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019320

丽封县衡幸孩



开封县．卫生志

主编t郭五生

编辑t郑士芳杨茂生

开封县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页码

3

14

17

17

27

37

64

76

13

140

140

146

149

17l

205

206

211

．、213

226

217

228

231

24l

246

246
’

24G

248

248

240

254

258

行数

倒6

项目栏

倒2

倒l

正6

正14

正1

正6

正7

正4

倒7

正l

正13

中

倒2

倒12

正lO

正12

倒9

倒2

正1

正8

例5

倒4

正4

例3

正19

正5

正误表

误

第八篇

自然增长出

1901华

1924华

院院

节四第

仑库

可短

根提

操做前

操做后

门诊指示

幼灯

191

1964华

矛根

泳箱

勇现

张清廉

术诊

194．3 ．’

王自强

虫群动的

按牛

蘖生

蘖生

长物

李元喜，李元善

王境德

化浓

生

正

第六篇

自然增长率

1910年

1924年
院

第四节

仓库

可疑

根据

做操前

做操后

门诊指标

幻灯

1901

1964年

茅根

冰箱

涌现

强清廉

求诊

1974．3

王自强

虫群动态的

按蚊

孳生

擎生

生物

支元善

王培德

化脓

藏



要

秘

I
★

前 吉
日

《开封县卫生志》是记述开封县医疗卫生史实，其中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取

得的成就，和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与不卫生习惯作斗争的专业志书。

本志在编写的始终，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注重实事求是，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t过去，放眼来

来的编纂原则而编写的。意在保存和积累开封县卫牛事业的历史资料，吸取经验教训，

探求防病治病规律，发挥地方优势。提高防病治病效益及人民健康水平。使我们的卫生

工作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

‘

《开封县卫生志》所收资料，主要采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工作文书档案，历史文，

献和卫生界知名人士提供的口碑资料，尽力做到。言必有据、所录数据确实无误，所载

资料查有出处，力求符合历史原貌。编纂一部纵贯古今，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具

有时代精神和专业特色，记述我县卫生工作历史和现状的《开封县卫生志》

志书上限一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部分章节追溯至，清明以远，下限至一九八

二年岁未。全志共立；。

概述，卫生行政事业机构，地方病，传染病，卫生保建，医疗事业，教育与科研，药

政，药检，药品，卫生经济，人物，大事记，附录等十篇，三十章，四十五节，

修志是一项新任务，面广量大，内容繁多，仅是初次尝试。由于某些原因，部分原

始资料荡然无存，仅以所获，执笔编写，加上笔者水平有限，《开封县卫生志》可能挂

一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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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县位于河南省东部，东径1140147北纬34 0317之间， 海拔72．5米，北靠黄河，

南邻通许，，尉氏，西邻中牟，东与兰考，杞县接壤。全县环绕开封市周围。东西长五十

四公里，南北宽四十五公里，总面积约1464平方公里。陇海铁路穿境而过，五条公路交

通干线分贯全境。境内河流属于惠济河，涡河二个水系。全年平均气温140c，年平均

降水量628毫米，全县共18个公社，一个城关镇，331个生产大队，2931个生产 小队，

107￡700户总人口553，700人。卫生设施l有县医院两个，防疫站，保 健所，卫生学

校，药品检验所各一个。公社卫生院18个，共有各类医务人员834人， 病床675

张。

开封开发较早，从我县万隆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镰，陶器可以表明，早在五，

六千年前，这里的农业与手工业已相当发达。

开封一名，始于春秋时代。那时这里属郑国。郑庄公(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

在今城南五十里， 建立了一座储存粮食的“仓城’’取“开拓封疆厅之意，定名为开

封，(史称南开封)从秦汉到隋唐，开封不再是一国之都，而是普通郡县。秦灭魏后，

于此设浚仪县，这是开封设县之始，又在古开封城(大梁东南五十里处)设开封县。

在西晋前，均系两县并存。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改浚仪县为祥符县。明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金陵(今之南京)改汴梁为北京，将开封县并入祥

符县。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开封府，改祥符县为开封县。

开封虽几经兴衰，但由于“七朝建都于此，故开封在我国文化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医疗卫生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名医辈出。但在旧社会，开封县人民和全国人民

一样，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剥削，随着连年征战，洪水泛滥，灾荒连年，劳动人

民生老病死，无人问津，每于疫病流行，人民群众吃不起药，医不起病，加之缺乏卫生

科学知识，只好拜神求佛，寄命于天．常期处于病多医少，灾多人穷的困境，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八年十月，开封县喜获新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我县遵．

照s “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黟的方针，并

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措施，使我县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辉

煌成就。建国初，全县仅有公立卫生医疗机构二处，卫生人员30人，床位32张，个体开业

医生44人。列L九八二底，全县己发展到有全民性质的卫生医疗机构24处，共有各类卫生

技术人员834人，病床675张。全县农村331个生产大队， 都建立了卫生室，有乡村医生

1447名，和生产小队不脱产卫生员2398人，为群众防病治病。这支强大的医疗卫生队伍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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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增长了数十倍，在城乡构成了周密的，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造

就了一支由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和高、中，初级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综

合医疗卫生队伍。

建国后，我县深入开展了全民性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了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

卫生，学校卫生工作。并把主要精力用于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传染病·由于坚持

多年普种牛痘疫苗，我县己于1956年消灭了天花。黑热病和性病于建国初期也己基本消

灭。历年来，由于大力开展了疟疾防治工作，使疟疾发病率从1963年的39，672／10万，

下降到1982年的372／10万。白喉1973年来未见新发病例。流脑，麻疹，百日咳，肝炎，

伤寒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显著下降。1982年我县人口出生率20．3％o，死亡率5．5％o 自

然增长率为14．8％。，千人医师(士)1．17，人均寿命70．7岁。

三十年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大中型医疗器械，并能够开展胸

腹部大型手术。各公社卫生院全都配备了30一200毫安的X光机，显微镜，超声波等医疗

设备，能开展腹部手术，和难产处理。对心血管，脑血管，呼吸系，内分泌系，等系统的疾病

大多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好转率，治愈率，正确诊断率都显著提高。中西

医结合在治疗脑血栓形成，气管炎，心脏病，肾脏病等慢性疾病中，均取得比较满意的

效果。

我县医学教育，药政管理，妇幼保健等工作都逐步加强，经过数十年的卫生宣传教育，和

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提高了城乡人民的卫生知识水平，改变了城乡环境和人们的精神

面貌，增强了身体素质。征服自然，消灭疾病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穷，病，命，由天

定’’的封建迷信思想，相信科学，讲究卫生，保护健康的新风尚， 代替了。 “不干不

净，吃了没病"的旧的不卫生习惯。卫生工作对“移风易俗，改造国家黟，建设社会主

义的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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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县行政区划 (附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行政区划

开封县始设于公元前225——207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改浚仪
县为祥符县。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金陵，改汴梁为北京，将开封县

并入祥符县。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元年1913年)废开封府，改祥符县为开封县。开

封为河南省会。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开封，改开封为市。一九四五
年，抗日胜利，废开封市，恢复开封县，仍为河南省会。1948年开封解放，开封县搬残

城东黄龙寺。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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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历史沿革筒表

番

何

誊。●。：苎一_■易霪。。，警l|，茹簟■鼍～一

詹

声

朝 代 记 年 名 称． 隶属关系

春 秋 公元前743——500年 开 封 郑 国

战 国 公元前365——225年 浚 仪 直属魏国国都大梁

秦 公元前225——207年 浚仪，开封县 同属砀郡 ·

西 汉 公元前206——公元8年 ●l 开封县属河南郡
浚仪属陈留

东 汉 公元25—220年 t ’ t '

三国魏 220——265年 t I ' '

西 晋 265——420年 ' ' 开封属荣阳
浚仪属陈留

南北朝 420——479年 ' ' ’ ’

、

宋

北 齐 550一557年‘ 浚 仪 直属陈留郡

北 周 657——589年 ' ' ' '

隋 581—一681 浚仪，开封县 同属荥阳郡

唐 681——907年 ● ■

同属陈留郡

后 梁 907——923年 ' ' 同属东都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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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代 纪 年 名 称 隶属关系

后 唐 924—936年， 浚仪 开封 同属汴州宣武军

后 晋 936——946年 ■ ' 同属东京开封府’

后 汉 947—950年 I I 、

‘

后 周 95l一960年
' ‘’ ’

北 宋 960——1127年 开封 浚仪
同属开封府

‘“

‘后改祥符)

金 1127——1234年 祥符 开封 '

兀 1271——1368年 ' '

同属汴梁路总管府

明 1368——1644年 祥符．．．． 直属开封府 ．

J

清 1644——1911年 ' '

民 国 1911——1948年 开封县 河南省，省会

●

轧1l、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行政区划

1948年lO月24日开封解放。划护城堤以里范围为开封特别市，属中原人民政府。而

年12月2日改特别市为开封市，为河南省省会。开封县从城内搬迁到开封市南45里朱仙

镇。后因偏南部，于1949年9月迁到开封市城东南15华里处黄龙寺。设县政府所在地至

今。

一九四九年，开封县分为七个区一个镇，共l 6 4个乡。

一区。码头，二区。大门寨，三区；郭楼，四区；王府寨，五区s咀刘，六区：水

坡，七区。蔡岗，朱仙镇。(见图一)

一九五七年，开封县，陈留县合并。原陈留县的一区I半坡店，二区。仇楼，三

区s八里湾，四区。曲兴，划归开封县。全县共有11个区，镇，29个乡。

一九五八年，全县将区、乡改为lo个人民公社。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撤销开封县，将开封县划归开封市。(见国务院公报1960
年28期)

。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恢复开封县，开封市县第一次合并结束。摘自国务院公报

1961年14期)

‘，!丸毒，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将开封县划归开封市。一九七七年三月，又将开封

县划耸开封搀区。开封市，开封县第二次合并结束。(摘自开封地区文化经济情况摘
要)·

一九八二年开封县仍归开封地区管辖·全县共18个公社，331个生产大队。(见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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