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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粤宝
丽 。青

南阳地区卫生志共分十篇三十九章，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本地

区汉末至今医疗卫生工作发展的全过程，详细记述了卫生行政机

构、医疗卫生专业的发展，以及疾病防治、卫生保健、医学教育、
K· 7‘

～ ’

医林人物、大事记等。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反映新中国成立

后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过程。

撰写这部志书的目的，在于记述劳动人民对疾病和不卫生习惯

作斗争的历史事实，记述我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经历，以求防病治

病之规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发展我区的医疗卫生事

业，提供准确的历史依据。后人如能从这部志书中得到一些启示，

则是我们衷心希望的。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水平所限，加之档案资料的散失，谬诞难

免，请不吝赐教。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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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南阳各地相继建立了各级卫生

组织，隶属当地民政科领导。这些卫生组织是。卫生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卫

生学校等。(区)乡卫生所和村卫生人员担负着医疗、防疫的双重任务。到1984年，全

地区基本形成一个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病床发展到10975张，卫生技术人员共157 13

人(含中医)，其中主治医师380名，付主任医师以上人员12名。全地区共有县级医院

(含地区医院)24所，乡(镇)卫生院(医院)225所。

建国以来，我地区贯彻予防为主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的

防治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使全地区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有大幅度的下降，消灭了霍

乱、天花，鼠疫烈性传染病，黑热病，性病，廓疹，白喉、疟疾等一般传染病得到控

制。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患病率由1 956年的26．79％，下降到目前的3．2％。氟病、布病、

头癣病的防治也收到一定成效。

妇女儿童保健卫生工作受到重视，经常组织妇女病普查，对农村子宫脱垂，尿痿患

者免费治疗。培训妇幼保健人员，推广普及新法接生。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疾病得到

控制。同时，加强了对儿童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为城镇及部分农村儿童建立予防接种卡

片，对急性传染病实行计划免疫。严重危害儿童生命健康的麻疹，小儿麻痹、白喉等传

染病基本控制。 ‘

：

建国后，我地区医疗技术水平迅速提高。1984年，各县(市)医院均可开展各种腹

部、胸部及脑部手术。一些乡卫生院亦可开展一般的腹部、胸部手术。人工心脏起搏，

显微外科断肢(指)再植，角膜移植，脑血管搭桥、人工肾、同种异体肾移植等手术已

在部分医院开展。B型超声，心向量，CT，原子免疫等先进的检查仪器在我地区有所

使用。另外，全地区临床检验显微镜发展到843台，镜检项目1 30项之多J各种型号X光

透视机400余台，不仅能够做一般透视检查，还可开展复杂的脑血管造影、经皮肝穿胆

道造影等。同时，脑电图机、脑血流图机，心电图机，胃镜都为广泛应用。 ．

南阳地区的中医药事业也得到发展，早在1951年，各级政府就为民间中医药人员办

理了开业执照，鼓励他们安心开业。同时还组织成立了中医协会，，到1954年，就发展会

员7110A．，予备会员2642人。全地区还有计划地开展了老中医带徒工作，仅1965年，就

有30名学徒考试出师。同年，地区还汇编了老中医临床之验方，对继承中医遗产起到一

定的作用。1980年，全地区从散闲人员中经考试录用自学成材中医师50名，充实到各级

机构。同年，1161名中医药人员晋升了职称。到198 4年，全地区有县级中医院9所，中

医研究所、中医药学校各_所。地区中医院开始筹建。同时，医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得

到进一步挖掘整理，成立了张仲景研究委员会和张仲景医院，并对医圣祠进行整修，其

新建大门为仿汉风格，十分壮观。成立的张仲景文献馆r内存张仲景研究文献。1982年，

全国张仲景学说讨论会在南阳召开，体现了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心愿。．．～

南阳地区医林人才济济，南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此志书将力求反映的就是这

，历史事实的全貌。
．， ，．：=_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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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南阳地区行政区域变化示意图

河南省南阳地区 1984年

l I 1800000

—3一

章二

g自目秀；口4

a津≮{髯4巷，■，口dq4

涛}；{；，{{，a1■4；．，l；¨4{
；．

L>
、■lllj-lt{，



中华民国 河南省南阳第六行政区民国三十五年

省、政区，县三级政区 1 I 28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南省南阳地区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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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河南省南阳府

省、府、县三级政区 1：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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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南阳府 京西南路

兀

河南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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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政区治所

◎二级政区治所

。三级政区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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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南阳地区人口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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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说

据出土文物得知，六、七千年前，南阳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域之一。东汉中叶

(公元104年)，南阳郡人口冠子全国诸郡之首，三国鼎立，诸雄争霸时期，南阳历经

战乱，户口大减，更有曹仁屠宛，城邑尽毁，发生第一次人口严重损耗。

宋末元初，忽必烈进入中原，烧杀抢掠，生灵涂炭，祸灾延续二百余年，致使南阳

人口濒于灭绝。

明朝后，大量山西农民迁入，又因清康熙推行“增丁不增粮"之税法，入口方得以

繁衍发展。清时，人口密度已超过鼎盛的西汉时期，从而为现今之昌盛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疫病灾情

明嘉靖8年(公元1529年) 春夏之交，新野县大疫。

万历21年(公元1 593年) 内乡县凶瘟疫，人多死。

万历32年(公元1604年) 浙川县大疫，死不要日，阖家死者有之，家死数十人者

有之。至不及葬，亦不敢哭，至以勿吊望相嘱。

崇祯3年(公元1630年) 夏，内乡县痢疾流行，死者甚多。

崇祯7年(公元1634年) 内乡县疫死者无数。

崇祯9年(公元1636年) 淅川县，内乡县大疫，死者扑道，竟有不及掩埋者人即

食之。

崇祯lo年(公元1637年) 内乡，浙川县瘟疫流行。

康熙4年(公元1665年) 方城县患痘伤，小儿殆无虚户。

康熙16年(公元1677年) 夏、秋，新野县雨水害稼，人多疫死。’

康熙30年(公元1691年) 南阳县痘疫流行。

康熙31年(公元1692年) 陕西饥民流入内乡县，瘟疫盛行。

乾隆31年(公元1766年) 邓县瘟疫流行，自正月至七月，死者无算。

咸丰10年(公元1861年) 方城县I]、JL患痘，殆者甚众。

光绪I 3年(公元1887年) 冬，方城县多病瘟。

民国7年(公元1918年) 方城县瘟疫流行，十人九病亡，俗称大家病。桐柏县瘟

疫大流行。

民国18一一21年(公元1929—1932年) 淅川县埠口，李官桥一带霍乱流行。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 方城县阴坡，郝寨瘟疫甚重。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 方城县天花流行。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 淅川县上集、毛堂疟疾颇盛。

公元1950年全地区均有麻疹、流脑流行。南召，方城、南阳，镇平、内乡等县发现

黑热病，桐柏白喉、流感甚重。

公元i951年南召、邓县，麻疹，流脑发病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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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2年

公元1960年

公元1961年

公元1966年

公元1967年

公元1969年

公元1970年

公元1971年

南召、南阳，西峡，唐河等县痢疾，疟疾流行。

全地区各县痢疾流行，浮肿病人颇多。

全地区各县肝炎，伤寒、付伤寒发病率较高。

全地区廊疹发病为甚。
’

全地区流脑发病率较高

全地区暴发百日咳。

全地区流行性感冒、疟疾大流行。

全地区暴发流行性脑炎。

第六章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卫生事业

一，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卫生机构分布示意图

位于南阳东部的大别山支脉一一桐柏山区是新四军五师的革命根据地。

1938年，主持河南省军委军事工作的李先念同志在确山县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

留守处组建起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汇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编成鄂豫宛边区挺进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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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打击勖伪^剿灭土匪。．桐柏山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就母在此革命斗争形势I发甓
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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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

(一)竹沟留守处卫生队，医院

1938年6月，驻在竹沟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留守处成立卫生队和医院；队院合一

设在桐柏县龙窝。有工作人员50余名。卫生队长先后由林士笑、李晓白I’钟毓担任。罗

明德、雪曼峰为医生，严荣为司药，翁林、赵连英、田茉、李素贞、赵惠、黎民等为护
●

，r

士·
。．

(二)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医院

1938年10月，红军游击队在隐蔽根据地迥龙、黄岗、贾庙乡成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

医院，医护及病员共30余人。 ‘

(三) 河南省委卫生处
1|

1 938年冬，驻在桐柏吴城王湾的河南省委成立卫生处，处长江毅，副处长李梓金，

医务主任钟华，司药主任杨韶铭，医生张兆铭。处属--FJ诊部、一医训队，门诊部有汇

宁汝，杨庆堂、王国太、张士栋、王殿英等10余人。医训队队长由杨韶铭担任，学员3口

余人。1946年6月随省委撤离。

．(四)四分区医院 j’÷

1944年，四分区医院住黄岗、毛岗、刘老庄。1945年迁吴城王湾，改为军区医院。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移往湖北随县草店。 ，

．‘ (五)十三旅卫生所
。

1945年，新四军五师十三旅卫生所设在城郊下刘湾村，1946年1月迁往随县。

(六)军区卫生部及后方医院

·1948年春，桐柏军区迁驻唐河。军区卫生部住湖阳周庵村，部长洪明贵。卫生部下

设后方医院，住张湾村，院长张永芳，医院人员百名，分医护、救护、战斗三个排。

(七)卫生部医学专科学校 。，
，

1 948年冬，桐柏军区卫生部设立医学专科学校，驻唐河北太和镇李半坡村。

(八)五十四团卫生队

1 949年夏，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团团卫生队驻桐柏平氏，卫生队长黄族辉。
。

三、医■活动 ．．

·

战争时期的医疗机构以治疗战伤病员为主，没有战斗力，只能靠机动转移，疏散等

方法开展医疗活动。桐柏山区的医疗机构疏散、转移伤病员大都在夜间进行，医护人员

穿戴群众化，十分注意保密工作。

当时，桐柏军区后方医院收治的为解放老河口、邓县，襄樊战斗中的伤病员。经常

住院的有400人左右，病床设在群众家中，重伤集中在一起，便于抢救治疗。轻伤分散

各村贫农团，组。村中老人，妇女担负护理工作。医护人员巡回治疗。其它医疗单位多

收治本单位伤病员。对医院附近的群众，医院也帮助诊治疾病。卫生队则经常随军行



动，主要为所在部队服务，治疗一些小病水疾及战地包扎，．战伤清除，河爵控负暗送穗
中的护理工作。

四、医务工作者来源

根据地医务入员来自三个方面。上级调配，办培训班，吸收当地名医。

(一)调配：留守处卫生队的钟毓、产荣、杨韶铭，翁林等由组织从延安调来。

(二)举办医训班t鄂东抗日游击队挺进队医院、河南省委卫生处，桐柏车区卫生

都均举办过医训队，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留守处卫生队于1939年举办一期医训班，有
47人参加学习。

第七章 国民党河南省第六行政公署卫生工作

国民党时期，南阳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

况。1 932年，省卫生厅饬令各县成立县卫生院，亦负责卫生事宜，主要开展卫生宣传、

大扫除，灭蝇灭蚊、予防注射及上报疫情等，由于资金及技术人员，药品器械的缺乏，

故收效甚微。

自1943年开始，南阳地区各县上报的政府法定传染病有。天花，鼠疫，霍乱，白

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赤痢、斑诊伤寒。报表由各县卫生院每月统计，半年

一报，由县长签名，报省卫生厅或径报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同年，南阳行政区公立

医院隶属河南省卫生处直接领导。各县卫生机构(卫生院)由省卫生处直接拨款。时每

年拨给南阳、唐河、邓县、方城等卫生院款为1200000元，拨给淅川，内乡，镇平兰县

卫生院款为600000元，拨给新野、桐柏两县为840000元，南召县为420000元。当时卫生

机构施行饮水消毒、改良水井，禁止随地便溺，对病死家禽要禁止买卖。并负责清除垃

圾污水，扑灭蚊、蝇、蚤、虱、鼠。对患传染病致死的病人，保甲长祀警察于24小时内报

当地卫生院。

为予防传染病(天花)的发生，各地卫生机构还实行免费种痘。痘苗由省卫生处配

发。种痘依1岁以内，5—6岁、11一12岁三次种完。种痘由春秋两户挨季进行。当地

保甲长胁助，对无正当理由不种痘者处十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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