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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专

编修史志，乃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编修新志，则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功在当代，惠及后人，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沧州市卫生志>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志书。在编写过程中，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党的十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记述了沧州市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着

重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及经

验教训，体现了卫生事业的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沧州市的地方特

点，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卫生专业志，它的问世，是值得庆贺的。

我们深信，<沧州市卫生志>的编纂和发行，定会有助于卫生战

线的全体干部和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的提高，定会激发广大医务

工作者的爱国之情和奋进精神。

在编写过程中，修志J,-互i劳精奋笔，废寝忘食，四易其稿，终成

此书，其精神可敬可嘉。编纂此书还承蒙沦州市档案管理局、沦州

地区档案局以及各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并得到省、市修志办公室

的悉心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沦州市卫生志编委会主任

沧州市卫生局局长

张文戏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沧州市卫生志》是记述沧州市(辖新华区、运河区、郊区、

沧县、青县)卫生事业历史和现状的专业性志书。

二、断限：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上溯公元1820年，下限止于

1990年。

三、体例：遵循志书体例，横分门类，纵述史实。全志共设1l

篇38章141节，志首冠以概述、大事记，志末设置附录。在有关

章、节前设置简述，旨在突出重点，简述本章、节内容或解放前状

况。志内设置杂记，载入本市部分古迹、碑文和卫生谚语。

四、资料来源：以档案记载为主，兼采口碑资料，以报刊杂志为

参考，互相印证。所收录、纳用的历史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明引

者在文中注明。

五、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通例，本志只记述沦州市卫生行

业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已故人物，以本籍为主，兼及祖籍或出生在

沧州，在外地做出突出贡献和在沦州成绩突出的外籍人物。在世

人物载入人物简介。

六、文体：除部分章、节引用原文时，使用文言文外，其余均使

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 ，

七、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编写。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及各

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称呼。沧州市解放前

后，系指1947年6月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前后。

八、社会团体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均冠以全称，重复出现时，

匀{沩简称。
九、为突出专业志特点，对历史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概不详述。 ，

十、数字：按1986年国家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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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沧州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与黄骅、孟村为邻，南与泊头、

南皮接壤；西依献县、河问；北与天津廊坊相连。京沪铁路、南运河

纵贯南北。地理坐标，东经116'28 7～117008’，北纬38005’～38045’，

地处冀中平原，为黑龙港流域，海拔5～12米。地势自西南向东北

倾斜，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降雨量为586．

5mm，平均气温12．4℃。饮用水源为地下水，含氟量高，沧州市地

方病为地方性氟中毒。

沧州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距今已有1400余年

的历史。沧州市自汉代起，即为历代郡、州、县治所。民国时期为

沧县县城所在地。1947年6月，沧州城解放，设沧市为地级市，

1949年8月撤销，1961年6月复设，为县级市，1983年为省辖市。
． 沧州市现辖三区(新华区、运河区、郊区)、两县(沧县、青县)。

总面积为2678平方公里，总人口1294146人，其中市区330677人，

沧县613614人，青县349855人。

解放前的旧沧州，劳动人民处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重压之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处于请不起医，看不起

病，吃不起药的困难境地，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十分猖獗。据不完全

统计，自清朝道光元年(1820年)至民国30年(公元1941年)间，

仅天花、伤寒、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即爆发流行7起，死亡数十万人，

城乡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

沧州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十分关心

人民群众的疾苦，在经济条件困难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积极组织

中西医药人员深入开展卫生宣传工作，进行预防接种，免费为群众

诊病治病，有效的控制了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使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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