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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医药卫生是随人类生产、生活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对人类

的繁衍昌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巴东地区属比较贫困的山区，在

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内，经济，文化生活相对落后·本地有文字

记载的医事活动，最早散见于明朝典籍。清末以前人们的防病治病

全赖中草医药，且无国家集体医疗机构，私人药铺多集中在城镇和

交通要道，’普通百姓难以享受。

晚清，随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谓西医西药也随之传入本

地。科学的预防接种(如接种牛痘等)始自民国时期，当时不仅品

类少，免疫覆盖面也低，传染病肆虐乡里，人民生命仍无保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兴旺发展，

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也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传统的中医中药不仅

数量上有极大的发展，医药人员素质也普遍提高。现代医药(即西

医西药)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八十年代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

水平，国家集体卫生机构成为卫生事业的主体，县、乡、村三级卫

生网基本形成。计划免疫的扩大施行，许多严重威胁人群生命的传

染病被消灭，基本消灭或大幅度下降．我县人民健尿水平普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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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平均寿命大大提高．

盛世修志， 为我民族优良传统，但为医药卫生修专志，尚属

首创。在县人民政府倡导之下，县卫生局成立卫生志编纂领导小 、

组，组织编写专班。自1 985年春开始酝酿筹备，编者们查阅历史资

料，调查走访史实，编撰和审修，历时五载，业已成书。

?由于历史上医事活动的局限和缺乏记载，编者们对清末以前医

事仅略加记叙，主要篇幅记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四十年我县卫生

工作的实践。，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一代医药卫生工作者配合全县各

项建设事业，历尽艰辛，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可以预见，随着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县医疗卫生事业将向更高的境界发展。我．

们现在的工作将成为历史，这本卫生志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我们希望这本卫生志在启迪唇人，激发来者，供历史借鉴方面发挥
＼

‰

出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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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直书史实的原则，力求思
，

‘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二、志书以横排类目，纵写史实，按条目用语体文记叙，附以

图表、照片。

三、全书按晚清、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7八个专题

(建国后)记述巴东卫生，共1 5．5万字．
‘

四、断限：上限同治丙寅年一(1866)，下限．1 985年，大事记延

至1989年。
，

●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用国号，幅帝号，括号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元纪年．志中的建国前

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l 949年lo月1日为界。

六、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必要时用可信的口碑资料．

数据以法定报表为准。具体业务数据选自有关单位的总结和报表．

七、医苑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名医、先进工作者

等，分别以表录之，也有以事系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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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巴东县位于鄂西山区，长江巫峡与西陵峡之间。跨东径“o。04，

至1 1 0。32，，北纬30。1 3，至3 l。28，。县域南北长13 7公里， 东

西宽lo一43．54里，总面积3，364平方公里。境内地势起伏，西高

东低，溪河纵横，森林茂密，雨量充沛，气候温差大，土质肥沃。

农作物以玉米、薯类为主，水稻、小麦次之，中草药资源丰富。县

辖8个区， 1个镇，129个乡，493个村， 1 985年总人口为46．3 l万

人．县治信陵镇。
’

中医药在我县源远流长，早在明朝嘉庆年间，县府医官即系中

医供职，民间中医蒙生更为久远。长期以来，赖中医为人们防治疾

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代中医，立论授徒，世代相传，名医倍

出。清末、民国时期，罗溪坝的叶绍松、西壤坡的向化远，医术高
／

超，行医远至四川、宜昌，享有盛名。清朝同治丙寅年，县志载药

材84种。是时，私人药铺，城乡皆有，拣药配方，遵古炮制。

光绪5年(1879)，比利时人入境设天主教堂，始传入少量西

医西药。 民国27年，湖北省立医院在巴东设分院，后改为巴东县卫

生院，但技术人员少，设备简陋，业务范围小。

民国时期，牛痘苗，霍乱、伤寒菌苗开始应用，城镇环境卫生

有所开展。但是，经济文化落后，战乱频繁，缺医少药，神汉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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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疫病猖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健康，，认真贯

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

I． 结合一的方针，使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

， ·康。

至l 985年，设有县级医疗卫生机构8个，区卫生院7所，乡镇

卫生所1 33个，厂矿学校保健室1 2个，有病床451张，职工l，1 38人，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1 6人，每千人口有2．1 9『人。此外，还有村卫生

、 室404个，乡村医生等不脱产卫生人员1，335人，一个健全的医疗卫

生网络已经形成。

坚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

卫生、劳动卫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城乡卫生面貌显著改善。

生物制品接种以及其它防治疾病的措施普遍推行，天花、霍

乱，回归热已被消灭；小儿麻痹症、血丝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

头癣、显症梅毒已达到基本控制的标准；麻疹、白喉、百日咳、疟

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等多种疾病已被控制流行或得到有效防

0厶
√口·

‘

i 妇幼卫生深入开展，新法接生率达到了94％。婴幼儿，妇女保

· 健及其疾病防治、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和优生遗传咨询工作都取得

了较好成效。

医疗设备逐步完善，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从建国初的简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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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发展到能开展骨、泌尿、肝胆、甲状腺手术，胰腺癌、食道癌

根治，t开颅探查及异物取出，五官、妇科较复杂的手术以及内儿科

疑难重症的诊治，医疗质量显著提高。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中医政

策，健全、改革卫生管理制度，实行多种形式办医，调动了广大卫

生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疾病防治成果累累，医疗业务不断扩大，卫

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建国36年来，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不足，农村基

层卫生事业出现反复；医疗收费不合理，卫生经费紧缺；一度对知

识分子、中医药重视不够，使卫生事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这些问。

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已经或将逐步解决．

抚今追昔，变化万千。展望未来，卫生事业必将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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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记

： 。¨‘．；j

同治丙寅年(1 866) ’． 。-

县府绘制《县治图》，一内设有医学(今信陵镇凉水寺)．

民国2 1年(1 932) ，，

．

．．9月1 9日，巴东县政府委令胡华堂为第一届医师考试委员会

委员。

2 7年(1938)

湖北省立医院巴东分院成立，院长赵俊，院址设巴东汽车站

附近。 ．

．2 8年(1 939)

8月，县境黄土坡，罗溪乡，长峰乡，平阳乡，楠木园等地霍

乱、痢疾、疟疾流行，仅知霍乱死亡40余入．

2 9年(1 940)一．

8月，县境西壤乡痢疾流行，居民80％卧病不起。同时，火

峰、蔡家山、马寨(今罗溪乡境内)、边连坪等地瘟疫流行。染者

甚众，以户数记，十居六七；以家人计，十占八九。死亡者多．

3 0年(1 941) ，

3月1日，县政府训令， 由县防疫委员会会商中国红十锑
2 12医务队等卫生单位， 免费给城区机关团体员丁及幼儿施种牛

痘。次年，在清坪乡、县城等地施种。

4月，县境野三关一带天花流行．5月，县长出巡各区，所到

之处，皆见疫病流行．

1



6月8日，巴东县医师公会成立，余杰臣任理事长，会址设信

陵镇第二保。

3 1年(1 942)
’

4月，按《县各级组织纲要》，关于县设卫生院之规定，易湖

北省第六战区卫生院为巴东县卫生院。

8月22日，湖北省政府邮寄巴东霍乱、 伤寒菌苗9，360公撮，

县政府饬令卫生院普遍注射，以资预防．

3 3年(1 944)

县境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猖獗流行，从2月始，各地相继发生，

5月上旬达高峰，月底方告平息．

3 4年(1 945)

7月下旬，信陵镇发生霍乱28人，死亡21人，治愈7人．

3 5年(1946)

5月，县政府对城区不同行业之卫生，行文作T 8条规定，令警

察局、卫生院共同办理。

3 6年(1947) ’

4月30日，县卫生院在石灰窑西侧(今信陵镇葵花街大转拐

处)新建院舍落成，同时迁入开业．

3 8年(1 949)

9月，县卫生院奉令关闭院舍，人员离散：院内所有物品被散

兵洗劫一空。

1 9 5 0年

6月1日，巴东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成立，院址设原县卫生院所

在地，嘀克俊为负责人。

7月，建立巴东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王伯仁为主任委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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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为巴东县卫生工作者协会． ，

l 9 5 1年
。

湖北省卫生处拔给我县卫生事业补助费10，440元，县人民政府

拨发大米2．5万公斤，用于县卫生院建设。

成立巴东县防疫委员会，县长魏一忠任主任委员。以后改称巴

东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 9 5 2年

6月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会议，调整充实县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成员，号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开展以灭蚊子、苍

蝇，虱子、跳蚤、老鼠为主要内容的清洁卫生突击月活动，改善了

城乡卫生面貌。 ．．

4

7月8日，巴东县第1个中医联合诊所——清太坪中医联合诊

所建立，王斯忠任所长。
’

10月，巴东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钱济生任副科长，科址设

县卫生院． ．

12月14日，从县卫生院抽调7名卫生技术人员，分别在沿渡

． 河、茶店子、野三关建立了第1批区卫生所。

在前几年接种牛痘的基础上，这年全县免费普种牛痘25万多

人，占总人口的95％。此后，县境天花绝迹。

．1 9 5 4年 ．

3月26—30日，在城关召开全县首次中医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39人，学>--j过渡时期总路线，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贯彻党对中

医工作的政策。

县卫生院成功地做了第l例剖腹产手术．

1 9 5 6年

3



2月，在城关镇中医联合诊所的基础上，成立巴东县中医联合

医院。接着各区中医诊所均改称中医联合医院。 ．

这年，建立乡级诊所1 1 1个，加上前几年区中医联合诊所(医

院)在乡村建立的分所(院)、门诊部55个，全县3级(县、区、

乡)医疗卫生网已初步形成。

1 9 5 7年

县中医联合医院出席湖北省防治疾病先代会，被评为一等先进

单位，受到省人民政府的奖励。

12月上句，专署卫生局率恩施地区中医代表团60人，莅临我县，

参观了县中医联合医院和沿渡河、平阳坝区中医联合医院。

1 9 5 8年

3月始，县境流行性感冒流行，全年发病14，933人，发病率高

达4，681／lo万，死亡74人．

5月，中医张鹤洲、黄文福当选为巴东县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

员．

7月，草药医田恒华在当地领导干部支持下，在野三关公社玉

米塘管理区(今野三关区玉米塘乡)办起了合作医疗，为县境首

创．

1 1月1日，巴东县康乐村(麻风病院)办事处成立，村址设清

太坪区白沙乡石门口．

12月，县境8个区中医联合医院与区卫生所合并，组成8个人

民公社卫生院。

这年，县卫生院开展截肢、肠切除吻合，脾切除、子宫次全切

除等手术，均获成功．

金县开展了大规模的疾病普查普治工作，其中粪检钩、蛔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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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万多人，．查出显症梅毒1，822人，治疗钩虫、梅毒病例4万多

人．

’1 9 5 9年

县境大旱， “四病一(浮肿，干瘦，闭经，子宫脱垂)丛生．

仅营养性浮肿9，21 9人。国家拨专款、药品和营养物资，卫生部门抽

调大批医务人员赴灾区救治。

县铜矿厂工人陈太西，火药烧伤体表面积达85．4％。县卫生院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获得满意效果。

1 9 6 0年

4月，全县1 33个管理区的28万人参加了合作医疗。

‘8月23日，将县卫生院改为巴东县人民医院。同时建立巴东县

卫生防疫站和巴东县妇幼保健所。站、所址均设县人民医院。

9月，巴东县卫生学校成立，校址设县治东南侧无源洞石桥

头．

1 2月，撤销巴东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巴东县’医药卫生学

会。

全县麻风病普查结束，共调查27万多人，确诊麻风病41人．

1 9 6 1年
’

7月，改卫生科为巴东县卫生局。

9月7日，在野三关区卫生所的基础上，成立巴东县人民医院

野三关分院，为县治南4个区的医疗中心。

lo月，全县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整顿结束，区卫生所与区中医联

合医院分设，集体医疗机构实行搿三权”下放， 搿四大自由一．

1 9 6 2年 ～

3月9日，恢复巴东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会址设县中医联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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