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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 ， 弹指悍间，历练艰辛 ， 甲于回碑。

《儿科医院志》在建院六十周年完稿 . 志在国昨历史 ， 弘扬医院精神 ，传承医院文化 . 留给后

人记忆.六十年搓陀岁月 ，凝聚着儿科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记载着医院皮展历史 . 勾画出医

院快速发展的疾驶足迹.

本志编写以记、述、图 、表等体裁 ， 共十四篇 ， 下设章 、 节、于目 ，横写门类 . 纵写史实 a 呆用

规范体例 ，记述、直叙其事 ， 不作评述 . 人物称谓直呼其名 ， 必要时加以冠名。

本志基本以自 1 952 年起至 20 11 年止. 建院之初的原始材料 ，得到来珊罪、张普通、刘美华

等多位老同;t1O年前的收集和整理 ， 以及现任各部门负责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在此 ， 一井

表示感谢 !

编靠中 ， 由于先期档案资料的不完整 ，使部分内容存在描述不清的情况 ， 以至仅能作为追

溯来记述.愿()L科医院志F给儿科人带来新的启迪.

(JL科匾院在。〉蝇革要员公

20 1 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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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EII主
建院初期(1952-1962 年)

1 952 年 4 月 1 7 日，经华东军政委卫生部批准 . 由西门妇葡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儿

科告并建成上悔第一医学院儿科学院.当初以位于肇茹泯路西门妇部医院分院(妇产科医院〉为院址，首任

院长陈翠贞教授(儿科学 级教授) .副院长辈诗、刘斌、刘湘云、石美森. 首任党支部书记李新，副书也朱

涛 ， 1主院之初仅有病床 80 张设儿内科，同时开设隔离病区初相应传染病门珍，医技部门有药房.化验室、放

射抖和营养室 .圭院职工 1 64 人，其中医生 24 人 ， 护士 49 人. 边院初期药房简陋.只有 个药架，几十种药

品为适应病房、门急诊患儿的需要在张量知主任的努力下药品很快增加~J 300 多个品种 . 由于医疗业务

的发展，日均门诊达 200 人次以上，不久床位增至 120 张。

1953 年 .华东卫生部拨给基建经费 1 328 4 00 元 ，在枫林路 1 83 号新建一所设备新型的儿科医院，占地

由积 33 市，建筑面积 11236.8m2 .1954 年 7 月新院建成，实际投资 1 393 000 元 ， 同年迁入新院，工作人员

增长至 246 人 ，全年门急诊 96280 人次， 1955 年 6 月 l 日 ，医院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至

1956 年床位增至 1 90 张，至 1 958 年底 ，病床增至 300 张， 1958 年醉。院长病逝后 . 19创年辈明接任院长.

1962 年 6 月 I S 医院召开建院 1 0 周年庆典大会，总结建院 10 年来的发展成果.

这一时期.经过 1957 年的整风、 1958 年的大跃进等运动，医务职工得到锻炼和成证，队伍不断壮大，

1958 年大跃进年代里.行政人员鼓足干劲，自行设计 ， 自办材料，自己施工，为医院建造了传染病隔离门珍诊

直室、动物房( 1959 年建成)、家具库房、技工间、汽车间等房屋，建筑面权这 543 m2 • 井对搅面机、切菜机、电

钻机、电锯机等 10 个生活生产用品进行了革新改造.期间，为贯彻劳逸结合、丰富职工立跟生活 ，医院为职

工开办了托儿所 . 60 年代初设立阿仁保健门珍.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职工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涨.

1961 年开设保健食堂及同仁肝炎病房.保证病患职工的治疗且休养.

1962 年成立清仓核资小组，单结建院 10 年资产管理工作.Jl二开展被服中心供应工作 ， 10 年间 .全院经

费支出总敢为 5 968 935 元，其中投资于建院落基本建设经费共为 1393000 元，用于置办各项贵重仪器及医

疗设备的亦达 40 多万元。千元以上的设备仪器已有 31 件之$ ， 由于管理水平的逐渐提高 . 向上级领取的

补助经费也逐年减少 叼 如 1952 年每床单位置出平均为 6 278 元.至 1961 年每床单位仅为 2 297 元，下降

63 % . 1952 年上级补助经费平均每床单位为 3246 元， 1961 年每床单位平均只高 298 元，下降 90 %.

10 年间圭院获先迸工作者 177 名 ，先进集体 17 个，其中全国先进工作者 2 人，市先进工作者 4 人 ，市

的先进集体 1 个.上海第 医学院的先进工作者吓人，先进集体 7 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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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工作

1 952 年 ，开业当年门珍达 23800 人次 .至 1 961 年已达到 1 723 人汰，增加了 9 倍 . 1953 年.全院捕死率

为 14. 1 % .主 1 96 1 年已下降至 4 .1 3 % .其中消化不良、肺壳、菌喇、急性肾炎、麻房等几个常见疾病的病死事

下降较为明显.

1953 年，在陈翠贞院长的主持下，为加强小婴儿的医疗和生活管理，出盘以珍医生负责组建新生儿病

房，收治 3 个月内小婴儿. 1954 年，营养室由提供 般普食到以注意提供色、香、峰提高小病人的食欲的膳

食井开发各种乳类食品如脱脂奶‘酸奶 ， 以及创建人乳库等满足临床小婴儿的饮食需求 . 1 956 年营养室

获上海市卫生罩统先进单位.

1954 年.成立儿童保健科，由段恕诚、李季明医生等负责组建，陈翠贞院茸亲自担革顾问 . 1 95 5 年开展

丁地段儿童保健教学工作 . 1 95 6 年较早创设评价生*左育的婴儿体棉五线图，在国内推广使用，深圭欢迎.

1 954 年起，建立门急诊预检制 . Jf设留察床位，接受韶察病人. 19 55 年成立出人院E生室和病理专业.开设

传染病病房.

1 956 年.开展'L'、血管疾病临床工作，应用'L、电图、心音图、心导管、心血管造影等新技术诊断疾病. 在国

内首先开展了心导智和l心电图等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L'、病〉且心律失血'的临床诊断工作.井完成国内

第一本刊、JL先天性，L、脏锅》专著. 心血管造影且染料稀释曲线等新技术的应用 ，使珍断正确率达 98% . 同

期我院的 'L'、脏病理亦处于国内领先.同年. 引进老中医顾文华和徐迪三.开设中医门诊且病房工作.以及开

设生化检验、细商检验、病理解剖、血液病检验等.并于 19 5 7 年组建{;、血管专业病房 . 1 958 年外科口腔、

针灸、推章、理疗等专业相继成立，井先后开设肾壳、结核病、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血液病、内分泌、

冲经病、肝先等专科门珍 .为医院业务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1958 年起医院的检验部门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卫开展了生化、细菌、病毒.遗传、病理等临床实验室 . JF 
且每个专业部配备一名内科医生，使辅助部门与临床科室联系更加密切.检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以后卫

增设了血库、理疗室、灭商制剂室旦中药房等部门，保证医疗、科研工作顺利开展. 1 961 年起临床应用起声

波检查，提高了诊断正确率.

1 958 年 7 月 1 日小儿外科专业正式成立.同时建立小儿外科门诊、病房.手术室、麻醉室 . 起初由中山

医院普外科王赞尧、王靠生医师任顾问. 1 960 年始由中山医院盘百祥医师任顾问.并于 1 963 年E式调i1我

院担任小儿外科主任 . 先期.只能解决小儿外科常见病的诊治和内科病人的全珍，一年后顺利施行第 l 例描

气修补手术 .接着旦开展阑尾切除、肠套叠复位、事丸固定等手术. 随着学科的发展.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小儿外科已能全面地开展小儿带外科、新生儿外科、泌尿外科与骨科的常见手来.完成丁大量危重、急、难的

病儿的珍疗任封对新生儿肠闭锁、先天性巨结肠、胚门直肠畸形、胆且管囊肿、肾孟积*、输尿管异位开口 、

尿道下裂、愤关节脱位、儿麻后遗症等儿童特有疾病的诊治达到了国内同期先进水平 . 1958 -- 1 96 1 年间 ， 小

儿外科在改进手术治疗方面亦有所提芮，如新生儿肠道闭锁 1 7 例的于本存活率为 53 % 果用非手本综合治

疗法治疗阻道蚓虫，治愈率达 96.6% 。 小儿麻醉后井童在控制在 O. 04 %. 
1 95 8- 1 960 年之间上海市正面临中毒性菌喇‘乙型脑壳、骨髓灰质壳、麻彦等小儿传染病大流行.其中

麻螃约有 50 万小儿患病 .病死事高达 1 0 %以上.医务人员不仅全力以赴投入救治工作，且及时且结抢救麻

哮的经验 .lF编著了《麻螃E一书公开出版发行. 之后.与上海市防疫站及上海生物制品所共同营力于研究

麻捞减毒活疫苗.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临床应用。在诊治脊髓灰质壳中.中西医结合抢救治疗..~结论

文多篇.并协助上海及全国生物制品所共同研制脊髓灰质贵减毒活疫苗 ，试制成功后于 60 年代初试用于临

床，其总结的论文于 1 964 年在印尼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儿科会议上发表.属发展中国家自制脊髓灰质先疫苗

的领先者. 1 962 年成立血液实验室并配有 2 名专职技术员 .使实验室有丁专业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作妓事.

建院 10 年间，医院实施病室负责制、门诊预诊制.开设了简易病床和留察室，以及传染科病房.解决了传

染病患儿隔离消毒的问题。 同时在儿内科的基础 t 增设儿外科、中医科、口院科等.不断完善了新生儿血

液病、心血管疾病、肾病、营养不良等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方案. 建立了各种交接班制、值班制、病虫讨论会 、



疑难病例讨论死亡嗣例讨论、医疗事故检查等工作制度，使医疗工作的质量得到保证.

三、教学工作

1952 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教研室成立 ，顾庆棋任主任 .负责儿科教学工作，教研组内部分教师垂加

丁全国医疗军lJL科学 ) ， (系统儿科学》且4实用儿科学》的编写工作 . 1953 年.儿科学阜成立(1 960 年撤

消)，教研组各级教师分工描制丁一整套儿科基础、系统儿科、临床儿科小儿传染病等讲义.拟定了教案和

实习计划编写了有关教材 . 1953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儿科学系学生，井从医本科中抽调部分学生组成儿科

专修班于 1 956 年毕业 1955- 1 960 年共完成三班儿科学系学生的教学任务.毕业生 181 名，1 957 年后，在

保证继续完成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系儿科教学任#的基础上，教研组抽调了几乎半数的师资支援重庆医学院

建系工作. 1952-1962 年的 10 年间共接查全国各地进修生 115 名 . 1959 年开办丁儿科专业夜大学，招收

50 名学生 . 1955 年开始研究生教育工作 ， 1 958 年陈幸方(导师陈翠贞 )、 1 959 年许权德(导师顾庆祺)为我

院且早毕业的两位研究生.授于M'l博士学位.至 1962 年招收研究生梁明 ， 1965 年招收研究生 4 名直绿蒂、

林其珊、金勤立、郑幕时 .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生教育被迫中断 .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京举办全

国儿科学习班.由苏联专家讲课，我院曾派盘汉珍、沈锦、徐谷参加 . 1962 年 2 月拟定了儿外科、儿内科、护

士的府非计划.住院医师各科轮转期为 4 年，为以后培养专业人员奠定了基础.

1958 年暑期成立附设护士学校， 9 月 19 日开学上课，护士学技除接收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设护士学校

转辈的学生外 ，分别于 1 959 年和 1 960 年各招收二个班的新生〈每班 40 人 ) ，~ 1962 年共有 95 名毕业生分

配至全国各地工作 . 1962 年 8 月恨据(62)卫教字第 27 号决定，撤消儿科医院附设护士学校 ， 1 962 年 10 月

合井为中山医院护士学校.

1 0 年内，儿科学系〈教研室)主要涵盖儿科学各专业，革扭医学院管辖范固的医学生的基础和临床教学

任务还担任部分院排的讲课，如铁道医学院、卫生干部进修班等.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讲学团至江西云

南、四川等地讲学.完成的教学任务共有儿科学系、医疗罩、卫生罩、工农卫生罩、儿科专修班.工矿班且业

企夜大学非共 36 个班级。

四、科研工作

10 年间 ，全院医护人员进行丁科学研究，共发表论文 65 篇〈不包括尚未发表的论文λ1958 年在抢救暴

发型菌嗣方面所获得的成绩，鼓舞并坚定了医务人员破除迷信、发奋图强、进一步攻克医学科学堡垒的信心

与决心. 1 0 年间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z

l 先天性.，'脏病的研究 来用各种新技术，提高诊断正确丰，井进行了我院临床疾病资料的积罩工作.

2 凤温捕的研究 1956 年起开设随访门诊 .与市内有关单位协作进行了集体儿童的普查，井在小学校

进行链球菌带菌者季度阳性辜的调查.

3 消化不良的研究 进行了病原且病理方面的研究，初步制订了液体疗法的方案.井单结了中西医综

合疗法的疗效.

4 肾病的研究 根据肾功能试验、血消及尿蛋白电泳和小便游离氨基酸色层分析等科学方法，结合中

医辨证现 .初步得出中药再稳定病情及部分缓解放果的结论.

5 麻害的研究 应用咽喉图片找华弗巨细胞，以及应用同位章测定，研究中西医综合治疗透螃机制，已

初步得出结果.

6 肝丸的研究 有计划地对比不同药物治疗肝火的疗效，如中医辨证、王草、毛在、菌陈告剂及其他综

合疗法等，井研究各种影响预后的因素。

7 小儿生长皮育的观察 参加了全市 3 岁以下小儿体格发育的测定，绘制了"上海市 z 岁以内正常小

儿五线标准图'二

8 血班病的研究 对白血病的诊治进行了临床观察，总结了 20 余例的临床病理，探讨了死亡原因 . 此

外.在前血性贫血方面提高丁诊断率 .井进行病因的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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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ÞM罩
20 世纪下半叶(1963-1999 年 )

1963~ 1999 年期间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便有些资料散失不齐.

一、 概述

1 963-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组织医生下乡 、下工厂锻炼，比两医务人员为人民服务和节约

医疗费用的意识. 1963-1964 年，组织开展"整洁、安静、舒适、美观"的话功.改进病房管理工作 . 1 96 4 年

由中央分配.添置一座蒸发盘 1 I 的高压锅炉，比原来的工作最大 5 倍 .解决了病房供应开水 (不再用人工

挑水供应λ 同年丑购进丁一只新的煤气消毒锅.安装在中心供应室 .解决了医用物品的高压消毒问题.

1 966-1973 年，医院领导班子受到冲击 ，但广大医每人员仍坚守工作岗位.维护稳定的医疗秩序.

1 964 年.根据上海市卫生局通知精神，药剂部门改为药剂科. 1965 年经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向市 u生

局批准.床位由 300 张调整为 250 张 . 1980 年 . 由于小儿外抖需增加 30 张床位，经上海第一医学院核准 ，床

位调辑为 330 张 .

1 9 6 9 年 5 月 2 3 日.上海第一医学院工军革联席会议讨论批准儿科医院黯党建筹备小组成立 .党员的组

织生活逐步恢9: .

1 9 73 年 3 月，儿科医院新届党且主产生，同年 1 1 月医院革委会班子成立， 医院恢复各种会议制度.

1973- 1978 年由革委会管理 ， 1977 年工宣队撤离医院，医院工作得到进一步恢复. 井积阪贯彻落实党的方

针、政策.努力积极开展两个"文明建耻"工作，促进医院党风、院纪 .使医院秩序得到进一步改善.

1 980 年.恨据上悔第一医学院的要求制定了医院 1 0 年发展规划.提出新生儿医学、传染病、中西医结

合， .L、血管、儿保为今后 1 0 年发展重点，提出每年选送 1 -2 名专业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提出床位发展规模为

400 张 . 以及1'1.1<诊改扩建和医院建设规划项 目.在行政管理上提出科主任负责制等.为医院今后的快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

1981 年，由国家拨款和自筹相结合，一座五层 2 000 mZ ~在图书馆、电化教学、行政、教研为-体的综合楼

建成，为广大医务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技工组开展技术革新.为新生儿室设甘安草了集中

供理罪置，为临床提供方便。

1 979 年经卫生部批准.由中央卫生部且投资 432 万元 . 占地 953 mZ ，共 8669 时的八层高层建筑.是止

海改革开放后第一批 500 帧高层建筑之一 o 1984 年第一期工程动工建设 7469 m2 .198 7 年 6 月主楼土建以

优质工程竣工.由于缺少资金，使消毒隔离活水处理、连接走道(管道人中心供应室等配套设施不能及时到

位 .经过阔整概算 . 1988 年第二期工程 1 200 时动工。 于 1991 年大楼正式启用，内设内科、传染料 .配套实

施(包括中心供应室、消毒室、污水处理站、三层建廊等h明显地缓解了医院业聋发展的压力 ，为改善病人住

院条件起到很大的作用. 同时开始尝试筹建母于病房的工作.

1 982 年 5 月 20 日.医院召开建皖 30 周年庆典大会 (20 周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幸举行庆典〉 井在 6

月 2 日举行论文交流舍 ，共有 14 篇论文进行了交流.

1 9 85 年 8 月，随上海第一医学院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同时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 . 1 985 起提出"创建立吻l医院"的口号，科室建立便民服务措施，于 1 985 、 1986 年先后被评为上海医科大

学文明单位， 1986 年获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单位. 19 90 年开展修订使民措施工作 ，加强文明窗口建设工作.

1987 年.新建职工食堂(饭厅)、大礼堂及行政办公楼，建筑面积 1 800m2
• 

1 98 7 年 9 月 9 日，医院召开 35 周年庆活动庆典活动与上海医科大学 60 周年庆同期举行.共有辈宾



168 位，历时三个半天开展年本活动。 制作"儿抖医院今昔"版面 2 幅.由医院电化教室制作的 20 分钟"儿科

医院概况"介绍以且论文集一卒 .

1988 年 l 月根据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行党政分开医院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了医院院长负责制工作报告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是例等 町 井探索院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 . 1992 年 8

月，医院申请获准上海市卫生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i式点单位由原班的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改为院任

负责制 ，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 同年 ，在医院管理上也立反馈制度，时一些薄弱环节进行跟踪督查要求各

部门有专人负责 .每两周 次加强临床与医技、前线与后勤、家属与医务人员、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信息反馈.

1989 年 .在上海市儿科系统中丰先实施信息网络建设.全院实施微机网络管理.使医院图书馆信息管理

向自动化、现代化管理轨迫迈进 • 1990 年医院引进丁第一台 CAS- 1 OA/ l OOA 心血管造影仪.以及同位草

草 GZA 伽玛照相机为临床开展新技术创造丁条件.

1 9 90 年新建改建"心血管选影"~l房，建筑面积 300 时，井将原二、三病房改建成 1 500 时的实验中心

与儿研所，

1990 年开始医院重视且工的岗位培训和新闻媒体的对外宣传工作，开始进行新职工的岗前培训教育。

1990 年 1 月 《新民晚报》业版头条刊登丁"JL科青年医务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心为 1 1 个小病孩取山 4. 7 cm 

l~刺入 'L'脏的钢针"的动人故事.得到社会很好的反响。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我院医疗仪器设括更新和添置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医院在医疗仪器设桶上投入大

趾资金每年更新和添置仪器设备费用约 1 000 万元以上. 至 200 1 年底，圭院医疗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近 5000 万元.万元以上医疗仪器设备 285 台 . 其中有 X 线计算机断层扫描诊断机(CT) 、双向企血管造影

矶、 HP5500 l苦色辛苦勒届声诊断仪、GE 影色多菁勒超声诊断仪、腹脏镜‘咆于内镜)\\，'J 、德国 STOCKERT

H 人工心肺机中央监护系统、脑干诱发电位肺功能仪、尿动力分析仪、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仪和运动平板

仪 .高档脑电图仪、动态脑电图仪和麻醉机以且大型生化分析仪、细菌扇养和鉴定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和i:ilt

式细胞分析仪等先进仪器设备.

1992 年 5 月 31 日 至 6 月 1 日 .进行建院四十周年庆典活动 . 5 月 31 日上午专家义务医疗咨询，下午校

皮座谈会， 6 月 l 日上午庆典大会 ，下午学术交流活动，共 300 多位国内外嘉宾出席庆典. 同年 9 月医院被

列为上悔市卫生系统第 批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试占单位 .进 步明确院长负责制的职能. 第四届职工代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聘任制实施，合同制有关规定 ，业务科室及职能科室目标管理考核试行办法"、《职

工奖惩条例H分配制度方案) ， <<超额劳动分成方案 l.I JL科医院经济形势与展望》等 . 19 93 年 4 月 1 日起.

各临床科室、且务科开始改革试运行.中旬逐步推向职能科室， 5--6 月份扩大到各医技科室，至 7 月份圭院

n个科室都纳入综合目标草包责任制考核(与医院签订承包协议儿在承包中抓住三个原则定编、定员、落

实聘任制定质、定量、加强管理因科而宜.分别对待. 同时制定未聘人员管理规定、特需医疗服务规定及

各种收费标准，以且医#人员外出服务管理规定和学术会议且经费(万元)包干规定等. 1994 年 . 完成中层

干部的聘任和各级人员的聘任工作 ，井启动医院‘上等达标"工作.

1 993 年我院还新建连廊 1m层为内科医生办公室，建筑面积 370 m2 井动迁和新ll!小办公楼，占地

400 m2 且完成了将一病房改建为母子病房工程.

1993 年起，在刘湘云教授倡导和资助下.医院设立 。勤奋创业契"以且两年 次的..十佳医务青年"、 M十

大窗口"的评比活动 .

1994 年.医院贯彻?在实上悔市卫生系统关于"且 !i!控制.结构调整"的政策，严格 1400 种药品管理、落实

7 个质控小组、定期进行质量考核工作。 1994 年 12 月成立 上等达标"办公室、院办主任兼等级办主任。 开

始健全各级管理组织(院科二级L调整各类学术梯队结构〈第 、第三) .藩实各科考核细则 .严格各项规章

制度，严肃执行奖惩条例.实施各项奖励措施，完善各种约束机制等. 10 月，上海医科大学(简称上医大〉与

医院行政管理网络正式开通.

1 995 年 l 月 19 日 ， 医院通过上医大"上等达标"的预评审. 4 月 7 日正式通过上海市卫生局的 三级职

等"医院评审工作 . 9 月 1 3 日批复本院为卫生部..三级甲等"医院. 同年.开展对 6 个临床科室、 1 7 个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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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怯评估工作.通过自叶和互评结合VI'出肿捕传染嗣、肾脏 3 个重点专业.进一步推进丁重点学科建设E

11".同 '1 我院完成了医院中成药制剂楼改选与门珍放射科改建制改造工作.

1996 年 町 医院在门诊收费、病房、医技科室和儿研所全部实行收费记账电脑化操作 .井一建立统计功能太

太地提EE丁工作效率.

1996 年拆除丁原两层楼使用面积 300 mZ á<J教学用房，通过自筹经费新建且面积 4 300 时的"医疗综

合楼" . 1 997 年 7 月骏工 .. 自投资约 799 万元.大楼一楼主要用于各种接待会议室且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场

所 二楼是为外宾病房，兰楼、四楼为两个外科病区，为整个外科主病种学科的开拓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艘是'L'、 血管中心.包括心内科、外科病房、监护室等，六楼是于术室. 同年.还完成了八层病房大楼基础

〈地下室)防渗血、堵漏、集7)(井改造工程.

1999 年 · JE成儿研所自 主菌培养室"、"纤维主镜室"、"肺功能室"的改扩建工程 ，井正式投入使用. 同年

还完成丁诸多改造工程. ~C新建职工自行车停车库及屋顶范围.枫林路沿街商业综合楼，改建枫林跻 1 83 号

大门工辑门、Zt 珍候诊大厅改建改造工程中心供应室且上泵间改建，病人营非室的大修改造以且对重新

搬迁的医疗业务用房心电图室、H 超室、脑电图室.入院处、口腔科、新针室、理疗室、药房、小门珍等的改建、

改造和装修 ， X，新大楼内部、公用部位且一 、二 、三连廊全部进行粉刷油漆且部分装修oICU 且外宾病房改

造改建锅炉'肘的扩容、扩建、改造工程. 卫完成了 CT 室和门珍预检、注射室的新增改建.建筑面积分别为

40 m2 和 80 m2 •为医疗工作提供保障.

这 时期.医院的对外交流工作得到快速发展 ，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后 .医院先后选送优壳中青年出

国进修学习，并与加拿大、盖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关系为医院快速跟上国际步伐打开丁

同而.

二、医疗工作

19刷年新生儿专业在全国首次开展换血疗法治疗新生儿溶血病，井获成功。这一时期，中毒性菌俐

乙型脑聋发病甚多成为当时传染科抢救治疗重点 ， 医院及时且结了一系列抢救治疗方案，获得卫生部的

表彰.

196 5 年下半年，响应号召组织医护行政人员下乡在二病房和门珍开展医疗改革的试点工作吃点是提

高医疗质盟和改近服务流程.开展梳动挂号、流动发药对郊区农民提前挂号、提前就珍、提前发药坚持高

年资医生门诊等，

1966 年"文革"期间 ， 医院党政班子受到冲击 ， 但广大医务人员职极响应党和国家。6， 26 "指示.分期分

批参加支援农村医疗队活动且下基层工作等.医院内部医疗秩序维待稳定，遵循‘为人民服务气。救死扶伤"

的准则 .门急诊实行 24 小时应诊制就诊人次有所上升， 1 966 年门急诊人敢 24 5057 人次， 1967 年"文革"结

束时门2ijk人数为 275743 人议 。

i丈革"后期内科领域的专业也不断扩大，在新生儿、血液心血管专业的基础上，先后卫成立肾脏、传

染病、脾虚〈消化)、呼吸、神经内科等专业织 . 20 世纪 70 年代小儿外科开展心胸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专业

手术.随着改革到放fJE科发展迅速.由于肿瘤病人就i主增多.逐步开展手术、化疗‘放疗、免疫治疗、中西

医结合等综合治疗.提高了肿瘤的疗效.改变了对恶性肿躏束手无策的局面.并于 1989 年成立小儿肿瘤外科

专业 . 1978 年底儿外抖开展.l;、血管体外循环直视手术.在探索遗传性疾病方面恢复丁染色体分型工作，

同年建立同位素室。 1980 年恢复了病毒草.井新建了脑电图室等. 80 年代已开设各种专业门ì$。如新生

儿、遗传自"，1、心血管疾病、血液病、哮喘、墨儿腹泻、病毒性肝壳、脑先后遗症、癫躏、泌尿外科、胸外科、骨科

等门珍.以及每周一次的疑难病会诊门诊. 80 年代束 .在全国首先开设性早熟专斟门诊。

1981 年起 .成立药品特理委员会由院民牵去，相关管理和专业成员组成，加强药品管理和检测药物不

良反应事件 .挝高临床用药质量. 建立门急珍高年资医生把关制度.减少小于 3 个月婴儿候诊时间 .给病人

提供就诊方便 ，井建立起定期医疗质最检查制度 ，加强危重、疑难病人、死亡病人和差错事故的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辈.医院恢复了正常的医、教、研秩序，为丁更好地发展特色专业，体现各专业的



综合优势使一些特殊专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将传染病专业、急救专业从内科中分离 .分别于 1 983 年成立 传

染样 . 1 984 年成立急救专业。 小 JL急救专业在国内率先来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抢救小儿呼吸衰竭.训练和

培非监护主医师护士进行呼吸衰竭(呼衰〉病孩的气道护理.以及应用心电呼吸监护仪对危重病孩进行监

护提高了重危病人抢救成功率 使I!UL病死率降至 6 %以下 . 1 988 年成立内分泌专业，使单一的内科发展

为 10 个专业组及专业病房.

1 982 年 ·在中山医院和胸科医院的大力支持下 医院，心胸外科为 1 例甚为罕见的先天性三尖瓣下移畸

形蜘蛛样指综合征井存的 9 岁女孩实行了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手术获得成功当时在国内尚无小儿于术成功

的报道。 同年 . 'J' JL泌尿外科与国家医药局协作研制手术器械获得成功 .井通过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 .

1 983 年 1 0 月 5 FI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规定，世市儿内科病人实行划区医疗制度，儿内科门急症病人

下降 50%左右. 为加强门急珍管理.医院安排一名副院长分管门诊工作.

1 985 年 1 0 月 . 儿科医院中西药普通制剂获得上海市卫生问医院制剂许可 ùl . 挟准内 ß&制剂 54 种外

用制剂 70 种 .

1 986 年推进医疗管理制度恢复总住院 24 小时值班制 .担任一线值班工作.及时抢敬和治疗危重病

人，同时推进病房护理护士包干制，实行门急诊"首诊负责制飞制定"输用血须知"等.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护

理质盘 . 1 986 年二位中青年医师获上梅市优秀病虫书写奖 .1 9 87 年全市病虫抽查总分第一.获得 t海市青

年医师病虫质量团体优胜奖。

为解决病人就医· 三t王一短"即挂号、候诊、靠药时间长 .医生珍病时间短的矛盾 .)A 1986 年第四季度起

晚上开设业余门 i生加强白天医疗力盘，缩短病人候诊时间 . M晚上来院就诊非医疗包干区域内的病人实行

业余服*.同时还开设专科专家咨询服务.尝试业余手术

198盯7 年起.连续呈多F年开展迎五月"优质H服臣9舟争月 "和七 、.J八L 、.!九L月"百日竞赛"活哥动'J ，为病人排忧解难.杜绝医

疗盖错事故苗子。

1 988 年医院成立"五四三"领导小组 .制定各级检查、考眩指标 .临床部门 90 分为达标.医技、后勤等配

合部门 95 分为达标 .井与二次分配挂钩 .鼓励达标或超标，有效地落实了三级管理*统. 1 988 年 . 面临上海

市甲肝流行.圭院上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 989 年率先在新生儿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救治呼吸窘迫综合征 ( RDS)取得成功 .并成为以后的常规

治疗方法.

1 99 2 年 7 月.心胸外科从外科分出 ， 与心内科.以及联合心电图室、超声心动图室等辅助科室组建丁小

JL心血管中心 目

1 993 年 1 1 月 11 日，本市第一所儿科外宾、华侨病房在儿科医院落成. 该病房有门、急 i主室和观察室

井为外宾港、澳台同胞及侨胞子女提供挂号、诊治、检查、付费、配药 一条龙"服务.还开设了出门服务等

特殊医疗项目 E

1993 年 6 月 ，由东方电台"十二道彩虹"发起、锦江碧丽宫等募捐、上海第十二制药厂无且贷款建立而成

的儿科医院七病房层vff室落成 ，

1994 1F 5 月 1 0 日 .我院皮肤科正式开业.每逢周二、四、六上午开诊. 11 月 7 日.儿科医院专科专家门

珍正式开张经专家提出申请，经院学术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共 17 名教授参加丁专家专科门珍.

1995 年.医院汇编各级各类~疗常规、操作常规和护理常规等. 199 7 年进行了修订且制定了门该病

虫相处方规范等. 完善督导小组的督查功能.童在医疗和护理质盘上抓蔼实工作. 并与丹阳市儿童医院开

展联合诊疗工作.拓展对外医疗服务.

19 98 年 . 与华山医院手外科合作.增设臂丛神经损伤诊治病房，后旦与华山医院同经外科合作，正式收

治小儿颅脑外伤和肿瘤忠者.为小儿神经外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9 年 4 月 1 日急诊室、阳察室、补液室扩大.移址于清真路进出 . 同年 10 月，本着‘以人为本"的理

;在全面启动母子病房"的运作.通过对病房大楼分期分批的改造，病室内配备陪护床、电视机、怵浴血E生

设施等.使病房舒适化丑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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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6 月 25 日儿科医院成功施行苗例小JL微创术 .切除肾脏不用刀‘不出血.时小儿站尿系统胃

肠系统的常见外科疾病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1999 年 6 月，医院成立呼吸急救领先专业.负责人是孙披教授.

三、教学工作

1985-1990 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儿科学教研室 1990-2000 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中山临

床学院儿科教研室。

"文革"期间教学工作圭到严重的冲击. 1 970 年医院招收第一届医训班共 60 人，于 1972 年 10 月 21

日毕业典礼在医院教室召开. 1971......1973 年 10 月第三届医训班毕业，共 42 人.

"文革"后期 ，尤真是粉碎"四人帮"后，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提

高 町恢复丁实验室、专业组相各项规章制度 . 1974 -- 1978 年开展..开门办学"，当时上海第 医学院在臼四省

直春地区设立教学自 .招收二届 3 年制学生.完成儿科学教学任务.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工作后，我院于 1978 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当年招生人数为 8 名井在医教

科设研究生管理干部岗位 .负责医院研究生管理工作 . 1981 年被获准为儿科学硕士学位授极点 .8 名研究

生..硕士学位 . 1 984 年被获准为儿科学博士学位搜权点 . 同年招收 l 名博士研究生 . 1985 年招收博士研究

生 5 名 . 1984 年开始培养临床技能研究生. 1984 年医院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极点.

1997 年原 t海医科大学横批准为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 .1998 年 7 月接收第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张陆博

士.指导教师孙搜教授) .于 2ω0 年 7 月出站 g

1979 年起我院开始带办全国性继续医学教育学4班 . 当年举办一期 o 1980-1990 年共举办 30 WJ . 
1990-2000 年共举办 26 期 。

1985 - 1987 年期间，医院先后成立了电化教育抖毡逅了大、中 JJ、电化教室.坯建成录像室、录音室、放

像、放映室等 .井能摄制简单的教学用录像、医院简介等录像片 ，对提高医疗教学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

1991 年.郑珊博士受到国家教委旦国务院学位委且会的表彰.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族

得者'门以且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奖励基金第三届银蛇奖 等奖，其导师盘百样教授获伯乐韭.

1995 年 .新开设 7 年制研究生儿科学课程，共 21 讲 .42 学时.井自编教材 . 以各专业的重点与新进展为

特点为培养新一代的临床科研亘古型人才奠定基础. 同时 .结合 三基"为基础.开展专业学术讲座和中青

年读书报告会等活动.

1996 年 CMB 首届学习班圆满完成，共计学员 10 书 ，井接受了 5 名为期 3 个月 的专业临床培训的医护

人员 .为全国培养专业人才作贡献，

这一期间.医学教育除研究生夕|主要是在校的医学罩、公共卫生系、药学革且护理系等以及进修生和

继续医学牧宵培训班等.形式为上大课和临床小讲课结合，同时接受临床生产实习等工作 . 1989 年 . 由于儿

科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努力，先后夜上海医科大学教学特等奖和上海市教学成果优胜奖。

四、科研工作

从建院开始至 1 976 年间.共发表科研论文 97 篇，其中 58 篇发表在《中华儿科杂志》上 .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通过现场实践中发现.由于市场上缺王乳制品，使不少小儿由于母乳不足而产生

营养不良.在上海市卫生局妇幼处组织下.医院负责与全市儿保单位且儿童食品厂合作经过几年的摸索

研制出一种亘代乳粉〈宝宝乐) .填补了国内婴幼儿代乳品市场的空白，井得到联合国儿童萃金会的好评.

1979 年 7 月 ，经卫生部批准，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研究所成立( 医院办字第 27 号L韧由生化‘血掖租

免疫 3 个研究室组成，时任院长刘湘云教授兼儿研所所长.盘汉珍教授兼副所长 ，沈惟堂教授、吴阴教授和郭

履阴敬畏分别担任各研究室主任.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病毒研究室、传染病研究室租新生儿研究室相继成

立，并为各研究室保持松散联军的科研组织形式，由历任院长兼任所长，设 位副所长管理 日 常行政事物，

此后.丑陆续增加了肾脏病实验室和中西医结合实验室.外科实验室等. 1991- 1996 年间.经历了搬迁、调



整、发展等变化. 原来的各研究室分融于全院.且房屋简陋、狭小拥挤，于 1991 年底全部迁入原病房大楼

(三 、三层)改建成新实验室.占 层半楼面. 原来既有按临床分类的新生儿、肾脏、传染病实验室.卫有按基

础分类的病毒、生化、血液免疫实验室. 几经调整改为原则上按基础分类研究室井增设了分于生物实验

室. 原果新生儿研究室井人生化室肾脏病研究室井人分子生物研究室.以及血液病研究室〈包括遗传病研

究L 由于传wt病研究室的特殊性故仍继续保存. 另有中心仪器室、动物实验室且无菌室。 儿研所主要革担

研究‘教学任务及部分临床工作.同时大)J开发为临床需要但在检验科朱开展的多种较高水平检测项目 .

80 年代医院草担国家"七五"攻关课题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部级和上海市E生用课题 33

项. 以新生儿痰病J!、JL肾脏疾病的研究和儿童保健方面的研究工作为主 .井先后获得7日生部科技进步奖

门项、 t悔市科技成果提 1 0 项 . 1982 年参加"农村卫生服#研究"课题.获卫生部科研成果甲级奖 . 1982-

1987 年间.发表论文数达到快速发展期.从 1 982 年每年发表论文 32 篇.到 1987 年每年友表论文达\00 篇

论文的质量得到明显提芮.

1 988 年 .开展 2 )岁以下小儿隐嚣的研究工作 町 以及空肠弯曲菌细胞毒素、教附和侵袭力险测与致病性临

床和实验室的研究等在国内部处于领先地位. 儿科学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凹90-1999 年 . 1 0 年来革担纵向课题共\04 项，且经费〈纵向 )1 1 24 . 2 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盘 18

项〈量占项目 l 项) • .‘八五"攻关 2 项 J·丸五"攻关 l 项.卫生部基金 25 项〈临床重点项目 4 项 ) .博士点基金 7

月! .其他部委基金 3 项.上海市基金 19 项.其他 33 项 . \0 年来.获科技进步奖 32 项，其中卫生部科技进步

韭 17 项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2 项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13 项.

1 99 1 年再开的第一届全国儿科中青年学术会议设 10 名一等奖，我院选迭的黄国英、陈坦 、华健、沈茂

星 4 名研究生都获一等奖 .1996 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儿科巾青年学术会议.我院 11 名参加者中 1 0 名是研

究生 . 9 名分别荣在一 、二 、三等奖.为医院争得了荣誉.

1995 年起 ，医院加强科研课题的附报工作 .充分发挥毫专家‘老教授的作用，以及发挥年轻科技人员的

动脑.动手能力 ，尤其是回国人员、博士、硕士生的积极性.联合中背年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加强课题设ìi- . 
提高投标质量，力求多中标. 同年.孙说教授从瑞典回国后开始研究收入一氧化氮(NQ)治疗新生儿持续肺

动脉高压症( PPHN l .~t吸人 NO 治疗新生儿 PPHN 的疗效、安全性、治疗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全国

事先使用一氧化氮治疗新生儿肺功脉高压.取得显著疗效.

1999 年 . 肖现民教授《 种治疗血管瘤的外用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发明专利 .在儿科医院历

史上申请专利有了零的突破. 继肖现民教授之后 .蔡德培教授 200 1 年《调兽性早熟儿童青春盎育过程和改

善骨怖主育的中药制剂》申请发明专利 .同年孙波教授《吉氧气体、质最流盐控制装置》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井

被授权，

在这期间，全院有 15 人在全国儿科各学术组织担任领导职务 . 著名儿抖专家刘湘云教授连续 20 年任

WHO 妇幼E生专业委员会委员.

E罩国
自 21 世纪以来(2000-2011 年)

、概述

20四 年 4 月，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医院更名为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2001 年 2 月 ，

直旦大学医学院建制撤销 ，医院再度更名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 年医院首届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光荣称号.以后至 2010 年连续六届获此殊荣〈每 2年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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