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解放前，今县域属合浦县辖，没有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社会上仅有为数很少的零散中医人

员和中药店铺，广大城乡严重缺医少药，人民贫病交迫，深受疾苦，健康水平低下。

解放后，1952年开始建县，1958年回并合浦，到1965年再从合浦分出复置浦北县至今。几

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自强不息，艰苦

创业，团结奋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不知多少年代以来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预防保健工作不

断加强，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消灭、基本消灭或有效控制，医疗

技术不断进步，人民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全县人口平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46岁，提高到目前的

71．53岁。

《浦北县卫生志：}记述了浦北县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解放后几十年卫生工

作的主要成绩和经验，对于帮助人们了解浦北县卫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继往开来，开拓进取，

不断谱写新的卫生历史篇章，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使用，尤其年轻一代应当值得一读。志中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不应求全责备，过于强求。

《浦北县卫生志>的付梓问世，是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和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可

喜可贺!在此，谨向编纂该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表示敬意。同时，借此机会向发展浦北

县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广大卫生工作者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并殷切期望全县广大卫

生工作人员在新的历史征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新时期的卫生工

作方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全面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并向更高的标准迈

进，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浦北县县长韦强明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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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以及有关人员的热情帮助和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滤北县卫生志》前后经过将近两年半时间的艰辛耕耘，两易其稿，反复修改，终于在2l世纪将

临之际出笼了，这是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和全县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浦北县的卫生事业。是解放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起来的。解放前，广大城乡普

遍缺医少药，多种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传染病流行猖獗，人民的医疗和预防保健得

不到基本的保障。“轻病抗，大病捱，重病等着扛去埋”。便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全县已建立起县、乡

(镇)、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服务体系，为全县人民防病治病保护健康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人民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46岁，提高到71．53岁，呈现出人寿年丰

的景象。

<浦北县卫生志》比较全而真实地记述了浦北县解放前后，主要是解放后卫生事业发展的

历程和现状，以及广大卫生工作者和全县人民发展卫生事业的光辉足迹。毋须讳言，由于编志

水平非常有限，其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不失为一份内容比较丰富、资料比较翔实，具

有一定“存史、资政、教化”作用的历史资料，应当值得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特别是各级干部以

及各界仁人志士一读，并有一定收藏价值。

当前，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在邓小平伟大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正在全面贯彻党

的十五大精神，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的

有关决定，坚持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同心同德，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不断谱写新

的卫生历史篇章。我们深信浦北县今后的卫生事业一定能够更加健康快速发展，更加兴旺发

达，“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全面如期实现，并在原有的基础上

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为全县人民的犍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值此，谨向关心支持编纂本志的各位领导、各有关部门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浦北县卫生局局长 韦家新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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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浦北县卫生志》属首次编纂，上限尽力上溯，下限至1997年12月，个别地方延至搁

笔。

二、主要记述1952年浦北县建县后至1958年浦北县并入合浦县时和1965年恢复浦北县

建制后至1997年这两个时期的情况。

三、纪年法，解放前纪朝代中历年，并在括号内加纪公元年，如清光绪5年(1879)、民国32

年(1943)，解放后统一纪公元年。

四、数学文字，除特定者外，一律用阿拉伯字。汉字一律用国家规范的简体字。

五、度衡量单位，解放前沿用的旧制或市制，按原文不变。解放后曾沿用的旧制或市制，一

律以国际通用标准进行换算。如旧制一钱，换算为3．125克；一市斤换算为500克或O．5公斤。

六、资料来源主要是县档案、卫生、统计、计划、计生、医药等有关部门以及各基层医疗卫生

单位所提供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人员的口碑材料，经反复鉴别，去粗取精，力求翔实。为删繁就

简，资料出处从省。

七、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并设《大事记》连同《概述》冠于志首，以收开

卷了然之效。下分章、节、目进行记述，全书约20万字。

八、地名使用古今沿用名称，“文化大革命”中改称的地名在正文中一律不用，为尊重历史，

则连同行政区域名称更迭情况列表播于志末。至于单位及人员职务名称，则按当时的称谓。

九、为普及卫生知识，特设《农村卫生科普常识》一章，供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和读者参考。

同时，收载了一些颇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卫生艺文以及传奇色彩的故事载于《杂记》一

章，以飨读者。

十、本志编纂工作从1989年夏开始，至1991年初已形成(征求意见稿)，但由于告一段落

后，一方面大部分编纂人员已回原单位，别方面忙于完成向《浦北县志》及《浦北县年鉴1991一

1995》提供资料的任务，本志的编纂工作一度停顿下来。至1997年底才继续进行，并将原(征

求意见稿)的下限，从1988年延至丑997年12月，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最后形成(评审稿)，组

织评审，经编纂领导小组审定，作内部资料刊印。

十一、由于缺乏经验和水平所限，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非

正常秩序，档案资料散失不全等原因，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鉴谅，并提出批评指

正。

十二、在编纂本志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以及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大力支

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浦北县卫生志》编委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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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放前至解放后的1951年，今浦北县属合浦县的一部分，1950年以前隶属广东省，1951年

划归广西，1952年成立浦北县，同属广西省管，1955年划为广东省，1958年浦北县并入合浦县，

仍属广东省辖。1965年恢复浦北县建制，同时又划为广西至今。(1958年12月12日以前广西

称为省，之后称广西壮族自治区)。

浦北县位于广西南部，地处东经lO鲻l’，北纬2lj2，至2烈l，o东与博白县接壤，南以南流江

为界与合浦隔江相望，西沿武利江与灵山县交错相接，北临横州市、贵港市，东北以六万山脉为

界与玉林市毗邻。县址小江镇，距沿海开放城市北海市123公里，距黎湛铁路石南站80公里，

离自治区首府南宁市247公里，离钦州市府175公里。县境东西最大横距45．8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88。4公里。全县总面积2517．474平方公里，占广西面积的1．06％强。

浦北县现有17个镇1个乡，261个行政村民委员会，12个圩镇居民委员会。1997年末。全

县14．37万户、总人口731352人，其中农业人口672383人．非农业人口58969人。

解放前至1951年，今县境内没有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社会上仅有一些私营中药店铺和很

少的零散中医人员。民国初期，18个圩镇只有私营中药店铺100余家，农村60余家。抗日时

期，江苏人士冷一鹏逃难到张黄落户，开设“冷一鹏诊所”，为今县境内最早出现的个体西医诊

所。民国32年(1943)6月，合铺卫生院曾在第四区(张黄吴家祠)临时设立过卫生分院。民国

34年(1945)，合浦医院曾临时迁移到今县境内的小江镇沙场坡(后移小江正成中学)，抗日胜利

后，即迁返合浦。那时，广大城乡普遍缺医少药，人民生活贫困，大多数人生了病，没钱请医买

药，常用民间传统草药、刮痧、艾灸、拔火罐等土方±法治病，处于“轻病抗，大病捱，重病等着扛

去埋”的境况。‘由于医疗条件甚差，环境卫生非常落后，鼠疫(俗称人头瘟)、天花、恶性痢疾等

多种急烈性传染病流行猖獗；疟疾、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破伤风、白喉、百日咳、麻疹等病

发生频繁；肺结核(俗称内伤、肺痨)、麻风病被视为不治之症长期蔓延；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也得

不到基本的防治。清光绪15年(1898)至民国时期，今县境内白石水、官洞、小江、六银、龙门、

张黄、北通、寨圩等地均发生或多次发生过鼠疫。民国初年小江镇鼠疫流行，未及一个月，死

200余人。民国30年(194I)，小江六桥一带恶性赤痢流行，两周内死亡60余人，有梁姓一家8

口，死亡7人。民国33年(1944)，张黄、小江、三合、古立等乡镇天花流行，蔓延各地，死者30余

人，小孩居多，五十老翁亦有。广大农村妇女产小孩，普遍是旧法接生，死于产期的妇女和破伤

风的婴儿甚多，人民健康水平甚低。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卫生事业，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健康。开始建县以来，

特别是恢复建县后改革开放以来，浦北县的卫生事业发展很快。1952年建县，当年5月，县成

立第一所全民所有制卫生院(今县人民医院)，同年年底，成立张黄、寨圩卫生所，各区、乡普遍

成立由社会卫生人员集体组织起来的联合诊所和卫生站。由政府动员和组织广大卫生人员配

合土改、复查等中心工作深入农村，送医送药上门，免费为群众普种牛痘，防治当时流行严重的

疟疾、天花等疾病，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卫生知识，开辟卫生工作新纪元，使

许多农民第一次昕到了“卫生”这个名词而感到新奇。至1958年，全县11个区，除小江区所在

地有县人民医院和安石区建有麻风防治站暂不设卫生院外，其余9个区均建立起卫生院(所)。

至此，全县有县医院l所35人，县防疫站、保健站、麻风防治站各1个，共16入，卫生院、所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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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53人，共有国家卫生人员104人。此外，有集体联合诊所9家，卫生所68家，共有卫生人员

350人。同年底，浦北县并入合浦县。

1965年，恢复浦北县建制，成立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所、县

皮肤性病防治站。1978年成立县卫校、县药检所，1979年成立县中医院和医疗器械修配所，

1983年成立乡镇卫生院联合制剂室。至1997年止，有县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9个，乡镇地段

医院2所，中心卫生院1所，卫生院15所。全县卫生系统的国家职工数从1965年恢复建县时

的265人(其中卫技人员229人)，增加到1997年的1332人，其中卫技人员1072人(高级职称

29人，中级职称215人，初级职称828人)；房屋建筑面积从1965年的1．07万砣，其中业务用房

5300帕，生活用房5400m2，增加到1997年的96087柏(其中业务用房55389砬，生活用房40698越)，

其中1978—1997年新建混凝土结构楼房40幢，面积50869越；医院病床从1965年的2lO张，增

加到1997年的740张(其中县348张，乡镇392张)；固定资产总值从1965年的80多万元和

1990年的823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1585万元(其中房屋1217万元，专业设备303万元)。全

县261个行政村共有卫生所(室)508间，在职乡村医生579人，其中45岁以下者261人，接受

过系统化正规化教育达中专水平者241人，占92．30％；46岁以上者318人，100％参加过逐项

培训，其中有35人获得了中专学历及中专水平证，还有卫生员50人，接生员370多人(含会接

生的乡医和卫生员)，村村有医有药，能防能治，小伤小病不出村。此外，还有国营东方农场医

院1所(45人)；社会团体举办的卫生所(室)27间，个体开业诊所“家(含牙科31家)I“人。

全县已构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和个体为补充的县、乡(镇)、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服

务体系，为保护人民健康提供了可靠保障，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全县人均期望寿命已从解

放前的46岁，提高到目前的71．53岁(男性70．18岁，女性72．88岁)。

一贯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依法加强对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加强食品等卫生监督管

理，不断取得了显著效果。解入后至1997年，全县已无鼠疫发生，1954年消灭天花，199l至

1997年，先后实现了基本消灭丝虫病、疟疾病、布鲁氏菌病、麻风病的目标。1995年实现儿童

计划免疫第三个85％的目标，即以乡镇为单位“四苗”(卡介苗、百白破、麻疹、脊髓灰质炎糖丸

疫苗)接种率达85％，1997年全县“四苗”接种率达88．62％，各种相应疫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一旦发生重大疫情，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防止痰情发展蔓延。法定报告传染病总发病

率，从1965年的1075，10万，下降到1997年9l，10万。全民食用碘盐的目标已经实现，农村饮

用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已达85．3％。(其中自来水占36．78％。手压机井水占48。52％)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50％。
‘

一向重视和强化妇幼保健工作，维护妇女儿童健康权益，成绩斐然。全县新法接生普及

率，已从1953年和1973年的39．91％和74．36％，提高到1985年的90．63％和1997年的95．

13％。婴儿死亡率，从1992年调查的93．36‰，下降到1997年的22．7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从114．26‰，下降到27．58‰；孕产妇死亡率从121．42，十万下降到65．68，十万；新生儿破伤风

发生率从12．54‰，下降到1．03‰。人口出生率，从1955年的27，72‰，下降到1995年的14．

30‰和1997年的13‰；人口自增率从1955年的16．95‰；下降到1995年的9．28‰和1997年的

8．5‰。人口死亡率人1952年10．77‰，下降到1995年的5．02‰和1997年4．6‰，人口素质不

断提高。

医疗设备不断完善。50年代，各医疗单位主要靠“三大件”(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和三

个指头诊断疾病。1952年县医院第一个开始使用显微镜。1959年开始使用300mAX光机，到

60一70年代，开始使用心电图、200mAx光机、A型超声波诊断仪，8卜90年代使用脑电图、纤维
胃镜、心脏腹部B超、300mA和500mAX光机、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全自动尿液lO项分析仪、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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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波碎石机、脑地形图、CT等现代先进设备。全县18个乡镇医疗机构，从1985年张黄医院第

一个开始使用B超到1997年，已有9个乡镇卫生院用上了B超。除樟家、江城卫生院外，其余

卫生院均配备有X光机和生化检验等设备。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监督机构，也配备了一

批现代化先进设备。1965年全县只有县医院有一辆救护车，到1997年全县已有防疫保健、医

疗救护及药品卫生监督车辆共18辆，专业设备总值303万元。

依法加强医药政管理，加强卫生法制工作，加强医学教育，坚持中西医并重，医疗服务质量

和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50年代，县医院内科只能诊治一般常见病，外科只能开展包皮、痔

疮、睾丸鞘膜积液和清创缝合等小手术，兰尾手术也要请上级医院的医生来做。从60年代起，

已能开展腹部、甲状腺切除、子宫切除、碎胎等手术；到80—90年代，开展了胸部、颅脑、肝、胆、

肾、胰、腺以及卵巢肿瘤摘除、全宫摘除、食道瘤根治、白内瘴、青光眼复明、剖腹产、输精管吻合

等多种难度较大的手术。张黄、寨圩医院也开展了胸部、颅脑、剖腹产等手术，北通中心卫生

院、龙门卫生院等开展了腹部、甲亢等多种普外手术。六碾、乐民、三合等卫生院可开展计划生

育四种手术。多年来，各医疗单位抢救危重病人成功率达90％以上，住院病人死亡率在l％以

下。1997年，县、乡(镇)两级共诊疗病人809093人次(县级271932人次，乡镇537161人次)，其

中：门诊746274人次(县级234“8人次，乡镇511626人次)，急诊62819人次(县级37284人次，

乡镇25535人次)，健康检查2494人(县级2347人，乡镇147人)人院病人18912人次(县级6922

人次，乡镇11990人次)，出院者18305人(县级6652人，乡镇11653人)，治愈率：县级71．29％，

乡镇86．89％；好转率：县级24．4％，乡镇11．09％；病死率：县级0．72％，乡镇O．47％；病床周转

次数：县级20．05次，乡镇32．27次；病床工作日：县级208日，乡镇‘200．7日；病床使用率：县级

85．26％，乡镇60．82％；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县级14日，乡镇6日。全年业务总收入从1965年

的40．6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2985万元。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卫生队伍建设，深入

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和创建卫生文明先进单位活动，医疗服务态度不断改善。1974年以来，全

县卫生系统荣获地区(市)局级以上的文明先进单位63个(次)，其中全国先进4个(次)，全区

先进18个(次)，地区(市)先进41个(次)；1988年以来荣获地区(市)局级以上模范、先进个人

112人(次)，其中全国模范、先进个人9人(次)，全区先进31人(次)，全地区(市)先进72人

(次)。

1988年被钦州地区卫生局评为“卫生工作先进县”；1996年被自治区评为实现全国儿童计

划免疫第三个85％目标，“达标县”；l两7年被自治区评为全区卫6项目中期审评先进县。

1989年，浦北县被自治区列为全区13个实施“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

试点(示范)县之一。1995年已通过厅级和部级审评达标，成为钦州市第一个“初保”达标县。

1997年底，中共浦北县委、县人民政府确定将1998年定为卫生年，最近制订下发了《浦北

县卫生年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县卫生工作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上级党委、政府有关决定的力度，浦北县的卫生事

业必将更加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向前发展，“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一定能

够全面如期实现，并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浦北县卫生志编委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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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

光绪5年(1879)横宗发生虎患，连续17年。被虎咬死者300余人。

光绪15年(1889)白石水良江大村发生鼠疫，全村400余人，死100人。

光绪22年(1896)年春大旱，竹结实如同大麦。7月13日，三合圩大水，崩塌民房过半，米

姓被溺死11人。

光绪24年(1898)，广东人在寨圩开设“培兰堂”中药铺，雇工7—8人，经营生熟中草药材。

光绪30年(1904)，官垌大岸新屋坡鼠疫死10余人。

光绪31年(1905)自石水大塘、高坡、陈依等地鼠疫流行，死24人。

中华民国

民国初年，小江镇鼠疫流行，未及一个月，死200余人。新平山、大和村等处亦有发生，死

多人。

民国lO年(1921)，六横(今六艰)新华乡榕根村、葛华村、荒塘村发生鼠疫死lO人。寨圩

亚旺、龙眼乡死6人。兰门乡也有鼠疫发生。

民国11年(1922)，龙门平垌乡竹根麓、项鸡麓、西冲麓、探水麓及甘宁乡鼠疫大作，平垌、

甘宁尤甚。

民国13年(1924)，龙门大坡、楠垌乡鼠疫猖獗，其中楠垌死loo余人。同年，福旺风山大

村等处亦发生鼠疫，死50余人。张黄圩鼠疫死20余人。

民国14年(1925)，龙门林塘、江埠发生鼠疫，其中林塘死30余人。

民国16年(1927)，广东人在张黄开设“顺和祥”中药铺，后转让当地人关子玉经营。同年，

小江宋赞权开设“益孚”、宋瓦章开设“信益”药行，各雇工10余人。经营生熟中药材。

民国18年(1929)，北通街患鼠疫8人，死7人。同年，张黄圩死于此病者多人。

民国25年(1936)，寨圩仁旺乡天堂坡鼠疫死10余人。

民国26年(1937)，北通开设“广泰昌”、龙门开设“成和栈”中药店铺，各雇工5—15人。

民国29年(1940)，寨圩乌石乡子儿虾鼠疫病20人以上，死数人。卢海臣用还魂汤治愈20

余人。(还魂汤：甘草制人中黄、川大黄、金银花各l两、煎水服)。

民国29年(1940)，江苏镇江人士冷一鹏(沈阳医药学校毕业)，逃难到张黄落户，开设“冷

一鹏诊所”直至解放。冷曾任张黄卫协分会副主任。

民国30年(1941)11月，小江镇绅士王植三、宋德培等人发起筹备在小江圩成立一所公立

医院未遂。

民国30年(1941)年9月，小江北六图(今六桥)一带恶性赤痢流行，两周内共死亡60余人。

有梁姓者一家8口，竟死亡7人。小江圩人士特地在镇公所开会讨论预防办法，决议举行清洁

运动。全镇大扫除，正成中学负责宣传，以引起注意。

民国32年(1943)6月，合浦卫生院在第四区(张黄)吴家祠设立分院，主任符和京，职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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