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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奠例
，

。{。‘一一，、本卫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7遵循实事求是的

原则j，以达古为今用的目的。，”4，√．?：1．二j：．j 0 1■4， 。’o ：ri

二、本卫生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记述准确。’r五 oj；

o’V’三、本卫生志篇日以腾冲县志办公室和保山地区卫生志编纂小

组下达的篇目为主，适当结合本县实际情况编定。‘卜i!．。，．?i

j；． 四、本卫生志上限为1 91 1年，部份章节追朔至明、．清；’。下限为
1 985年．，．十 1|／i+。4，，、jx 一’：，，，f．’o，r “，一+i，⋯j

j 五、本卫生志内所列行政区划，以当时行政体制名称为准。1‘，?

‘：‘i六、．本卫生志所列年代，以历史朝代为主，并以公元对照，如：，

清光绪元年(1875年)；朝代年代为汉字，。公元对照为阿拉伯字。、
如：民国十五年(1 926年)；‘解放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j．_，．

!，。o七、。本卫生志所列数据∥为阿拉伯数字。．· ’‘．
．一i。IJ j

c

八、本卫生志疫情数字∥以县防疫站提供为主，未与省√，地防

疫部门核对；而鼠疫数据为滇西流行病学研究所提供。．。』，‘：
：： 九，本卫生志所录方剂摘抄自档案资料或私家提供。未组织系

统验证．： ：：』、。 ， ，√_ √√ ，0．～．， 一。。+，：

．． ‘：十‘；名医及医林人物标准，系根据本人对本县卫生事业的贡献

及影响、医德和医术：，材料翔实，．经卫生局审核同意．一．～t，。：-一

、。。◆；．。。、‘J●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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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态书在腾冲有着悠久的历史j专记医药卫生的志书则前所未

有。而今，《腾冲县卫生志》的问世，填补了这●空白j，：编纂者的

努力，实属开创性的正作。：、，-一一：：．”歹、j’、。。√“，j i‘：。。一’-

7，。’位于祖国西南边睡的腾冲i在其历史的长河中，：滁深受封建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蹂躏外，’。还受到了疾病和瘟疫的肆虐，t’腾冲人

民在生患：。。：繁衍的历程中，工积累了与疾病和瘟疫作斗争的丰富经

验，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该卫生态j。以
历史的沿革作为框架j t记述了_九二『竹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及其后三

十多年惘，．全县人民与疾病和瘟疫作斗争的史实，缩予舸册：这将

有助于我们对金县卫盎工作，。特别是解放后蓬勃发展的卫生事业有

一全面的、深入的、．。历史的了解l：：以便于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卫生发

展的规律，寻求前进的途径。：!词时立r”也为各级领导进行宏观指导提

供决策的依据，．基于这二点，就增加了该卫生态的可读性。，．。、
该卫生志j⋯。还根据翔实的资料，j沿着历史的脉络，·溶入了历年

科学考察的成果：：因而使其成为资料密集型的专业志。+：它对金县药

材，矿泉、疾病谱、地方病调查防治、人物，以及卫生资源，的记

述，t‘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定量分析的资料，、‘以便从金面的≯微观的角

度探讨卫生工作的内涵ji寻求改革方案；+÷提高卫生工作的生机与活
力．

《腾冲县卫生志》凡二十章、三十八节，约二十万字。但凡修

志，除将历史作客观的记述外，其目的之一是给人们以启迪．祝愿
《腾冲卫生志》作为我县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而
留芳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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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屡卫生院·：·．!：．．％：·!⋯!i：：··：··：⋯⋯．．⋯⋯．．．⋯⋯“⋯．⋯．⋯⋯．．．加一‘．．．．．1(10)

<八)、，集体卫生院(联合医院，．诊所)竹．．．⋯⋯⋯⋯⋯一由⋯·m．-．⋯⋯一“。(1l，。)

‘九)、乡卫生所(医疗室)．．．．．．．．．．．．⋯⋯⋯．．．⋯⋯w⋯．一．．⋯．“⋯坤．“m⋯⋯·(12．‘)

t(十．)、j私立医院，．诊所，医堂、．开业行医⋯⋯⋯．．．．．．!”?一⋯⋯·“⋯一一⋯．．．(13，)

‘十_)华英医院．．．⋯⋯⋯叩⋯．．-．．．．．⋯．．．⋯⋯⋯⋯⋯．．．⋯⋯．．．⋯“⋯一一一⋯·C 14，)

(十：)其⋯它·?⋯⋯·?·?⋯”?”?⋯·?⋯⋯⋯⋯⋯⋯⋯⋯。⋯，_、⋯⋯⋯⋯·n⋯⋯·(14．’

第兰节、卫生防疫站·?··?··?·?⋯?⋯⋯·?⋯⋯·?⋯⋯⋯⋯．．．．．．．⋯⋯⋯⋯⋯⋯“⋯⋯·《27》

第四节j县妇幼保健站⋯·7．．．．．．．．．⋯⋯⋯⋯⋯⋯⋯⋯⋯·⋯⋯⋯一⋯⋯⋯⋯⋯⋯(30)

第五节，县药品检验所⋯一?⋯·??·?!⋯⋯·!·?⋯·?⋯．．．⋯⋯⋯⋯⋯·?叶⋯⋯·～一⋯(31．’
， 、

第六节、，医药供应社·?⋯?·???⋯·?”??⋯?··?⋯⋯?⋯⋯·⋯⋯”⋯·．．“⋯·一··t．～“⋯·(33-)

第：章卫生运动⋯，⋯⋯⋯”⋯一．．．．⋯⋯w⋯·”⋯⋯叩⋯⋯⋯⋯．．．⋯⋯“⋯··?(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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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疫病流行与防治⋯⋯⋯⋯⋯⋯⋯⋯⋯⋯⋯⋯⋯⋯⋯⋯⋯⋯⋯⋯⋯⋯⋯(38) 一
? 第一节鼠 疫⋯⋯⋯⋯⋯⋯⋯⋯⋯⋯⋯⋯⋯⋯⋯⋯⋯⋯⋯⋯⋯⋯⋯⋯⋯⋯(38)
； 、

第二节疟．疾⋯⋯⋯⋯·⋯⋯⋯⋯⋯⋯⋯⋯⋯⋯⋯“．．．：⋯⋯⋯⋯⋯⋯⋯⋯⋯(42) ．

第三节性病、麻风⋯⋯”：：矗：⋯⋯⋯⋯⋯⋯⋯⋯⋯⋯”j“j⋯⋯⋯⋯⋯⋯⋯⋯”(48) I
*十、 ^，

第四节其它传染病⋯⋯⋯⋯⋯⋯⋯⋯⋯⋯⋯⋯⋯⋯⋯⋯⋯⋯⋯⋯⋯⋯⋯⋯⋯(56)，

第五节传染病管理⋯⋯⋯．．．⋯⋯⋯⋯⋯⋯⋯⋯⋯⋯⋯⋯⋯⋯⋯⋯⋯⋯⋯⋯⋯(黔)7

第六节预防接种⋯⋯⋯⋯⋯⋯⋯⋯⋯⋯⋯⋯⋯⋯⋯⋯⋯⋯⋯⋯⋯⋯⋯⋯⋯⋯(58。) ．-

第七节疫情统计一⋯⋯⋯⋯⋯⋯⋯⋯⋯⋯⋯⋯⋯⋯⋯⋯⋯⋯⋯⋯⋯⋯⋯⋯⋯(dS。’

第八节“卫生宣传．．．m--．．．，．，．n．-．mm·nm．．．·mnmmm—n·竹．．'ⅢⅢm·竹mm；(‘毒l' ．，

第尤节、一卫生监测监督一n·n·n·“m·n，nm·nⅢmtnⅢ，n，”·ntntn·mh·一m，i，·(65‘’·

≮毒)·‘劳动卫生⋯·’tl'II⋯Ⅲ"¨⋯，nl；．¨I,L川捌Ⅲm川ⅢⅢⅢm·m-·j··“，⋯．．．(+65 1)

：(：)÷环境卫生Ⅲ·⋯⋯ⅢⅢ¨，⋯ltI⋯⋯Ⅲ⋯⋯Ⅲ·‘|li arI$aTi,ⅢⅢⅢ；jmm“川iIi．(”65·’

j【兰)、‘食品卫生ⅢI．，川ⅢⅢⅢⅢⅢ⋯1．tmⅢⅢⅢⅢⅢⅢmmⅢⅢ渤mm“_·．(盯．)
’

．’(四)j学校卫生ⅢⅢ；ⅢⅢⅢⅢ；ⅢⅢm蹦蹦Ⅲ蹦蹦mⅢⅢ．}：；ⅢⅢ‰·；0m．．五．(?68 1> 、

’

，(茬)’放射卫生甜Ⅲ澍涮汹i小““⋯h‰““··oohj：“Im蹦厶Ⅲ¨“-j-．(’衙)．+ 、

．<六)’饮水卫生小尚崩Ⅲ础‰ⅢⅢ；““；^．：“：“⋯j；：．-．．；⋯⋯：：00．-0，：·，二．(柑’

<七)_j’卫生监澍Ⅲ‰mⅢ拼；；．涵制Ⅲ‰二“““：⋯^⋯．．．⋯⋯．⋯⋯0“扁．0．(i括、

，～第十节。疾病调查与地方痛防治矗‰⋯矗⋯厶⋯。⋯⋯⋯⋯’⋯·二“川．：：“h～．·“(；8寸’

。o川党山瘸谫查油池汹汹汹‰‰池‰汹汹沁编i；B B"矗·m⋯⋯。“；斛州”小(蚰’’

=，I!地方性甲状腺肿调童Ⅲ卅Ⅲw·wⅢⅢ搿．．．·00⋯．‘&-o厶．m^，■m—t；j：∑(8寸>

兰，“r钩端螺旋体病调查防治mm油地洒捕地油‰崩m‰．．．甜·j如h·“·““·一m(8睁’ ．

四、。l鼠型斑疹伤寒调查防治汹讯州Ⅲ‰‰矗j；．¨．．．．．“：--“。o r．．．，jkojo厶．(8杰’ ’．

-

。 盔，’e钩虫病感染调查油“油m““出-“h砧·‘“．．．⋯⋯“⋯“⋯⋯。“00．，-i 8§> ，-

六．‘l肺吸虫病调查⋯⋯⋯⋯·’⋯．．．．．。⋯⋯⋯⋯·。；jj。⋯．．．⋯．．，．．．．⋯：‘⋯⋯0 i 8j。’

七，。冀肺结核病调誊．．．‘“·．．i“i．‘．．．。j⋯⋯⋯i⋯：．．．．⋯⋯⋯．．．．⋯。j．二·“．．．·一．二(‘ii。’

八0{c·．细菌性痢疾流行病学调查⋯⋯⋯⋯⋯⋯．．．⋯⋯⋯⋯⋯⋯⋯j“一．ⅢⅢ·m．，．(8l，
、 ：，7．· ’' ’ “ ‘·

九，79食物中毒的调查⋯⋯⋯。．．．⋯：⋯“⋯⋯⋯⋯⋯⋯。_⋯．j：“基厶一．““·。(-8尹'

十j?高血压病调查．．．．jj“二j⋯“厶j．_．⋯：⋯⋯⋯j‰。．．．⋯“⋯⋯⋯“蝌一：““二；：二(+§r'

十—‘蔸因调查，，．，“，“mmmm，“硒，，．一，“m，“mmw·州川wm；坩·m埘”·m以(e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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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簟医疗科技⋯mk“‰⋯k⋯_⋯沁⋯-⋯‰⋯沁一-“m‰一⋯··j·：．．．(各4

第正常卫生医疗设备⋯_⋯沁厶‰⋯_⋯⋯。j．．．⋯⋯⋯⋯．．．：⋯小⋯⋯⋯“⋯(94

第兰常房地产_⋯k“⋯_⋯⋯⋯⋯_：⋯一⋯一⋯⋯m⋯⋯⋯⋯⋯⋯础一一e备4

第兰常卫生系统队伍结构及病床设置⋯⋯⋯．．．．．．_⋯·“‰kk一““⋯褂““(纳

第四常县人民医院⋯：一⋯．．：“一⋯⋯⋯一⋯·‘⋯⋯·_⋯_⋯⋯⋯·一‰讲；。一《§§

(“>’科’“室⋯⋯⋯⋯⋯j⋯⋯⋯⋯⋯⋯⋯⋯··：·：⋯··：．．．+j“⋯·j““⋯¨J“·(’gg

(==)7历年来自勺、人员与病床．⋯⋯⋯⋯．．L．。⋯⋯-__“。‰址轴h池。^“i“·(i15
、 ^． ，．

， ．，

(兰>’医疗设备⋯⋯⋯⋯．．．：·j⋯j·。·‘⋯⋯⋯⋯“·一“：．．．沁甜“w““一¨·“m|．．(i俎

(四：》一门诊：住院治疗情况⋯j⋯“．．．：·‘⋯‘·：⋯⋯··：o：⋯”：⋯：··j：··：⋯··j一“mm·(1龛奎

(蛊'。临床实习与迸修⋯⋯：：·j⋯“：⋯：⋯··j··：·：：：⋯⋯：·：⋯：·：··：⋯m一描⋯址(133

(六)’羟费收支·’”：⋯⋯⋯⋯⋯⋯··‘·：：⋯：·：⋯·：⋯·_⋯⋯：：：：：：··：⋯一：。j：‰．．．(1§§

(七)‘医院管理一一⋯鼬m“蹦⋯·il⋯m‘I．：¨r1^ih·，．“·‘-．，ij．“)：机：m～m⋯；(1喜穸
，

L．．
t f ～ f f 、 } ， ～t ’ ’ ，

第盖节7‘中医中药友中商医结合土作⋯·：··：·：⋯⋯·：⋯⋯⋯：··：·：：·：·：··’⋯“：⋯⋯一(i靼

-，’中医带徒：⋯”：⋯⋯⋯：⋯⋯⋯·：‘“j⋯j⋯·：⋯⋯⋯⋯：·：：：：·：⋯：”：··：⋯⋯⋯”(i盼

二， 西医学习中医⋯⋯⋯⋯⋯⋯⋯⋯⋯⋯⋯⋯⋯⋯⋯⋯⋯⋯⋯⋯⋯⋯⋯⋯⋯(140

三， 中医科技成果⋯⋯⋯⋯⋯⋯⋯⋯⋯⋯⋯⋯⋯⋯⋯⋯⋯⋯⋯⋯⋯⋯⋯⋯⋯(140

四，； 中药资源⋯⋯⋯⋯⋯⋯⋯⋯⋯⋯⋯⋯⋯⋯⋯⋯⋯⋯⋯⋯⋯⋯⋯⋯⋯⋯⋯(142

五， 医疗矿泉资源⋯⋯OO·000⋯⋯⋯⋯⋯⋯⋯⋯⋯⋯⋯⋯⋯⋯⋯⋯⋯⋯⋯⋯⋯(142

第六节区卫生院防治情况⋯⋯⋯⋯⋯⋯⋯⋯⋯⋯．．．⋯⋯⋯⋯⋯⋯⋯⋯⋯⋯⋯(146

第七节培训进修⋯⋯⋯⋯⋯⋯⋯⋯⋯⋯⋯⋯⋯⋯⋯⋯⋯⋯⋯⋯⋯⋯⋯⋯⋯⋯(147

第八节考试考核晋升⋯⋯⋯⋯⋯⋯⋯⋯⋯O UO O⋯⋯⋯⋯⋯⋯⋯⋯⋯⋯⋯⋯⋯(164

第五章妇幼卫生与计划生育一⋯⋯⋯⋯⋯QO“OO⋯⋯⋯⋯⋯⋯⋯⋯⋯⋯⋯⋯⋯(165

第六章卫生经济⋯⋯⋯⋯⋯⋯⋯⋯⋯⋯⋯⋯⋯⋯⋯⋯⋯⋯⋯⋯⋯⋯⋯⋯⋯⋯(175

第七童卫生系统人员及有关统计表⋯⋯⋯⋯⋯⋯⋯⋯⋯⋯⋯⋯⋯⋯⋯⋯⋯⋯(179

一节， 历年来中央，省级授予先进称号名单⋯⋯⋯⋯⋯⋯⋯⋯⋯⋯⋯⋯⋯⋯(179

二节’ 落实政策情况⋯⋯⋯⋯⋯⋯⋯⋯⋯⋯⋯⋯⋯⋯⋯⋯⋯⋯⋯⋯⋯⋯⋯⋯(179

三舐 卫生队伍各类人员统计表⋯⋯⋯⋯⋯⋯⋯⋯⋯⋯⋯⋯⋯⋯⋯⋯⋯⋯⋯(179

第八章医学团体与学术交流⋯⋯⋯⋯⋯⋯⋯⋯⋯⋯⋯⋯⋯⋯⋯⋯⋯⋯⋯⋯⋯(194

第一节中华医学会云南省腾冲分会⋯⋯⋯⋯⋯⋯⋯⋯⋯⋯⋯⋯⋯⋯⋯⋯⋯⋯(194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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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医学会腾冲分会⋯⋯⋯⋯⋯⋯⋯⋯⋯⋯⋯⋯⋯⋯⋯．．．⋯⋯·“⋯⋯⋯(‘194。?)

第三节，卫生工作者协会⋯⋯．．．⋯⋯⋯⋯⋯⋯⋯⋯⋯⋯⋯⋯⋯⋯⋯⋯⋯⋯⋯⋯(194)

第四节学术活动与技术交流⋯⋯⋯⋯⋯⋯⋯⋯⋯⋯⋯⋯⋯⋯．．．⋯⋯⋯⋯⋯⋯(195。‘)

第五节．单方，验方、祖传秘方⋯．．．⋯⋯⋯⋯⋯⋯⋯⋯⋯⋯⋯⋯⋯⋯⋯⋯⋯⋯(、195·)

第九章医事杂记⋯⋯⋯”⋯⋯⋯⋯．．⋯⋯⋯⋯⋯⋯⋯⋯⋯⋯⋯⋯⋯⋯⋯⋯⋯”(205，)

第一节。查治搿四病黟+i⋯⋯⋯¨⋯⋯”．!v一”⋯⋯⋯”，．．⋯⋯”!⋯⋯⋯⋯⋯⋯⋯一(205、)

第二节，，中草药运动与红医村．．．⋯．．．⋯⋯⋯⋯⋯⋯⋯⋯⋯”?⋯⋯⋯_⋯·⋯，”：_(206，)

第十章名医传，医林人物与名中医堂⋯⋯⋯⋯⋯⋯．．．⋯⋯⋯⋯⋯⋯⋯⋯r．．⋯·(208、)

第一节，名医传⋯⋯⋯⋯⋯⋯⋯⋯⋯⋯⋯⋯⋯?⋯⋯⋯⋯⋯⋯⋯⋯⋯⋯⋯⋯⋯?·(208、、)

第二节医林人物⋯⋯⋯．．．⋯⋯⋯⋯⋯⋯·?”?⋯·：⋯⋯⋯⋯⋯⋯⋯⋯-一⋯⋯⋯”(216、、)

第三节。名中医堂⋯⋯⋯⋯⋯·?⋯⋯⋯⋯⋯⋯⋯⋯⋯⋯⋯⋯⋯⋯··?·一⋯．．．一．．·(218)

第十一章．历任卫生科(局)长、卫生院长及各医疗单位领导人名裹⋯-⋯··?r·(220：)

资梦来源．-．．．¨⋯⋯⋯．．．．．．⋯．．．⋯⋯⋯⋯⋯⋯⋯⋯∥⋯，⋯⋯⋯⋯⋯⋯⋯·‘：_¨(?3÷·-)
缡后语⋯⋯⋯⋯⋯⋯⋯⋯⋯⋯⋯⋯⋯⋯⋯⋯⋯⋯⋯⋯⋯⋯⋯⋯⋯⋯⋯⋯⋯⋯(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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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冲县位于云南西部，横断山脉西南，北纬24。387"250 527，东径98。057～98。
’

457，总面积5692．86平方公里，亚热带山区雨淋气候。1985年，总户数926431户，总人

口495181人，27种民族，汉族占94．29％，少数民族占5．71％。

腾冲是药材之乡，中草药资源非常丰富，历史上虽屡遭瘟疫流行，战争破坏，国民

党政府明令禁止中医药，但医药卫生事业仍然迅速发展。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内

地医药学便传入腾冲。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置腾冲土州，内有医学训科，设医

官管理医学。明天启六年，(1626年)，腾冲城西建成药王宫，供奉药王孙思邈塑像，

清雍正三年和光绪三年(1725年和1877年)，两次重修扩建。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

进步，医药卫生呈现商业化趋势，在城乡挂牌开业行医者日渐增多。至1949年，全县有

中医堂69家。其中，有的擅治内儿科疾病，有的擅长医治神经精神病，有的以引种人痘

和牛痘预防天花为特点，有的制造戒烟丸普救烟民，有的精于中医外科，接筋接骨，有

的专事旧法和新法接生，有的兼搞兽医。与此同时，中草药的采挖，加工，运销也有相

应发展，专靠挖药为生者日渐增多。在西医传入腾冲之前，中医中药担负了全县人民防

治疾病的主要任务。 ．』，、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根据中英《滇缅续约附款》，腾冲被开为商埠，相继设

立英国领事馆及海关。领事馆配有一名西医，后在县城开业行医，采用西医西药治病。

从此，在腾冲开始了中西医并行发展的局面。 ；

辛亥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腾冲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一些辛亥革命的元老和华侨对家

乡的事业甚为关心；一批有为的青年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出国留学习医。民国元年．

(1912年)，首批赴日留学生中，有明增灏、明增龄、张德辉三入学习医科。民国十六年

(1927年)，张德辉回腾冲开设“东方医院黟，致力于推广新法接生，深得群众信仰。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李根源先生带回留印医生孙建毅、俄国医生沙马力、留美医

生高钦浩等，与其女婿杨毓华等合办“大同医院"，以精于外科手术而名噪一时。与此

同时，钟鼎文等在六街开设“康和医院’’并有所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使西医西药‘
’

在腾冲深深扎根。

抗日战争时期，一度繁华的腾冲中、西医药卫生事业，有的陷于解体，有的逃迁乡

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腾冲县收复，一个国际性的“公谊救护队矽来到腾

冲，建立“腾冲医院"。日本投降后， “公谊救护队黟演变为“和平纪念医院，，，并开

办护士学校，招收学员，收治病人。该院得到美国“上帝教会矽的药械支持，拥有较高 ，

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从国民党军队退伍下来医务人员38人，在城乡开设诊

所，于是遭受战争破坏的腾冲卫生事业，又逐步得到恢复。， ，

腾冲光复不久，境内几次发生鼠疫和疟疾流行，中央和云南省曾两次派来鼠疫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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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滇西鼠疫防治队第一队奉命组建腾冲卫生院。卫生院

二担负着卫生行政、医疗业务和防疫等任务，是腾冲县国家医疗卫生机关。

，1950年，县人民政府正式接收腾冲县卫生院和“和平纪念医院"，成立县卫生院。

以后，党中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

合"四大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机 ．

构，使全县的卫生队伍不断壮大，医疗设备不断充实，业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防疫

t 站、妇幼保健站的建立，加强了防治以至消灭传染病的能力，城乡卫生面貌日益改观，

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鼠疫，天花，白喉、疟疾等，逐步得到控制，发病减少，其中天花 ·

巳达到消灭。1956年的公私合营和对私改造，使全县的私立诊所和药铺走上了社会主义

． 集体化的道路，民间医生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体制并

存的卫生机陶，县，区、乡三级医疗网的逐步建立，使医疗卫生力量的布局更加合理，

改变了边远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一支由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和民间医生四种成分

’组成的卫生技术队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明显提高。1983年，腾冲县中医院正式成

．立，次年，在硫磺塘设立热海诊疗所，保持和发扬了中医的特色。至1985年底，全县拥

．’，有国家卫生机构30个，集体卫生机构12个，广矿，学校卫生室38个，个体开业医堂6l。，．

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859人，病床759张，比1949年增Jj【1667张。
。

∥由于工作中的失误，也曾给卫生事业造成过损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

占统治地位，出现了“砸烂联合诊所’’，私红医村’’：一片红等一系列只讲形式，不求实。 ，

，效的做法，采取了下放医务人员，撤销保健站，削弱防疫力量等错误措施。卫生事业受，

到很大损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上来，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从而调动了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全县的卫生工作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托- ．，

轧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七十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对于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提高人们沟生活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可以期望，腾冲县的卫生事业，。在向现代化前进的征途中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必‘

将对建设边疆，振兴腾冲作出应有的贡献，到公元2000年，人入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战

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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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卫一r生’机构

第一节卫生科(局)

解放前腾冲无卫生行政机构，1949年12年15日，腾冲解放，实行军管，122团卫生

处长鲍庆昌负责卫生机构的接收工作。．1950年，腾冲县政府成立，由民政科代管卫生行

政，具体业务由县卫生院院长处理。1951年，政务院公布卫生行政组识条例，按组织条

例规定县级成立卫生科，编制3～5人。同年10月，成立腾冲县人民改府卫生科，王泽

华负责，主持全县卫生行政工作。各区设卫生干事1人，乡设卫生小组3人。．

。 1955年，县人民政府改名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属人委会办事机构。1964年，文教

科与卫生科合并为文教卫生科，但分开办公。1966年文教卫生科又分开，’卫生科有科长

1人，会计1人，人事干部1人。 ’一 。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成立军管会，下设卫生组，李克纯为组长，与卫生科同

时办公。1968年11月26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卫生科撤销，归生产指挥组文卫组，由

军代表任组长。1971年文卫组分为文教组和卫生组，军代表和德源任卫生组长。1971年

3月，成立卫生局革筹小组，1972年成立卫生局革命委员会，和德源为主任。1979年，

卫生局成立人事秘书股、业务股和财会股。1985年，卫生局编制8人(含爱卫会)，实

有22人，其中：局长1人，副局长1人，党总书记1人，调研员2人，股长3入，办事

员14人，机构和职能逐步健全。 ．．‘

卫生局下属单位。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卫训班，县药检

所，县中医院，23个区卫生院、皮肤病防治院。 ， s

卫生局地址：1952年""1956年设在西街白果巷原县政府内，1957年随县政府搬至六

街萧祠，1979年县政府旧房拆除，新建政府大楼，卫生局搬至三层楼办公。

第二节医院诊所

(一) 救．济 院

清康熙年间，在城西南置养济院。《永昌府志》载。 “旧有孤贫无靠者，均按给口

粮’’。至雍正年间，腾越知州吴作哲，永昌府徐守发，置施济孤贫田，原额年收谷120

石6合，后额年收租折银63两3钱6分，外又年收租米l石3斗8合，为养济院奠定了

基础。 -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同知伊里布捐廉，率同司狱秦斗文，经历姜嘉穗暨众绅



士捐银重修，添建普济堂，年收养孤贫100名，每月每人按银3钱。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又捐银2000两，加客商士庶捐银800两，交养生息，按月给养。清道光三年

(1823年)起，又添孤贫20名，共为120名。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腾越养济院毁

于兵燹。光绪五年(1879年)，同知陈宗海捐廉修养济院，共瓦房47间，围墙俱全。七。

年(1881年)，捐廉创建安节堂于西街，系回产地，有正房3间，厢房6间，大门3 ·

间，围墙全。拔给回产m40箩，以养守节之贫而无靠者。八年(1882年)，捐廉建育婴。 j，

堂于安节堂左，拨给回产田40箩，雇一妇人老妪，供以工食，收养幼失父母、流浪孤儿 ：

而抚恤之。 、．

一

～ -．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地方绅士、名医明于郎、刘济泰，寸大进、蒋绍春、尹

其懋，杨连锦、杜光国、杨大材，杜诗赋、刘福谦，李生道，李天思、李润昌、‘李钦杨 ·

等，禀同知陈宗海，设立济善局。并先后拨给龙江田86箩，年收租谷1154箩。后又置得田

地数份。自此以后，济善局已大具规模。 。

j。

+

民国三年(1914年)，县知事徐嘉玉改革济善局，成立济善医院。下绮罗李含馨捐
‘

巨款万余银元，至次年房舍落成，添设病室两舍6格，病床6张，并施医药，每岁济活

甚众。
“’

； ，|
'

一 ，⋯

。

、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十六日，济善局创设牛痘局，考选人员张褒赴泸学习种痘

技术。 ，

4 ’
，

t

4。 ‘

． ，

民国十三年<1924年)六月，增设临时疗养所，救治干崖难民。 川
，。

民国十八年(1929年)，奉内政部训令，济善局改组为救济院，县长甘德纯委董

芳春、张德成为正副院长(义务兼职)’委董友芹为医科院长(，义务)，杨大纯为医员 ．1
．

(义务)，张炳森为经理员，月薪20元，王志美为医员，月送津贴10元，每年担任诊脉

6个月，开展义务诊疗。另设男役2人，女役1人，月薪6至8元。．‘一 、～t：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设立麻风病院，并按年施种牛痘，年支痘苗费约百余

元，响应的人逐年增多，同时云南省长顾品珍、腾冲县长先后发布禁令禁种保婴花。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除继续办理上述各项事务外；并协助政府派医师到路段

义务诊疗，为滇缅公路民夫提供医疗救济。，·．w - 。．：：‘ ’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一日，云南省卫生实验处暨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 ．

倡办腾冲县卫生院于救济院内，病室增至12格，病床增至20张。杨毓华任卫生院院长。‘
’

蒙云南行政监督公署捐赠病房用具被褥等30余套。县政府复增办医药人员训练班于卫生

院内，招收初中毕业男女学生，由省考送省府之医员协助培训，以培养人才，储才备 。·

用。并拨开办经费6万元。． ．

，’?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滇缅战场抗战失利，日冠长驱直入，卫生院担负五、六 一 ·

两军伤兵诊疗。为加强救护人员，由大同医院抽调护士周艳秋等数人至卫生院工作，仅

三日便宣布撤退。院长杨毓华随情报组至曲石，被日军追逼至龙口，入江以殉。训练班

男生并入腾北师部战干训练班。救济院改组为腾冲救济军民委员会，办理难民救济及协

助国军办理医药救济事宜。
‘“ 一

‘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14日，腾冲光复，救委会旅昆者组织慰问团，捐输药

品回腾稿济军民，恢复救济院，但县卫生院则未能恢复建立。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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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张鹏图任救济院院长，杨大纯任副院长。民国三十

六年(1947年)4月，杜荫藩任院长，高尚义任副院长。杨含湘，杨大仲等皆历任救济

院负责入，均有所建树，因沦陷时档卷损失，无从详查。 i

据档卷记载，民国三十四年，腾冲救济院实支出为7165000元，其中助产275000元，

占3．8％’施医120000元，占1．8％，残疾教养260000元，占3．6％，习艺200000元，占2．8

％，院外救济5500000元，占76．8％，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救济院财产达

10000000元，院内设置残疾教养所，收容97人}习艺所收容150人，助产所收容55人，

施医所收容86人，合计388人，而当年院外救济为3822人，其中种痘防疫942人，施医药

764人，其它2116人。 ‘

。

J

。f^

，

。

(二)县。卫 生 院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省卫生处鼠疫防治队第一队队长戴绍墀率队员白余

华，陈汝立(检验士)、张士德(会计)驻腾冲防治鼠疫。七月，戴绍墀着手重组医师

公会，筹建县卫生院，暂借东街钱肇基民房为院址，深得各方支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县长冯颐生发布派令，委派戴绍墀代委

县卫生院院长职务。。二十八日冯县长备文呈省民政厅，省卫生处及保山专署，请发安

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七日及十七日，保山专员李国清及省卫生处处长缪理

成，分别发出委任戴绍墀为腾冲县卫生院院长的委令(省卫生处为三十六年一月十七日

卫秘人字三九九三号委令)。 。， ，

戴绍墀为四川省忠县人，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历任省卫生处附属医院内科

医师，仁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滇西鼠疫防治队主任医师兼队长(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

三日卫秘人字第O 0 1号委令)，善救署滇西办事处第一鼠疫防治队队长(三十五年一

月二十三日滇保专字第OO七。九号聘函)等职，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九日

到职任腾冲县卫生院院长。经过两个多月准备，于三月十四日呈报县长冯颐生， “院经

已筹备就绪，谨订于本月十五日起开始各科门诊及住院治疗。力十五日卫生院正式开

业。
。·

卫生院设立病房7格，特别病房3格，病床20张，医护药3220人。按照云南省参议

会质询事项第三项记录，县卫生院为地方行政机关之一。同年三月，代保山专署设腾冲

药库，戴绍墀兼任库长。五月十七日，戴绍墀出席保山区行政会议，先后三批领取善救

署滇西办事处移交云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分配给腾冲卫生院的药品器械，计大

小木箱500件。主要有显微镜l台，尿比重器、额镜、血压表、听诊器，血球计数器，

血色素计数器、尿道灌洗器及乙醚、硫酸铜、阿西菲蒂丁等药品100余种，均造清册具

领。五月五日，县卫生院领到中央补助设备充实费800000元。九月三日，领到县府拨来

开办费2750000元，两项合计领N3550000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八日，卫生院向县参议会提出在农村成立卫生分院的

计戈Ⅱ。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月十二日，由县参议员杨增序提出议案，经第十次县

参议会议通过决议； “咨县府饰令卫生院将前预计成立5个卫生分院，于第三区明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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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卫生(分)院所，力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腾冲县卫生院及所属6个分院

编觎如下。 F‘。

腾冲县卫生院，院长戴绍墀等9人。

和顺分院分院长谢尚礼等6人，主任尹大典。

一龙江分院“分院长何生彩等5人。
’ 。 。’

·

明郎分院分院长唐建芳等4人。 1。
．

’河西分院分院长刘文光等4人。(尚在筹组中)
。’

东坪分院分院长唐绍华等4人。 ．

’

凤瑞分院分院长环向环等4人。三十七年唐绍华任长。。

每个分院月支补助费各为20元半开，并由卫生院配发简单的器材药品，如体温表，

注射器、针头及鼠疫菌苗，霍乱伤寒疫苗，疟涤平，消炎片、DDT，九一四等，由各

驻地乡长及分院长签名具领。 、，1

’

。
?·

r

4。 ‘，，’I ， ， ’t

_』、． 、(三)、公谊救护队-9和平纪念医院。 ’、

。

0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腾冲城收复，公谊救护队随国民党远征军到达腾

冲。公谊救护队是由“美国朋友服务会一组织并派遣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成

员有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经费开支及药品器材由美国政府及“美国朋 ．，

。

友服务会"提供，队员享受供给制待遇，服务期限一般是一至三年。 、

t公谊救护队开办“腾冲医院黟，院址在肖祠，宿舍在三街口华盛荣商号一(即今银

行旧址)。腾冲医院设有住院部，有病床36张左右，有医护办公室及手术室。门诊部设，

诊断室、外科治疗室、注射室、药房、X光室、‘化验室及挂号室。拥有X光机，显微镜，’

及手术设备。主要为军队及中印公路民夫伤员提供免费医疗，也收治部份百姓患者。’

“公谊救护队人员流动较大，少时数十人，多时上百人。先期到达腾冲的队长为美国，．
’‘

。，人梅克雷，后为罗德保接替。主要成员如下： 、

、’

路易斯(Louis E．Johns)美国人，医学博士，队长； ，

。。

；巴塞洛缪(BarthoIomew D．Aston)英国人，化验师，一 - +

司大弗德(David B．Stafforod)美国人，药剂师’ r-’

’利‘奥(Leo Aeheson)加拿大人，’1总务’．
一。

‘

⋯-埃德温(Edwin Abbott)加拿大黑人，机械师。
’

’+

杨永禄，中国河南省人，驾驶员，
‘‘

杨继豪夫妇，中国山东省人，杨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系，任腾冲医院院长，

金小姐(Georginakinsey)美国人，护士长，药剂师大弗德的爱人，
”’

。

‘白小姐，瑞士人，护士， ’7‘。

+’

周雁秋，中国人，护士，
’

’。沈小姐，中国人，护士，
‘

、

董在鸿，腾冲人，药剂员，7 ． ，

’尹大显，和顺人，化验员，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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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升云，腾冲人，会计，

董在荣，腾冲人，挂号，

7另有工友，炊事勤杂多人。’

公谊救护队能进行普通腹部外科及截肢等手术。X光机无专门人

作。化验室仅能开展血，尿、粪等三大常规及验血型、配血等检验项

公谊救护队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开办一期护士学校，原

民国三十五年，因公谊救护队结束使命，学员多转入和平纪念医院工

日本投降后，公谊救护队遵照美国政府的示意，决定留在腾冲。

(1946年)六月，公谊救护队发表《告腾冲公众书》，成立医院，命

院厅，院址在肖公祠。 ，

李根源、李国清同美国人商谈后决定：美方人员的薪金由美国政

的薪金由医院的收入支付，药品器材由美方提供，地方上成立医院董

部份经费。李根源任董事长，张南冥、谢式南、寸树声，张得辉、尹

董事。董事会每月开会一次。 。

7

这时，公谊救护队时期来腾冲的外籍人员大都到期撤走，医院由

持。不久又换来美国人高尔特(Curtis M．Gort)博士，任和平纪念医院院长，白妮

士(女，Bernice Vel'nor)英国人，任护士长。 矿。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年底，高尔特院长回国，由南京鼓楼医院派来两对夫妇。+

一个是高克依(kokiIIe WiIIiares)，美籍德国人，医学博士，任医院院长，即矗高

大卫万。其夫人艾尔西，美国入，任护士长。另一个叫毕慕道(Samson Beaumont)’

美国人，上帝教会牧师，贝维娜小姐(Berth a Rodgers)，美国人，传教士。医院实

权由毕慕道牧师掌握，高大卫受教会聘请管理医院。
’”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高大卫院长由大理福音医院招聘高天佑任夜班护士主

任，高天佑妻刘慧廉任调剂室主任，由石家庄聘请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宋志仁任眼科主治

医师。十月，由北平聘请戴文魁任内科主任，由太原聘请赵佩瑜任医师，由上海聘请普炳

修任内科医师。公谊救护队时期的尹大显任化验室主任。’院长高大卫主管外科。和平纪， ．

念医院的技术力最有很大加强。
’

．

和平纪念医院设病床32张(普通病床22张，特别病床10张)，分内科，外科，眼r

科、传染病科等，有x机2台，显微镜2台，冰箱l台，洗衣机1台，数百种药品，一

个药库。能医治一般性疾病，还能开展肠胃、肝胆、肾等大小手术。
。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年底，随着毕慕道牧师的到来，运来了一批传教用的书

籍、乐器，计圣经数百本，教会朗诵诗歌数百本，脚踏风琴l架，手风琴l架，黑管1

支，留声机2架，唱片数百张。毕慕道夫妇负责传教，先后发展教徒数十人。
”

民国三十八年六月，高大卫院长到缅甸启运美国援助的药械10余大箱，至保山“茂

恒"商号，值共革盟之乱，药械既失。高大卫返腾后，即公开拍卖医院及私人物品，收

购珠宝玉器，秘密准备撤退。七月，高大卫最后撤走前，召开医院董事会，推荐戴文魁

继任院长，董事会也挽留戴文魁，于是高大卫和戴文魁清点了药库，由董事会委派张云

和等查收。在欢送高大卫的晚餐会上，戴文魁发表讲话，表示接受董事会挽留，外国人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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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办医院。当时随同外国人离开腾冲的有宋志仁夫妇、尹大显夫妇

至缅甸’杨继豪夫妇、普炳修夫妇、赵佩瑜夫妇赴美国，陈藻卿随夫返回广东。⋯．，

·， 外国人走后约四个月腾冲解放，戴文魁接收了县卫生院，与董事会一起，’裁减了人 l
员。 ⋯

r 1
j’， j

一‘1951年1月26日，刘衍行签署民总字第3 O 6 O号文，嘉奖戴文魁在解放时接收医

． 院财物中的功劳。’ +， ， ：’ ‘’，。
．’

‘

i
^。 。

。 备 -‘

．· 一． ： 一
．一

一。， ，，r， ，

，． ‘一 (四) 县．人 民。医 院，．． 。。，

。
。， +·，J

一一．． ‘一．’，．， ， ：， ，o ，。7 I。．'一· -
，．，

’ ’

r．f．j ，一 ●

1949年12月15日，腾冲宣告解放。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命令县卫生院缩编减员。院长 ， I
戴绍墀以人少无法工作为由，请求撤销建制，获准合并于和平纪念医院。戴绍墀向和平 I

。医院院长戴文魁移交手续，解放委员会指定杨汝时当监交。戴绍墀于1950年2月移交结 ： 1

束后离职赴昆，白余华、杨德毅、余文濒、王萍等人被遣散，自谋开业。 ，
， I

1950年5月，腾冲驻军团卫生处长鲍庆昌接收和平纪念医院，改名为腾冲县人民医 ．一 I
院，任命院长孙炳乾(未到职)”副院长戴文魁(兼医师)。．1950年6月20日，保山专 ，，o I

员黄知廉行文，将县人民医院改称县卫生院，按卫生部及省政府规定为甲等卫生院编
i

j
制。院址在肖祠万寿宫。 ‘，

：。
．

．， ，．‘． 1
7 1955年，县人民政府请示省卫生厅批准，拨款8亿元(旧币)．、在城西四街另辟新 簟 I

， 址，重建县卫生院。1955年12月搬入新址，1956年1月1日收治病人，更名为腾冲县人 I
民医院。

‘ +

’。 ．，1． 。； ．’： o。 一。 】
，⋯

．一、j ，；’
’，

，， ．，， -；．，■：．，‘：。。’： ，r。．’ +l
，’ i

(五)县 中，医、院r o，， 。：．一．
j

l
，∥ o一+ 一 一 ．⋯：’

， I
．，1982年11月25日，．腾冲县卫生局向县人民政府呈报《关于建立腾冲县中医院的请示 1

报告》，同意县工交局关于将工交卫生所收归卫生系统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腾冲 j

，县中医院。12月1日，县人民政府腾政复(1982)99号文件批准执行。县卫生局由县医．

院抽调中医师杨维雄，由洞山卫生院抽中医师杨占立，具体负责接收事宜。1983年2月 +1

1 7r日，腾冲县中医院成立。 一．。

一

。 ’I

原工交卫生所位于城关镇四街白果巷，占地i022．5m 2，南至商业局大路，西与县

侨办相连，北邻李洪训民房o，东邻王守信住宅，有房屋六幢，房屋占地面积745．72m 2，

全部资产11万多元，按腾政复(1982)99号文件移交县中医院。一

， 原工交卫生所共有工作人员17人，其中调县人民医院工作4人，调保健站1人，退

气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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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医痔科、西医，中药房，西药房、注射室，心电图室，检验室、收费室等13个功 ，．

能科室。 ．

一 ‰ 一

，

1984年初，中医院在硫磺塘筹办“热海诊疗所"，于当年11月14日开业，收治病

人。诊疗所设病床50张。有中西药房、‘男女浴池、发电房、小卖部、食堂等设施。
‘

一

一 囊

’

一(六)县皮肤病防治院 ，
，，

。|+

t

} ： 。
_I

}
-

县皮肤病防治院，始建于1959年，由县民政科出1人，县卫生科出1人，共同筹
”

建。县民政科拨款7385元，建盖病区土木结构平房344m2，职工宿舍86m 2，共占地3．3 1；

亩。1960年收治麻风病人62人，在院外送药治疗4人，共66人，占全县病人数的100％。 一；·

1960年一1972年，该院仅有行管1人，属民政局干部，卫生技术人员1人，属卫生局千 ’。’

部。1973年，行管干部病故，仅剩医务人员。1979年，卫生局增派2人给该院。1982 j卜

年，7工作人员增至9人，其中I麻风专业医士1人，医士1人，卫生员5人，后勤2、 ‘

一 人，1982年，云南省拨款1．5万元，县拨款1万元，增盖病区土木结构平房196m 2，医

疗室60m2，会议室60m2，职工宿舍76m=。1960--1980年，县民政局每年拨款0．75万
9

‘元，二十年合计15．0万元，1960年一1984年，卫生局每年拨医疗费0．28万元，二十四年

合计5．72万元。 ：
‘

．1

～
·

．。

建院初期，该院在人少的条件下，仍能坚持常规的院内治疗及院外送药，并根据线 ’

索查访病人，担负起全县麻风病防治任务。1979年人员有所增加，县卫生局又配备光学

显微镜1台，除坚持常规治疗外，还能定期为病人进行查菌化验。1982年以后，院内开

始必要的分工s负责检查诊断者2人，药房2人，注射室2人，化验室2人，后勤l ，

．，人，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及操作常规，逐步走向正规化。 ．’‘，
，

1984年5月以前，廖天信为皮肤病防治院负责入。 ， ‘．
‘，

1984年5月17日，卫生局任命廖天信为副院长。’ 。．

麻风病人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病区内在病员中建有管理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

设主任1人，会计1人，保管1入。下设两个生产队，共有耕地68．3亩。1984年有水牛

6头，黄牛11头，实行集体管理，评工记分及小段包工。按云南省人民政府80(182) i

号文件，麻风病人由国家每人每月供应粮食30斤，生活费12元。院内规定每周政治时事。“
。

学习一次，包电影一场。
”

，

。

1

院址：荷花区明朗乡板小寨、 一
，

。

_

十

{ ’ 7

， (七) 区 卫，生．院‘：： ，一

，-

1951年3月21日，．在第十区(盏西)成立民族区域诊疗所，由范谊、贾仕贤、李会

英等三同志前往开辟工作。
7’

4：，’
。一

，

。’1952年，旅昆同乡王少岩捐资二千万元。在芒棒街开办龙江卫生所。5
’

，+ ‘1953年7月，’曲石卫生所成立，国家投资4千万元，建成二层秋木结构楼房一幢。

1956年7月，全县新建卫生所7所；一区卫生所建于风山乡何家寨，三区卫生所建

10 j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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