒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湖

田石矿水管破裂，饮水被污染，工人饮用后7 3人中毒。

同年，张店区开展了以予防肠道传染病为中心的口三管、两灭一活动。

同年，张店区著名老中医赵文卿逝世。

l 9 6 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矽开始，张店区卫生科被迫停止执行职能。张店区

卫生防疫站合并到张店区人民医院，l 9 7 2年又分出独立办公。

1 9 6 8年8月，张店区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张店区卫生科，在张店区革命委员会

生产指挥部设文教卫生组，领导全区卫生工作。

1 9 6 9年，各人民公社卫生院，成立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行使医院领导权。

同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农村各大队卫生室医生改名为“赤脚医生，， 开始

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l 9 7 0年，张店区沣水公社范王大队“赤脚医生黟邹庆光，为制药而尝毒药马前

子中毒，抢救无效去世。张店区委、区革委做出向邹庆光学习的决定。

l 9 7 1年，张店区“五七"红校举办初级中医学习班，至l 9 7 4年共送办二期

学员1 4 5人。

l 9 7 2年，撤销张店区革委生产指挥部文教卫生组，建立张店区卫生局革命领导

小组，领导全区卫生工作。

同年，张店区人民医院被批准建立病房，设病床4 0张。

l 9 7 3年，张店区复兴街卫所改为张店区街道办事处卫生院。

l 9 7 4年，山东省食品卫生检查团来张店区检查，查5 4个单位，检查结果张店

区列淄博市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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