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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陆川卫生志》在我县历史上尚属首本．编纂工作始于1983

年，1994年底基本完成．历经了11个备秋。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好

事。值此之际，我感慨万千．谨草数言，以表祝贺，并以为序．

j陆川县地处广西桂东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陆川的医疗卫生事

业源远流长，有。中医之乡”的美称。《陆川卫生志》真实地记载了自清

朝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至1994年133年间陆川卫生事业的发展

变化状况，特别是解放45年来卫生面貌的巨大变化，史料翔实，内容

丰富·实用性强，是本难得的卫生工作案头书。 ，。

、

《陆川卫生志》分为上下两篇，共十四章．五十一节，前有概述、大

事记，后有附录、编后话，内容包括卫生行政、医疗防保机构、社会医疗

组织、医林人物、医案医话、民间验方等，集古今资料精华，图文并茂，

对于了解研究陆川卫生的历史和现状大有裨益～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史与志同源，具有“资洽、教化、存史”的功能，今天撰写的卫

生志其作用更大，实用价值更高，期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人士通

过阅读《陆川卫生志》，纵观陆川卫生工作古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共

同描绘卫生事业发展的蓝图，奋力拼搏，开拓创新，为振兴陆川的医疗

卫生事业而奋斗。 ．．

’

《陆川卫生志》汇集了广大医务人员的智慧，凝聚了有关领导、专

家和编辑人员的心血，在此谨向为撰写《陆川卫生志》作出贡献的所有

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

县卫生局局长：吕绍荣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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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市±地志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土地管理定会走上法制轨道。"

县委、县政府把土地监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解决一

个又一个实际困难，诸如：(1)设机构给编制定人员，县土地管理局内设立土地

监察股，同时成立“土地监察队"定编6人，从武警部队退伍的思想作风好、训练

有素的干警中挑选配备监察队员，监察队长由县土地管理局一名副局长兼任。

(2)解决开展监察工作所必需的经费开支，决定从处理违法占地的罚没款中通

过县财政部门核准拨给办案经费，和支付招聘监察人员的工资报酬。(3)解决交

通工具，批准购买北京吉普车一台，摩托车两部，作为土地监察专用车，还有执

法用的一些必要用具。(4)解决监察人员的服装，土地管理部门不能自行制作服

装，为了便于执法，县政府决定把土地监察队列入县公安局的治安股，定期发给

治安服，配带“中国土地监察"标志，保证执行任务需要。(5)解决办公用房和人

员宿舍，县政府在房屋紧缺的情况下，给土地部门和监察队拨了8间办公室，15

套宿舍，免除了后顾之忧。(6)县里四大班子不定期听取土地监察和执法情况汇

报，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平时人民群众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来信来访，县政

府作为第一类案件县长亲自阅批及时处理，对土地监察队查处违法占地案件给

予大力支持。

在组建县一级土地监察机构、队伍的同时，县人民政府又发出文件，强调把

乡(镇)、村的土地监察队伍也要随之落实，全县23个乡(镇)，每个乡(镇)配备l

～2名土地监察员(土地管理员兼)，每个行政村设土地监察员1名，由主要村干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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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地处亚热带位于广西的东南部，隶属玉林地区，面积1560．04平方公里，属

丘陵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常温在摄氏20。——27。之间。物产丰富，交通方便，黎湛

铁路直贯南北．公路交织成网。1994年底，人口数为728453人。

陆川县医疗卫生事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人才众多，名医辈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

断发展，不断前进，一代胜似一代。

解放前卫生事业落后。卫生条件差，不重视防病工作。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传染

病时有发生和流行。陆川县内虽有十几家私人开设的中医诊所和几十家药店，但设备简

陋，医药费昂贵．一般劳动人民无力就医。加上缺乏科学卫生知识，封建迷信乘机诈崇，

每当疫情流行，只得求神拜佛保佑，误害了病者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极为关怀。

制定了卫生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措施。在中共陆

川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以及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内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

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49年12月1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就着手建立健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

群团组织，把各类中西医药人员统一组织起来，壮大医疗卫生队伍。积极开展卫生宣传、

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妇幼卫生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等项工作。科学的卫生知识得

到了普及，城乡卫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中，

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使陆川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陆川县各级卫

生组织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定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中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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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清 ．

(公元1861——1911年)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据《广西年鉴》调查，陆川县有个体行医医生1人。

光绪十四年(1888年)，城厢区(现属温泉镇)发生鼠疫流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县南古城区(现属古城镇)，发生鼠疫流行．据调查，该区

在鼠疫流行期间，死亡及外逃800余人。
‘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三、四月间，古城区(现属古城镇)发生鼠疫流行，是陆川

县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城治区(现属米场镇)开始设立中药铺l间，雇工5人。

中华民国(1912—一1949年)
嘻．?

‘} 7一

民国9至11年(1920——1922年)

。 在古城区(现属古城镇)第三次鼠疫流行中，造成全家绝户的有蛹口王姓22户、塘
‘

蛹潘姓死亡300多人。丘姓死亡50人、宋姓死亡10人。这两个自然村原有70户人家，

由于鼠疫流行外迁的共35户，其中蛹口24户，塘蛹11户．

民国18年(1929年)

县城开设中药铺9问，西药铺1问，县内共设中药铺29间。

：’ 民国23年(1934年)

3月．县内有麻风病发生和流行．全县患麻风病人36人。其中男32人，女4人．发

病地点：在城治区的朗洞乡(现米场镇)；北安区的东北乡、崇善乡、西安乡、永平乡、安宁

乡、西靖乡(现属马坡镇)}大袄东乡、大袄西乡(现属平乐镇)、南平区的陆街乡、坡山乡

(现属乌石镇)，石滩乡(现属滩面乡)；谢金乡(现属乌石镇、良田镇)、西稔乡、光雅乡、桥

北乡、桥南乡(现属大桥镇)；南兴区的上新乡、新村乡(现属良田镇)。

同年，县内有天花、鼠疫、斑疹伤寒等病流行．

同年，县在孔圣庙成立医务所l家，所长何异溶、卢宗庆并设有诊室及治疗室各一

间，经费639元。

同年，广西梧州医院巡迥医疗第二队来到陆川县巡迥医疗，时间两天，诊病100余

人，种痘600余人。 ，

。

5月，在北安区(现属马坡镇、平乐镇、珊罗镇)等地，发生鼠疫、斑疹、伤寒等疾病，

死亡30余人。

同年，全县种痘9so人份，预防注射190人次，占该年全县总人数的7．85／万。

民国25年(1936年)

4月，在县体育场举行儿童健康比赛，参加人数145人，其中男83人、女62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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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22人(男12人、女10人)．发给奖品有：旗帜．花屏镜、玩具、书籍、印料、衣帽、鞋、文

具、牛奶、饼干等。

民国26年(1937年)
． ^： ：。

6月，在榕下、郭云、谭背等村发生痢疾流行死亡10人． ·

同年，全县各乡、镇成立医务所13所，分别设在滩面乡、莲塘乡(现属良田镇)、中正

乡、崇善乡、永安乡(现属马坡镇，I安平乡、沙湖乡。大袄乡(现属平乐镇)I榕下乡(现属

沙坡镇)l桥北乡、西稔乡(现属平乐镇)；那域乡(现属乌石镇)，清平乡(现属清湖镇)．

同年，广西省府及有关部门下令对麻风病患者作出如下规定：
· 1．应按照本府指定的偏僻地方责令麻风病人家属建造茅屋作为居住之地，并列表

上报。 、

，
．·．

2．各地的麻风病人到指定地方居住后。由县酌情供食用，交由所在之乡、村公所负

·责管理． ’

．‘’。

． 3．应责成乡村公所，勒令居住偏僻地方之麻风病人不得再与亲属来往，其家属亦不

得前往探视．

4．应责成乡村公所，随时监视该麻风病人，不准外出，如有外出者以盗匪论处．

’

民国27年(1938年) ．' ·

当年．广西省共训练男性看护人员200人，毕业185人，分派到各县立医务所充当

卫生员，分配到陆川县两名(周雄、黄瑗)．

6月，县开始设立卫生行政机构，办理全县卫生事务工作。

民国28年(1939年) ．t
f

当年春，县长肖道龙监予医务工作的重要，将县立医务所改为县立医院，任命陈武

为医院院长． 一 ’

同年，县内发生“流脑”流行，患病人数125人，其中男性112人，女性13人．其他

传染病男性254人，女性21人． 。．

． ，民国29年(1940年) ，．

当年，县城厢区风淳乡(现属温泉镇风淳村)一带发生天花流行。

民国30年(1941年)

当年，县内发生痢疾流行． +‘ j ‘-

lo月，县立医院改为县立卫生院．地址设在“学宫”(现今温泉镇粮管所)。院长谭伯

俊、卢文辉、共有医务及行管人员9人．，
。

．。 民国31年(1942年)．

。 当年，县立卫生院因经费缺乏，撤销了各乡医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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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民国32牟(1943年)
。

{

当年，全县预防注射人数占当年全县总人数的．4‰。
．

‘-

一。 ，， ：7．

’‘

民国3垂年(1945年) ．， ．，

● ·
． ， ．h j

j 赢’ ’．’．，<
’

当年，县立卫生院设置病床8张．增加医师1人，护士1人，卫生助理员3人。

’。 ．．．J—i’一·’民国38年(1949年)一．j· ’√．， ．‘

+： ‘，
‘‘ ’·

+．

’ ‘
’

当年，县有民间医师470人．其中西医师5人，中医师419人，中医针灸医师4入，

中医外科医师3f1人，中医妇科医师2人，中医麻痘科医师4‘人，中医儿科医师1人，中 ·

医眼科医师1人，其他杂科医师3人。 ·

’
．：．‘：7 ．、■，- ．1。。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1949——1 994) ’．

’， √丫：‘：‘√。；1949年’ 一；、j’j’‘． {

11月30 H，陆川县解放，随后，县人民政府委派陈洪源接管县立卫生院。’

，，，
。¨。 。， ．·‘j，’，1950年

、 一 1’

t●

'6
’

陆川县首先成立了卫生人员联合筹委会．地址在陆城南街(现缝衣社)。当年全县有

医务人员839人．

同年．县举办首届中医师培训班结业学员60人。同时还培训新法接生员320人，防

疫人员202人．妇幼保健人员9人．， 叫， ．

· ，

3月，陆川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正式宣布成立，院长是陈洪源，院址设在现人民医院

内(南面)．
一 ；：“：u．‘一 j． ． ·

1951年
。‘

3月．陆川县正式成立医务人员联合会：’向年，县在马坡、乌石、清湖三个区成立试

点卫生所． 7．

二，，

·

f。● ? ；
：

．t 1952年，i、
。

6月，将医务人员联合会改名为陆川县卫生工作者协会t全县共有会员182人。

同年9月，各区分别建立了联合诊所，参加人数304人。·

1953年‘
’

·

÷

’

同年，陆川县人民政府卫生院设立防疫股，并兼管妇幼工作，股长是谢德贞。

同年，全县对儿童进行牛痘苗预防接种．当年种痘263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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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县成立医务人员审查委员会，成员由县及各区卫生协会民主推荐代表组成。．

2月2日．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共有40多个单位，会

议决定将原防疫委员会改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设正副主任3人，委员16人．

5月，县开办第一期医务人员实习班。学员11人，地点在县人民政府卫生院。

lo月，陆川县设立公费医疗预防管理委员会．县还对参加卫生协会的304人进行

审查考核．给243人发了临时开业执照．。 ． ’!?=． ．：-一一 。t

j． ．．。

1955年j

．：全县又成立了21个中西医联合诊所，19个接生站，有接生员97人。；?， 。

同年，秋季，县内发生乙型脑膜炎流行． 。； r’：‘ ．“．： ．“，．，

9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厅秘字(55)144号文和国务院第一届全国

卫生会议精神决定，将“新旧医”改名为。中西医”．

；
’．’”’’i ‘．。， 1 9．5j 4年‘ j·⋯．”’·．。‘ 1-一t：

．

_ ’一 1956年‘ ‘’⋯·
‘：．

。一。

，， ‘j，一。．‘ ，，

‘-

7， {’’i ，一

6月，县分别成立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妇幼保健站，汤延章、黄惠贤任防疫站副站

长I刘霜竹任妇幼站副站长．该站配备医务人员3名。 ，

同年，广西省总工会在陆川县温泉乡筹建第三工人疗养院。

．同年，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城厢分会改为城厢联合诊所． ．：．

同年。各区建立了卫生所。陆川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改名为县人民医院。

同年，县人委会卫生科委托县人民医院培训了接生员140人． ，．：

． 1957年
一

。 ：c
’

春，瘟疫流行，病3万多入。死201人，政府出动大批人力：物力进行防治。

· 1958年

． 5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第三工人疗养院正式建成开业。 ．

8月，城厢联合诊所改名为城厢公社卫生院。。同年县举办中医学院一所。地址在青

莪馆(即现在县文化馆内)，招收学员94名。除选部分学员到上级医院学习外，留校学员

73名。学制两年．
‘

‘同年，各人民公社卫生所开设产床32张。
’

同年，冬各公社卫生院相继成立。’
’

一1· ⋯·卜

同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评定。陆川县为全区基本消灭疟疾

县。
‘

+ ，‘ 一
’‘

_， ’一“’‘

‘

‘同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共查出患有妇科

疾病患者15093人。其中：患子宫脱垂1892人，治疗592人，占患病人数的31．3％．闭

经13201人。治疗840人，占患病人数的6．4％。 t’ ’： ·j’ 。‘

· ／

： 一 ．1959年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第三工人疗养院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陆川温泉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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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院． ．．·
。 ．．

·。

、，

“

j
。．．

同年．陆川县部分地区发生水肿病，经治疗后大部分患者得到了康复。’
1月，县中医学院改名为县中医学校，校长吕星明． t 一

’。

·。

1960年 ’：‘

‘⋯ ．- ，

。- j。， ；·

春．南方13省除害灭病会议在玉林专区召开．同时参观陆川的卫生工作．

1961年

陆川县南部相邻的广东省发生副霍乱流行。在县政府的领导下，采取积极有效的预

防措施．防止了该病在陆川县内的发生． 。 !；一。 ”； ．，

’：

／‘ 一

·一p
’

，：’ ： 一·．，：r。“ “．．．

1963年 。．

●

， ： 一 ‘，， ，

4月，为了做好副霍乱的预防工作，陆川县成立防病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县卫生科、

县防疫站负责．同时，召开了各医疗卫生单位领导和各区卫生院、厂矿、农场、学校卫生

室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部署预防副霍乱工作。
，，． ：‘

1964年 一．

6月底．为迎接越南卫生参观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爱国卫生

运动． ‘’ ’’

7月，县卫生防疫站．召开各公社卫生院防疫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如何做好疫情报

告工作问题。

9月25日，县卫生防疫站在陆川饭店召开饮食卫生现场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公社

供销社、卫生院的领导。
～

‘’

1§65年

6月24日，县举办第一批农村不脱产卫生员学习班。‘r

12月8日．县召开公费医疗制度修改会议．
。

^ 。

．? ’

‘

1966年

3月，陆川县人民医院开始装备第一辆救护车．

11月下旬至1967年5月上旬。陆川县所辖的lo个公社1个镇，154个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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