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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天门县卫生志》的出版。

《天门县卫生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对天门历史上的医疗史实进行了认真地搜集，考证，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卫生事业的发展和防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记载，对当前的医药卫生状况

进行了周密调查，对一百六十年多年来卫生事业方面的大事要事和医林人物进行了实事求是

的记述。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是我县医务工作者的一部工具书，

也是帮助青少年学科学，讲卫生、懂历史、爱祖国、爱家乡，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天门县卫生志》是天门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卫生专志。志书的出版，为我县发展医疗

卫生事业提供了可以信赖的依据．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较好的精神食粮．对我

们回首往事，承前启后，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开创卫生工作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既然是第一部志书，就不可能没有缺点和不足之处．我希望志书出

版后，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得到补充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罗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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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天门县卫生志》分1 l篇，33章．-Bo节。忘首有序，概述．志柬有编后语，樊24万

舅瓯：劳宥卫毖凯掏分布辫2幅．照片30幅．，

饿本志蠲限，土穰原则上定为埔21年，下限定为1983年．为了阐明历史发展源流，个别

睫痰：淘前焉柞了追溯延伸．

乱本志采取事以类飙．横分竖写，使用现代汉语．编撰体．

钆本患立传汰物排冽颓序，，烈人物卒舔先后为准．

鸯0奉志资辩蒜源扎备锻挡案馆的挡案资斜；知情者的日碑材料；特约，特邀宥荧入罄

稿耵垒燕咨媛医疗母出单位韵《发展史’》和有关资料-

6．本志所萼静祷的豌计数据均以各项工作妁年报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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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天门县地处江汉平原，位于东径11 2。347—11 3。237，北纬30。23 7—30。547之间。总葡积
●

为2，45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80余万亩，主产棉花。1984年4月按建制统计：全县辅14
。

个区，7个县辖镇，2个国营农场，10个区辖镇，68个乡，782个村。总人口1 40万人。
，r：

天门古称竟陵，秦最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ff勺历吏。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唐’代王超善

医，针灸如神；明代欧阳植著《灵台问要》刻版于世；清代光绪二十五年吕承源著《医学一

得》．此外，精于伤科，眼科、疳科、妇科，痔瘘科者，不乏其人。近世，有医书编译家=}I．}

德馨，遗传学专家卢惠霖，外科教授董秉奇，名中医蒋树人等，在同内外均享有盛誊。

清代，政府未没立卫生机构，只有个人开设的药店、诊所，游医过市，巫觋充斥。劳苦

大众，病魔缠身，缺医少药，无人问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英同基督教会在皂市

开设仁济医院，西医从此传入我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天门县政府始设卫生事务所和诊疗所，为时甚短．民团二十

九年(1940年)骨，曾两度建立县卫生院，医事人员缺乏，医疗设施简陋。虽成立医师公

会，举办中医讲习所，推行夏令卫生运动，但防疫工作未能认真进行，卫生事业经费仪占县

地方财政支出的0．56％。瘟疫流行，病死者比比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天门县委、天门县人民政府对卫生事业极为重视，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制订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刚结巾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

卫生工作方针。于1950年建立县人民医院，成立医务工作者联合会，组织个体开业医生，开

展战勤、防疫、保健工作。次年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着手筹建区、镇卫生所、组织联合诊

所．至1956年．全县初步形成了县卫生院、m吸虫病防治站，区(镇)卫生所、m吸虫病防

治组，乡联合诊所的农村三级卫生网。县、区、乡层层建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了

巾共天门县委眦防领导小组，动员全县人民开展群众胜的爱国卫生运动及m吸虫病的防治工

作，大力推行新法接生，普及医药卫生知识，群众健康水平日益提高。黻着卫生事业的发

展，从1958年起，相继新建了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生学校、麻风村、中医医院、

药品检验所等医疗卫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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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全县卫生事业机构共166个，病床2，067张．工作人员3，632人。其中卫生技术

人员2，953人(高级501人、中级1，687人、初级765人)，按全县总／、口计算，平均每470人有

一个医务人员和一张病床。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拨款，由1953年的17万元，到1983年的249万

余元．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如天花已绝迹；梅毒、血吸虫病、古典型霍乱、

头癣已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均达到了国家控制的标准；麻疹、小儿麻痹症、

白喉、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医疗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从切脓疱、作痔疮手

术发展到作胸腔、顺内、断臂修复、自体肾移植等难度较高的大型手术。新法接生率提高到

99．9％，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降低No．58％，符合国家普及新法接生的标准。1982年人口普

查表明，全县人口出生率为20．67‰，死亡率占8．12‰，人口净增率为12．56‰，平均期望寿

命69岁，其中女性70．35岁，男性66．76岁．

三十五年夹，天门县卫生机构的建设日趋完备，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医疗设施日益精

良。医疗网点，星罗棋布，卫生人员，遍及城乡，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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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大 事 记



大 事 记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刘嘉鸣在县城开设刘德和药铺．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

春，大饥．秋，大疫。

1859年(清成丰九年)

童达聪在县城开设童保泰药局．

1867年(清同洽六年)

渔薪涂家咀中医陈德召，用天花痘痂和人乳，制成“痘苗”，预防天花．

1883年(清光绪九年)

天门城，乡霍乱流行，死者不计其数．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英基督教会在皂市开设仁济医院，从此西医传入我县。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吕承源所著《医学一得》一书，由两湖书院出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五月十八日，皂市附近的农民趁迎“黄会”之机，焚毁基督教堂和仁济医院，英籍医师

魏爱运逃匿。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在签订《辛丑条约》后，令天门、京山、应城三县赔款修复仁济医院．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陈泽忠(汉口大同医校肄业)，在城东堤街开设普通大药房，是我县第一家西医诊所。

钱敬光在城东开设钱和泰药号，专售“五毒”膏药．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横林口潭家岭因血吸虫病，百余户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身染和死于血吸虫病．

191 5年(民国四年)

卢家!二i西医生高长安，从汉口购回牛痘苗，给当地儿童接种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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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市仁济医院派魏爱运、李忠信等，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

伤救护。

1920年(民国九年)

麻洋窑湾250余人，因霍乱流行死95人。

1926年(民国十五年)

横林沙河，两次天花流行，死450人．

1931年(民国二十年)

中医界成立县国医改进会，会长李新民．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6月 天门县戒烟所成立，接收戒鸦片烟者212人．

天门县始建卫生事务所，负责办理全县卫生行政事宜。

天门县诊疗所成立．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城北邱家桥天花流行，死者84人．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耙市侯家台脑膜炎流行，死二十余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6月 日伪天门县政府在县城东寺开办日光医院．

1941年(民国三十年)

冬中共天北联乡处游击队员十余人，夜袭日光医院，搜获八箩筐药品器械，运往抗

日湖区医院．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日伪汉奸在县城近郊强占民田，种植鸦片烟苗六百余亩；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lO月 成立天门县卫生院。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开展夏令卫生运动，运除垃圾18，033担．

秋成立天门县中医师公会。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秋成立天门县医师公会．

9月17目 天门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推行新生活运动并清洁卫生项目．

天门县中医讲习所开办，招收学员五十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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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lo月 东蒋家场天花流行．发疯64人．、死24人．

1950年

6月 建立天门县人民医院．后改为天门县卫生院．

8月 成立天门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

本年开始实施三钜普种牛痘消灭天花的计划．至1952年．天诧在我县绝迹．

1951年

元月 城关，岳E两镇组织全县第一批联合诊所．

8月 县人民医院迁东寺，更名天门县人民政府卫生院．

6月 二区杨仙乡一，二、四村300多户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户患血吸虫病．

12月 天门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

1952正

3月 县卫生院派曹正清，朱明烈赴小板区进行血吸虫病调查，在潭家岭查到钉螺．

4月 天门县防疫委员会成立，岳口设临时防疫站，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以反对美帝国

义主细菌战争。

5月 天门县医联会更名天门县卫生工作者协会．

7月 建立天门县住血吸虫病防治组，

8月 岳口、城关、第三，八、十二区、镇等卫生所相继建立．

10月 天门县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成立。

12月 成立天门县公私合营医药供应社．

1953年

4月 湖北省天门县住血吸虫病防治站建立．

8月 天门县成立爱国卫生行业管理委员会．

10月 天门县卫生科组织医务人员．医药下乡，为烈军属及贫农、下中农免费医疗．

1954年

5月 县卫生科组织医务A员投入防汛抢险医疗工作．

8月 全县组织公、私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为沔阳灾民过境作好医疗工作。襄阳医

士学校、省中医进修学校派师生来我县参加医疗工作．

11月 血防站派人到联盟，大有、曾头、三湖四乡进行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1955年

3月 县卫生科组织医务人员去参加荆江大堤工地医疗工作．

4月 召开天门县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1人．

5月 天门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

同月 天门县中医工作委员会成立．

7月 干驿，麻洋，彭市、渔薪、石河，皂市等区(镇)建立卫生所．张港、多宝卫生

所由潜江县划归天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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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同月 城关镇卫生．昕迁黄潭区，县卫生院设第_-I'q诊部．

同月 省卫生厅分配给我县一批白喉类毒素．全县注射5．783人次。
1 lYl 八区卫生所从蒋场迁新堰，改为耙市区卫生所。

同月 县卫仂会举办针灸学习班，共培t)1146人。

1956正

1月 中共天门县委血防七人领导小组成立．

3月 全县血吸虫病疫区新建十个血防组。

6月 全县开展自费抗疟工作，有8413人服预防药。

7月 县卫生科转发《1605农药中毒症状和急救办法》，开展有机磷农药中毒的防治工

县卫生院购置100毫安X光机(匈牙利产)一台。

195T年

3月 县人委发布《关于在血吸虫病疫区开展防护工作的布告》。

6月 中央卫生部主办的《卫生工作通讯》登载天门县卫生局朱金屏撰写的《加强与充

实县一级卫生行政组织力量的意见》的文章。

7月 卢市、九真、皂市等区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240人．湖北医学院章瑞生教授等

来红旗乡参加抢救．

11月 县卫生科对联合诊所进行整顿。

1958正

5月 天门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建立。

同月 县卫生院更名天门县人民医院。

8月 各区卫生所与联合诊所合并为人民公社卫生院．

9月 建立天门县卫生学校．

同月 县卫生科组织202名医务人员赴荆门县南桥参加大办钢铁的医疗工作．

同月 中央天门县委除四害指挥部成立．提出“苦战九月，实现四无”的口号，动员18

万多人，消灭老鼠90余万支，麻雀41万余支，灭蝇灭蛹1040斤以及蚊子、孑孓等。

全县组织280名医务人员，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查出血吸虫病人一万二千人，治疗一

万一千余人。同时，对血丝虫病和钩虫病开展了普查．

1959正
’

元月 中央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吴副司长来我县，检查了黄潭区马家直河“太阳村”的工

作并与渔薪区卫生模范杜贤斌等合影。

4月 县卫生科更名天门县卫生局。

5月 县人委召开第二届中西医代表大会。

6月 天门县麻风病防治委员会成立。

8月 建立天门县佛子山麻风医院。

建立天门县聋哑医院。省拨建院经费6万元。

天门县医药卫生学会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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