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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志编篡委员会

(1986年6月20日．'-1989年4月21日)

顾 问 何正清 翟景龙 潘 龙 l重醴l 伍 集 l蕊I
主 编 司明勋

副主 编 陈崇远戴炳全王瑞祯

(1989年4月2 1日～1993年11月30日)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定 王瑞祯 王启洪 巴达拉夫 司明勋

史世法伍集陈廷言陈家清 宇 闻

沈文学何宗文汤笃祜李致用 徐成j霎

秦文举 陶克文崔继民 鲜挺胜 翟景龙

潘 龙

副主任委员 李祥龙(主持修志工作) 陈崇远戴炳全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宗量 朱中仁，杨文蔚 吴昌培周模刚

周开泽胡自胜徐世樟黄可源 陶宝梅

虞灏蒋洪海廖伯兆，鲜奇富

(1993年11月30日．"--,1994年I 1月30日)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定王瑞祯 巴达拉夫 司明勋伍集

陈廷言张培林崔继民 翟景龙鲜挺胜



虞灏潘 龙

主任委员 陈崇远

副主任委员 李祥龙戴炳全马达 吴昌培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宗量

汪时萱

韩志文

邓开秀

周模刚

蒋洪海

李君仁

周开泽

鲜奇富

邬显华

修蓉

潘倩

杨文蔚

徐世樟



重庆市卫生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刘中元(1986一,1988)

艾士重(1 989,---．1994)

主 编 李君仁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列)

汤笃祜沈文学李湘煜陈家清陈荣杰张国蓉

张培林张福庆骆鲜利黄炳灿

工作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江洪 江桂英杜廷秀刘军刘巨坤李怀书

张小渝陈永凤罗样邦郑朝邦殷若芝 杨煦春

袁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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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志))撰稿人名录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定 王业 ．王夷传 王延。 毛家鑫 车玉生

邓秉谦 冉瑞图 刘约翰 刘裕密 刘家隽 刘先觉

石义生 田德进 孙惠丰 朱裕庭 李福沛 ．李兆兴

李照明 李光福 李宗明+ 李宗唐 Q李鼎寮 马滨珠

吴祖尧 吴国桢 肖建奎 汪应富 陈岩磺 陈方育

陈公洁 陈 煦 汤鼎华 何德沛 林尚清 罗棣华

魉素波j 迥继福l 金春南 郑光天 罗蛟春 张运才

张经贵． 张积明 张天保 晏才杰 张道臻 张宝莉

张永狱 张蕊汀 张天民 唐达江 陶照洪 侯仲康

宦秉瑜． 陶伊型 袁承晏 鲍靓 黄开华 董绍贤

蔡汉钟 蒋夏 谢学欧



《重庆市卫生志》审稿人名录

．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定 王鸣歧 王宠林 王永豪’王德权． 王瑞祯

卞度宏 马有度， 邓开秀 巴达拉夫左景鉴 伍集

吏世法 司徒亮 司明勋 全钰珠 宇 闻 李周远

李宗明 李￡蕾 吴世昌 吴昌培 吴艾生‘ 吴味辛

陈廷言 陈德祥 刘宗量 刘建林 何爱华 汪廷刚

汪时萱 邱鸿鑫 周永华 周开泽 周模刚 周雅德

修蓉 张 库 张定凤 张长龄 张经贵 张德升

倪乐明 徐世樟 徐成滔 查抒梅 陶克文 秦文举

黄萌 黄炳灿 黄崇本 钱惠 凌萝达‘ 杨泽文

崔继民 梁隆新 韩志文 蒋洪海 潘 龙 潘倩

-虞灏 廖伯兆 谭在洋 翟景龙 鲜挺胜 鲜奇富

薛春生



序

中共重庆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崇远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当今编修新方志，

实现了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夙愿，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跨入繁荣富强时代。完成这一复杂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系统工程，·是历史赋于的光荣任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体现。经历八年辛勤笔耕的《重庆市卫生志》的问世，开创了编写重

庆卫生历史文献的新纪元，填补了卫生专业志书空白，是一项值得庆

贺的大事o

《重庆市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篡指导方针，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重庆

1840年至1985年的医疗卫生史实。它是一座重庆历代医药卫生人员与

疾病作斗争、保护人民健康的历史丰碑，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卫生事业的丰功伟绩，以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救死扶伤，实现革

命人道主义的高尚品德，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Ⅳ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志书是一面镜子。

字里行间蕴涵着过去医疗卫生工作的兴衰得失、利弊优劣，具有资政、

存史、教化功能。因此，要提倡读志、用志。抚今追昔，从中吸取有

益的东西，继往开来，勤政敬业，进一步深化卫生改革，把重庆市的

医疗卫生工作推向新的高峰，去争取新的胜利。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凡 一 例

一．本志是一部具有时代性，地方性、专业性特点的历史资料文献，为重庆市第一代卫

生专业志。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按照求实存真的编纂原则，记述了重庆145年来的卫生史

实·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弦的记述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以达资政、存史、教育之作用。 ，

三、时限 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重点记述当代，根据需

要，个别内容有所上溯和下延。

四，地域 本志所记述的范围，以1985年重庆市行政区划的版图为准，有的史实根据

实际情况有所伸缩。
7

五、体例 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按照横排门类，竖写史实

的方法记述，以志为主，按篇，章，节、目编排。全志共6篇，2l章，79节，75万余字。’

六、文体 本志除引文外，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顺。

按照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使用简化字和标点符号。

七，纪年 以1912年为界，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以后使用公元纪年。重庆解放时

间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1949年11月30日，故使用“解放前”，“解放后弦，不使用

“建国前黟，“建国后"。

八、称谓 本志有关地名、机构名，职务称谓，一律按当时名称，并加注今名．首次

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使用简称。

九，人物 本志坚持搿生不立传一原则，传略人物均为故人，简介人物多为生人。凡

1985年前获得正高级职称者和政府授予名老中医称号者，均列入名表。

十，计量 本志一律使用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旧制．市制均换算为公制，旧人

民币均换算为新币值。

十一，数据 本志所用数据，解放前为官方统计数据，解放后以统计部门编制的表报

为准．

十二、资料 本志所用的主要资料来自国家、省、市、县(区)档案馆，图书馆和有

关部门的文字材科，少数为口碑资料。



重庆市 政 区图



重庆市第·tt医院著名中医师廷棹仙向毛弹尔L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嘲阳”

q符院副总理陈慕华视察市如幼保健院 『H长f议唧棼观【f『‘n生教育馆举办的优生知识图

片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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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视察市中医研究昕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视察市药检所

鼍国+#盛顿大学医学院院长大卫·戴尔参观重医儿科医院 重庆市卫生志第一届编委扩大会议

承庆市11生志)评审工作会议 重庆市卫生志编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军医大学附一院(西南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附二院(新桥医院)病区一隅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

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区一隅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

重庆塞救医疗中心一市第四人民医院Ⅵ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重庆长航医院

重庆市外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Jil JLf：l医院

一R戊『fJ盯都医院

巫幔t”¨曲保健院 重f崩ff传染晴医院门I拿部





重庆二卫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市第一结核病医院进行医德医风教育



结核病防治所进行帅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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