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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1985年10月19日至1987年9月13日)

顾 问颜义泉张其榜杜蘖江风邓尊六 。

主 编吴金章 、

副主编杨朝斌刘福胡烈

常务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王之翰王安之刘福刘敬益吴金章李天杨

朝斌杨楚江单武姚克敏胡烈 陈圣邦陈朝觐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万文鹏王崇基王道马永良 卢升良朱道安芮

德富吴玺何庆彪何诚中 吴兰芬张梅生邹萃萱和春喧陈汝德

陈英杰赵质民秦学昌戚世强蒋式宜蒋荣庆 曾庆亚彭波雷进

‘忠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琨刘国信许子健苏达先张碧华张鸿鸣张

泽仁周庆莱 陈开国 陈世光郑祖}右姚直初席宽唐文钦秦开业

郭其泰郭淑华谢家骏韩进之魏述徵

编委会办公室 ．一

主任胡 烈

副主任秦学昌、王安之、单武、杜逊

秘书刘敬益、戚世强’ ：

打字刘玉兰 tn

第二届

(1987年9月14日至1989年10月5 E1)

主任委员陈若珊 ．

’’

副主任委员杨朝斌刘福于书芬赵儒才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经武忻鼎立、杜果元何盛秋余正龙和春喧

张梅生张天美胡敏荪胡淑芝陈尚初陈圣邦姚克敏蒋式宜蒋



荣庆彭波雷进忠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安之王道李天吴金章单武陈汝德

胡 烈

编委会办公室

。 主任赵儒才 ，．

副主任秦学昌
‘

编辑刘敬益杜逊 ， ，

编辑部(1988年12月1日成立)

主编陈若珊

副主编杨朝斌于书芬 ，，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安之刘敬益张梅生胡烈赵儒才陈家兴

秦学昌

编务、摄影汤庆芬

打字杨卫东

．’ 第三届

t(1989年lo月至1992年2月19日)

主任委员陈若珊

副主任委员于书芬尹日葵 。
’‘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立人马淑珍习家骏刘敬益刘福吴秀云

李天宁余正龙杜果元何盛秋杨彪张天美张梅生胡敏荪陈

尚初姚克敏秦学昌顾刚康同济彭波蒋式宜蒋荣庆雷进

忠赫文彩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安之王道胡烈 陈汝德

编委会办公室
’

j

主任万立人

副主任秦学昌顾刚 ，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刘敬益冯道义李英涛张天美张丙炎张梅生

，， 邹萃萱陈家兴唐琏郭琏彭申7
’

、打字高静



编辑部

主编陈若珊
'

副主编万立入于书芬尹日葵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刘敬益冯道义李英涛张天美

邹萃萱 陈家兴秦学昌 唐琏郭琏顾刚 彭

第四届

(1992年2月20日至1996年8月22日)

张梅生张丙炎

申

主任委员兼主编潘履中 ，．

一

’

副主任委员兼副主编．万立人于书芬尹日葵
’

，’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习家骏刘敬益孙经武许勇刚 李兴李天宁

吴秀云余正龙何盛秋，张天美张宝英张梅生 陈尚初姚克敏秦

学昌高 洪黄培新康同济蒋荣庆韩新民彭波雷永生雷进忠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之王道陈若珊陈汝德 胡烈

编委会办公室
’

主任万立人

副主任秦学昌黄培新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万立人刘敬益冯道义李英涛邹萃萱张天美

张丙炎张梅生 陈家兴秦学昌 唐琏郭琏黄培新彭 申

童怡生 ．；

·‘

编务，打字童怡生。，～ 。：‘，，’
√‘ ‘

第五届：‘

(1996年8月23日至1998年10月19日)

主任委员尹日葵

副主任委员万立人(特聘)陆家龙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光龙王明 田广同’邓长云 肖 蕊李兴

李天宁李新才李英涛吴云辉吴秀云吴荣祖阮妲胡颂云马

丽辉马越明马景孚秦学昌 曹长志康同济许勇刚 张宝英张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生陈圣邦陈尚初黄培新杨爱伦雷开锦 蒋荣庆．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道王之翰 王安之 陈若珊I堕丝堡I胡 烈

姚克敏潘履中

编委会办公室 ’ ，

主任秦学昌

编务、行政童恰生

编辑部

主编万立人 ·

副主编秦学昌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英涛 I刘敬益l唐琏郭 琏陈家兴张丙

炎张天美张梅生彭 申 冯道义 童怡生邹萃萱
一

主要撰稿人

序言。尹日葵万立人

凡例：秦学昌

概述：万立人

大事记：秦学昌

第一篇s机构：l刘敬益l

第二篇：卫生防疫：彭申

第三篇：妇幼保健：邹萃萱

第四篇：中医：陈家兴郭琏

第五篇。 西医；临床医学及医技科系张丙炎 护理郭琏 输血秦学昌

第六篇。 中西医结合：冯道义

第七篇： 医政；l刘敬益I 财务：童怡生

第八篇。药政：唐琏张天美

第九篇； 医学教育：张梅生 健康教育：童怡生

第十篇s 医学科研：张梅生

第十一篇：社团；张梅生

第十二篇。 医疗卫生改革：李英涛 。

人物：万立入

修志始末s 秦学昌

索引；张丙炎



生陈圣邦陈尚初黄培新杨爱伦雷开锦 蒋荣庆．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道王之翰 王安之 陈若珊I堕丝堡I胡 烈

姚克敏潘履中

编委会办公室 ’ ，

主任秦学昌

编务、行政童恰生

编辑部

主编万立人 ·

副主编秦学昌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英涛 I刘敬益l唐琏郭 琏陈家兴张丙

炎张天美张梅生彭 申 冯道义 童怡生邹萃萱
一

主要撰稿人

序言。尹日葵万立人

凡例：秦学昌

概述：万立人

大事记：秦学昌

第一篇s机构：l刘敬益l

第二篇：卫生防疫：彭申

第三篇：妇幼保健：邹萃萱

第四篇：中医：陈家兴郭琏

第五篇。 西医；临床医学及医技科系张丙炎 护理郭琏 输血秦学昌

第六篇。 中西医结合：冯道义

第七篇： 医政；l刘敬益I 财务：童怡生

第八篇。药政：唐琏张天美

第九篇； 医学教育：张梅生 健康教育：童怡生

第十篇s 医学科研：张梅生

第十一篇：社团；张梅生

第十二篇。 医疗卫生改革：李英涛 。

人物：万立入

修志始末s 秦学昌

索引；张丙炎



李学忠

李景煜

田文桢

温益群

田敬国

常 鹏

尹 铭

马颖生

王道

曾秋月

程迢

尹日葵

马景孚

曹长志

许勇刚

解家鸿

马丽辉

吴秀云

吴学姜

李兴

李英涛

肖 蕊

张宝英

胡颂云

康同济

雷开锦

蒋荣庆

阮姬

郑风霞

潘履中

陈尚初

《昆明卫生志》志稿评审会议
评审人员名录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总纂、副研究员。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总编室主任、副编审。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总编室副主任、副编审．

云南省卫生志办公室副主任、总纂、主任医师．

云南省卫生志办公室常务副总纂、高级讲师。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昆明卫生志特邀编委．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总编室副主任．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志文化口对口编辑．

昆明市卫生局局长、局党委书记，昆明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员)

主任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主任医师、昆明卫生志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局党委副书记、昆明卫生志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主治医师．

昆明市卫生局药政处副处长、编委委员．
’

昆明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

昆明市卫生局公费医疗办公室。

昆明市卫生局防疫处处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局党委宣传部部长、编委委员、编辑．

昆明市卫生局人事处处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计财处处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社会医疗处处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编委委员。

昆明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

昆明市卫生局调研员、特邀编委。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编委委员。



陆家龙

陈圣邦

万立人

李天宁

郝文彩

李华生

吴荣祖

蒋素华

杨爱伦

讯广瓿

王 明

田广同

周蜀明

马越明

王中平

彭明华

胡 烈

陈若珊

秦学昌

张梅生

张丙炎

陈家兴

张天美

邹萃萱

唐琏

彭 申

冯道义

郭琏

童怡生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昆明市延安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编委委员．。、

昆明市延安医院副院长、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编辑都主编．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编委委员。副主任医师．

电子计算机医用研究所所长。主治医师。

昆明市皮肤病防治院院长。主治医师．’

昆明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编委委员j主任医师。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编委委员。副主任医师．

昆明市药检所所长．副主任药师。

云南省精神病院院长，编委委员．副主任医师。

云南省精神病院书记、编委委员。副主任医师。

昆I!；j市中心血站办公室主任．

昆明市儿童医院院长、编委委员．副主任医师。

昆明市结核病防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昆明市卫生学校校长、高级讲师．

特邀编委、主任医师。

特邀编委、主任医师。

编委委员、副主编。

编委委员、编辑。

编辑、高级讲师。 ．

编辑、高级讲师．

编辑、副主任药师。

编辑、副主任医师。

编辑、副主任药师． ++。
’·

编辑、副主任医师．

编辑、副主任医师．

编辑、主治医师。‘

编辑、编务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至1990年12月31日．

三、本志由述、记、志、传、录五种主要体裁构成。全志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志

为纬，以附录为补充，图表随文插入．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篇、章、节为类目，目为撰写实体．以类系事，事以类

从，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述而不议。

五、本志按事业、事物的性质归类，记述昆明地区的卫生事业，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市属单位详述，其他单位略述。

六、本志从实际出发，有的篇章下设简述．
。

七、为遵守保密规定和注意社会效果，有的内容只略记或不记。

八、人物志分为传、表、录三个层次．立传只限于已故人物，按出生年时间先后排列。分

为中医、西医两个部分。历代著名中西医及有贡献的医药卫生人物和省以上国家机关授予

劳模称号者入表．1990年以前获得副高以上职称者入名录。

九、本志按详近略远原贝Ⅱ，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鉴于本志为昆明第

一部卫生志．所以民国时期资料尽量保存

十、民国及以前朝代年号，加括弧注明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写公历纪

年。

十一、本志记述的20"--90年代，均为20世纪．

十二、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文献及采访当事人，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中共昆明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局长 尹日葵

昆明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昆明卫生志》经过十三年的艰苦编纂，终于面世了．作为第一部记

述昆明卫生事业发展的专业志书，全书涉及昆明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防疫，妇幼保

健，中西医医疗、护理，医政管理，药政管理，医学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改革，人物等内容．

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始终本着政治观点正确、史实真实可靠、符合志书体例的原则，力求做

到内容详实，脉络清晰，可读性强；努力修成一都精志、良志，以达到志书资治、教化、存史

的目的．

盛世修志，《昆明卫生志》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来昆明

市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反映了昆明地区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昆明卫生事业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昆明

卫生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1950"--1990年各项卫生事业的发展．

修志是一件艰苦、漫长的工作，《昆明卫生志》几经起伏、周折，终于成书，可喜可贺。这

是多年来昆明卫生系统在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历经四任卫生局领导、五任编委会

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历届编辑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认真编修的结果．他们从零开

始，从头学起，边学边写，反复修改．整部志书凝聚着他们多年的辛劳和汗水．值此，我谨代

表昆明市卫生局党委、昆明市卫生局和市卫生系统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和诚挚的感谢l同时，向为志书提供资料的昆明地区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市)、区卫生行政

部门，社会知情人士表示衷心感谢I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始终得到了省、市志办、省卫生志

办领导和专家的关心和悉心指导，志书的完成，离不开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

致谢。 ，

由于修志的专业性很强，志书的要求很高，而历任编委和编辑都缺乏经验，又受到部

分资料缺乏的限制，尽管已做出了最大努力，志书中难免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敬请有关

专家和读者指正．

1998年8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二

昆明卫生志主编 万立人·

1989年10月，怀着一腔工作热忱，欣然受命担任《昆明卫生志》总纂及办公室主任。

其实，在这之前，本人不仅没有修志知识，而且不曾读过任何志书。也许正是凭着这种不知

深浅的热情，与十三位编辑共同投入到了反复试写，反复修改的漫长过程。然而，修志毕竟

是一件科学、严谨、细致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草率．在不断试写、修改的过程中，也不

断地读一些修志的专业书籍，运用初学的一些修志知识，与编辑们一道多次对篇目设置、

全书的构架进行调整；反复核实资料，反复推敲章、节、目的领属内容及事物的排列与写作

顺序，又不断收集补充资料，直至1996年底总纂稿全部完成时，仍感到不满意。编辑们又

经过半年的修改，终于在1997年6月12日完成了送审稿。在经过省、市修志部门领导、专

家及全体编委们的认真评审后，又按照评审意见修改，最后定稿成了今天与大家见面的志

书。

整部志书的编修过程，也是全体编辑学习和认识昆明卫生事业起始、发展的过程，能

够作为一名这一历史的编纂者，我们感到光荣。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昆明卫生事业的兴衰起伏过程，着重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昆明地

区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希望这部志书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可靠、具有权威性

的完整史实，也为当代认识昆明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探索卫生改革的新路子，制定卫生

事业发展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修志的艰辛，也许只有亲自从事修志的人能够真正体会。但志书的完成，首先离不开

历届卫生局党委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和领导，离不开全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的支持和关心，

也离不开省、市志办，省卫生志办的领导和专家们的帮助和指导。作为编修人员，由于缺乏

经验，苦苦磨砺了十多年，但只要不辜负各级领导和全系统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重托，使本

志能够达到观点正确，史料真实，体例完善．文风端正的志书要求，也就感到十分欣慰。

《昆明卫生志》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但作为本书主编，心情总有些忐忑

不安，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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