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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
。 一

。

区。‘

建国前，历代当政者置广大劳动群众的生老病

死于不顾，长期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建国后，预

防保健措施不断完善，卫生事业有了翻天覆地地变

化和发展，全州基本控制和消灭了传染病的流行，

入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得以有效保障。

盛世修志，根据“略古详近”的精神忠实地记

载甘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是卫生战线

的一大创举。它包含着象李贡同志等汉族和其他各

民族的一代代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和

条件下，含辛茹苦、忘我劳动、防治疾病，造福入

民，为甘南各族入民贡献青春年华、以至毕生精力，、

的丰功伟绩。因此，期望它不仅起到存史，资治， Y
借鉴的作用，而且更望于启迪我州卫生战线上广大U
职工的民族团结和奋进!

编纂该志的同志们，在人员少时间紧迫的情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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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虽

难免白璧微瑕、甚至缺点和错误，但仍不愧于被广

大卫生战线的同志们所感激、被后人所敬佩!

，^
? ·

景丹珠一九九O年四月二十五日



编者’按语

，一，由于藏医药在以藏族为主体的甘南藏族自

治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历史之久远甚于中西

医药的传入，，特别在一些藏族聚居地区发挥了预防

和治疗疾病的作用，颇具影响。因此，决定另立专

志记述藏医药这一珍贵民族遗产的发展历史，故本

志书再未列章撰述。

二、本志书的年代断线，上限未作统一划定，

各章节依据史实和收录到的资料而定，下限则截止

于一九八九年底。

三、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权机构及官职

等，均以当时当地的习惯称谓。民国以前的历史纪

年均以公元年代注明于括号之内，地理名称亦以现

名作了注释。

四，本志书作为地区性部门专志，对县及县以下

的各类卫生机构仅列出了机构名称，其沿革及业务

发展情况等禾作详细记述，似损于地区专志的完整

性，唯期望于各县专志成书后与该志书组成成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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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书，即可弥补这一不足。

五，本志书“机构沿革黟章中，对州级各类卫

生机构着重概述了历史沿革．，而其业务发展状况分

别在各有关章、节中有较详尽地记述。 ，

：六． “医林人物”章中，仅将我们收集到的经

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或有过一定影响但已谢世的卫

生技术人员编纂于“人物荟萃"节中，．恐有遗漏，

望以海涵o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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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地理气候、民俗特点与疾病流行

． 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

省西部，南邻四川，西壤青海。地理座标东径100。

467—104。447，北纬33。67—36。10 7之间。地处青藏

高源东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横亘其间，其主

峰均在4000至5000米之间，终年积雪。境内有白龙

江，黄河、洮河、大夏河等河流流经州内迭部，舟

曲，玛曲、碌曲，卓尼、临潭，夏河七县。地势西

高东南低，地形地貌极为复杂，全州总面积为4．4

万多平方公里。高山草原地域宽阔，水草丰茂，面

积达37580万亩J高山森林呈带状密布，。面积12194

万亩，低山丘陵地带适宜种植与养殖，耕地面积

114万亩。野生与人工培植药用动植物达850余种，已

成为群众开发资源之生财之道。名贵药材麝香，鹿

茸、熊胆、当归、冬虫夏草，贝母，红(黄)芪，

秦艽等地方产药材自给有余，行销全国和出口创



汇．

州内海拔高度平均在3000米以上，气侯寒冷，

长冬无夏，阴湿多雨雪，年降水量在450--800毫米

之间。地面气压低，空气稀薄缺氧，紫外线照射较

强，昼夜温差大· ．；+

一全州1989年共有人口570009人：其中：藏族、

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其

308，907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一九：藏

族268082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占少数民

族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
里12．9入。 ‘，。，， ．

，

-。建国前的甘南，封建领主居统治地位，土地，

牲畜都集中在土司、，头人、牧主、地主及寺院活佛

喇嘛手中，广大劳苦群众过着半封建半农奴的生

活，，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文化十分落后，更没

有讲卫生的条件，不利于健康的陈规陋习：世代沿

袭：生活水平低下，半农半牧区住楼房或土平房，

只有天窗而无壁窗，通风采光设施差，楼上住人，：楼
下圈牲畜，卫生条件极差，人畜共患的疾病互相传

染，牧区住帐篷，逐水草而居，男女老幼常年只穿

一件无罩羊皮袄，不穿内衣和裤子，夜间以袄代被



蜷曲而眠，以糌耙(膏稞炒面)为主食，牛羊肉为

主要副食，且喜生食，终生不洗澡，随地便溺，。>--j

以为常． ⋯ ： 、，__ ．

¨

‘

婚姻恋爱在牧区是自由的。’成年男女相悦，然

后托人说合，再举行婚娶仪式。婚前性生活和婚前

生育，被人理解而不会受到歧视或责怪，家庭成员

和亲朋邻里为育龄姑娘家添丁增口而高兴。产妇分

娩被视为脏事，临产时独自一人去牛圈或无人的地

方生产，婴儿产下后用石头块或用牙咬断脐带，部

分地区产妇当天还得背水一次． 一

半农半牧的边远偏僻地区：近亲结婚较为普

遍。 t ’·‘．

因各地习俗而异，丧葬一般分为火葬j天葬、

土葬和水葬，舟曲个剔地方将尸体架在山坡上露天

搁置，任凭日晒鸟兽食。 t
‘

’社俗：农历正月十五日夕跳火堆。在自家大门

前的通道上铺些千草、柴枝点火燃烧，小孩从火堆上

跳过。据说这样可以驱除病疫，祈求新岁平安。家

中病人在门楹上插挂柏树枝或柳枝，·住帐篷则在门

前放置石头或土块作为忌门信号，谢绝外入进入．

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简陋的生活方式，传统

窘



习俗和不卫生等原因，导致多发病，传染病，地方
病猖獗发生与流行。如痢疾、伤寒，’流感、’流脑，

麻疹等是常见的多发病。天花、鼠疫、霍乱曾多次

大流行。性病、妇幼疾病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民

族人口的繁荣，婴儿的死亡相当惊人。麻风、1地方

性甲状腺肿√氟中毒以及缺钙j营养不良等遍布山

野。风湿症，胃肠病、、寄生虫病更为普遍。还有人

畜共患的炭疽，布鲁氏杆菌病不时发生。历史上的

甘南被称为“疫疠之地矽，·人人谈病色变。互相见

面，首先询问“平安”之习惯延续至今。正如有关

史料所载： “安多藏区⋯⋯唯其自然环境限诸高寒

也，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唯其以地理条件陷诸阻塞

也，内外文化难于交流，社会长期停滞于畜牧经济

形式中。驯致人生，无法抵抗自然界之冰雪侵袭，‘

疾病传染，畜群倒毙，人口死亡，种种涉诸烦恼悲

戚，⋯⋯矽。①藏族上层人士如斯疾首惊呼，足见当

时劳苦人民的悲惨境地。无医缺药，每遇疾病发生

与流行只好任其自然，束手待毙．甚至一些癣疥之

疾也无法治愈，而致残死，抱恨终天。据夏河县

《县志》记载“1705年至1949年鼠疫病不同程度的

①‘嘉木样呼图纪念集>(戴汉两文版)1648年出版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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