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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社会事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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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妇幼保健

一、机构

乡城县妇幼保健院设院行政办公室、业务科、财务室3个科室。2005年，共有14名职工，其中

设院长1人、副院长1人。副高职称1人，中级职称3人，住院医师4人，助理医师1人，护士1人，工

勤人员4人。其中，获得大专学历3人，中专学历10人，中专以下学历1人。临时工2人。2005年，妇

幼保健院拥有4层楼的办公用房1 086平方米，医疗设备15台，电脑2台，妇幼卫生工作及疫情报告

实行网络管理和网络直报。

县妇幼保健院以巩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爱婴医院”、“一级乙等妇幼保

健院”成果为重点，充分利用妇幼卫生资源，最大限度满足妇女、儿童的基本保健需求，依法实施

妇幼保健工作，加强院内产科、儿科建设，提高产科质量和急危重转诊抢救能力，孕产妇保健管理

和儿童保健管理服务能力，加强人才培训和学科建设，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提供婚前卫生指导与咨询、婚前医学检查和优生咨询服务，依法开展生殖健康的各项服务。

1991年～2005年县妇幼保健院院长为童秀兰，副院长为赖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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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二、 业务

（一）新法接生及住院分娩

1991年～1996年，全县孕产妇总数2 991人，其中；新法接生2 178人（城镇65%、农村35%），

新法接生率达到72.8%，住院分娩430人，住院分娩率达14.4%。全产程接生155人，发放脐带卷1 

329人，占新法接生的61%。为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目标，自1997年以来，

县保健院加大了对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的宣传力度，对经济条件困难的实行家庭接生。同时，对乡

卫生院医护人员和村级医护人员进行新法接生培训。截至2005年，共举办7次培训班，培训接生员

120余人，并经常指导接生工作。1997年～2001年，全县孕产妇总数为 2 894人，接受新法接生的有

639人，新法接生率22.1%；住院分娩332人，住院分娩率达到11.5%。因县保健院综合大楼正在改

扩建无业务用房，2001年～2005年，医院停止了新法接生、住院分娩、计划生育手术等相关业务。

2005年，乡城县被列为四川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简称“降消”）项目县之

一，同年正式启动该项目。

（二）妇女病防治

乡城县妇女病查治工作起始于1954年，查治范围逐步扩大，被检人数逐年上升，直至全面普

及。1991年～2005年，每年对18～45岁育龄妇女开展滴虫性阴道炎、宫颈糜烂、痔瘘、子宫脱垂等

妇女病的检查和治疗工作。全县应检57 576人，实检18 520人，查出患妇科病2 217人。其中：滴虫

性阴道炎患者195人 ，占8.8%，治愈193人，治愈率达99%；宫颈糜烂患者1 500人，占67.7 %，治

愈1 350人，治愈率达90%；痔瘘5人，占0.2%，治愈3人，治愈率达60%；子宫脱垂45人，占2.0%，

治愈43人，治愈率达95.6%。2001年，乡城县妇幼保健院配置了价值3万元的二氧化碳激光和氦氖激

光，提高了妇女病的治愈率。对本县无力医治的患者，做好了及时转院工作。自1997年以来，推广

了卡孕栓和“九五”国家级新产品药物米非司酮片，以及安全简便的输卵管结扎术和气门芯结扎脐

带法的运用。

1991年～2005年，全县孕产妇11 325人，死亡5人，死亡原因为产后出血4人、胎盘粘连1人。

（三）儿童保健

乡城县妇幼保健院不断完善儿童保健管理制度，加强了区（乡）儿童保健培训工作。自1991年

以来，共举办此类培训16次，培训人员达237人。

1991年～2005年，5岁以下儿童68 695人，活产11 325人，新生儿访视8 405人，访视率74.2%；

4个月纯母乳喂养10 673人，纯母乳喂养率94.2%；新生儿死亡300人，死亡率26.5‰；1～4岁儿童死

亡380人，死亡率5.5‰；新生儿破伤风0人。从1993年6月25日开始，历时8天对青德乡的0～7岁儿童

死亡、孕产妇死亡情况开展3年回顾调查，实查育龄妇女412人，孕产妇死亡为0，0～7岁儿童总数

313人，0～7岁儿童死亡23人，其中，原因不明8例、新生儿肺炎3例、新生儿窒息3例、菌痢3例、

小儿肺炎4例、新生儿破伤风1例、小儿肺结核1例。 1995年5月开始，历时95天，分别到桑披镇8个

村和青麦乡、定波乡、水洼乡、尼斯乡开展了孕产妇、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3年回顾调查工作，调

查5岁以下儿童720人，死亡26人，其中：肺炎致死14人、腹泻致死5人、新生儿窒息致死6例、菌痢

致死1例；调查妇女1 890人，孕产妇450人，无孕产妇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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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藏　医

一、机构

1983年，乡城县藏医所成立，1992年，更名为乡城县藏医院。藏医院内设科室有门诊部、住院

部、针灸科、财务科、办公室。1999年，被评为四川省达标藏医院。2005年，有在职职工15人，其

中：取得副高职称1人、中级职称5人、初级职称7人、临时工2人。1992年～2005年，藏医院院长为

阿麦；副院长为罗布。

二、设施设备

2002年，通过引进外资新建藏医院门诊楼，建筑面积2 000平方米。

配备主要诊疗设备有80—2离心机1台，普钢推拉库1个，心电综合分析仪1台，XK—Z血红蛋白

仪1台，A—6米自动生化仪1台，WK60颗粒机1台，FC250高速粉碎机1台，TN800 1000—Ⅱ型不锈

钢糖衣机1台。有床位25张，开放15张。

三、医疗

乡城县藏医院主要承担医疗、预防、保健、教学科研、制剂生产等工作。

表6－4　1991年～2005年乡城县藏医院医疗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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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剂生产

1997年，乡城县藏医院成立制剂室，获得四川省药检局下发的院内制剂批准文号。院内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