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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逢共和国五十华诞，我为志书

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作而充满

要祖籍地，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厦、

漳、泉三角地带，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唐宋以降，素有“东方第一大港”、“海

滨邹鲁’’之雅颂，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即在于此，丰厚的历史人文

积淀使之成为名闻遐迩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泉州人祖祖辈辈在这富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生息繁

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涌现出一大批名医名药。古老的民俗医风和传统医

学，现代的医药卫生无不闪烁着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熠熠光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卫生事业沿着规范化、

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卫生工作成绩斐然。全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乡卫

生服务网络，人民健康水平得到空前提高，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3岁，居于全省先

进水平；预防保健工作成效显著，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已相继消灭了

天花、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其中鼠疫已长期停息)和寄生虫病，基本消灭丝

虫病和麻风病；农村卫生大大加强，全市以县为单位基本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规划

目标；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卫生事业在全市经济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传统。1986年孟秋，为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在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泉州市卫生局成立《泉州市卫

生志》编纂委员会，虽人事更迭，历任领导仍未敢懈怠，先后遴选14位人员(包

括几位专家和离退休同志)专(兼)职从事撰写、编纂工作。历经12春秋，几易

其稿，终于完成这一不小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填补了泉州行业志的一项空白，为

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泉州市卫生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的专业志。编

纂者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积淀与延续中邀游，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物主义为准绳，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开章启目，

秉笔直书，现历史之足迹，记科技之创新，彰先贤之功德，颂今世之伟业，存史

资政，为揭示卫生事业兴衰起落的因果关系，探索卫生服务发展规律，完善人民

健康保障体系，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重要历史资料。

《泉州市卫生志》是群策群力、集体智慧的结晶。编纂过程自始至终得到泉州

市方志委及福建省卫生志编委会的业务指导，又蒙泉州市档案馆等有关部门的鼎

力相助以及卫生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在此，我谨代表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向各

级领导，各位撰写评审的专家、学者、同仁致以诚挚的感谢!

世事沧桑，岁月奄忽，泉州辖区多有变动，许多原始资料散佚，难以裒辑，虽

编写者尽心竭力凡十有余载，仍难免纰漏，修志之艰当在求真求善，欲臻周详，尚

俟识者。是以为序。

&鼎主生量，矗?员霎主粪陈荣洲《泉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一一

1999年10月1日



物，以及对市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泉州市籍人物，已逝者立传，在世

者设录，获高级职称者列表。

八、本志以规范的语体文记述，用第三人称编写。

九、本志所用的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

十、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卫生事业年报和有关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一、本志采用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说明的专用名

一词、特定事物，均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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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泉州的医药卫生，．记载所及，可上溯唐宋。公元8世纪初的唐景云年间，政府已设置医

学，施行医疗，培养医生；宋代则设惠民和剂局，以制备寒暑药物。唐宋以降，医疗卫生机

构府、县皆设，更趋完善。而德高业精的名医，古来辈出，著述甚丰。如唐之陈寨，宋之林

颐寿，元之余廷瑞，明之蒋际酉，清之何天伯，并为卓绝。

宋代成淳年问，有海船沉于泉州湾，悠悠700余年，1973年出土，船中残留的外国药物，

降真香、龙涎香、乳香、胡椒、桂皮、玳瑁、朱砂、水银等，犹以千斤计量。泉州古代与海

外药物交流，规模之宏大，可引为佐证。

泉州许多古代的建筑至今完好，从民居的通风保暖结构、沟渠的合理布局，能够推知古

代对卫生的重视；泉州的许多古代习俗至今保存，从端午避邪、重九登高、．入冬进补、除夕

扫尘，也可以了解古代的保健。

泉州传统的医药卫生自古一脉相承，单一的模式保持到19世纪末叶。

19世纪末叶，中国的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日益深刻。泉州地处东南沿海，也首当其

冲，医学体系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

清光绪七年(1881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医生颜大辟来泉州施医，创建惠世医院并开

设西医讲习所。此后英国教会又创建永春医院、惠安仁世医院，不断培养医生、护士，拓展

医疗业务。西方医生实为配合传教而来，然致力于医务，使西方医学较早在泉州传播。

进入20世纪，泉州的西医体系发展加快。先是较早接受西医学的台湾省医生接踵而至，

在城内和主要乡镇行医。其后陆续有华侨和地方人士创办医院。30～40年代，民国政府又在

各县创办卫生院、卫生所，还有省级医疗卫生机构，如福建省立泉州医院、福建全省防疫总

所。这些机构尽属西医体系。在此期间，教会医院也有所发展，医院培养的学生以及曾就读

于国内外医学院的西医师，已成为泉州医药卫生的重要技术力量。而随着西医的发展，西药

业也较快发展。

可以认为，从创建惠世医院到20世纪40年代，这60多年中，西医体系在泉州起于滥觞，

终成主流，改变医学体系的格局，为泉州医学现代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不过这仅仅是就医学发展的趋向阐明其意义，至于当时落后的医药卫生现实，并没有明

显好转。直至1949年，泉州只有医疗卫生机构12所，卫生技术人员147人，病床372张，3

个医院配备X光机。而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依旧流行，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

等严重的寄生虫病其势未减。30～40年代，国民政府设置卫生机构，采取一些措施，实施防

疫制度，但成效甚微。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泉州的医药卫生进入飞跃的阶段。

1952年以后，泉州流行65年死亡近30万人的人间鼠疫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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