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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卫生志》经过7个春秋的辛勤笔耕，现在终于问世了。这是

本市卫生史上的一项壮举。它凝聚了三届领导和全体编写人员的心

血。我由衷地向参与卫生志编写工作的所有人员表示敬意。

琼海的医疗卫生事业，源远流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县医

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建西医院。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公立医

院3家。但广大农村仍是贫病交迫，缺医少药，患者屡被各种传染病

夺去生命。解放后，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卫生技术队伍逐渐壮大，医疗

设备不断增加，医疗水平日益提高，并逐步形成了城乡医疗保健网

络。随着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害灭病工作的深入开展，地方病和传染病

基本得到控制，人们健康得到保障，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此外，医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所有这些变化，

均在志书中分门别类一一作了记载。

全志资料翔实，详略得当，语言朴实，是一部门类齐全、结构严

谨、叙事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专业志。它不仅为发

展琼海的卫生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

借《琼海卫生志》出版之际，衷心祝愿全市卫生工作者再接再厉，

更上一层楼，力争全市医疗卫生工作跨人全国先进行列。

为贺志成，受市卫生志编篡领导小组嘱托，写此短文，权当小序。

(作者系琼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月

艟机宇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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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卫生志》的编篡工作，始于1986年，历经二届领导班子和

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成书付梓。

《琼海卫生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载了琼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比较丰富，

资料翔实可靠。这对我们掌握全面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

琼海的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供了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的可靠依据。相信，《琼海卫生志》的出版，将会在今后的历史长河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琼海卫生志》在编篡过程中，修志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各有

关部门给予热情支持，特别是市志办公室的同志，不辞劳苦为修改志

书和充实资料做了大量工作。谨向为《琼海卫生志》倾注了心血：作出

过贡献的同志们，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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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琼海市卫生局局长)

陈华英’

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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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贯彻“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经世致用"的原则，全

面地记载琼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内容按三段式编排：志首为概述、大事记；中间为主志，

采用章节体结构；志尾为附录，辑存重要资料。 ·

三、本书行文采用语体文表述，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录。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兼采记事本末体。人物传以本籍为主，按卒年先后为
序。一般人物简介，以在本县工作者为主，本籍人在外地工作者，因情

况不明，无法全录。

四、上限自事物发端起，下限至1990年止。

五、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之前用朝代年号，之后用民国年号，均夹

注公元纪年(每节中同一年号一般只注首次)；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1950年4月25日为县城解放之日，此日之前称解放前，之后称解

放后)。 ，
．

六、琼海市(县)原由琼东县与乐会县合并而成，本志对并县前之

琼东、乐会两县资料，本着“能并则并，不能并则分"的方法进行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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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县前身为琼东、乐会两县。1958年合并为琼海县。1992年撤县

设市，称琼海市。设市前的1990年，全县有21个乡镇，总人口418200

人。
‘

解放前，卫生事业建设注重于县城，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人民群

众屡遭各种传染病的危害。解放后，城乡逐步建立了三级医疗保健

网，人民健康得到了保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国内外

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设备，为防病治病，建设全国先进的医疗卫生

城市打下了基础。：

卫生网络逐步形成。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会同县医学，开创

了官办医疗的历史。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嘉积福音医院成立，为

岛东开办西医之始。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公立医院3家i私立诊所27

家，医生共184名，平均每万人有医生9名。解放后，卫生事业迅速发

展。1953年开始建立乡村保健所(站)，并组织个体医生成立联合诊

所，走集体化道路。1958年后，城乡联合诊所都纳入了当地公社卫生

院。至1961年，县立医院1家，公社卫生院21家，医生721名；大队卫

生所(站)95家，接生所41家，卫生员和接生员共242名，基本形成了

城乡卫生网络。1969年，全县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1983年后，农

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个体诊所应运而生。至1 990年，县立医院2

家，乡镇卫生院21家，医务人员1826名；乡村卫生所(站)1 91家，卫

生员371名；个体诊所61家，医生80名。全县共有医务人员2277名

(不含国营农场医院)，平均每万人有医生54名，相当于解放前的6
√r立 。’

I口0

医疗技术不断提高。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县医学郎中为孟

菜村一王姓难产妇人开刀，取出男婴3名，为本县腹部手术成功之先



例。民国时期，医疗水平未有新的突破，只停留在疝气修补、兰尾切除

和胃修补术的水平上。传统的中医、中药和草药除对一般疾病的治疗

和外伤接骨等有疗效外，还应用到治疗性病上来。解放后，医疗水平

曾一度停留在胃部切除、胆囊切除和外伤骨折处理上。“文革”后，由

于大批引进外来技术和设备，医疗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80年，县人

民医院首次进行肝叶切除手术，获得成功，从而跨人大型手术的行

列。部分乡镇卫生院，一般腹部手术能自行处理。县人民医院和县中

医院，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胆结石取得新成果。今外科能开展颅脑

术、乳腺癌根治术、肝癌切除术、肺癌切除术、胆总管取石和断肢再

植、血管吻合术等。解放40年，全县未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

医疗设备日臻完善。解放前，医疗设备简陋，医生诊断病情主要

靠诊听器。至抗El战争结束后，嘉积福音医院才开始使用普通显微

镜。院舍多为民房和祠堂改装而成。解放后，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

展，医疗设备逐步完善。1990年，全县医院建筑总面积达58333平方

米，其中县人民医院25394平方米，乡镇卫生院28753平方米，相当

于解放前的100倍。主要医疗器械有B超机、纤维胃镜、气管镜、膀胱

镜、生理分析仪、尿液分析仪、放射免疫仪、全能麻醉机、同步呼吸机、

心功能检测仪、心电监护仪、胎儿胎心监护仪、电动呼吸器、电子显微

镜j火焰光度计、光电比色计和500毫安X光机等。这些器械的使用，

不但提高了临床诊断率，而且对病变部位取样检查和疾病的早期发

现提供了可靠的治疗依据。

卫生防疫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解放前，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流

行，不少人特别是农村人口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

城多建立健全防疫保健机构，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接种、计

划免疫工作，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1951年，全县发病

1565人，死亡22人，发病率最高的为疟疾、痢疾和百El咳。主要传染

病有15种。1954年消灭了天花。1987年推行计划免疫保偿制度，着

重对幼儿计划免疫。1988年，儿童防疫接种率达85％以上，通过接

种，麻疹、J],JL麻痹症、百El咳、白喉、破伤风、肺结核等6种儿童传染



病基本得到控制。1990年，发病389人，死亡4人，患者以病毒性肝炎
为多，占59．89％；次之为疟疾，占17．99％。发病率比1951年下降

79．95％。县防疫站被评为“全国卫生防疫先进单位"。城市卫生清洁

名列全省前茅。

医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卓有成效。琼海卫生学校自1 959年开办以

来，先后为全岛各县市输送中等专业卫生人员1385名，为县内各乡

镇C公社)卫生院培训各类专业人才416名，为农村培训乡村医生518

名。各学术团体，在研究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中，成绩卓著。60年

代，编著《琼海中草药验方汇集》1—3册。70年代，在深人研究中西医

结合中，医师王会中对海南特产中草药牛耳枫、辣蓼等进行专题研

究，撰写研制复方牛耳枫片生产工艺流程的著作，被海口制药厂采纳

并形成批量生产，产品畅销国内外。80年代，在地区、省级以上医学刊

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28篇，其中琼海华侨医院医生周汝经、丘骥撰

写的《一种血红蛋白新变种》一文，曾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
’

抚今追昔，历史上缺医少药、瘴疠横行的状况已一去不复返；展

望未来，琼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必然更上一层楼，跨入全国医疗卫生先

进城市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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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清时代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会同县置医学。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会同县置医学训术1人·．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会同县置医学侧。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积孟菜村王姓一妇人难产，医手用刀

一开，一产3男，救了妇人性命，县主尚廷珍闻知命至大堂，赐予帛肉

米。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嘉积设福音医院1所，

院长和护士各1名，均为美国人，其他工作人员5名。置病床12张。

民国时代

元年(1912年)，嘉积第一间经营西药的“琼崖药房”开业(位于

嘉祥街现为琼海市付食果品公司)o店主汤颂良，广东阳江县人。

3年(1914年)，琼东县、乐会县的卫生工作分别由该县警察局管

理。

5年(1916年)，嘉积市民掀起反对美国教会医院院长侮辱病人

的斗争。
‘

9年(1920年)，嘉积福音医院扩建为两层楼房，约800平方米。

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化验室，病床50张，工作人员15名，院长

陈大业(美籍)。所需经费除医疗收入外，每年由基督教美国长老会补

贴500美元。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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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1927年)，琼东县、乐会县的卫生工作分别由县国民政府

民政科管理。

同年，乐会县阳江区益良村一带天花流行，患者11人，死亡9．

人0 ．

17年(1928年)，嘉积设公医院1所，内附设戒烟医院，工作人员

5名。

18年(1929年)，石壁、阳江地区天花流行。针药昂贵，每种一痘
‘’

收费光洋1元。

19年(1930年)5月，琼东县平民医院成立。其经费靠募捐所得基

金5千元，另由县警卫经费管委会月拨大洋30元。

24年(1935年)，乐会县平民医院成立，址设乐城。下设第一、三、

四、五区平民医院，为贫者施医。 ·．

同年嘉积始设清道夫3名，打扫街道清洁。

26年(1937年)，琼东县、乐会县平民医院均改称为县卫生院。嘉

积福音医院在乐城新街建立乐会分院，产床6张，工作人员5名。日

军侵琼时，俱停办。 ．

29年(1940年)，琼东县卫生院改称为同仁医院，工作人员11。

名。
。

31年(1942年)，日军在琼东、乐会两县进行疟疾调查，结果确定

疟原虫率10．4％～34％，发病率1．69％"-'10．38％。

33年(1944年)，天花流行。文曲、西岸、里望等村／bJL普遍发病，

死亡6人；新市枫树头村97人，患病26人，死亡5人；九曲江北岸村

35人，患病15人，死亡5入。

34年(1945年)，广东省卫生处拨给琼东县和乐会县一批天花疫

苗，琼东县接种13100人，乐会县接种9320人。

35年(1946年)3月，天花流行，嘉积患病者18人。死亡8入；温

泉患病者10余入，死亡7人。

7月，乐会县卫生院复办，工作人员4名，院长陈德翰。
， 同月，实施《广东省传染病报告法》，并对开业医务人员及中西医

5



药商进行调查登记。

11月；琼东县中医师公会成立，会址设嘉积商会楼上。会员41

名，主席王河清。

36年(1 947年)，实施《广东省医院诊所管理规则》，并对中医人

员进行审查。

8月，广东省卫生处拨给琼东县卫生院霍乱疫苗2600CC，牛痘

疫苗800人份量，给群众施种。
。

37年(1948年)，乐会县设立卫生科，地址在乐城朝阳街，科长陈

德翰。

． 同年，琼东县公布《关于屠宰场规则及各种卫生暂行法规》。

38年(1949年)，琼东县设立卫生科，地址在塔洋墟，负责人周文

渊。 ．

同年，琼东县实施《屠宰场规则实施细则》。 ．：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

5月，琼东县人民政府接管县卫生院和福音医院。县设立文教科，

配三名干部分管卫生工作。琼东县卫生院设置病产床15张，配备工

作人员9名，院长周文渊；乐会县卫生院设置病产床10张，配备工作

人员10名，院长陈德翰。医疗费均由国家包干· ·

·‘是年，两县人民政府贯彻“预防为主"方针。i国庆节前，发动群众

开展除害灭病运动，治理环境卫生。 ’八。：
、

o‘j ，!‘，，：j、‘i√．．：j j，：、一，．、．，j 0 j，}，：㈧

19．51年 ～’汜一℃}F：、i：j‘j：、：j卜，¨，’、j。
‘

j‘i≯．，⋯、引?、：：+■■：、t：小i?j．：．、j!：：jj，：：：：j

3月，琼东、乐会两县均开始办理西医师、中医师开业申请登记审

查发证工作。 ¨o’、：：，■jj囊，：、：¨j一．一k=‘”：㈡j’
同月，两县分别举办第1期接生员培训班，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是月，琼东县学校健康指导委员会成立。

5月，琼东县防疫委员会成立，发动各区乡群众大搞环境卫生，扑

灭“五毒”(苍蝇、蚊子、老鼠、跳蚤、臭虫)，开展“五净"(饮水食物净、

身体衣服净、家具房屋庭院净、厨房厕所阴沟净、牛栏猪鸡舍净)活

动。

同月开展饮水消毒工作。琼东县在嘉积设立饮水消毒站，下设饮

水消毒组13个，解决了1023户，4008入的饮用水问题。还改良水井

395眼，新建水井99眼。乐会县新建水井397眼’。
‘

是月，琼东、乐会两县医务人员深入乡村开展种牛痘活动，接种

牛痘苗共132875人，占两县总人口的67％。

是月，两县医药联合分别成立A琼东县有会员86人，负责人邢定

珈；乐会县有会员92入，负责人陈德翰。
‘

． 11月；琼东县第三区(长坡)卫生所成立，工作人员2名，所长吴

永光。

．是月，琼东县办中医院进修班，学员14人，学制半年。

1952年

乐会县卫生院随县政府迁往中原墟(现百货商店后边)。不久，成

立文市分院，配员5人，负责人王日东；成立第三区(阳江)卫生所，配

员4人，所长叶蕃。同时，琼东县第一区(塔洋)卫生所成立，配员3
人，所长王国民。 ． 、

同年，琼东、乐会两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防

御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在运动中共清理垃圾1570．27万担·

是年，琼东县培训接生员175名，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1953年

1月，乐会县第---N(朝阳)卫生所成立，配员4人，所长王博琼。

2月，开始实施公费医疗制度。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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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建立农村保健站和接生站。／
：是月，组织个体医生成立联合诊所。

9月，加强对饮食业管理，搞好食品卫生，嘉积镇始发卫生合格

证。
。’

．

。是年，乐会县防疫委员会成立，主任李蕃春。 ·

％

1954年

1月，县成立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设兼职正副主任各1名，委员

若干名。下设办公室，正副主任各1名。日常管理工作由县卫生科兼

管。

2月，琼东县第二区(大路)卫生所成立，工作人员4名，所长邓中

燕。
。

同月，琼东县召开补种牛痘苗工作会议，部署补种牛痘工作。

8月，琼东、乐会县组织机动防治队下乡开展防御细菌战工作。

是年，海南人民医院嘉积分院首次施行兰尾、胃、子宫等切除术

和剖腹产术成切。

1955年
●

●

1月，乐会县第四区<温泉)卫生所成立，配员4人，所长周德琳；

琼东县第三区(烟塘)卫生分所成立，配员4人，所长王录裕。

3月，琼东县召开农村接生员代表会议，总结交流新法接生工作

经验。

4月，琼东县召开中西医代表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

政策。

5月，乐会县召开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

8月，开展麻风病大普查，发现患者76人，其中男52人，女24

人。结核型46人，瘤型30人。

10月，琼东县开办农村保健员试点班，学习防病治病知识。
R ．



是年，卫生系统组织学习苏联经验，推广“封闭疗法”、“睡眠疗

法”和“组织疗法”。

是年，海南疟疾防治研究站派员对琼东、乐会县疟区进行调查，
～

，

结果表明脾肿率33．3％，原虫率12．1％。

．1956年 。

● -

1月，琼东县对中西医务人员重新进行调查登记。

3月：乐会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调整机构，主任委员会由县长

苏才禄兼，副主任委员为王会强、王蔼云。

5月，乐会县对社会医疗力量进行调查登记，并开办农村保健员

学习班，有学员122名。

同月，琼东县召开第二届接生员代表会议。

6月，琼东县卫生院和海南人民医院嘉积分院合并，易名为琼东?

县人民医院。同时成立县卫生防疫站、麻风病防治站(1962年改名为

皮肤病防治站)和妇幼保健所。
’

同月，由于定安县第五区划归琼东县管辖，该区卫生所改为琼东

县第四区卫生所，配员5名，所长周健生。

8月，琼东县实施《草药医收费标准暂行规定》。

、9月，琼东县第四区石壁卫生所成立，配员4名，所长庞业孔。

10月，卫生系统实行工资改革。
’

，7

．1月，琼东县召开卫生先进工作者会议。 ‘．

‘

同月，乐会县卫生系统开展学先进和工作百日无差错活动·同

时，对联合诊所进行整顿。
是月，乐会县中小学校成立学校卫生保健指导委员会：’

、

是月，乐会县第四区(温泉)卫生所改为乐会县人民医院温泉分

院。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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