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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盛世，修志风行。《淳安县卫生志》随盛世修成与众见面，这是我县卫生

界的一件欣事，值得庆贺!

《淳安县卫生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求实存真，略

古详今的原则，客观地记载本县卫生事业之渊源和近80年来医药卫生事业的发

展概貌；着重记载建国后45年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广大卫生工作者

遵循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地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艰苦奋斗，辛勤耕耘的汗水谱写淳安卫生事业新篇章的

历史；尤其翔实记录近15年来，在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各级政府增加对

卫生的投入，广大卫生工作者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以垂鉴资治，仰慰先人，遗惠后世，可谓我们这一代人尽了一份历史责任。

《淳安县卫生志》在编纂过程中，欣得县志办的指导和卫生界同仁及各有关部

门的支持，编辑人员不辞劳苦，深入群众，广征博采，鉴别引证，一丝不苟，精

心编纂成这本专业志书，为我县卫生史上之首例。她将对今后探讨卫生事业发展

之策和续修此行业志书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借此机会，谨向参加、帮

助和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感谢!值此志成之日，欣喜之

余，受书端末，聊以补篇，是以为序。

洪仁祥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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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纲目以章、节、目三个层次排列，分12章59节。

二、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记、传并用，图表穿插其中。

三、本志时限：上限以事实的发端或可查之最早史料为据；下限1995年底。

文中所述的“现在”、“现有"、“目前”，皆指1995年。

四、本志所述的“解放前、后"是指1949年5月，淳、遂两县解放为界。

“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五、本志数字及公元纪年，一般用阿拉伯字；历史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

加注公元纪年。

六、本志以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以来的史实。

七、本志出现的机构、职务、区划及地名，概按当时的称谓。1983年以后出

现的“威坪镇”、“茶园镇”之地名，是异地同名。

八、本志《医林从物》章中之“历代医家"一节，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

仅简介已故者。

九、本志涉及之货币名称：民国年间，未注明的均系法币(亦称国币)。1949

年5月至1955年3月1日，系旧人民币，之后为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比值为

1；10000。

十、本志遵循“医药同源”的原则，记录《药品》一章，力求完整。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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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淳安位于浙江省西陲，由原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建置。

远古两县均为山越之地。春秋战国先后属吴、越、楚。秦汉为歙县一部分。汉

建安十三年(288)，东吴孙权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击山越，平黟歙，分歙东之叶乡

建始新县；分歙南武强乡置新定县。西晋太康元年(280)改新定县为遂安县。始

新县七易其名，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定名淳安县。1958年，淳、遂两县合并

为淳安县。

全县境内总面积为4427平方公里。东西长96．8公里，南北宽94．4公里。境

内千岛湖水域横贯东西，是本省现今地域最大的县。

淳安(含遂安)民间医药历史悠久，名医辈出。据载，明清两代就有名医高

手n名。如明代有“精研医道，医术高明，全活人甚众"的周望；清代有“妙解

经脉，病必理其本"，并著《医通》40卷的沈国柱等。中药也早有盛名，宋代就有

以“中药材为贡品”之记载。长期以来，民间主要靠中医中药防治疾病。

民国纪年，淳安始有西洋医学传入，县衙始置卫生设施，于警察局内设卫生

委员会，雇清道夫若干人打扫县城街道。民国十二年，遂安县开设首家西医诊所

——同爱医院。民国十七年，淳、遂两县奉命开办戒毒(烟)医院。二十年，淳

安县创办“公立医院"。二十四年，普及民众种牛痘，以每年3至5月为种牛痘

“时节"。二十九年，淳遂两县奉命各开办县卫生院。嗣后，淳安在港口、威坪、茶

园三个镇开设卫生所。这“二院三所"便是两县当年公办的全部卫生设施，共有

卫技人员26名，病床12张。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县仅存两所卫生院，

有卫技人员lo名。时年，中医仍为民间防治疾病的主要力量，两县计有私人开业

中医250余人，国药店(铺)63爿，西药店6家。城乡人民“缺医少药乏防”，可

谓卫生事业的基本概貌。天花、麻疹、霍乱、伤寒、白喉、疟疾、菌痢、“流脑”

等20多种传染病肆疟横行，染病致死者颇不乏人。如民国33年5月，淳安县桥

西镇镇长潘念祖向县报告称：“吾镇左口、凤翔地方‘时疫’流行，十人九病，死

亡之数达六十余人之多。已掩埋无佚，调治无人⋯⋯”。丝虫病、血吸虫病、甲状

腺肿大等地方病，无法顾及。

1949年5月2日、4日．淳、遂两县相继解放。6月，两县人民政府接管卫生

院，改组为人民政府卫生院。从此，卫生系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面向工农，预



2

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建立各区卫生所、妇幼保健站，动员社会开业医生组织联合诊所；大

力培训农村接生员、保健员，推广新法接生，办村卫生室，发展合作医疗；对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卫生事

业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多，改善了卫生设施，壮大了卫技队伍。到1957年，两县共

有全民、集体医疗卫生机构47所，卫技人员335名。

1958年，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形成，全县573平方公里的地域沦为水域，移

民29万多人。随之带来218名卫技人员随家人迁往境外，13个乡镇联合诊所消

失，34个医疗卫生机构约25000m2的房屋及其他固定卫生设施拆毁，另迁新址。

随后5年多的拆迁安置、重新布局卫生网点等，一度制约了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

“文革”期间，尤其是前期，卫生行政机构瘫痪，医疗防疫机构几经撤并，医

学科学遭批判，严重挫伤卫技人员的积极性，造成医疗卫生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加强和改善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批懂业务、善管理

的专业人员走上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岗位，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以

责、权、利相结合的岗位技术经济责任制，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和

多渠道措筹资金，改善卫生设施等，调动了广大卫技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医疗卫

生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卫生事业呈现蓬勃生机。

预防保健工作从群众性突击，转向专业化、网络化、规范化、法制化运作，并

取得显著成效。全县已有75名防疫专业人员，形成县区乡三级防疫网络，实施以

“二法三条例”(《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尘肺防治条例》、《学校卫生

工作条例》、《公共卫生管理条例》)为重点的卫生防疫。使全县传染病发病率从70

年代的4246．80／10万，降到90年代(1990--1995)的289．65／10万。长期流行

于本县的20多种传染病，有天花、伤寒、麻疹、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炭疽、

黑热病、疟疾、“菌痢”、麻风、“流脑"、“脊灰"13种，已经被消灭或基本控制。

历来无法顾及的血吸虫病、丝虫病、甲状腺肿大等地方病，也于八十年代，先后

被消灭或基本控制，使人民最后告别“大肚子"、“大脚风"、“大脖子”病。妇幼

保健已形成有700多名农村接生员和124名专业人员的妇幼保健队伍，开展“四

苗六病”保偿和母婴保偿，实行儿童计划免疫和孕产妇、婴幼儿系统管理。自1980

年至1995年的15年间，新法接生率年平均达99％以上，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

1994年降至2．08／万，1995年降至零。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城乡环境

卫生和饮用水条件显著改善，全县有37万多人口饮用自来水和井水。

医疗机构更加健全，医疗技术提高，服务功能扩大。在办好二所县级综合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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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同时，建立县中医院。使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三方面协调发展。中心卫

生院和乡镇卫生院迅速壮大，村卫生组织大部分得到巩固。全县已形成有84所专

业医疗机构，588个村卫生室的县乡村三级卫生网。医疗技术开始向高、精、尖迈

进。西医已能诊治脑血管意外、血液病、心肺肾功能衰竭危重病症，能施行断指

再植、颅脑、胸腔、肿瘤切除等高难度手术。中医在脉管炎、糖尿病、肝炎、骨

髓炎、截瘫等病症的辨证施治方面取得初步成效，针灸、推拿等传统医术得到继

承和发展。中西医结合技术在临床上得以广泛运用，一些学术成果得到社会公认。

广大卫技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发表医药学术论文著述370余

篇。

医疗设备大大改善。县级医院从50年代60年代的“老三件”(听诊器、体温

表、血压计)，70年代的低倍显微镜、小功率X线机发展到现在的B超、胃镜、显

微外科装置、大功率(500mA以上)X线机、医疗用X线电视装置，电脑血气酸

碱分析仪，心脑急救监护仪等大、中型医疗设备。64所农村医疗机构(中心、乡

镇卫生院、分院)有48所有化验设备，35所装备X线机。医疗和职工生活用房，

自1980年以来15年间，建筑面积达60914m2，为1980年之前的30年建房总和

的1．48倍。

卫技队伍空前壮大。解放初期，两县公、私医疗机构的卫技人员(大多数为

中医)255人，1 956年以后主要依靠院校分配，辅之招收社会医生和“知青”，人

员虽有增加。但业务素质参差悬殊。1980年以来创办县卫生进修学校，组织在职

人员进行函授、刊授、自学考试等以多种形式进行培训，拓宽人才来源，卫技队

伍迅速壮大，业务素质普遍提高。到1995年全县全民、集体医疗机构在职卫技人

员1118人。为解放初的4．38倍。其中副主任医师14人，主治(主管)级医护人

员192人，师级人员440人，士、员级472人。

精神文明建设始结硕果。自1986年以来的10年间，卫生系统已创建省级文

明医院(卫生院)8家，省级单项先进单位6个，荣获全国个人先进工作者称号4

人，省级先进工作者17人。

现在，全县已形成医疗、防疫、保健机构健全，布局合理，设备较完善，技

术力量雄厚，服务功能齐全的医疗卫生网络。较之解放前“缺医少药乏防"的面

貌已有根本改变。

回顾历史，卫生事业在近40多年来迅速发展，全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

战略目标，淳安的卫生事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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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

洪武十七年(1384)

淳安始设医学训科(管理地方医药事业之机构)，有署无禄。

崇祯+三年(1640)

遂安孟夏，霪雨弥月，夏大疫。

崇祯十五年(1642)

遂安大疫，僵尸塞路。

清

顺治四年(1647)

遂安夏麦无收，秋米斗五钱。是年大疫。

康熙十四年(1675)

遂安大疫延绵三载。

乾隆五年(1740)

淳安牛大疫，屡死于溪中，人无敢饮溪水，鱼鳗皆不可食。

道光五年(1825)

遂安狮城首设王寿世国药店。

是年，淳安救济院设施药会。

元年(1912年)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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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遂两县公署开展查禁烟毒。淳安县铲拔罂粟苗1960亩，遂安县铲拔650
．．：L．

田。

△是年，淳安始有卫生设施，于县警察局内设置卫生委员会，雇用清道夫若

干人清扫县城街道。

七年(1918)

9月，淳安商界筹款建立同济育婴堂。使这所前清创办至同治年间停办的育婴

堂得以复建。

+二年(1923)

遂安县城(狮山镇)南街开设首家西医诊疗机构——同爱医院。开诊至十四

年停办。

十三年(1924)

遂安县首家西药店五洲药房开张营业。至二十五年停办。

+七年(1928)

2月，淳遂两县设立禁毒(烟)处，以县长为主任，警察所长为副主任，省禁

毒(烟)局派1名委员组成j同月22日开始办理禁毒事务，至8月奉令撤销。

4月，淳安组织禁毒(烟)委员会，同时建立禁毒(烟)医院，郭子展任院长，

12月26日开始施戒。

9月1日，遂安县成立戒毒(烟)医院，29名吸毒者住院施戒。

+八年(1929)

淳安县救济院在贺城崇圣祠开设施医所，聘2名医生为民治病。该所施医至

三十二年并入中医诊疗所。

4月22日，遂安县成立卫生委员会，以谋地方卫生事业之发展，及卫生行政

实施之方便为宗旨。

6月10日，淳安北部乡镇各界联合拒毒运动会成立，以组织民众开展拒烟毒

活动。

9月，淳安仁寿(港口)区清泰联合村上汪一带(今已成水域)，霍乱流行，病

死28人。是月，凤山(今叶家)、唐村霍乱、疟疾、瘟病流行，染病迅猛，死者

甚众。塔坞村民十有八人染病，病者十有一人死亡。是年农历lo月，仍见诸人虚

浮鼓胀，糜烂牙龈走马牙疳致死。

lo月，淳遂两县开展宣传中央卫生署颁布的卫生法规，张贴布告宣传防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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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组织民众打扫卫生。以唤起民众对传染病知所警惕，知所预防。

11月，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废除旧(中)医"的提案，激起全国中

医界的义愤，纷纷提出抗议。遂安中医师胡勇泉联络同仁联名上书请愿。两年后

(民国二十年五月)，淳安中医王休人发起组织县国医公会，力图振兴中医事业。因

政局动荡，经济拮据，不到两年，便难以为继。

△是年底，淳安于上年4月组织的禁烟(毒)委员会改组成卫生委员会。由

县长、警察局长、淳城里长、县党部、县商会、县农会代表和5名任职委员共11

人组成。原设于警察局内的卫生委员会始告合并。同年，遂安县成立卫生委员会，

以管理禁毒和卫生防疫事宜。

二+年(1931)

4月1日，淳安县开始筹办公立医院，筹备经费3000元，聘医师、护士、药

剂师各1名，于25日开诊。5月1日举行公立医院成立大会，由县长丁琮兼任院

长，邑人方心斋为副院长。

△是年7月1日，淳安县公立医院附设戒烟(毒)所。置所长、副所长、事

务员各1名。施戒技术事宜由医院医生兼顾。

；十一年(1932)

8月，淳安县公立医院在威坪镇设分诊所。翌年10月裁撤。

△是年夏季，淳遂两县部分地区痢疾流行，患者达6921人，病死529人。

△是年，淳安县重建禁烟(毒)委员会，以协助禁烟(毒)机构设计监察及

宣传等事宜。

二十三年(1934)

7月，淳安桥西乡山峡、杨岸两村“时疫”发生，3天病死6人。乡长率警察

上门令死者家属焚埋遗物。

△是年底，淳安县公立医院停办。其药品器械于翌年2月16日移交戒烟

(毒)所使用。

二十四年(1935)

2月27日。淳安县政府训令：依照种牛痘条例，全县民众普遍种牛痘，每年

3月1日至5月31日为春季种牛痘时节。

△是年，遂安县城首家牙科诊所——盛氏诊所开业，并兼营部分西药。

二十六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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