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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佛山古为名镇，今是名城，人杰地灵，名医辈出。早在1956

年，由健康、同仁、汾宁三间联合诊所的冯德瑜、李广海、李

家达、彭玉林等名医组建的佛山市中医院，经过38年的奋斗，

从建院初期只有40多名职工、日门诊量400人次、极其简陋的

一间小医院，发展成现在800多名职工，日门诊量达3200人次，

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的颇具规模的中医院。目前的佛Lij币中医

院，已能运用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各种病人，创

伤施术范围巳遍及头颅、胸腹、躯干、四肢，取得了显著的治

疗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成为一所集医、教、研、防

全面发展，具有中医特色，以伤骨科为主、科室设置齐全的综合

性中医医院。1992年该院被国家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

进集体”、“全国中医急症工作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1993年

初，经过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评审，确定为“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1993年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过并确定为。全国骨伤

科专科医疗中心建设单位竹。最近，采用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及

社会集资方式兴建的17层新住院大楼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我

市的一大盛事。该大楼集抢救、医疗、科研、教学等功能于一

体，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医医院住院大楼。该大楼的兴建，

大胆采纳了社会资金，是新形势下办医院的一种尝试和创举。所

取得的这样显著成绩，体现了党的路线和中医政策的正确，体

现了全市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体现了全体中医院人艰苦创业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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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志的形式，实事求是地将佛山中医院的历史和现状作

详细记述，在于“资治、教化、存史”，借鉴前人，开拓未来，

有益当代，惠及子孙。

人类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医药事业也在不断发展，我寄望

于中医院人能继承优良传统，保持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不

断开拓、进取，继续为振兴中医药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为人民

卫生保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仍·拯
一九九四年十月

作者：中共佛山市市委书记、佛山市市长



凡 例

一、本志记述本院从1956年7月建院至1994年的历史，佛

山市的中医情况不在记述范围。其中一些章节资料散失难寻，无

法记载，‘只好空缺。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突出中医

院的特色，如实记述。

三、因篇幅所限，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仅记载至副科

(股)级。

四、科研及总结论文仅记载公开发表(或院内发表)的著

作；省市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文章；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市

级以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的著作名称、文章题目、获奖科研

项目的名称和受奖作者。

五、本志立传或入录人物，凡为中医院建设作出过贡献、学

术上有成就、巳故的老一辈医学工作者，采用。传略"的形式，

介绍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对在世的先进人物用“简介竹的

形式，记录他们的先进事迹。

六、本志由志、记、传、图、表、录等组成，分章、节、目

三个层次编排，横分门类，加以记述。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巳经核实，一

般不注明出处。

／，Ill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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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沿革与领导人更迭

第一节机构沿革

1956年，党实行“团结中西医药卫生人员”、“整理发掘中医药宝库，继

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的政策，首先创建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5

所中医学院，同时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中医医院，佛山市中医院就是其

中的一间。

佛山医药科学技术历史悠久，素负“岭南成药发祥地”之盛名。晋．稽有

《南方草木状》记载南方草木已很详细；唐代南海郡，已有药材进贡；季拘

《南海药谱》一书，总结了南海一带的用药经验，颇为有名。佛山中成药制造，

以明代万历年(1573)创建梁仲弘蜡丸馆算起，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后

来创建的药馆还有冯了性，梁财信，马百良，黄祥华，源吉林，李众胜，梁家

园等等40多家。这众多的中成药厂家在佛山创建，使佛山成为岭南一个十分

重要的中成药产地。

佛山也是一个名医辈出的地方，历代都有不少名医在佛山行医，中医行业

较为兴旺发达。医、药同源，相互结合，融为一体，是佛山医药科学技术发展

的一大传统特色。许多医师即是药师，医馆附设有制药工场，既行医又售药。

中医中药在佛山民间一带享有较高的威信。

1955年，佛山市人民政府卫生科主持召开了佛山市首届中医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近百名，他们欢聚一堂，畅谈中医事业，共商发展大计，而

筹建中医医院，是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中医同仁的努力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佛山市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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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于1956年1月开始筹建，实行民办公助、自筹自给的建院方针，市政

府卫生科拨款1．5万元，将原来的健康、汾宁、同仁三间联合诊所合并作为

基础，并吸收市内一些颇有名气的开业医生参加。1956年7月1日佛山市中

医院在筷子路10号正式成立并对外开诊。医院体制为集体所有制，管理体制

为院务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院职工49人，其中专业人员36人，设

有内科、外科、正骨科、针灸科，并设有急诊室、治疗室、药房、检验室、x

光室等业务用房共17间，全院占地面积553平方米，日门诊量为400"-"50ff’人

次。同年11月开设病床20张，主要收治骨科、内科病人。药房设简单炮制室、

膏丹丸散室、配方室、提炼室等4个部分，自行加工中药及配制银翘、桑菊等

9个合剂提供临床使用。
。

1957年医院开设痔瘘门诊和住院病床10张，取得对痔瘘病治愈率达

91％的显著疗效。

1958年医院迁至现址亲仁路6号，占地面积增至3578平方米，住院病床

增至80张，收治内科、骨科、痔瘘科病人。

1959年，经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和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医院体制转为

全民所有制，为中医院的建设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1959年内增设制剂室，能生产各种注射剂、片剂、合剂及冲服剂共120多

种。对病人给药的途径，由单纯的内服和外敷，发展到吸入、灌肠、鼻饲、肌

肉注射、静脉注射等，提高了疗效。医院还派出医护人员下街道，开设家庭病

床10张，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此项服务延续至今，家庭病床数目不断增加，深

受群众的欢迎。

1959年，中医院自筹资金动土兴建一座三层高的住院大楼，1960年省卫

生厅为该工程拨款30万元，1963年大楼竣工投入使用。该大楼建筑面积2070

平方米，内设病床220张，当时实际开放100张收治病人。住院楼的建成，扩

大了医院的规模，初步打下了发展的基础。

这个时期，中医院已开展临床研究工作，如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陈旧

性关节脱位病人，复位成功率达88．9％，超过当时国内报告的87．8％的最

高水平。

1966年4月，中医院吸收了原来市职工中心门诊部、保健院儿科住院部、

普君医院等单位的部分西医及其他人员，调整了原来的专业人员结构，中医为

主、中西医结合，开创了中医院发展的新途径。当时全院共有职工218名，增

设西医西药，开展普外及骨科手术，平均日门诊量达1500,---1800人次，住院

2



病床200张，收治内儿科、骨科、外科、五官科病人，并成立肿瘤、肝病研究

组，为治疗胃癌、肝癌病人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医院的干部及专业技术人

员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中医院的建设处于停滞。尽管

如此，中医院的医药卫生人员出于他们对事业的热爱，依然忠于职守，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1975年5月，执行市卫生局的指令，从中医院抽调西医药人员、部分中医

药人员及大部分外科医疗设备和物资分到普君医院，组建成为佛山市第二人

民医院。因此，中医院的住院病床减少至134张，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受到一定

程度上的影响，但中医院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了困难，随后不久吸收

及调入西医药卫生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恢复了以中为主，中西医结合的人员

结构，加强了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使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得到发展。

1975年12月，经省卫生厅批准，中医院成为广东省第一批18间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试办单位之一，促进了中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走上新的台阶。医

院按照上级的要求，在临床上，用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方法进行辨证分析，分

病种、分阶段使用不同的中药或西药，用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来指导疾病的诊’

疗。医院重新制定和健全了39项医疗制度，开展骨外科手术治疗，收治病种

增加至23种，进行中药的剂型改革，片剂、丸剂、水剂、注射剂、洗剂等一

应俱全。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整理出一批临床经验文献及教材，如

《老中医经验选》、《中西医结合资料汇编》、《中草药制剂资料汇编》、《陈典周

医案》、《外科医案选》、《骨折辨证用药经验》、《治疗骨伤的传统方法体会》、

《小夹板固定力学测验的进一步探讨》及《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治疗骨

折损伤》等，还出版了《中西医结合简报》共11期，举办了《中西医结合成

果展览会》，开办了全市性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共6期、中药药剂班共3期，共、

培训了317名专业人员。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全国的经济

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生机，佛山市中医院发扬中医

特色、突出专科优势，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市卫生局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了领导体制、管理体制、人事制度、经

济制度及工资制度的改革。

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经职工民意测验产生后报上级审批委任，

任期三年。在任期内，院长必须要完成他向卫生局签字确认的“院长任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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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书”的有关任务。院长有行使人权(包括对科室负责人任免权。对职工的

聘任、招聘和行政奖惩权)、财权(包括制定院内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制度，院

长基金使用权)的权利，全权处理医院行政、业务的一切大事。医院党总支

(下设党总支办公室，1992年2月升格为党委会)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

设，抓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领导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工作。设立院

长办公室，协助院长实施管理运作(随着以上两办的建立，原有的医务股、政

保股、行政股和财务股予以撤销)。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精

神，搞好医院工作，并对院领导的工作实施协调和监督。管理方面则实行院科

两级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和院长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993年上半年，中

医院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调整职能部门，撤去二办(党办和院办)，设立院

长助理，统一协调全院的医疗行政事务，增设信息科、保卫科(原有人事科、

医务科、科教科、护理部、总务科、财务科)，医务科属下增设质控办公室。经

调整后的职能部门更能适应院科二级管理发展的需要，取得较好的效果。

人事制度的改革则是取缔“终身制”、打破“铁饭碗”，对全院干部、职工

均实行聘用合同制，为期三年或二年，对不负责任、表现不好者或工作不需要

可随时解聘。医院有权根据编制、技术状况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聘用所需的医疗

技术人员，签定不同形式的聘用合同。凡违反合同规定或表现不好，不能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人员，可限期改正后再使用，亦可降职使用，亦可

令其自找门路，亦可开除。为加强对职工的考能、考德和对服务质量的监督检

查，医院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

经济制度的改革则是改变以往“吃大锅饭”的状况，实行多种形式的技术

经济责任承包合同制，医院与科室签定合同后，科室纯收入的60％作为医院

公共积累和发展事业基金，40％作为职工福利费(其中5％是作为院长基金，

以奖励取得优异成绩的工作人员)。

工资制度方面则将工作效率、效益和质量、服务态度和管理水平的好坏、

科室承包的比例和个人工资直接挂勾，不搞平均主义。另外，在医院经济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院领导有权浮动提升职工3oA的工资(仅在院内生效，调动时

仍按原来级别)。

然后，中医院继续添置科室，增设专科专病门诊，扩大服务项目，初步建

成了具有中医特色，以骨伤科为主的综合性中医院。门诊设有骨伤科、中西医

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科、皮肤科、痔瘘科、针灸科、理疗室、急诊

室等16个临床科室，先后开设肝、肾、脾胃、心肺、杂病、糖尿病、疮疡、外



科杂病、皮肤、软伤、关节病、男性病等专科专病门诊，还有检验、放射、心

电图、超声、纤维胃镜及肠镜等5个功能检查室，有中西药房、中药加工场、

供应室、营养室等5个辅助科室，开设病床320张，设骨伤科、外科、内科、

针灸等7个病区。医院日门诊量为1800---1900人次。

．1990年5月，佛山市人民政府基于中医院的规模和发展需要，将原属于

科级事业单位的中医院升格为副局级单位。

鉴于中医院具有较高的抢救治疗水平，在1990年被佛山市卫生局指定为

“佛山市严重创伤救治中心”。至目前为止，一级临床科室、医技科室及其他业

务科室增至30个，专科专病门诊增至48个。近几年，先后增设了病理室、脑

电图室、肌电图室、CT室、放射免疫检查室、脑干诱发电位测定及血液透析

室，大大地提高了医院的诊疗水平。几年来，医院还聘请外院专家多人到该院

进行业务指导或开设专家门诊，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水平，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住院病床增加到821张，日门诊量增至平均3200人次。1991年7月1日起，

医院全面开设各科夜诊及星期日日诊，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

外，该院还设法扩大服务，继1992年设立“桂城骨伤住院分区"后，1993年

又与环市医院合作开办“佛山市中医院环市康复中心”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院的医学科研工作亦出现了很大的进步，1992

年医院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申报的二项科研课题《外用伤科黄水对急性开放

性软组织创伤修复过程影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佛山正骨十四法的整理与

机理探讨》在1993年获得批复，获国家局资助经费6万元。另外，医院组织

各科申报科研课题7项，获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2项，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

研基金1993---,1994年度青年课题1项。全院医务人员参与科研和撰写学术

论文的积极性普遍提高，1993年全年收到医疗、护理学术论文223篇，较上年

增加87篇，其中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的有2篇，省级杂志上发表的有4篇，参

加全国专业学术会议交流的论文有4篇，参加全省专业学术会议交流的论文

有16篇。骨伤科医务人员还承担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全国中

医骨科疾病诊疗标准》及《中医急症医学》一书中骨伤科部分的编写任务。鉴

于医院骨伤科具有优势且影响较大，经过多次的考察论证，1992年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确定医院为。全国中医骨伤科专科医疗中心建设单位一。

长期以来，中医院一直作为广州中医学院、一些中等医学卫生学校中医

班、护士班和一些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实习、进修基地。1992年3月，医院正

式挂牌被确认为广州中医学院教学医院。1980----1989年，医院受省卫生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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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先后举办9期中医骨伤科学习班，为省内外培训专业人材237名。此外，医

院还接收了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医生来院进修骨伤

科。中医院的名声日渐远播，慕名求医者，不计其数，海内外的同道和学者来

院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1992年8月，马来西亚卫生部部长李金狮先生来院

考察后对中医院评价很高，并欣然题词：“中医先锋”。

为了适应医疗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医院十分注重医疗设备的添置和应用，

尤其在1988年至今，医院购置了大批进口先进医疗设备，如全身CT机，全

功能麻醉呼吸机、全功能呼吸机、B超机、多功能床边监护仪、血液透析机、

多种纤维内窥镜、血气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计数仪、显微摄影系

统，显微手术设备、骨科手术设备、关节镜、自动下肢关节功能锻练器等等，

设备总值为1500万元人民币。由于这些设备的投入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医院

的诊断治疗水平，亦标志着医院已登上现代化、综合性中医院的台阶。

随着中医院的发展，继1978年建成4层高的门诊大楼，1985年建成6层

高的制剂大楼，1986年建成9层高的门诊综合大楼，1993年建成制剂中心之

后，1994年又建成一座17层高、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的新住院大楼。该

大楼是医院引入市场经济与经营意识，采用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和医院自资结

合的方式兴建的。大楼集抢救、医疗、护理、科研、教学功能于一体，是目前

国内最大规模的中医医院住院大楼。

由于佛山市中医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92年，国家卫生部授予该院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1993年初，省中医药管理局经过评审，

确定该院为“三级甲等中医院”，1993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验收，通

过并确定了医院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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