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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鞍山市市长 马延利

“盛世修志”。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成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对

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个世纪就

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鞍山群”铁矿藏，世界上

储量最多的露辽河群’’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下。全国
’

l 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的城郊。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_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鞍山驿”、“长甸

铺"、 “沙河铺”，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文化遗迹。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明鞍山

． 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资源被



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

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

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

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

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

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

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

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t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鞍山

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情。鞍山正

在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

一

今日鞍山，她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

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

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

山一水五分田”，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产业

结构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

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

着城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

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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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一
，J—_

，鞍山市卫生局局长刘世瑜

l

． ，

今逢改革之年，百业俱兴，编史修志，实世之所需，民之所

望。孓鞍山市卫生志》问世，令人欣慰，是一件有益于当代，惠及

后世的大喜事。 ·

，《鞍山市卫生志》是我市第二．部卫生志。它用较翔实的历史资

料，客观地记述了鞍山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愿它能为发展

鞍山地区的卫生事业起到借鉴作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和造福--Z-孙

后代服务。
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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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卫生局副局长袁承运

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资治当今，垂范后世

纂鞍山地区的卫生志，实为世之所需，民之所望。

卫生志》问世，实乃鞍山地区的可喜之事。

《鞍山市卫生态》，记述鞍山市自I 91 i～1 985年卫生事业的兴

衰和发展情况，着重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鞍山市卫生事业

蓬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侧重对鞍山工业城市的劳动卫生和劳动保

护的记述，以反映其地方特点。

卫生志的编纂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坚持详

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原则，对所取资料，溯本求源，悉

心辨识，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所记之事确凿有据。

在编纂过程中，修志人员不辞辛苦，废寝忘食，数易其稿，其

精神可钦可嘉。 ．

编纂卫生志目的在于资政存史，．启迪后世，为搞好鞍山市卫生

工作的改革，促进鞍山市卫生事业的发展，增进鞍山市人民的身体

健康，提供现实的历史的借鉴．．

1990年6月‘



凡 例

一，《鞍山市卫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的记述鞍山市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

以来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努力反映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规律。．

二、卫生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记事上溯公元1 91 1年，下限

至l 985年。部分章节为贯通历史不受此限。

．三、卫生志以《概述》和《大事记．》为先，提纲挈领，概观全

’貌。然后按卫生专业特点设章、节、日，全书共分1 2章51节，约30
J●

余万字。 。
．·

四、卫生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体，

各体按志书内容分别运用。 ‘．

五、卫生志采用第三人称。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等，

均依当时历史惯称。。历史纪年统一用公元年号．旧年号用括号．注

明。民国前用汉字记载，民国后用阿拉伯数字记载。‘ ，

’六，‘卫生志采用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通俗、

流畅。． ·
．

七、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本志书只载卫生系统有一定

威望和影响的知名人物，以本籍为主，．分传记、简介和表。

八、卫生志资料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卫生局档案室，以及各

医疗单位的专业志，选用时不注明出处：明引者尽量在文中注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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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内在清朝年问除少数游医外，几乎没有医疗设施。

一个立山诊疗所，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对鞍山周围地区

夺，相继建立5Z)f医院(即满铁鞍山医院、制钢所本

铁西分院、传染病院和妇人病院)。这几所医院主要

是为日本人及部分中国上层人物诊治疾病、隔离传染病、治疗性病

而建的。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屡有发

生。1937年制铁所工人患斑疹伤寒和回归热者较多，药品不足，药

价昂贵，隔离场所条件极差，’致使多数患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

1 945年东北光复后，国民党占领时期，日伪遗留下的医疗设施遭

到严重破坏。鞍山瘟疫经常发生，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霍乱、天花、

伤寒、麻疹等传染病到处流行。1 946年鞍山流行霍乱，旧堡区小台

．子村不足百户人家，死亡37人，其中一户姓张人家6口人，死4口。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卫生事业极为重视，中共鞍

山市委、鞍山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

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9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迅速建

立不同经济形式的医疗卫生机构。先后建立公营铁东、铁西、立山

卫生所、私人合营中西医诊所，各区建立妇幼保健站、接生站和卫

生防疫组织。并将破烂不堪的原鞍山清华中学附属医院(即市第一

医院的前身)修复，建起唯一的一所国营新华医院(1 949年5月-9

鞍钢门诊部合并为鞍钢职工医院)。1 951年修建成鞍钢铁东、铁西

医院，鞍钢职工医院改为鞍山市立医院。截至l 954年末，全市医疗

r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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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发展到239个，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5359名，为

卫生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加强对医疗、公共卫生、私营开业医的管理，

府先后制订《鞍山市中、西医联合诊所暂行民主管理

《医疗收费标准和药价规定》、《麻药毒药管理制度

公共卫生管理办法》、《鞍山市I o#-卫生公约》等。

的方针，集中全力消灭和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

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扑灭法定传染病天花，

得到控制，发病率有很大下降，白喉下降93．75％。

随着鞍钢和地方工业的扩大和发展，随着城市人口和职工队伍

的不断增加，卫生事业有较快的发展。I 955,'--'1 965年，市区和鞍钢

新建14所综合性医院，3所专科医院。截至1965年末，全市医疗机构

发展到349个，病床增加到7057张(含疗养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增

加到71 72名。按入口计算，每千人中有病床4．I张，有医师1．5人。

这一时期，医疗设备也有增加，增添大型X光机，个另8医院还购置了

肌电图、心电图机。县医院装备了人工流产吸引器、万能手术床、

救护车，有的地区医院也添置了X光机、手术器械、检验器材等。

外科的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肺叶切除、胰头摘除、广泛子宫全

剔、开颅清理血肿、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抢救等均取得显著成效。县级

医院能诊治一些比较疑难的病症，地区医院亦能开展腹部手术和急

症抢救；使广大群众能就近就医，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改变。

卫生防疫工作，自1952年建立市卫生防疫站后，各县、区亦相

继建立卫生防疫站，积极开展预防传染病的宣传，，加强对传染病的

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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