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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中国共产党郫县卫生局总支委员会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六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历

时一年，完成了《郫县卫生志》的编写工作。

县《卫生志》记载了我县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八一年间医药卫生状况，给了解研究郫县医

药卫生历史和积累卫生史料提供了重要依据。它扼要地总结了郫县半个世纪以来的医药卫生

变化情况，为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以期起到“以古为镜”的作用。

全县医药卫生事业，在旧县志中未予列上目录，更无独立的篇章，仅在其“民政”栏下

记载寥寥数言，足见当时卫生事业之地位。

建国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历三十二年之努力，卫生事业在“四大方针”指引下，不断

得到发展。全县三级医疗卫生预防网点，业以形成，县、区、社、镇卫生院在人员、设备及

技术水平等方面，逐步提高，日臻完善。

县《卫生志》的编写，给新县志提供了我县半个世纪以来的医药卫生历史资料，以“扬

长避短”而利今后我县卫生事业建设的发展。《卫生志》的编写，蒙全县各级医药卫生人

员积极赞助，以及散居省、内外的各界人士的支持鼓励，得以顺利完成，谨致以热情的谢

意。

·2·

《郫县卫生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



龙． 例

一、本志编写，收集了解放前后约七十年的医药卫生资料。 “以古为镜”给今后的医药

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二、本志编写的资料来源：

1．来自全县二十六个县、区、社、镇卫生院，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县卫生防疫站、县

妇幼卫生保健站、县卫生进修学校、县中医药研究所、以及省、地、县属单位在我县境内的

医药卫生机构和各级医务室等单位小志及文字材料摘录；

2．采访有关人员口碑材料；

3．翻阅摘抄解放前后的档案资料；

4．特约，特邀撰稿。

三、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分段分章印发给上述提供史料单位，通过座谈，予以订正、

增删、修补、使之充实完善，符合史实。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力求简明扼要，尽量引用历史文字记载。

五、本志分解放前后两篇。解放前部份上限时间超越了规定的一九一一年。解放后部份

编写有纵(按历史年限顺序及各个历史时期卫生工作开展情况)，横(按专业系统各别的历

史)两个方面。

六．本志按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要求，似显繁冗。为了认真总结历史，尽可能保证

史料完整，编纂时仍力求全面真实。

七、因限予编辑水平，遗漏、谬误之处，再所难免，望参阅者不吝指正。

·3·



概 况

郫县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东邻成都、新繁(现并入新都县)，南距温江三十华里，西

距灌县七十华里，北距原崇宁县三十五华里，全县约273．34平方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崇宁县的部份乡并入郫县，成都县之安靖乡、仁义乡并入郫县。主产水稻、小麦、菸、

麻、油菜子。广大民众因受旧政权之几重压迫，文化低落，终年辛苦不得温饱，有病亦只有

求神拜佛，寄于命运。 ，．

郫县一九三九年以前，无一公立卫生机构，私人开业者亦为数不多，占全县百分之八十

五以上民众，迫于生计，文化知识贫乏，医药卫生则更不敢奢求。一九三九年始有一所公立

之县卫生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郫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卫生工作循着“面向工农

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蓬勃发展。全县建立

了二十二个集体医疗卫生单位，发展壮大了县人民医院，先后建立了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县

卫生防疫站、县妇幼卫生保健站、县卫生进修学校。县中医药研究所，县中医院和三所地区

卫生院。还建立了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县环境卫生保护办公室等机构。卫生局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下属

六个党支部，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委员会，以及工会、妇女联合会代表小组、民兵等组

织。

一九八一年底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62个，病床904张，职：[1282人，其中：卫生技术

人员1050人。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一十年阆国家无偿装备我县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医疗器械898

余件(台、套)，折合人民币207093元。一九八一年底全县各类卫生技术人员通过考核，初

级晋升为中级技术人员的l 35人，中级晋升为高级技术人员116人，高级晋升为主治医师的33人

(其中县属单位l 5人，省属单位18A．)。全县现有农村大队合作医疗站231个，占大队总数

的89．53％，赤脚医生525人。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4．49‰，死亡率为6．4‰。计划生育率为

96．5％，消灭了天花、霍乱等甲类传染病，疟疾、钩虫病、钩端螺旋体病、骨髓灰白质炎、

白喉等发病率均下降到国家颁布标准以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经省检查验收已达到中央要

求基本消灭；全县0至七岁儿童均建立了计划免疫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

展，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设备、技术力量等各方面将会日趋完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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