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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编史修志精是我县_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从清同治八年至今，武 ，

昌县志已断修百余年。。在这百余年中，我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_，
‘

’

为了继承遗产，教育后代，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

好地为膏四化一服务，·编纂县志和各专业志，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 这项工作当前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一- 、“r!。!‘、1·、“ ·

医疗卫生工作，．是一个严格地运用科技原理和方法造福于人民’‘， ，’

服务于人民的社会事业．但在旧社会巫医当道，．每以迷信邪水蛊惑他
人，而当政者则听之任之，从不过问。 ．．～ ．．

建国35年来，我县医药卫生各项事业，迅速发畏、普及、提高·

金县消灭和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人民身体

一’健康受到保护，死亡率显著降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确实
‘

呈现出人寿年丰的升平景象。．，：、．-，t·’?，～---．． 一．．． 。
．

我县卫生部门乘-盛世修志一之时机一创修《武昌县卫生志》．
’． 我虽以政务倥偬，无暇兼顾，然在披读后，深感欣慰。通过这一志书的。

．
记载，足以起到存史、资治、借鉴、教育等作用。《卫生志》亦足为

我县医药卫生事业发襞长途中的里程碑之一：。’l√i’
一 ⋯J‘’’

：

· 故欣然命笔以为序． ．．t：。『．．-‘．-j一 。，

?

●

●

’

．．、¨ ，‘：·t．·． 曾桂生于武昌县长办公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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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掰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 。卫生志一是记载医
。

疗卫生事业规模，设备、制度、医疗水平，医家事迹以及疫病流行、 ◆

演变及医疗科技的发畏等真实撰述。

县《卫生志》，在靠地近易核，时近迹真一和 一详今略古一，

膏详近略远"以及坚持“四项原则”等精神指导下，忠实地记录自清同

治八年(186：9)至一九八二年来113年我县卫生史上变化和发畏，这
‘

L

在我县尚属创举。

-：在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1982年4月至1984年6月，集中力量，

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完成这一修志的历史任务。 ．‘

‘

本志内容广泛，包括卫生系统历史和基本情况，重点在于反映建
’

●
●I

国后33年来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为我县今后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前
’

、

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可靠依据． 一

在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将来，

必然更加发扬光大．

2

我县新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畏前途，

'

， -

卫生局长张良清

1984年6月



凡 例
j

。

·’

·、县《卫生志》记述我县医药卫生、防病治病、妇幼保健．o医
·‘

j¨， ：，．

7学教育、人事、机构、设备等卫生部门大事及发畏史。．
?

二、金志分l 7章4 O节，约2 O余万字。
．

’{。
“

三、上限自清同治八年，下限一般至l’9 8 2年，个别中医药业
!

据实上溯．?
、

四、根据搿生不立传”原则，对生者-律不入传。但个别已离休
，

． ‘：、

名老中医和领导人物，确实对医药业发畏起推动作用者，经慎重考虑写
，

j r’

、

、：

入人物章内。
：． ，．

．

五、资料来源系查抄档案，报纸、旧县志、座淡走访、口碑、．书
’ 、

信，专题调查、摘抄下属院、站，所资料，经核实、编写、 修改而成

初稿，送请省，市《卫生志》办公室审查，提供宝贵意见后，再度修
．

t， - j 7 ．÷：
．

改，送请县志办审核、定稿。 ，． ，

’六、一律用普通口语和浅近文言叙述，辅以图表、照片、以达到
·

r ●

．
，

’图文并茂。
， I。

、。

‘

· 七、定稿后，经局党委和编志领导小组组织专班审查，送请《武

昌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商得同意后刊印。
一

，

●●

。7 j
． ●

’

． 8● V

●



概，述

解放前，从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

’

解放前夕，整整八十年同，我县人民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

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贫困，民不聊生，战乱频繁， 疫疠丛

发．加之帝国主义鸦片毒害，人民体质赢弱。四乡血吸虫病、 丝虫

病、疟疾等猖獗流行。天花、麻疹，流脑、乙脑、白喉、伤寒、痢

疾、小儿麻痹症、头癣等病蔓延。人民处于贫困、愚昧、落后、水深

火热之中．全县医药业、仅少数私人药店、诊所。解放前夕，中西医
’

、

务人员仅2 3 9人，国家办卫生院一所，．病床l O张，设备简陋、技
·

·

‘，．． j

术力量不足。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封建迷信，笼罩整个社会，人民生
’．’；i r产、

命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丝毫保障。
．

t

●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县卫生工作i取得巨大
· ·

．●

成就。’3 3年来(1 9 4 9一l 9 8 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

’
+●●

城镇到农村，从防到治，从普及到提高，使人民尽量受到医药卫生方
一’ _

面照顾，地方财政每年为卫生事业支出大量资金。省、市卫生领导机
·

关为我县配备急需医疗器械设备，从五十年代后期陆续分配大，中专

毕业生参加我县卫生工作，为贯彻搿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精神，

调拨大量生物制品，发动医务人员，普种牛痘和各种预防注射，‘服药

等，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
’4



●
． ●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卫生事业更加蓬勃发畏，欣欣向

荣，医疗卫生质量不断提高，．许多传染病基本上得到消灭和控制，乡
‘

。

(镇)卫生院都能处理危重病人．进行下腹部或上腹部手术，县人民
●

医院能进行胸、泌尿，骨、肝胆等外科手术， 各科抢救不少危急病
。

人．历年来科研成果累累，中西医药人员在实践工作中，。积累了宝贵 ．

’

●

蚋 防治经验，撰著文献资料l 6 0余篇，达4 O余万字。有的文献资料参
’

●

、

‘

加全国全省学术交流：受到高度评价．．。 。 一 ?

’．．，+

’

、

’

．截至一九八二年止，’全县卫生系统(不包括当地驻军，乡间医生 ．

和个体开业医生)，机构7 0个，病床9 9 6张，人员l 5 4 8名，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l 3 4 O人，‘高级卫生技术人员2 O 0人。
，．

’

。 我县历史悠久，为九省通衢一一武汉市南大门。1 9 6 0年县治
。

●

设今纸坊，此地距离唐代建坊有l 3 7 O年历史．全县历代名医，人

才辈出。代不乏人∥西医传入和发畏也较早，对我县医药业影响很
●

，

大．回溯历史，观今鉴古，察往知来，‘使医药卫生随着时代历史的进

’畏，’日益发扬光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留下了我们一代艰辛的脚

印，使后来者能更好地取长补短，发挥其聪明睿智，继续我县日新月
～

．

异的医药事业，此则修志者乏所厚望。‘ ：．···’t·’ h一
‘

?

p ’

编者水平所限，误漏难免，恳请阅者谅宥。‘并予指正。、I
．

．：r ·

’： ’，：- ．。 ：： -7一 -．．

· ’． 。¨
’．

．j
’一I ‘◆ ．·‘： 武昌县《卫生志》编辑组 ‘一

?
、

：'．一 ：．一， 1 ．二九八四年六月厂．
-．．．

： ·。： ’· 。i’． ．’：

．．

．‘ 廖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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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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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崩a矿

一科崩～

事
飞崩d矿

清同治八年，甚治设《医学詈》，由胡

瑞唧、蔡勤闹仃珲串。

一九一一年纸坊陈恒Ih设(《寿丰药局势。，

当时铁路仅作军运，对民运不开放，《寿

丰》资金充裕，武汉药材经武泰闸船运纸

坊。店内名药+一会“成精膏、丹、丸、散制

剂，山坡、马鞍lJJ、五里界荨地药材，由此运

销，业务兴隆。

一九一九年廖镜⋯在金口镇设((同济诊

所》，此为我县第一家西医诊所。

一九三二年六月， 《武昌县围医分会》

成立。

、 一九三五年建成金水闸，使数万亩芦滩

水位得到控制，大面积钉螺自然消灭。 ：。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成立((武昌县卫．

生院努。 i -’一·。。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成立《武昌县中

医师公会》，．选举肖连城为理事长．- j．‘：

同年十月十日，武昌市政府成立，将武

昌县的城厢四个区划归市辖。武昌县治曾一

度迁纸坊，次年，又返回武昌，卫生院设胡

林弊路i
。

’

’
。

·一九四七年因内战关系县卫生院由甲类

下降为丙类卫生院。
’

一九四八年元月县卫生院，由武昌迁金

口淮山。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全县解放，旧有

卫生院人员离散，药品器材丝毫无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县人民政府建立县卫j

生所。

一九五。年九月改称县卫生院。
·

一九五一年三月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

一九五二年县卫生科和卫生院迁武昌首

义路。全县先后成立一个区卫生分院(金

口)九个区卫生所。

6． 、

一d4～

2记2
，、崩a∥

三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县爱国卫_七运动

委员会’’，县长陈清廉任主任委员。
‘； 县卫生院设化验室， 首任化验员林云

丰。 -

一九五三年国家对全县联合诊所和中医

执行。扶植免税政策黟。 ．

一九五四年大水，县委成立《防疫卫

生委员会，组织全县医务人员防汛、抢险、．

救灾、为灾民防病治病。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召开中医代表会，中

医师胡精武、吴竹青、邓玉轩、西医李筱安

当选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

一九五五年县卫生院学习苏联经验，推

广。封闭疗法”：‘、}“睡眠疗法办、．嘲织疗
法"。

．，、’三月召开全县第-届巾越衣表会议，贯 。

彻党的中医政策。

二月流芳区、青山区划属武汶市管辖。‘：

一九五六年县卫生院设防疫股，妇幼保

健股。． ·

‘

中医田慕如当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全县以区为单位，组织社会医务人员大

联合，区称。_中心保健所"，，乡设鼻保健分
“

所"。
一

一九五七年省卫生防疫站、县防疫股联合

组织茹血丝虫病调查组"，在土地堂和平二 、

社、三好一社进行血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时间一年，总结防治工作经验。 ·

九月十一日首次在斧头湖亚汉港，发现

活体钉螺。

中医师孙海云，张汉武、田慕如j助产

士朱美玉、金口保健所所长吴茂清等出席省

防病治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一九五八年五月县卫生科，院迁纸坊。 ，

人民公社化后，区卫生院与区中心保健



所合．并。
“

‘

。一 ‘。 t‘

二中医高在田当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山坡直生院副院长鲁联群、豹解 卫生科改称卫生局。

卫生院院长聂幼吾、金水院副院长王龙文等 ‘、。“二九六四年体制改革后，．贯彻党的鼻按

出席省劳模大会，集体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劳付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各地保健所，

五月在山湖乡小海村首次查出l 4 3例 业务收入增加，服务态度改善，药品器材种

血吸虫阳性病人，用锑剂治疗。
。

、 类增多，房屋得到增加修缮，基层医务人员 ．’

整风运动中j揪出。反、坏、、右’’份子。 生活水平提高。 ，

2‘’2名：一_：
’

一九六五年公社保健所改称卫生所，碜

·’一一九五九年大旱。县卫生院发展成_县人 销奖金制度。．， 、

民医院一。
。 。⋯。县卫生局主办中医药人员考试， 颁发

_四病驴j(浮肿、干瘦，子宫脱垂、闭 《出师证书》+．．中医出师1 6人，中药出师

经j：发生。山坡：湖泗尤重，死亡众。省， I 2人，西医出师4人。‘

地，县拨款和营养物资救济。 ‘： 。文化大革命"(1966-一19 7 6年)

。：。厶九六。年大旱， ·四病修丛生，死亡 一九六六年流脑暴发流行。 ．

倍增。i省．’。市拨专款救渍，‘但灾情普遍严 一九六七年游脑持续暴发流行。

重：：【·’I E⋯ ’

‘’ _

‘一九六九年民政，卫生两局合并重设

四月武昌j嘉鱼台县，。。马永生，张文汉 -民，卫小组弦
’

任卫生科科长。 ． 一，l七。年改称。民政卫生局，，。

一九六一年大孕，．_四病打以管理区为， 一九七一年五户建立。麻风医院"。

单位，办简易疗养院治疗，国家对病人每月 ．． 一．九七二年建。裂卫生学校弦。
补粮3 0斤，自静警、5扁j增加营养与药物．j．工—九七三年改设_卫生科"。 、

治疗，病情发展缓解，死亡率下降。 一九七四年大咀白喉暴发流行．

成立；_县卫生防疫站扩。’‘
“’ ‘，’’ 一九七五年仍改称。卫生局’’。元月成

十月召开中医代表会议。， ：j!’一、 立_县妇幼保健所挣。流芳副院长陈绪俊援

体制改韩．国家租集体医疗机构分家，o：外：；：赴埃塞俄比亚工作四年。叶‘一月湖泗
执行。三权下放2．，；：·四大自由"、工资加Vt，划属喊宁，‘舒安划属鄂城，范湖划属嘉鱼。

奖金制度i’发挥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搞活+·、 ；。九七六年六月湖泅、．‘舒安i范湖又划

经济。
‘

‘：“
! i i’’回县管辖。。。l’勾7’l√l 9 7 6年出血热发

十一月武R、‘嘉鱼两县仍分治。√j- 病逐年上升，狂犬伤入，全县蔓延，疟疾超过

一九六王华丰收。县人民医院首次发现‘ 解放前水平，小儿麻痹症、乙脑发病达高峰。 ，

七例。出血热"病人，第一例患者公安局民 ·．7。‘{二九七七年县卫生局任命县人民医院各 ，

警徐长发。：’J’一’-’···‘ ·-- ! ；’科科主任、副主任。

春召开中医代表会议，．酱定1961年体制 ，- 县人民医院新门诊火楼建成， 开始应

改革后收获。 诊。外科进行二例老年性前列腺肥大手术成

流芳区由武汉市仍划归县管辖。， 功。内科医师张治重援外，赴阿尔及利亚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第四届中医 作二年。

代表会议，对l 9 5 8年以来，由于政治原 全县麻疹控制在较低发病水平，芒喉已

因处理不当的中医人员，进行甄别，恢复名 基本消灭，A,,JL麻痹症大幅度下降，乙脑显

誉。
’

着减少·， ．

，

．
7



一九t八年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食品卫

生领导小组"。

对全县人群普查酱治头癣，治疗4 9 23

人，治愈4 7 l 8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县卫生局诖I政府大院迁

入新址。(照片1)

县人民医院内、儿科大楼建成。外科抢

救三例颅脑I级外伤合并小脑幕切迹疝手术

成功。

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昭

雪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

一九八。年县。医学会"正式成立，理

事长胡新亚。

县人民医院药刹科人楼建成。

头癣经复查复治，全县基奉达到消灭。

中央卫生部丝虫病考核调查组，对我县

丝虫病验收结论· 。武昌县由高度流行区进

8

入丝虫病接近消灭的县。竹

五月建立_县药晶检验所"。八月成立

。县血吸虫病防治站一。
’

湖泗卫生院内科医师雷传润援外，赴中

非扎依尔工作二年。

市卫生局组织考核，我县晋升各级医，’

药，护，技师、士共l l 0人。

一九八一年市卫生局组织多年II缶床经验 ．

箧，’药师考核，我县晋升主治(管)医，药

师2 5名。

一九八二年建立。县巾医院一． ◆

赤脚医生经市卫生局组织考陵，我县晋

升。乡村医生一3 4 3名。

县人民医院全年『j诊l 9 5．8 8 2人

次，入院患者7 4 9 1人． 全县2 1个乡

(镇)卫生院，全年门诊共计8 4 1，5 9 4

人次，入院患者2 0，0 0 4人．

明代江夏名医录

罗炼明代名医·原是一个读书人，精通医理。能确诊脉息，判断
人生的死，从来有诊必验。有一个姓李御史(监察官)吐黑痰，诊视后他

说。你的意念中一定郁结着不遂的心愿。李甚为惊奇。起身下拜说。我

在幼年时因家境很穷，有一家姑娘和我订了婚，但她的父母嫌弃我。我

离开她后，这位姑娘竞为我而死，我不忍心再娶。先生今天看出了我的心

病．真叫人佩服。后来李御史吃了罗炼的药，病就好了。

楚藩王一个姓周韵妃子，有点小病，他去诊视后说-恐怕她今天中午

十一时至一时要得急症。当时这个妃子能吃能喝，谈笑风生，楚王不信。

到了他所说的那个时间，果然中风死去。象这类事迹还很多。 他著有医

书，传授给的他的儿子。有一天，他的儿子喝醉了酒给人看病，罗炼很生

气地说，你怎么能拿人命当儿戏l于是把他自著的医书鄙烧了， 因而没有

流传下来。

、一一裴天锡((武昌府志》
^Ⅳ，m，^，，，，，，Ⅲ●。r⋯，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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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卫生行政机构建制沿革．．： l
，，

：第一节‘ 清 朝
、

同治八年，县治属设阴阳、僧会、医学、

道会．知事王庭桢任内，胡瑞卿、蔡勤圃任

医事，，一医学署在武昌府城隍庙右，巳废。

(今武昌区首义路附近)
。?

’第二节 中华民国’

1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县卫生院，

省定为甲类卫生院，院址设武昌汉阳门，。

首任院长李忠铭

P九四七年县』J生院由甲类下降为丙类

卫生院，院址设今武昌胡林翼路。院长刘古

云。?，· 一 ·

五月在金口镇、青山镇，山坡(民事乡)纸

坊等处设卫生所，各所仅少数人巡迥流动，

无固定房屋所址，器械配备简单，几不为群

众所知，扣

々九四八年元月县卫生院迁金口淮山。

七月武汉救济分署配发病床l 0张。院长谢

杰，天门人，解放前自动离职。，．
●_

。』

第三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一．· ．

7九四'九年十一月县人民政府建立第一
座卫生所，拨五万斤粮食为开办基金，所址设

武昌大东门长春观外侧。 ．

．一九五。年九月卫生所改称卫生院。

_九五一年三月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

首任科长李鸿宾。

：：●九五二年卫生科和县卫生院迁武昌首

义路，卫生科长李锋兼卫生院长。

同年六月金口]=l生分院建成，卫生科副

科长关汉清兼分院院长。 ·

同时先后在全县各地建立卫生所·

法泗卫生所 所长程启江

． 山坡卫生所 所长李鸿宾

湖泗卫生所 所长王景山’．．

豹懈卫生所 所长赵柏龄
‘

流芳卫生所 所长何钺

． 青山卫生所” ：所长吴寿余
“

土地堂卫生所，一 所长张裕民 ”．‘ 2

a．’安山卫生所 所长黄静修。

■ 金水闸卫生所 所长汪炳坤’ ．

纸坊卫生所
‘

所长张玉震’?：，．·

．． 五里界卫生所’‘所长胡继宾 ．．

一九五六年卫生科长葛世珍兼卫生院院

长。．全县直辖两个卫生分院，七个卫生所·

金口卫生分院．院长杨考成
． 湖泗卫生分院一院长政其昌

纸坊卫生所‘ 所长张玉震

法泗卫生所 所长李先华

安山卫生所 所长汪炳坤
、

土地堂卫生所， 所长唐德甫 ．， ．

山坡卫生所 ， 所长何克昌

五里界卫生所 所长胡继宾

豹懈卫生所 所长聂幼吾．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全县l 0个国

家办卫生院i所与8个区中心保健所合并，

组成人民公社卫生院‘：。下设2 6个分院，

4 6个大队卫生所。。』。：‘’t
'●

山坡公社卫生院 负责人

_I
’

安山卫生院 。。‘‘负责人

湖泗公社卫生院

豹解公社卫生院

院长一一政其昌

副院长一一熊信诚

石明启

·负责人一一龚复明

_ ．+： 袁鸿钧

纸坊公社卫生院萄院羹二晏萎笺，张玉震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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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堂卫生院

金水公社卫生院

金水闸卫生院

法泗卫生院

五里界公社卫生院

(同纸坊)

书记一吴茂清
院长一杨考成

(同上)

院长一刘敦慧
副院长一王龙文

院长一张峰汀
副院长一陈任夫

一九五八年五月县卫生科、县卫生院迁

纸坊熊公词(熊廷弼祠和坟地处。>

一九六。年四月武昌、嘉鱼合县，卫生

科长马水生(负责嘉鱼方面工作)f，张文汉

(负责武码，力．面工作)。

一九六一年存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力针尚导下，进行体制改革，经过调

整，恢复㈤家区～!!生院6个、卫生所8个。

豹懈区卫生院 院长一叶年旺

五里界区卫生院院长一张蜂江

金水区卫生院盏院翼二蒜囊婆田q口b【K一1，J’m^=

湖沛t阿-rT斗睦院长一政其昌
湖泗区卫生院蓄院襄二箬磊震田qt7L p‘一刖}门，口

环城区卫生院副院长一黄道佩、黄继之

山坡区卫生院翥院曩二謇毳霹、如敦慧
安山卫生所 所长一王汉云

金水闸卫生所负责人一王世德

法泗卫生所 所长一骆述仁

土地堂卫在所所长一王季星’
’

龙泉卫生所所长一胡精武

，‘ 郑店卫生所’ 所长一徐传霖

山河卫生所
。‘

乌龙泉卫生所所长一沈运炎

一九六三年县卫生科改称卫生局，局长

葛世珍，副局长刘敬岩。

一九六六年副局长杨定祠l主持工作，全

县下设7个区卫生院，3 7个公社级卫生

所。

纸坊区卫生院蛋院篓二霎薹苎、亲玉震
杨桐公社卫生所 所长一彭杏祥

lO

鸟龙良公社一p．生所

纸坊公社卫生所

灵港公社卫生所

大桥公社．卫生所

山湖公社卫生所

青莲公社卫生所

士地堂公社卫生所

山坡区卫生院

新窑公社卫生所

新建公社卫生所

黄塔公辛I：卫生所

安山公字t-．iiJ．生所

保福公}上卫生所

贺站公社卫生所

大咀公社卫生所

金口区卫生院

金口镇卫生所

’金水闸卫生所

海口公社卫生所

新屋公社卫生所

贺岭公社卫生所

-大成公社卫生所

范湖公社卫生所

法泗公社卫生所

湖泗区卫生院

祝祠公社卫生所

张桥公社卫生所

分水公社卫生所

舒安公社卫生所

徐河公社卫生所

五里界区卫生院

凤凰公社卫生所

大屋陈公社卫生所

四甲夏公社卫生所

童周岭公社卫生所

所长一沈运炎

所长一任瑞良

所长一王先铭

所长一李德明

所长一胡展雄

所长一胡象才

所长一张智楷

书记一方明智
副院长一石明启

’

·■联群

所长一孙结荣
·

所长一王馥馀

所长一刘晶山

所长一王汉云

所长一喻女汉

所长一徐家声 ·

所长一孙宽和

书记一吴茂清

所长一余光化

所长一朱炎增

所长一李先华

所长一刘梦歧

所长一壬家煜
7

所长一洪文慧

所长一胡国旺

所长一郑忠山 ．

院长一攻其昌

所长一许大钦

所长一艾选英

所长一方先炎

所长一王开兴 l

所长一鲁昌晚

院长一于毅 -

副院长一陈任夫

张来胜

所长一魏国武



， 流芳区卫生院 窿曩二器晏篡 大桥乡卫生院 院长一黄连发

、

湖口公社卫生所 ，

t’
郑店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器霍霎’，

一 茅店公社卫生所 p· ‘⋯‘⋯一 ’‘～⋯’■’⋯^一一～。7。
，土地堂乡卫生院 ．， 院长一饶穑然

：豹解区卫生院 彗院羹二萎嚣霭 ．

，金水乡卫生院j
。

一

院长j奂茂清

清潭公社卫生所所长一马定珍 ．，一
：

．．．．

．， 副院长_胡家毅
．

·．联罗公社卫生所所长一叶先德 ．7．．¨l ·。．t ，：．1
刘继松

．龙泉公社卫生所所长一叶德胜、．。范湖乡卫生院． i 卜．譬长一王龙文．
．一九六九年元月卫生局与民政局合并， 法泗乡卫生院

：：j
副院长一王作和 ’

成立一民卫小组一。
．_～安Iu乡卫生院：

‘

参院羹二蚕崇蓄
·一九七。年改称-民政卫生局’’。

河瑙乡卫生院 ，．， 副院长一喻安汉

公社三奎囊_篆棠罢耋釜垒嘉票蓑寞支募善．· ‘山坡乡卫生院院长一篡露恶副院长一李自东公社卫生院，原小公社卫生所下放大队办合． LIJ碳，卫生阢肌K一蒋序忠酗u阢氏一彳目水

作医疗。 保福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胡品柏

一l一九七四年全县发展2 1个公社(镇) 湖泗乡卫生院．、 ． 副院长一吴昌玉
、卫生院。’

‘

舒安乡卫生院：
‘’’

副院长一王开甫

一九七五年九月又正式改称。卫生局一。 · 大屋陈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田文波

一九七九年九月卫生局，迁入新址。 五里界多卫生院 。院长一黄道佩

-九八二年恢复乡建制，卫生局长杨定’“’
’

副院长一陈国清

和。公社卫生院改称乡(镇)卫生院。全县’ 流芳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壬先才、胡焕质

三个县辖镇，十七个乡，2 2所卫生院。 豹懈乡卫生院院长陈国臻：副院长一刘德英

纸坊镇卫生院 院长一王世德 ·!p龙泉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查凡生

金口镇卫生院院长杨金安副院长吴祥友 ：宁港乡卫生院’‘ 副院长一曾长生、汪道文

鸟龙泉镇卫生院 副院长一王汉云 贺站乡卫生院· ‘： 副院长一张团亮

． 清 代江夏 名 医 录
’盼。

： 。

· ：，‘’·

’·熊廷燕字翼堂，·清代江夏名医，少年读经书，屡考不中，于是行j1。’‘。
‘医。给人看病．不辞劳苦，不受馈赠，家乡人送他一个匾额，上书。桑梓长

‘

春”．他著有《全生篇》，<<韵语正蒙》传世。
’

杨 泳字水言，江夏人；清代名医，著有《痘科协巾>)二卷。
’

徐之荣清江夏名医。著有《眼科大成》。 。

’

李兰生清未江夏名医，著有<<温病粹言》⋯ 【乾隆Ⅸ江夏县志劢⋯一
、，⋯⋯～，，j，⋯～。、，，，，．，，。，⋯⋯．、．，。，，。，，⋯。，，，，．．，，。．．，，，jj。．．，¨j-，，，，。。。。、，。。。。、、、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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