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l 新建卫生局办公宿舍大楼

图2 县人民医院住院部



口3县卫生防疫站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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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譬巾眨院r诊部

图6瑞峰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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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河坝子乡卫生院

图8汉阳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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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9 四0八，青城联合医院门诊部

团lO县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室正在手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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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儿 县人民医院内科抢救室正在抢救病人

圈12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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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史重在鉴，志重在用。《青神县卫生志》是记述青神县医药发

，展、防病治病、妇幼保健、医学教育，人事、机构、设备等医疗卫

生结晶，卫生部门大事的一部综合性全书。是一份资政存史，教

育民众，启迪后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该书根据查抄省，

市，县档案，取外经，座谈走访、摘选下属院，站图表，照片，书

信等资料。本着回溯历史、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精简扼要，核实

编纂而成。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县人民医院罗国华，县防疫站易元

患；同誊参加部资章节钧缭写≯成瓣医学院王俊玲、本县老中医
陈昌伦、王志诚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并呈送县志办审核、定稿，终

修成这本《卫生志》，谨在此一并致谢o
’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编纂中困难大．，时间紧，任务重，误漏难

免，恳请阅者不吝批评指正。

青神县《卫生志>>编辑组

一九八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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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我县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遗产，启迪后代，编修《青神县卫生

恚》是关系着我们能否有“前有所瞻，后有所鉴帮可靠依据的大事，因此，是十分重要
和有意义的。

建国前，穷乡僻壤的青神县当政者逐荣势，企权豪，务名利，致使医药奇缺，巫医

当道，瘟神猖獗，疫病流行。 j

青神县解放后，在党的芷确领导下。我县医疗卫生才得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卫生事业同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事业一样更是迅猛勃发。疫病减少，人民身

体健康受到保护，身体素质普遍提高，人均寿命翻番，全县开始呈现出人寿年丰的升平

景象。

《卫生志》编写小组予一九八六年底组建后，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帮助下，抓紧拟

大纲，查史料；收笔泵、广调鸯，。取外经、专编纂，以马列主义毫译东思想为指导，依

循“三新鼍(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g两详簟<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角辩谨曜物主义和历史难物譬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认真编写，

终于首修成这本《卫生恚》。 。， 。。

’

该志是对青神县卫生史事横均和_纵舶综合记述|．它上粗略追叙至明清，下详细记述

至今年，共分五章十六节三十四目九万余字”图文并茂，，资辩翔实，、内容涉及卫生机构

的沿革、概况和设置；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防疫I妇幼保健；中医工

作t医政药政工作以及医林人物等诸多方面的主要事件和史实。具有浓餐的乡士气息和

时代专业特色。它映照出我县卫生事业演变，发展和提高的翱迹，不失为一本能鉴古观

令的部门小百科金书。

历史能预告未来，来来必定更辉灿。让我们在中共青神县委，县政府起领导下，-沿

着前人的路奋进，不断深化敬革，努力开创卫生工作的新局面，为青神县人民“2000年

人人辜有健康"，裕县富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来吧。

陈 大 智

一九八八年九月



概 述
青神位于四Jll盆地西南部，成都平原与jll西丘陵过渡地带。岷江纵贯县境，北高南低，

为浅丘、深丘混合地貌。幅员381．5平方公里，1987年底总人口192417人。辖四镇十四乡。

建国前，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民贫困。缺医少药，瘟疫流行，卖淫吸毒，迷信

猖獗，巫医盛行，人民贫病交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土豪劣绅，横征暴

敛，不管人民死活。国民党统治时期，仍无视民众健康，卫生条件极为恶劣。清·光结三

十四年(殉08年>法国人刘若望来青释髂教施药；．收买教德，开始有了西医活动。到1926

年县城有第一家西医诊所，其后陆续开业4～S家；既没有什么医疗设备，技术也非上

乘，只有少量药品，卖药行医，且横敲“竹扛弦唯利是图，病家望而生畏。i943年才成

立了县卫生院，，因经费过少，各级贪污，层层吃缺，，人员不齐，～房舍破烂，设备简陋，

药品奇缺，无法开展正常医疗工作。县卫生院的职能性质是行政和业务合一的机构，实

际上对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只是敷愆了事，对上级业务部门的训令照例层层欺哄，虚报

浮夸，应付了事。据旧史记载1948年i门诊目平均仅'1：2人次；住院日平均为1～2人次，

大、中手术无法开展，只有划脓包之类小手术全年星9人次，药品材料30种，50种药械大

多破烂不堪，锈迹斑斑。对十多万人口县的医疗卫生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如毒5年成立卫生委员会，．‘开展夏令翌生运动心． ：．． ：

民间中医历代都有，自生自灭。．赤多各承家技，自立门户，对外保守，妨碍学术交
流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开业虽多，良莠不齐，确有真才实学者不过4_5家。

霍乱，伤寒，天花、痢疾、疟疾等疫病蔓延，年年发病，交替流行j状如幽灵，至
有闭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

1949年12月16日；青神县获得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青神县卫生院，通过整顿，充

实，提高‘使之成为全县卫生行政和业务的领导机构n956年更名为县人民医院)。1950

年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指录，·j对民间中、，西医生换发了48份临时开业证书，加

强行医卖药管理。向时组织城乡中西医务人员参加搿青神县医药协会秒(1952年改组为卫

生工作者协会)0土改运动中，组织医务人员参加卫生工作组，同时培训大批的接生员，

卫生员，成立了区j乡防疫委员会和接眭站净、。1951年H月成立亨县人民政府卫生科。从

此有了全县的卫生行政领导机构，1952年首先建立了第一、第三区卫生所，逐步社社成

立了医疗'卫_生视构0王953年成立了妇幼保健站’|釜县医疗。翌生防疫，妇幼保健走向正

规化，专业化，’系统化。‘1956年在县卫生院防疫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卫生防疫股，以后

更名为卫生防疫站-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乡(镁?)?联合诊所；统一改为公社卫生院。
1956年县卫生院改为县人民医院。1981年成立县卫生进修学校，1987年2月原城厢镇卫

生院改为县中医院。到1987年，全县医疗卫生单位有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

站，县妇幼保健站，县串医院和__兰镇十四乡卫生院，其它还有驻青三厂卫生所，四O八

职工医院，学校医务室三所，村卫生站96个，全县共有全民集体医务人员660人，其中，
主治(管)医、药、技、护师35人，医，药、技、护、师99人，医、药，技，护士28{

人。病床431张。乡村医生63人，卫生员203人。

六十年代我县基本形成三级(县、乡、村)医疗卫生网，七十年代不断整顿，八十

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医疗卫生事业日新月异，稳固发展。十九万青

{串人民的健康有了保障，人均寿命翻番，与解放前相比刿若天渊。我们深信，随着祖国

的繁荣昌盛，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青神会更加美丽富绕，人民会更加幸福美满。
2



第一章大事记

清·雍正八年(1730)青神与眉山分县，复置医学一员主管卫生行政。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青神瘟疫暴发，首起天花，继则霍乱，全县死亡近万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卫生行政退步为警察部门管理，并由县政府管民致的第

一科兼管。

’清·光绪兰十四年(1908)法国人刘若望(中国名)来青神传教，在南街施由道年

奎林丸收买教徒。
“

。民圈二十一年(1932)霍乱流行，仅县城内死亡达数百人。

民国二十三年(1 g：34)中央国医馆四J11分馆青神支馆及青神医药研究会成立。朱

孟才任馆长。

‘1髓国二十六年(1937)针灸医生陈以忠先生来青神，在小南街外火神唐举办了一期
针灸培训班，历时四月余，招收学员20余人。

民国二十八年(1939)船夫货运往返到成都感染霍乱引起青神暴发流行，死亡日众。

一。祝国=十九年<l§4奶霍乱沿岷江城镇大流行。

民国三十二年(1943)4月15日，青神县卫生院成立，钟靖任院长。 。

≯二礴国兰卡蔓年(19缸：)霍乱大流行。i一⋯：-二，’，。’一’ ：’t

良国三十四年(1945)霍乱大流行≯。渡及整个Jl!}南；延时近半年，经济人口攒失惨重。

患鼠兰十四年．(jl钒蓉》：青神甚申_医师公会成立，杨结翔任主席。
：1

：’

‘”“茛醴羔十五牮(1§46、>暴发特大洪水，继发痢疾流行，病死惨重。

民国三十五年(1946)?月，成立瑞蜂乡卫生分院，派赵运谦任主任，编制四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成立青神县医药同业公会，高鹏云任主席。

1949年12月16日青神县获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青神县卫生院。

1950年5月成立了青神县医药协会，有会员130人，分4个支会，钟靖为主任委员。

1950年3月县卫生院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执行夏秋各季防疫注射和卫生宣教工作。

以后更名为防疫组。

。 美950年，县卫生院开办护理员培训班，学员8人。

5，，1950年lo月，青神县卫生委员会成立，推行卫生运动和卫生宣传工作。

1950年，发动组织医生下乡，组织了巡迥卫生工作组两队，一队回氓江以东各乡，一

队巡遍岷江以西各乡。防病治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卫生知识。

1951年3月，青神县首届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专署卫生科和县委领导同志到会接见

了代表，作了指示；表彰了卫生模范。

1951年5月，改组县、区、乡卫生委员会，由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卫生医事人

员共同组成各级卫生委员会，由各级行政首长任主任委员，推行防疫、保健、卫生宣

教、卫生检查等工作。

l‘951年5‘月，第二区汉阳乡组织开业医生成立卫生站一个，有西医4人，中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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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瑞蜂乡卫生分院1950年撤销后，1951年11月改为瑞峰乡卫生站，有医务人员4人。

1951年，召开县传染病管制会议，决定天花、霍乱，鼠疫、．流脑四种病三小时内电

话上报县卫生院防疫组，其余法定传染病每旬前二日报县卫生院防疫组。

1951年6月、7月、8月每月一期接生员培训班，共训接生员90名，毕业后发给接

生员证书。
。

』。．。

，1951年，建成乡保健站11个，由受训半月，获得结业证的农村妇女担任新法接生工作·

一1951『年11月正式成立青神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当时未任命科长，肖同礼任科员，

在县民政科内办公。 。’一，

1962年，组织各乡卫生工作人员14人，卫生院抽出10人组成土改卫生工作队，深入

乡村参加土地改革和镇反、斗地主活动，宣传卫生知识防病治病。 ⋯⋯。

1952年春，全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成立防疫卫生委员会I下辖四股，’疫情情报

股、卫生宣传骰·检查统计股、防疫股。主任、副主任由县长、公安局长，卫生院长分

担，领导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一。一

1．952年，土改卫生工作队举办初级卫生员培训班受训，202人。为期半月j、结业后担

任村卫生员。 一，

；952年，继建6个乡保健站，达到全县各乡一个保健站。 ．

1952年12月28日，县卫生院院长康明调任第一任卫生科副科长主持全面工作，当时

科员二人。

1952年1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县防疫卫生委员会改建为青神县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制定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工作计划，开展卫生运动。

1952年，建立了第一区卫生所，第三区卫生所和8个乡联合诊所。

19S3年l～10月，黑龙乡疟疾暴发流行，发病人数4900人，，发病率为54．24％，严重

村高达霉O％，、为全省瞻目。省地县抽调39人，组成疟防队组织全面抢治。
l 953每，‘深入开展第三期土改卫生工作，推行爱国卫生运动。

1953年，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预防组，开展巡回医疗工作。 ：?

1953年，建立复兴乡联合诊所。
+，

．

1953年；成立县妇幼保健站，主持全县妇幼卫生工律，机构设在县卫生碗内。

1954年，县政府发动民众13385人，投劳21875个，投资3．37万元，完成土方13025平方

米。使1917年，1947年两次特大洪水后形成的黑龙濠沼泽地改为良田，截住了疟疾病流行。

1954年4月，召开了青神县中医代表会议，传达了四JII省_中医代表会议精神，贯彻

党的中医政策。 -

1955年，根据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的精神，贯彻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挣

的原则，进一步做好医疗预防工作。

1955年7月，召开县“卫协会”第。兰届执行委员会，迸·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总

结半年工作，处理贪污违法事件。

l筇6年，县人民医院办护理员训练班一期，受训5人，毕业后，分到各医疗单位工作．‘

1956年8月中旬，县人民医院高烧往院病人朱春秀自投院内水井而死亡。 一

’．1956年，成立青神县中医研究组，钟靖任组长。召开了3～4次会议，收集推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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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良问有效秘方验方j传授针灸技术。。
’

一．?：’一，．
’

1』9S6年，在原县卫生院防疫组基础上成立青神县卫生防疫股，主持卫生防疫工作，’：。

机构设在县卫生院内。 ，、

’1957年，根据《农业发展纲要》精神，全县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开展灭七害(蚊、

蝇、老鼠、麻雀、蟑螂，臭虫、跳蚤)运动。喷药消灭蚊蝇、跳蚤、臭虫。采取了断

粮、放毒、烟熏、剿家、诱杀、捕打等法灭鼠。灭麻雀采取全面围剿，疲劳轰炸，毒打

结合。．采用了口袋战、阵地战、游击战、夜战搜宿林、强光捕捉、摸窝取蛋。火枪队，

捕雀队搜歼残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战果丰硕，史无前例。

1957年，根据《四川省中医带徒办法》给中、老年中医指派学徒々

1958年，联合诊所改为联合医院，继更各为人民公社医院。

1958年，城厢联合诊所改为城厢中医院。

1958年9月，青神与眉山合县，撤销青神县卫生科，改定为青神区文卫科，管理文

教丑生行政工作。同期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一个班子两个牌子。杨勉任副科长。

1959年13名中医学徒参加眉山县中医培训班学习4月，毕业后分回各医疗单位从事

中医药工作。 。

1959年，继续开展灭七害运动。 。

1959年，全县各地卫生部门深入农村开展妇女病查治，同时进行小儿营养不良症普

查。

．．1960年，大规模开展“三病?(水肿，子宫脱垂、闭经)治疗工作。各乡建立水肿病医院，

住院治疗水肿病13007入。住院治疗闭经病3140入。门诊治疗闭经病4579入。好转率达85；l：、

：_：196_o年，发生3起lo人吃癞蛤蟆中毒，．经抢救脱险。

1960年县医院设立中医科，设中医2人，．中药员1人，带徒2人。

．‘：．1961年，以防治水肿病为中心，结合治疗妇女病。开展大查、大收i大治j大防运动。采

取集中治疗，补充营养，适当休息三结合的办法。大部份的生产大队开设临时病院进行综

合治疗，以中草药合剂“康复丸’’为主，配合西药，土洋结合，疗效较好。2

j．，·．地6|1年6月，对涌入卫生系统的非专业人员47人。除保留5名外，‘全部返回原籍。

1962年3月8日县人民医院成立党支部，康明任支部书记，有党员3人。

1962年儿月，青神恢复县制，卫生科亦相应恢复，眉山县第三人民医院改为青神县

人民医院。 一

1963年3月，改组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庞克歧任组长，康明负责办公室工作，机构

设在入委卫生科。根据1962疟疾流行情况，全县组织557人的抗疟大军，抽调卫生技术

人员122人推行疟疾休止期根治疗法，疟疾发病人数比1962年下降88．8％。

，1963年4月，县人民医院开展第一例中，下腹部手术，由刘永华主刀，钟靖任麻

·辟，为天池乡郑华云做脾破裂切除，痊愈而归。

。鼹p迥娟3年6月恢复青神县爱卫会。县长袁宝善任主任委员，庞克歧任副主任委员，由

人委、县委宣传部、卫生科、县团委、县妇联、公安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

1964年4月成立青神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动员工作。举办图片

爿展览{兰次，观众达4650人次。
’

5



1964年，全国第九次血防工作会议以后，全县先后开展了几次查螺灭螺运动·建立

了雕。鸾出有螺面积581378平方米，分布在18个乡(镇)i92个生产大队，301个生产
队。基本掌握了我县的流行情况。全年共灭螺700475平方米。普查10012人，耕牛2385

头-发现病人l入(外地结婚来的)。

1965年，结扎输卵管18人，结扎输精管g人，人工流产112人。

1965年6月28日，四川省卫生厅、省财政厅、省入事局(65)卫财人联字第llO号通

知；一、男女职工、干部施行绝育手术时均按公假处理，工资照发，并给予一定时河的体

息l二、女职工生孩子所需的医疗、往院等费用，从1965年6月1日起，分别在劳保医

疗、公费医疗经费内报销。

1966年，按防治血吸虫病的六条标准，大力开展灭螺、粪管、水管，，查病治病为中
心的防治工作。

1965年，查清了高台等五个公社的有螺面积约776817m2，组织灭螺329116m。。同

时培训了卫生人员911人，血防员56人。

1966年，疟疾休止期根治，全民服药人数达应服人数的96．3％，疟疾发病率比去年
同期下降43．4％。

1 967年，遵照乐山专员公署《关于开展普种牛痘工作的紧急通知》，我县对三个月

至五十五岁之间的易感人群进行了一次牛痘普种。

1967年，县人民医院新建门诊部一幢。投资28000元，建筑面积644．29平方米。

1968年，县开办半农半医培训班一期收学员50入，中医训练班一期收学员30人。

1968年，县医院新建住院部一幢，为一楼一底，占地面积508．。55平方米。．__建筑面积
886．04平方米。

‘
‘

。

196 9年，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青神

县全民所有制医务人员23人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工作。

lguB9年成立复兴地区医院，县医院调出8入，另抽调行政人员2人，共lo入，到复兴
地区医院工作i

1 970年，大规模培训农村赤脚医生，全年培训300入。
一

。19夏O年普客有螺面积82万平方米，分布18个公社，|．01个大队，420个生产队，全年

动员52000入次进行了四次查螺灭螺群众运动，，采取了土埋、铲、捡、开新沟填旧沟，

火烧等灭螺办法≯基本消灭钉螺63万平方米。
1 972年8月新建县妇幼保健站工作用房和防疫站库房一幢共投资3万元。

1972年8月经上级批准建立青神县文卫局，王荣佑任局长，夏承启任副局长。

l 973年，西龙乡二大队组织干部检查生产时，误服川、草乌药酒f造成一人死亡，

十余人中毒。+，
’

1974年3月9日，．四jjl省四厅局联合通知，实行免费供应避孕药品和避孕工具。

1974年5月至8月县卫生局主办，培训赤脚医生189入。 一。：三一。

1974年6月，四JII医学院戴像民副教授应邀来青神县讲学，辅导“钩端豫旋体一病

的诊治工作。为期两天，参加骄课人数100余人。 。， ．’：：

1925年5月撤销文卫局，成立卫生局。

1975年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吏名为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龚定远任主任，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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