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黧 新’j：n Il'It局编

三；耱棼￡磊爱 ．，：：

墓酒氍茹藩懈舞薅鬻葫撼镬《藿黪 嚣



谶南

亍县z笙恙
(173s--1988)

新宁县卫生局编

1995年12月



序

志，乃文字记录之意．《新宁县卫生志》就是一部记录新宁县

卫生事业发展的较系统全面的资料性专业志。它是我县中西医药卫

生人员同疾病作长期斗争的历史资料。盛世修志，我县有史以来第

一部卫生志是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志办的关心指导下完成的。历时

四年，数易其稿，终成如此鸿篇巨制。现在付梓问世了，值得庆

贺l为它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也将留名青史。 ，

这部志书，以党中央对卫生事业的文件指示精神为准绳，历史

地，辩i正地，科学地总结了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系统地、全面

地、详尽地反映了我县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学教育、医

药科研和计育指导，人口素质、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洋洋27万

余言，汇千秋古县中西医药卫生事业的兴衰，集县内古今名医轶

事，救死扶伤之精萃。褒前贤，颂时俊、笞庸惰、倡医惑，详今略

古，详异略同，融思想性、专业性、科学性于一体，有存史、资

治，教化之重要价值。

其所以说它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全国医药卫生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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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的道路，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党中央的英明指
●

●

引·人们不会忘记l 1949年前，县内环境卫生污秽不堪，天花、



霍乱、白喉、伤寒、麻风、疟疾、“流脑’’、痢疾等多种传染病流

行甚烈。人民贫病交加。求医无门，哀鸿遍野，惨不忍赌。是贯彻

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

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一的卫牛工作四大原则，是坚持毛主席的“把医

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正确的方向，才有我县医药卫生工

作队伍的壮大、才有我县在防病治病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

“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县内十九种法定传染病中，有些被消灭或得到控制了，人民的健康

水平大大提高了．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工作及妇幼保健、劳动

保健、医学教育、计育技术指导等工作的开展，不但优化了工作环

境，保障了人民的健康，而且大大推动了全县的“双文明’’建设。

岐黄事业、菩萨心肠，拯危济厄、救死扶伤，让人人延年益寿，

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是我们药医卫生工作的宗旨。任重道远，前

景辉煌，团结起来，群策群力，更上一层楼，谱写新篇章。

卫生局长伍斌

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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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历史悠久，据省志记载；汉置夫彝侯国，东晋改称扶

县，后改为扶彝县，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55年)置新宁县。地

处东径110。257 53扩,'-,111’187 34li p北纬26。137 061t．．-,26。557 21"，位

子湖南省西南部边睡，东西长84．3公里，南北宽73．8公里，东接东

安，南界广西全州，资源，西邻城步，北与武冈、邵阳毗连。东南

以越城岭山脉为屏障，西南以雪峰山余脉为依托，东北与衡邵盆地接

壕，形东南高、西北低的倾斜地势。东南、西南多山，海拔300米

以上的山峰484座，最高的大云山1995米，最低的靖位乡笑岩村，

海拔225米，中部扶夷江由西南向东北纵贯全县，沿江溪谷平蒙呈

串珠状和枝条状分布，地势平坦，在海拔250—350米之间。士地总

总面积2755．75平方公里，是个“八山，半水、份半田黟的山区。

全县现辖7区，1个区级镇，34个乡(镇)(含瑶族乡两个)，

15个国营农、林、牧场，470个村，4393组，11个居民委员会，共

144，344户，529，936人，男274，894人，女255，042人，其中农业人日

495，435人。比1949年213，404人增长148．33％。

县城一金石镇是全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联
系城乡的交通枢纽。扶夷江从窑市镇窑市村青山冲入境，纵贯16个

乡、·镇，在回龙寺镇车上村伍家流入邵阳县境，其支流80条，分别

流入资、湘，沅兰水。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量充沛，炎热

气候稳定，t秋季天高气爽，少雨J冬季天气多变，寒暖气流，交替

频繁。据县气象站1957--1979年实测平均气温17℃，元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5．3"Co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7．9℃。历年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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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温为零下8．8℃，垒县气温随地形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明显

的差异，山地气温低于丘陵及河谷地带的气温．年平均气温各地

在14—17℃之间。实测无霜期为29l天。山地无霜期还要短些·太

阳辐射总量103．08千卡／平方厘米，日照时数1468．3时。县内天气

气候主要是降雨，也有冰雹霜雪，但数量甚少。实测年平均降雨量

为1338．9毫米，降水总量为39．8972亿立方米。年平均降雨量在跑

域分布上亦有差异·东北部的温塘、回龙寺、巡田等地，属衡邵降

雨低值地区的边缘地带，年平均降雨量在1140--1200毫米左右，西

部和南部山区是越城岭两个降雨高值区的中间地带，年降雨量在

1450--1800毫米之间，全县降雨量自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增。

县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据1980年的自然资源调查·(一)植

物资源中有药用植物313科1079种，珍贵药种有绞股南、苦木、蚂

蝗三七等，药用大型真菌23科52种，如云芝等。(二)药用野生动

物有虎、豹，金丝猴、穿山甲、金龟等。

中医对本县各族人民的健康、民族的繁衍起了重大作用。西方

医学约在1927年(民国十六年)才传入县境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乡居民环境卫生极差，金石镇沿扶

夷江畔，厕所林立，街头巷尾，垃圾成堆，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地

方性多发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贯彻党的

“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全社会力量，掀起了除

“四害’’、讲卫生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了卫生宣传教育，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建立和发展全民的卫生事业机

构，积极组织集体联合医疗机构，培训卫生技术力量，加强中西医

结合，提高医疗技术水平I开展了医学教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开展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劳动卫生和对各行业的卫生

监督，监测和预防按种，加强传染病的管理和地方病的防治．烈性



传染病霍乱，已无疫情，1953年消灭了天花，1958年控制了疟疾流

行，至1986年疟疾．丝虫病已基本消灭，1954年后未发现斑疹伤寒II

回归热和性病的新发病例；麻疹、白喉、“流脑"、伤寒、痢疾等年

发病率显著下降，减少了病死率，跑慢病查治麻风病爱点村由1958

年的148个缩减劲1986年的8个，且控制了新发；地甲病患病率

4．54％，治。疗18428例，全民服碘盐，控制了新发和克汀病；1969年

新发现肺吸虫病，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系统的防治．对旧中国遗

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有所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传

染病的年发病率由1951年的1288．46／10万下降到1988年到140．7／10

万，死亡率由同期的2．90％，下降为0．61％，人均期望寿命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为65．85岁。

1978年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卫生事业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

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个体诊所重新崛起，乡、村基层卫

生医疗机构允许集体承包或个体承包，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富余

人员可开办第三产业或停薪留职，自谋职业．至1988年末，全县医

疗机构有县级医院8所，区级7所，乡级34所，村医疗室698个，

县卫生防疫站1所，县妇幼保健所1所，县皮肤病防治所l所，

县卫校l所，共有工作人员1144人，其中卫技人员968人，有副主

任医师8个，主治(管)医(药，护，技)师117人。医(护、药、

技)师372人，士222人。共有病床797姓，人平1／664张，比1950

年的1／4．3万张／人，增长65倍。乡村医生606人，卫生员198人，

接生员436入。学校，厂矿、场医疗室29个，人员88人，病床29

张，个体诊所94个，从业人员i01人。卫生事业经费1988年比1953年

增长近90倍。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县

级医院的各医疗专业开展了新的项目，卫生防预，妇幼保健事业有

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县内医疗、卫生预防医学管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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