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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j ：1i ●二置，。。-7；：。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亨求是

地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o
71 ’ 一

二、原则上以1988年市属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追溯史

实，不避讳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

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作统一

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

业志所组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X×X》o专业志按

章节体编排，不设《大事记》和《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
r、 -

’．

言》。 、，． ．_．．．．．
： ：

_一： ：．：～：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

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

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

一般不注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



总凡例

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

符号、计量单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

1949年J『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记写；

1949年J『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

后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kt"aY-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

日。清代以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

月十二日(J刀』年7月15日)o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如民国3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使用阿拉伯数字o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

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

设《编辑说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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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述事，上限尽可能溯及史事发端，下限一般断在

1988年。由于脱槁时间较晚，而卫生篇所涉诸多情况1988年后

变化又较大，故在篇末特设1989 1995年续补资料(其中领导

人任职起始时间可上溯至1988年以前)，供续修志书时参考。

二、本志记述空间，建地区(市)以前为郎岱(六枝)县、

盘县、水城县辖地，尔后为地区(市)辖地。

三、全书采用述、志、图、表、录五种体裁。志文按章节体

编排，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计设2篇J3章33节。全志

约4D万字。

四、文中“三县"，指郎岱县(六枝市、县)、盘县和水城

县o“三特区’’和“各特区"，指六枝、盘县．．水城特区o“建国"一

词，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o“党"指中国共产党。表述由低

(小)到高(大)的事物或数据时，“X X以上"含X X，如“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含中级，“D岁以上儿童"含0岁。百万以上数

据，以万为单位。“医药"一词，在卫生部门指医疗和药品，在医药

行业泛指一切医用药品(药材)和医疗器械(仪器)；相对于中

药材而言时，则指西药、医疗器械(仪器)及中成药o

五、本志资料源于市及特区(县、区)的档案馆，卫生行政

0}【I】●●■●_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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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部门，卫生事业单位，医药行政部门，医药生产企业与经营企

业；市统计局；市境各省属大中型工矿企业；安顺、毕节地区和

黔西南自治州的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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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新兴工业城

县级行政区。据

布依、白、回、

约占总人口的

9
7

44∥～26。

5 5
7

33∥，东经1 04。1 8
7

20∥～1 05
o

42
7

50∥，总面积9 91 4

平方公里。境内山体高大，岭谷交错，河道深切，喀斯特地貌分布广

泛，形态复杂多样。平均海拔1 600米，最高点2900．3米，最低点

580米，高差2320．3米。属亚热带高原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四季不分明，但垂直变化明显，常年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在

1 3～1 4℃之间，年降雨量1 200～1 500毫米，无霜期2 30．--,300

天。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水稻、豆类和薯类。中药材资源丰富。

农村居民长期以敞口炉灶燃煤取暖、烹调和烘烤粮菜；多饮用生水o．

与总体上自然条件差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相联系，历史上

居民卫生状况甚差，虽也用土方土药治病，但颇为局限，总的情况是

缺医少药，迷信盛行。清乾隆二十三年(1 7 58年)《普安州志》

载：“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以祀神o"“士人家疾病用医药，然多

土药不易效。其余多信巫，名日跳端工o"清光绪十五年(1 889年)

《普安直隶厅志》载：“二月三日，傩制龙舟以驱逐瘟疫(以竹及纸马

，为船送之)。五月五日治角黍采艾挂蒲饮雄黄酒以避疫o”民国2 5年

(1 9 36年)《郎岱县访稿》载：“多迷信，有病不服药，惟请巫以犬羊

豕等牲畜退鬼。夷人(布依族)最惧者为羊叉鬼，即汉人所谓干痨

叫¨／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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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o"少数民族于春季传统节日“扫寨子"，由巫师念咒占卦，扫寨封

寨，以驱避瘟疫，保全寨人畜一年平安。作为卫生落后的必然结果之

一，就是疫疠肆虐。据《贵州省历代自然灾害年表》和有关史料记

载，明嘉靖二十三年(1 546年)和清咸丰十一年(1 861年)，盘县

曾两次发生大疫；民国1 4年(1 9 25年)，盘县大荒，死于饥饿与瘟

疫者数以万计；民国31～38年(1 942～1 949年)，多处发生霍

乱，仅民国31年6～7月，盘县就有1 30人患病，死亡79人。此

外，天花、疟疾、回归热、鼠疫、伤寒、痢疾、麻疹、百日咳、流行

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性肝炎和狂犬病也时有流行。民

国35年(1 9 46年)，水城县今米箩区倮摩乡境流行疟疾、回归热，

死亡385人(有32户全家死亡)o民国37年(1 948年)，该县蟠

龙区红岩乡花地等4个村寨的453人中，有248人患疟疾，死亡60

人。同时，麻风和性传播疾病也在一定地域传播。

境内各族人民一直在与疾病顽强抗争，民间采药治病的历史无

考，但有许多草药偏方流传至今。明代已有少数士人攻读岐黄，悬壶

济世。在永乐十六年(1 41 8年)修成的《嘉靖普安州志》中，《舆

地志·公署》记有医学官方机构(有印无署)，《官师志·设官》记

有医学典科一员的编制，《食货志·物产》载有南星、山蓣等60种

中药。在清乾隆二十三年(1 7 58年)编纂的《普安州志》中，《职

官志》记有医官周维哲，《食货志·物产》所记“药之属"、“果之属”、

“竹之属”、“金石之类”有中药1 1 2种。光绪二年(1 87 6年)《水城厅

采访册·食货门·物产》所记“药之属"、“木之属”、“花之属"等，其中

有中药1 2个属2 57种。民国25年(1 9 36年)《郎岱县访稿》记

载，郎岱县所产明黄、桔梗等中药材已驰名省内外。至迟在道光年问

(1 821～1 8 50年)已有人设室售药、诊病。当时普安直隶厅丹霞山

和尚隆普“精伤科，应手辄愈"o至清末民初，三县县城和一些集镇已

有中医(药)堂号。这些堂号多为医、药同堂。其中药炮制技术和医

技、医理也有所进步，如通过蒸、炒、炙、煅将中草药制成膏、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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