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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医院一角

1984年，县人民医院获省政府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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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县中医医院获省政府授予的

《科技成果三等奖》奖状

县卫生防疫站一角



县精神病医院一角

1983年，天马乡获省爱卫会颁发的奖状 1983年，天马乡获省爱卫会颁发的奖状，奖



春风又绿普州城，
杏林内外景色新。
众手浇花花满园，
百川岿海海更深。

四化建设民为本，。
稚童寿翁爱卫生。，
千秋大业图发展，
求索真理为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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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安岳县卫生志》．的起迄日期。。上限从唐·贞观18年起，下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的1985年止。
’ ’

二，编纂对象、范围t

、1．为体现部门志的特色，。凡与安岳县卫生事业发展脉络无关的事情，本志未作记载．

2．为突出地方志的特点，凡与安岳县卫生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外地事件，‘本志未作记载．

即使是属于全国、全省或全地区共同发生的，在安岳县有较大影响、有突出表现的萤大事

件，也只在概述篇“大事记乃一段内作了扼要的记载。其余彼此有因果关系的某些事情t也

，仅仅作为事情的起因，在记述这些事情之前，简要地勾勒了。几旬，而对全国性事件本身，一未
' ， ’。 {。

作详细记载。
‘

．．，

‘

，

’

3‘．为有别于医疗业务书籍，，建各种学术性闻题，‘临床经验及科研项目，只记了这些事情

的起因、参与者、科研成果及技术鉴定之结论(以市和市以上科委以及卫生行政单位组织鉴

定认可及授奖先准)等方面的情况，而对医学基本理论、验方的药味组成及手术操作过程

等，未作详细记载。 ，

。

4．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除“医林人物殄部份应记的人物外，对确需收录的其他人

物，均采取“以事系人力的办法予以记述。 ‘

’

’‘m

三、对各种历史资料的取舍及编排处理原则

1．对现有历史资料的取舍，除与安岳县卫生事业发展有关的原则上都取以外，在实际编

纂过程中，我们还着重研究解决了以下几个特殊问题·

(1)关于同一事情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统计表。其中，季度、半年和年终统计表同时存在

的，只取年终统计表，+总表与分表数字有出入的，以总表为准。表内空白系无资料，不等于零。

(2)关于同一事情，文字材料与统计表数字有出入的，以文字材料为准(瞰字材料属
予总结性质的，已经对其中的数字进行过一番核实)’文字与口碑有出入的，以文字材料为

准，申报或通知与执行情况有出入的，经核实后，原则上以执行情况为准。

．．2．对资料的编排处理方法．全志大体按一机构、二工作、三人物的顺序，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横排竖写I记而不作。

3．记事以文为主，载数以表为主，示意以图为主。．以图、文、表、照结合，浑然一体·

f．I．为精简文字，对各级政府及卫生机构所公布的文告、通知、通令和其它文件，。原则上

只戴其发表的时代背景、目的一，内容摘要、效果和题目索引等。一般不引用全文o

四、’各项数字的用法按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的

要求书写一

，五。关于文字的书写，一律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1986)为准。姓氏用字可以



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

六、机构、地名沿革

1．政权机构名称。民国时期，自上而下是中央政府，省政府、行政督察专署、县政府，

区署、乡(镇)公所、保、甲。
’

’

新中国建立以来i自上而下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省人

民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1地区革命委员会、专区)。，县人民政府

(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区(镇)人民政府．e区<镇)公所、区(镇)革命委员，

会]、乡人民政府(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社革命委员会>o村民小组(农树生产大队管理委

员会，大队革命委员会)、农村生产队，街道居民委员会，小组。’。 o：⋯‘。．?u

2．卫生机构名称。历来是以当时当地的行政区地名加上卫生机构当时的名称而得毒如安
岳县人民医院，兴隆区卫生院，文化乡卫生院，．城南公誓=_大队合作医疗站等6 、．

建国以来，全县行政区划几经分合裁并与蔑名枣故卫烂机构的名称亦随之改变。

1952年，全县共分15区、1镇．98乡0区的铸称以序数弛．与今之区，镇名称对照，分
o

。别是。

第一区、岳城区(城关区)‘，第二区，通鼹医'第羔区，．姚市区，第四区≯龙台区，第

五区，永清区；第六区，石羊区，第七区，李家区I i黪八医；元顿送。第九区，兴隆区，第

十区、天林区；第十一区，，镇子区，第十二区，’周袍霞雾、第士要壤稿驯龙区l第十鼹区；^复

兴区，第十五区，矩大区及城中镇(城关镇、岳I；日：镇)。≥

。。1958年，全县裁并为10区、1镇、44个人民公社，区名改努鞑地名列篱l瑟厨，爝}城关区

更名为岳城区；城关镇改称岳阳镇，并辖原城郊公社外，其余各区名称-直来变。

1974年，全县划为10区、1镇、93个公社。 。

1984年，公社复名为乡，全县划为10区、1镇、92乡。

今之区卫生院，与原“区医院、区卫生所”I今之多卫生院冬羼愚公社卫生院，公社‘医

院、公社联合诊所，乡联合诊所一名异实同o．

七、简称。例如； “安岳县人民医院"简称“县人民医侉铲j，蠢一中周共声党罗简称弗中

共一· 矗四川省黟可简称口省一或搿川黟等。 ，，

八、计量均用法定计量单位。

九、关于人和事物的新旧专用名词

1．对清代和清代以前以及民国时期的记事仍沿用旧词，而与今之根应名词词义相蘧。如

民国时期的“民众弦，即今之“人民群众"，民国时期称的。擘医事人员?印今之。群卫生入
^

￥，

，

员嚣等。 st

。

2．新中国时期，在本志中前后出现的“半农半医"、“赤脚甚生一和“乡村医生一等人

物专用名词，词义相同，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同。
?

一十、关孚币制。民国时期，曾多次改变，不断贬值。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于1955年进
行过一次改革，如将原用人良币面额一万元改为现用的人民币一元。本志E将新中国初期以

旧人民币记载的金额，折合现用的人民币金额，以免混淆和一一加注。

此外，本志中有关民国时期“物价上涨矽等情况，可参阅《经济志》内物价变动情况，

此处便不一一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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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思想工作⋯⋯⋯⋯⋯⋯⋯⋯⋯⋯o⋯⋯⋯⋯⋯⋯⋯⋯．．⋯⋯⋯⋯⋯⋯’(90)

2．精神文明建设⋯⋯⋯⋯⋯⋯⋯⋯⋯⋯⋯⋯⋯⋯⋯⋯⋯⋯⋯⋯⋯⋯⋯⋯⋯⋯(93)

3．行政管理⋯⋯⋯⋯⋯⋯⋯⋯⋯⋯⋯⋯⋯⋯⋯⋯⋯⋯⋯⋯⋯⋯⋯⋯⋯⋯⋯⋯(94)

‘．经济管理⋯⋯⋯⋯⋯⋯⋯⋯⋯⋯·⋯⋯⋯⋯⋯⋯⋯⋯⋯⋯⋯⋯⋯⋯．．⋯⋯⋯(97)

5．业务管理⋯⋯⋯⋯⋯⋯⋯⋯⋯⋯⋯⋯⋯⋯⋯⋯⋯⋯⋯⋯⋯⋯⋯⋯⋯⋯⋯一。(101)

6．对个体开业医生的管理⋯⋯⋯⋯⋯⋯⋯⋯⋯⋯⋯⋯⋯⋯⋯⋯⋯⋯⋯⋯⋯⋯(104)

7．药政管理⋯⋯⋯⋯⋯⋯⋯⋯⋯⋯⋯⋯⋯⋯⋯⋯⋯⋯⋯⋯⋯⋯··：⋯⋯⋯⋯⋯(105)

第二节卫生防疫⋯⋯⋯⋯⋯⋯⋯⋯⋯⋯⋯⋯⋯⋯⋯⋯⋯⋯⋯⋯⋯⋯⋯⋯⋯⋯⋯(106)

一，民国时期⋯⋯⋯⋯⋯⋯⋯⋯⋯·．．．⋯⋯⋯⋯⋯⋯⋯⋯⋯⋯⋯⋯⋯⋯⋯⋯⋯”(106)

1．常见病与疫情报告⋯⋯⋯⋯⋯⋯”．．．⋯⋯⋯⋯⋯⋯⋯⋯⋯⋯⋯⋯⋯⋯⋯⋯‘(106)

2．对公共场所清洁卫生的管理⋯⋯⋯⋯⋯⋯⋯⋯⋯⋯⋯⋯⋯⋯⋯⋯⋯⋯⋯⋯(10"／'>

3．预防接种⋯⋯⋯⋯⋯⋯⋯⋯⋯⋯⋯⋯⋯⋯⋯⋯⋯⋯⋯⋯⋯⋯⋯⋯⋯⋯⋯⋯(107)

1旧法种痘⋯⋯⋯⋯⋯⋯⋯⋯⋯⋯⋯⋯⋯⋯⋯⋯⋯⋯⋯⋯⋯⋯⋯⋯⋯⋯⋯(107)

2新法种痘⋯⋯⋯⋯⋯⋯⋯⋯⋯⋯⋯”⋯⋯⋯⋯⋯⋯⋯⋯⋯⋯一⋯⋯⋯⋯“(108)

4．戒鸦片烟⋯⋯⋯⋯⋯⋯⋯⋯⋯⋯⋯⋯⋯⋯⋯⋯⋯⋯⋯⋯⋯⋯⋯⋯⋯⋯⋯⋯(108)

5．民间卫生习俗⋯⋯⋯⋯⋯⋯⋯⋯⋯⋯⋯⋯⋯⋯⋯⋯⋯⋯⋯⋯⋯⋯⋯⋯⋯⋯(109)

二，新中国时期⋯⋯⋯⋯⋯⋯⋯⋯⋯⋯⋯⋯⋯⋯⋯⋯⋯⋯⋯⋯⋯⋯⋯⋯⋯⋯⋯(110)

l疫情报告⋯⋯⋯⋯⋯⋯⋯⋯⋯⋯⋯⋯⋯⋯⋯⋯⋯⋯⋯⋯⋯⋯⋯⋯⋯⋯⋯⋯(110)

2传染病防治⋯⋯⋯⋯⋯⋯⋯⋯⋯⋯⋯⋯⋯⋯⋯⋯⋯⋯⋯⋯⋯⋯⋯⋯⋯⋯⋯(110)

‘1)流行性乙型脑炎⋯⋯⋯⋯⋯⋯⋯⋯v⋯⋯⋯⋯⋯⋯⋯⋯⋯⋯⋯⋯⋯．．·(110>

(2)乙型肝炎⋯⋯⋯⋯⋯⋯⋯⋯⋯⋯⋯··⋯⋯⋯⋯⋯⋯⋯“⋯⋯⋯⋯⋯⋯”(115)

(3)钩端螺旋体病⋯⋯⋯⋯⋯⋯⋯⋯⋯⋯⋯⋯⋯⋯·⋯⋯⋯⋯⋯⋯⋯⋯⋯··(115)

‘4)狂犬病⋯⋯⋯⋯⋯⋯⋯⋯⋯⋯⋯⋯⋯⋯⋯⋯⋯⋯⋯⋯⋯⋯⋯⋯⋯⋯⋯(117)

<5)结核病⋯⋯⋯⋯⋯⋯⋯⋯⋯⋯⋯⋯⋯⋯⋯⋯⋯⋯⋯⋯⋯⋯⋯⋯⋯⋯⋯(117)

(6)扁}风⋯⋯⋯⋯⋯“·⋯⋯”·⋯⋯⋯⋯⋯⋯⋯⋯⋯⋯⋯⋯⋯；⋯⋯⋯⋯⋯··(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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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头癣⋯⋯⋯⋯⋯⋯一⋯“⋯⋯⋯⋯··⋯⋯⋯⋯⋯⋯⋯⋯⋯⋯⋯⋯⋯⋯．．(119)

(8)性病⋯⋯Q Q．QO·⋯⋯⋯⋯⋯⋯⋯⋯⋯⋯⋯⋯．”⋯⋯⋯⋯⋯⋯⋯⋯⋯⋯(119)

3．计划免疫⋯⋯⋯⋯⋯⋯⋯⋯⋯⋯⋯⋯⋯⋯⋯⋯⋯⋯⋯⋯⋯⋯⋯⋯⋯⋯⋯⋯⋯(120)

4．肿瘤普查⋯⋯⋯⋯I O'6 0⋯⋯⋯⋯⋯⋯⋯⋯⋯⋯⋯．．．⋯⋯⋯⋯⋯⋯⋯⋯⋯⋯⋯(127)

5．地方病防治⋯⋯⋯⋯⋯⋯⋯⋯⋯⋯⋯⋯⋯⋯⋯⋯：⋯⋯⋯⋯⋯⋯⋯⋯⋯⋯⋯“(130)

(1)钩虫病⋯⋯⋯⋯⋯⋯⋯⋯⋯⋯⋯⋯⋯⋯⋯⋯⋯⋯⋯⋯⋯⋯⋯⋯⋯：i⋯·(130’

(2>疟疾⋯⋯⋯⋯⋯⋯⋯⋯⋯⋯⋯⋯⋯⋯⋯⋯⋯⋯⋯⋯⋯⋯⋯⋯⋯⋯“⋯·(130)

(3)大骨节病⋯⋯⋯⋯⋯⋯⋯⋯⋯⋯⋯⋯⋯⋯⋯⋯⋯⋯⋯⋯⋯⋯⋯⋯⋯⋯(130)

(4)中华分枝睾吸虫病⋯⋯⋯⋯⋯⋯⋯⋯⋯⋯⋯⋯⋯⋯⋯⋯⋯⋯⋯⋯⋯⋯(131)

(5)地方性氟中毒⋯⋯⋯⋯⋯⋯⋯⋯⋯⋯⋯⋯⋯⋯⋯⋯⋯⋯⋯⋯⋯⋯⋯⋯(131)

(6)克山病⋯⋯⋯⋯⋯⋯⋯⋯⋯⋯⋯⋯⋯⋯⋯⋯⋯⋯⋯⋯⋯⋯⋯⋯⋯⋯⋯(132)

<7)布氏枵菌病⋯⋯⋯⋯⋯⋯⋯⋯⋯⋯⋯⋯⋯⋯⋯⋯⋯⋯⋯⋯⋯⋯⋯⋯⋯(132)

6．卫生监督⋯⋯⋯⋯⋯⋯⋯⋯⋯⋯⋯⋯⋯⋯i⋯⋯⋯⋯⋯··⋯⋯⋯⋯⋯⋯⋯⋯(132)

(1)工业⋯⋯⋯⋯⋯⋯⋯⋯⋯⋯⋯⋯⋯⋯⋯一⋯⋯⋯⋯⋯⋯⋯⋯⋯⋯⋯⋯·(132)

(2)农业⋯⋯⋯⋯⋯⋯⋯⋯⋯⋯⋯⋯⋯⋯⋯⋯⋯⋯⋯⋯⋯⋯⋯⋯⋯⋯⋯⋯<133)

(3>放射⋯⋯⋯⋯⋯⋯⋯⋯⋯⋯⋯⋯⋯⋯⋯⋯⋯⋯⋯⋯⋯⋯⋯⋯⋯⋯⋯⋯(133)

(4)水质··!⋯⋯⋯⋯⋯⋯⋯⋯⋯⋯⋯⋯⋯⋯二⋯⋯⋯⋯⋯⋯⋯⋯⋯⋯·；⋯”：(]33)

<5)场镇污物⋯⋯⋯⋯⋯⋯⋯⋯⋯⋯⋯⋯⋯⋯⋯⋯⋯⋯⋯⋯⋯⋯⋯⋯⋯⋯(134)

<6)学校⋯⋯⋯⋯⋯⋯⋯⋯⋯⋯⋯⋯⋯⋯⋯⋯⋯⋯⋯⋯⋯⋯⋯⋯⋯⋯⋯～(134)
(7)食品⋯⋯⋯⋯⋯⋯⋯⋯⋯⋯⋯⋯⋯⋯⋯⋯⋯⋯⋯⋯⋯⋯⋯·，⋯⋯⋯⋯·(135)

7．爱国卫生⋯⋯⋯⋯⋯⋯⋯⋯⋯⋯⋯⋯⋯⋯⋯⋯⋯⋯⋯⋯⋯⋯⋯⋯⋯⋯⋯⋯(1：39)

(1)两管五改⋯⋯⋯⋯⋯⋯⋯⋯⋯⋯⋯⋯⋯⋯⋯⋯⋯⋯^⋯⋯⋯⋯⋯⋯⋯(139)

(2)除四害⋯⋯⋯⋯⋯⋯⋯⋯⋯⋯⋯⋯⋯h⋯⋯⋯⋯⋯⋯⋯⋯⋯⋯⋯⋯⋯(140)

第三节医疗预防⋯⋯⋯⋯⋯⋯⋯⋯⋯⋯⋯⋯⋯⋯⋯⋯⋯⋯⋯⋯⋯⋯⋯⋯⋯⋯⋯(141)

一、医疗护理⋯⋯⋯⋯··⋯⋯⋯⋯⋯⋯⋯⋯⋯⋯⋯⋯⋯⋯⋯⋯⋯⋯⋯⋯⋯⋯⋯·(141)

1．清末与民国时期⋯⋯⋯⋯⋯⋯⋯⋯⋯⋯⋯⋯⋯⋯⋯⋯⋯⋯⋯⋯⋯⋯⋯⋯⋯(141)

(1)医事人员的来源与执业形式⋯⋯-⋯⋯⋯⋯⋯⋯⋯⋯⋯⋯⋯⋯⋯⋯⋯”(141)

(2)医疗业务⋯⋯⋯”⋯⋯⋯⋯⋯⋯⋯⋯⋯·⋯⋯⋯⋯⋯⋯⋯⋯⋯⋯⋯⋯⋯(142)

2．新中国时期一⋯⋯⋯⋯⋯⋯⋯⋯⋯⋯⋯⋯⋯⋯⋯⋯⋯⋯⋯⋯⋯⋯⋯⋯⋯⋯<142)

(1)人材的来源与调配⋯⋯⋯⋯⋯⋯⋯⋯⋯⋯⋯⋯⋯⋯⋯⋯⋯⋯⋯⋯⋯⋯(142)

(2)医疗业务⋯⋯⋯⋯⋯⋯⋯⋯⋯⋯⋯⋯⋯⋯⋯⋯⋯⋯⋯⋯⋯⋯”⋯“⋯“(144)

(3)巡回医疗⋯一⋯⋯⋯⋯⋯⋯⋯⋯⋯⋯⋯⋯⋯⋯⋯⋯⋯⋯⋯⋯⋯⋯一⋯”。(145)

(4)责任制护理⋯⋯⋯⋯⋯⋯⋯⋯⋯⋯⋯⋯⋯⋯⋯⋯⋯⋯“⋯⋯⋯⋯⋯⋯·(149)

(5)医疗收费标准⋯⋯⋯⋯⋯⋯：⋯⋯⋯⋯⋯⋯⋯⋯⋯⋯”⋯⋯⋯⋯⋯⋯⋯(150)

<6)医药费减免⋯⋯⋯⋯‘?⋯⋯⋯⋯⋯·⋯⋯⋯⋯⋯．．．⋯·⋯⋯⋯⋯⋯⋯⋯“(154)

(7)公费医疗⋯⋯⋯⋯⋯⋯⋯⋯⋯⋯⋯⋯．．．⋯⋯⋯⋯⋯⋯．．．⋯⋯⋯⋯⋯⋯(155)

(8)合作医疗⋯⋯⋯⋯⋯⋯⋯⋯⋯．．．⋯⋯⋯⋯⋯⋯⋯⋯⋯⋯⋯⋯⋯⋯⋯⋯(158)

、二、制剂⋯⋯⋯⋯⋯⋯⋯⋯⋯⋯⋯．．．⋯·⋯⋯j⋯⋯⋯⋯⋯⋯⋯⋯⋯⋯⋯⋯⋯⋯．(161)



三、支援外地建设⋯⋯⋯⋯⋯⋯⋯⋯⋯⋯⋯⋯⋯⋯⋯⋯⋯⋯⋯⋯⋯⋯⋯⋯⋯⋯(161>

第四节妇幼保健⋯⋯⋯⋯⋯⋯⋯⋯⋯⋯⋯⋯⋯⋯⋯⋯⋯⋯⋯⋯⋯⋯⋯⋯⋯⋯⋯(162)

一、民国时期⋯⋯⋯⋯⋯⋯⋯⋯⋯⋯⋯⋯⋯⋯⋯⋯⋯．．．⋯⋯⋯⋯⋯⋯⋯⋯⋯⋯(1 2)

二、新中国时期⋯⋯⋯⋯⋯⋯⋯⋯⋯⋯⋯⋯⋯⋯⋯⋯⋯⋯⋯⋯⋯⋯“⋯⋯⋯⋯·(163)

1．推行新法接生⋯⋯⋯⋯⋯⋯⋯⋯⋯⋯⋯⋯⋯⋯⋯⋯⋯⋯⋯⋯⋯⋯⋯⋯⋯⋯(163)

2．普查普治妇女病⋯～f．．．⋯⋯⋯⋯⋯⋯⋯⋯⋯⋯⋯⋯⋯⋯⋯⋯⋯⋯⋯⋯⋯⋯(166)
3．儿童保健⋯⋯⋯⋯⋯⋯⋯⋯⋯⋯”⋯⋯⋯⋯⋯⋯⋯⋯⋯⋯⋯⋯⋯⋯⋯⋯⋯·(168)

(1>查治儿童病⋯⋯⋯⋯⋯⋯⋯⋯⋯⋯⋯⋯⋯⋯⋯⋯⋯⋯⋯⋯⋯⋯⋯⋯⋯(168)

(2)托幼卫生⋯⋯⋯⋯⋯⋯．、．⋯⋯⋯⋯⋯⋯⋯⋯⋯⋯⋯⋯⋯⋯⋯⋯⋯⋯⋯(171)
三、计划生育技术指导⋯⋯⋯⋯⋯⋯⋯⋯⋯⋯⋯⋯⋯⋯⋯⋯⋯⋯⋯⋯⋯⋯⋯⋯(175)

第五节中医⋯⋯⋯⋯⋯⋯⋯⋯⋯一-．．．⋯⋯⋯⋯⋯⋯⋯⋯⋯⋯⋯⋯⋯⋯⋯⋯⋯⋯·(177)

～、民国时期⋯⋯⋯⋯⋯⋯⋯⋯⋯一?⋯⋯⋯⋯⋯⋯⋯⋯⋯⋯⋯⋯⋯⋯⋯⋯⋯⋯(177)

1．中医人员的来源⋯⋯⋯⋯⋯⋯⋯⋯⋯⋯⋯⋯⋯⋯⋯⋯⋯⋯⋯⋯⋯⋯⋯⋯⋯(177)

2．中医人员的执业形式⋯·⋯⋯⋯⋯⋯⋯⋯⋯⋯⋯⋯⋯⋯⋯⋯⋯⋯⋯⋯⋯⋯“(178)

二、叛中国时期⋯⋯⋯⋯⋯⋯⋯⋯．．．⋯⋯⋯⋯～⋯⋯⋯⋯⋯⋯⋯⋯⋯⋯⋯⋯⋯·(178)

1．建立和发展中医队伍⋯⋯⋯⋯⋯⋯⋯⋯⋯⋯⋯⋯⋯⋯⋯⋯⋯⋯⋯⋯⋯⋯⋯(178)

(1)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178)

(2)吸收个体、集体制中医人员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178)

2．培养中医后继人才⋯⋯⋯⋯⋯⋯⋯⋯⋯⋯⋯⋯⋯⋯⋯”⋯⋯⋯⋯⋯⋯⋯⋯-(179)

(1)中医带徒⋯⋯⋯⋯⋯⋯⋯⋯⋯⋯⋯⋯⋯⋯⋯⋯⋯⋯⋯⋯⋯⋯⋯⋯⋯⋯(179)

(2)开班培训⋯⋯⋯⋯⋯⋯⋯⋯⋯⋯⋯⋯⋯⋯⋯⋯⋯⋯⋯⋯⋯⋯⋯⋯⋯⋯(179)

(3)函授教育⋯⋯“⋯⋯⋯⋯⋯⋯⋯⋯⋯⋯⋯⋯⋯⋯⋯⋯⋯⋯⋯⋯⋯⋯⋯·-(180)

(4)送人进修⋯⋯⋯⋯⋯⋯⋯⋯⋯⋯⋯⋯⋯⋯⋯⋯⋯⋯“⋯⋯⋯⋯⋯⋯⋯·(181)

(5)为名老中医落实学术继承入⋯⋯⋯⋯⋯⋯⋯⋯⋯⋯⋯⋯⋯⋯⋯··⋯⋯·(181)

3．西医学习中医⋯⋯⋯⋯⋯⋯⋯⋯⋯⋯⋯⋯⋯⋯⋯⋯⋯⋯⋯⋯⋯⋯⋯⋯⋯⋯(182)

4．学术经验交流⋯⋯⋯．．⋯⋯⋯⋯⋯⋯⋯⋯一⋯⋯⋯⋯⋯⋯⋯⋯⋯⋯⋯⋯⋯··(183)

5．振兴串医⋯⋯⋯⋯⋯⋯⋯⋯⋯⋯⋯⋯⋯⋯⋯⋯⋯⋯⋯⋯⋯⋯⋯⋯⋯⋯⋯⋯(183)

第六节．医学教育⋯⋯⋯⋯⋯⋯⋯⋯⋯⋯⋯⋯⋯⋯⋯⋯⋯⋯⋯⋯⋯⋯⋯⋯⋯⋯⋯(184)

一，民国时期⋯⋯⋯⋯⋯⋯⋯⋯⋯⋯⋯⋯⋯⋯⋯⋯⋯⋯⋯⋯⋯⋯⋯⋯⋯⋯⋯。·(184)

二、新中国时期⋯⋯⋯⋯⋯⋯⋯⋯⋯⋯⋯⋯⋯⋯⋯⋯⋯⋯⋯⋯⋯⋯⋯⋯⋯⋯⋯(184)

第七节医药学术活动⋯⋯⋯⋯⋯⋯⋯⋯⋯⋯⋯⋯⋯⋯⋯⋯⋯⋯⋯⋯⋯⋯⋯⋯⋯(193)

一、医药卫生科技情报站的组织活动⋯⋯⋯⋯⋯⋯⋯⋯⋯⋯⋯⋯⋯⋯⋯⋯⋯⋯(193)

二、医学会的组织活动⋯⋯⋯⋯⋯⋯⋯⋯⋯⋯⋯⋯⋯⋯⋯⋯⋯⋯．．，-⋯⋯⋯⋯⋯(193)

三，中医学会的组织活动⋯⋯⋯⋯⋯⋯⋯⋯⋯⋯⋯⋯⋯⋯⋯⋯⋯⋯⋯⋯⋯⋯⋯(195)

四、撰写医学论文⋯⋯⋯⋯⋯⋯⋯⋯⋯⋯⋯⋯⋯⋯⋯⋯⋯⋯⋯一⋯⋯⋯⋯⋯⋯(195)

五、医药科研活动与成果⋯⋯⋯⋯⋯⋯⋯⋯⋯⋯⋯⋯⋯⋯⋯⋯⋯⋯⋯⋯⋯一⋯(199)

第八节技术职称晋升工作⋯⋯⋯⋯⋯⋯⋯⋯⋯⋯⋯⋯⋯⋯⋯⋯⋯⋯⋯⋯⋯⋯⋯(199)

一，民国时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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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师⋯⋯⋯⋯⋯⋯⋯⋯⋯⋯⋯⋯⋯⋯⋯⋯⋯⋯⋯⋯··⋯⋯⋯⋯⋯⋯⋯⋯·(199)

2．助产士一．t．．⋯⋯⋯⋯⋯⋯⋯⋯⋯⋯⋯⋯⋯⋯⋯⋯⋯··⋯⋯⋯⋯⋯⋯⋯⋯⋯．．(200)

二、新中国时期⋯⋯⋯⋯⋯⋯⋯⋯⋯⋯⋯⋯⋯⋯⋯⋯⋯⋯⋯⋯⋯⋯⋯⋯⋯⋯⋯(200)

第九节卫生宣传⋯⋯⋯⋯⋯⋯⋯”⋯⋯·⋯⋯⋯⋯⋯⋯⋯⋯⋯⋯⋯⋯⋯⋯⋯⋯⋯(202)

第三章医林人物⋯⋯⋯⋯⋯⋯⋯⋯⋯⋯⋯⋯⋯⋯⋯⋯⋯·⋯⋯⋯⋯⋯⋯⋯⋯⋯⋯“(204)

第一节中医⋯⋯⋯⋯⋯⋯⋯⋯⋯⋯⋯⋯⋯⋯⋯⋯⋯⋯⋯⋯⋯⋯⋯⋯⋯⋯⋯⋯⋯(204)

第二节西医⋯⋯⋯⋯⋯⋯⋯⋯⋯⋯⋯⋯⋯⋯⋯⋯⋯⋯⋯⋯⋯⋯⋯⋯⋯⋯·⋯⋯．．(207)

第四章医风药俗⋯⋯⋯⋯⋯⋯⋯⋯⋯⋯⋯··⋯⋯⋯⋯⋯⋯⋯⋯⋯⋯⋯⋯⋯⋯一⋯’(208)

第一节医风⋯·⋯⋯⋯⋯⋯⋯⋯⋯⋯⋯⋯⋯⋯⋯⋯⋯⋯⋯⋯⋯⋯⋯⋯⋯⋯⋯⋯”(208)

一、“六字真言一考⋯⋯⋯_⋯⋯⋯⋯⋯⋯⋯⋯⋯⋯⋯⋯⋯⋯⋯⋯⋯⋯⋯⋯⋯(208)

二， “医不叩门"考⋯⋯⋯⋯⋯⋯⋯⋯⋯··≮⋯⋯⋯··⋯⋯⋯⋯⋯⋯⋯⋯⋯⋯⋯(208)

三、‘‘医不送终"考⋯⋯⋯⋯⋯⋯⋯⋯⋯⋯⋯⋯⋯⋯⋯⋯⋯⋯⋯⋯⋯⋯⋯⋯⋯(209)

四、“门户之见’’考⋯⋯⋯⋯⋯⋯⋯⋯⋯⋯⋯⋯·⋯⋯⋯⋯“⋯⋯⋯⋯⋯⋯⋯⋯(209)

五、。神药两解彦考⋯i⋯⋯⋯⋯⋯⋯⋯⋯⋯⋯⋯”⋯⋯⋯⋯⋯⋯⋯⋯⋯⋯⋯⋯(209)

六、一“秘不外传黟考⋯⋯⋯⋯⋯⋯⋯⋯·⋯⋯⋯⋯⋯⋯⋯⋯⋯一·⋯⋯⋯⋯⋯⋯·‘(209)

七，“中医带徒繁文缛节一考⋯⋯⋯⋯⋯⋯⋯⋯⋯⋯⋯⋯⋯⋯⋯⋯⋯⋯⋯⋯⋯(210)

八，。旧法接生一考⋯⋯⋯⋯⋯⋯⋯⋯⋯⋯⋯⋯⋯⋯⋯⋯⋯⋯⋯⋯⋯⋯⋯··⋯．_(210)

九，。旧法育婴一考⋯⋯·⋯⋯⋯⋯⋯⋯⋯⋯⋯⋯··⋯⋯⋯⋯⋯⋯⋯⋯⋯⋯⋯⋯(211)

十，。药王会一考⋯⋯⋯⋯⋯⋯⋯⋯⋯⋯⋯⋯⋯⋯⋯⋯⋯⋯⋯⋯·-⋯⋯⋯⋯⋯·(212)

第二节药俗⋯⋯⋯⋯⋯⋯⋯⋯⋯⋯⋯⋯⋯⋯⋯⋯⋯⋯⋯⋯⋯⋯⋯⋯⋯⋯⋯⋯⋯(212)

第五章卫生改革⋯⋯⋯⋯⋯⋯⋯⋯⋯⋯⋯⋯⋯⋯⋯⋯⋯⋯⋯⋯⋯⋯⋯”⋯⋯⋯⋯·(214)

第一节经济体制⋯⋯⋯⋯⋯⋯⋯⋯⋯⋯⋯⋯⋯⋯⋯⋯⋯⋯⋯⋯⋯⋯⋯⋯⋯⋯⋯(214)

第二节机构⋯⋯⋯⋯⋯⋯⋯⋯⋯⋯⋯⋯⋯⋯⋯··⋯⋯⋯⋯⋯⋯⋯⋯⋯一，．．．⋯⋯“(216)

第三节领导体制⋯⋯⋯⋯⋯⋯⋯⋯⋯⋯m⋯⋯⋯⋯⋯．．⋯⋯⋯⋯⋯⋯⋯⋯⋯⋯·(217)

第四节人事制度⋯⋯⋯⋯⋯⋯⋯⋯⋯⋯⋯⋯⋯⋯⋯⋯⋯⋯⋯⋯⋯⋯⋯⋯⋯⋯⋯(217)

第五节医学教育⋯⋯⋯⋯⋯⋯⋯⋯⋯⋯⋯⋯⋯⋯⋯⋯⋯⋯⋯⋯⋯⋯⋯⋯⋯⋯⋯(218)

第六节其它方面⋯⋯⋯⋯⋯⋯⋯⋯⋯⋯⋯⋯¨⋯⋯⋯⋯⋯⋯⋯⋯⋯⋯⋯⋯⋯⋯·(219)

附·表图索引⋯⋯⋯⋯⋯⋯⋯⋯⋯⋯⋯⋯⋯⋯⋯⋯⋯⋯⋯⋯⋯⋯⋯⋯⋯⋯⋯⋯⋯⋯(220)

后记⋯⋯⋯⋯⋯⋯⋯⋯⋯⋯⋯“⋯⋯⋯．．“””⋯⋯⋯⋯⋯⋯⋯⋯⋯⋯⋯⋯⋯⋯⋯⋯”(224)

‘安岳县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纂组名录⋯⋯⋯⋯⋯⋯⋯⋯⋯⋯⋯⋯⋯⋯⋯⋯(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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