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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从1897年到1997年，汉口铁路医院走过了漫漫一百年的风雨历

程。这个全路屈指可数的百年老院；已从当初一个仅有20张病床的刘

家庙诊疗所发展壮大为一所集医疗、保健、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二

级甲等"医院，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保障运输生产和

提高职工、家属的健康水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过一瞬，而对这所医院却是饱经沧桑。循

着这本院志追忆的履迹，我们分明看到这所与中国铁路同呼吸、共命

运的百年老院，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一代又一代人，不辱救死扶伤

的使命，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照人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在中

国铁路医疗卫生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一部汉口铁路医院百年史，折射出一段中国铁路卫生事业

的衰荣，它无疑是一本对职工进行爱路教育的生动教材。研读和记取

这段历史，必将激励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更加敬业爱岗，无

私奉献。

在改革的新时期，全路医疗卫生系统广大医护人员在服务铁路职

工家属的同时，面向社会，面向医疗市场，加强经营管理，以铁路医

疗制度改革为凳破口，积极推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大胆探

索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搏风击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本院

志也充分反映了这点，它必将为全路医疗卫生系统进一步深化改革提

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衷j一,-祝愿广大医护工作者更加奋发进取，以改革促发展‘，使全路

的医疗卫生事业再创新的辉煌。

衷心祝愿汉口铁路医院书写出浓墨重彩的百年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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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汉口铁路医院志》在各级党政领导关怀及武汉铁路分局志办、武

汉市卫生志办的指导下，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几代汉铁医人共同

创造的成果。

汉口铁路医院自公元1897年创办至1997年整整一百年的历史。

在这一百年中，医院几经变迁，史料散失，给编志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编志人员历尽艰辛。本志材料来源，建国前部分主要出于南京历史档

案馆、汉口和郑州二七纪念馆及退休老同志座谈访问。建国以来，由

于“文革”中许多宝贵资料已付之一炬，主要靠发动群众，捐献史料，

多方收集幸存的原始资料，向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请教、广征博

采，求本溯源，以唯物史观对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查、核实，存真求

实，力求符合历史原貌。

编志过程中，已故王瀛老主任等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得到各级

领导和老专家、老同志及关心院志的同志们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支持。在

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

因汉口铁路医院百年沧桑历史悠久，史料不全，成志时间紧迫，加

之编者水平所限，虽几经反复核查、修改，偏颇错漏之处仍在所难免，

竭诚欢迎同仁指正，以便El后编志者加以修订、校正、臻于完善。

愿百年老院，再创辉煌!

编 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汉口铁

久的一所综

医院位

筑面积4万平方米。医院有住院部，2个门诊部，6个卫生所，19个保

健站，设床位360张，有职工1010人，担负着长江以北，孝子店车站

以南，东至红安，西至舵落口近280公里铁路线上10万余职工、家属
． 的医疗、防病任务。同时还承担医务人员的进修培养和大中专院校的

教学实习工作。

建院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医院的前身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芦汉线筑路伊始，设在江岸车站的刘家庙诊疗所和1909年

在汉口福煦路成立的汉口治疗所。1916年刘家庙诊疗所改为江岸医

院，1923年汉口治疗所改为汉口医院，1930年因医疗需要，改汉口医

院为汉I=／第一治疗所，在汉润里增设汉口第二治疗所。1931年为解决

伤病职工住院治疗的需要，第一、二两治疗所合并，在汉口两仪街

．(即今洞庭街53和57号)创办平汉铁路局汉口医院。设床40张为一

综合性医院。同年江岸医院迁至三座平房新院址，设床20张为一小型

综合性医院。1934年房汉铁路局汉口医院迁至汉江街100号即今沿江

‘大道133号左侧原“安利英洋行"旧址。医疗业务工作较迁院前有明

显的发展。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江岸及汉口两个医院先后被炸毁，医疗卫生

工作中断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两院重建中，因汉口医院院址难寻，

决定在江岸车站四、五号官房作为医院院址，．1946年6月先恢复江岸

医院。1946年12月在胜利街147号重建汉口医院，因平汉铁路局撤销

’卫生科，对全线各医院各诊所的行政管理，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由汉

口医院代管，故改名为平汉铁路管理局汉口总医院，改江岸医院为江

岸分院。同时沿线各院所均改称为分医院、分诊所，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建国后，汉口总医院及江岸分院，隶属汉口铁路分局及郑州铁路

管理局卫生科(后改卫生处)领导。1950年底在一字街(即现址胜利

街370号)铁路旷场新院址建成，汉口医院迁入后，改名为汉口铁路

医院，设病床72张，1954年开始计划扩建，江岸分医院改为江岸医院。

后改为甲级卫生所。1955年并入汉口铁路医院，于同年6月成立江岸

门诊部。1956年汉口铁路医院全面开展了专科专业组培训和建设，为

医疗业务的逐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10月成立武汉铁路局。汉口铁路医院改名汉口铁路中心

医院，设病床255张，隶属武汉铁路局领导，医院迅速走上全面发展

阶段。1 960年设床达414张，以后计划床位为370张。1961年医院在

中医科门诊的基础上建立中西结合病房，至1964年内，外，妇产，五

官科等均已建立了本科各项专科或专业组。小儿科脱离内科，江岸门

诊成立结核科病房，1 964年成立皮肤科，除1965年建立传染病房及病

理科外，各临床和医技科室均以专科或专业组为业务发展的实体，促

进了医疗、预防业务的迅速发展。1963年3月武汉铁路局撤销，医院

名称未变，隶属郑州局卫生处及武汉铁路分局领导。1971年7月再次

成立武汉铁路局，汉口铁路中心医院隶属武汉铁路局领导。病床总数

400--420张。1971年，医院奉命调出近百人到襄樊铁路医院工作。

1978年医院改名武汉铁路局中心医院。1983年4月武汉铁路局撤

销后，医院奉命调出623人成立武昌铁路中心医院，直属郑州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中心医院改名武汉铁路分局汉口医院，隶属武汉铁路分局。

计划床位300张，1993年增至360张。医院当时面临着人才短缺，专

业不齐，设备陈旧，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经受着严峻的

考验，但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依靠全院干部职工团结奋斗，克服困

难，引进、培养各类人才，一加强专科建设，引进先进的新技术、新设

备，充实加强了原有专科、专业，填补了部分专科、专业的空白，使

医院全面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在1 984年

“创建文明医院”验收评比中，名列前茅，从此医院走上快速发展的正

常轨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先

进设备的增添引进、技术人员队伍不断充实和壮大，业务水平不断提
2



高。医院改建扩建了住院大楼、江岸门诊大楼、食堂综合楼等，加强

了环境建设。为病员提供了优美、舒适、方便的治病休养环境。

汉口铁路医院是一所专业齐全，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国家

二级甲等医院。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

科、皮肤科i口腔科、传染科、肿瘤科、中医科、麻醉科、手术室、急

诊科、理疗科等15个临床科室，设药剂科、放射科、检验科、超声波、

心电图、内窥镜、病理科、供应室、遣传实验室、脑电图等10多个医

技科室，现有各类专科20多个，有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262名，拥有

美国产1000m‘A X线机及数字减影系统，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全套德国产前列腺电切镜，气压弹道碎石机，血液透析

机，长程动态心电图仪，系列内窥镜、心电监护仪等一批现代化仪器

设备，全院万元以上贵重仪器342台，设备总价值达1100万元。

医院历来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

质量和管理水平，先后在全市十行业新风杯竞赛中获得“白求恩新风

杯”、“十佳单位”，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单位，被武汉市卫生局授予“目

标管理先进单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

界卫生组织授予“爱婴医院"等荣誉称号。被武汉铁路分局党委、武

汉铁路分局授予“先进基层党委”、“双文明先进单位"、“民主管理先

进单位”，医院领导班子连续两年被授予“六好班子"等光荣称号。

汉口铁路医院在百年沧桑岁月里，为保障铁路运输生产，为铁路

职工、家属的健康，发展铁路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汉

铁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奋力拼搏，同舟共济，努力开拓，为

百年老院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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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医院建立与发展

(1897—1936)

第‘节建立初期

(1897—1931)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芦汉铁路线筑路伊始，在江岸车站附近

刘家庙设诊疗所，由外籍医师主持工作，无中国医员参加。1906年全

线通车后，法国医师梅尼作为铁路医师接管刘家庙诊疗所。1909年在

汉1：2福煦路原梅尼诊所成立汉口治疗所，接收汉口地区及郾城以南各

站段员工的伤病治疗。

1916年江岸车站刘家庙诊疗所改为江岸医院。1923年汉口治疗所

改为汉口医院。

1912年平汉铁路线各医院和诊所成立；并由中国医员经营管理。

1928年后因医疗业务量迅速增长，1930年在汉润里增设汉口第二

治疗所，改汉口医院为汉1：2第一治疗所。对于重伤员工和路外伤员均

转往天主教堂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委外就医经济糜费很大，为解决病

员住院困难，经平汉铁路局批准，以第一、二两个治疗所的人员设备

为基础，招聘医师院护士添置了简要病房设备，租用了两仪街两幢楼

房(其中一幢为原詹天佑私人住宅)，经修茸后，于1931年10月28日

正式建成平汉铁路汉口医院。 ，

平汉铁路汉口医院分门诊部、住院部。门诊部设内科、外科、化

验和药房：每日诊次20次以上。住院部设病床40张，有头等病床10

张，二等病床20张，三等病床10张。三等病床专收搭荒车受伤者，称
1



为“荒乞病房”。分男病房、女病房两大类，病人不以科别收治，而以

性别分住男、女病房。内科以普内常见病为主，外科多以路外伤合并

感染为主，行车创伤，路外较路内者多，因此“荒乞病房"内多为外

伤截肢者。
’

一

职员编制表 (两仪街汉口医院)

职 别 姓 名 别字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路日期

院长 孙汴环 书诚 男 40 浙江 公元1932年9月

内科主任 张肩道 剑青 男 42 浙江 公元1930年8月

医师 涂敦礼 荷斋 男 43 湖北 公元1930年7月

医师 游仕远 男 28 浙江 公元1931年7月

外科主任 王 耀 诵飞 男 43 浙江 公元1931年12月

医师 卫立生 男 37 安徽 公元1932年12月

医师 董厚珍 男 25 浙江 公元1932年7月

药师 王伟臣 伟忱 男 46 河北 公元1931年12月

司药 邢毓芝 含芬 女 26 湖北 公元1930年7月

司药 潘清漪 女 25 江苏 公元1931·年2月

司药 刘泳青 女 31 湖北 公元1931年12月

．护士长 雷炼芳 女 38 湖北 公元1931年11月

护士 董三省 传德 男 30 湖北 公元1931年10月

护士 邓履永 女 42 湖北 公元1930年7月

护士 周瑞云 女+ 24 安徽 公元1 931年10月

护士 冯治 勋治 男 26 湖北 公元1931年10月

护士 罗汉生 国良 男 26 湖北 公元1931年10月



职 别 姓 名 别字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路日期’“

护士 李秀玉 女 25 福建 公元1931年6月

’护士 张芸微 纯淑 女 29 湖南 公元1932年10月 ●

～

护士 王达文 男 25 广东 公元1931年8月

护士 童志筠 女 29 湖北 公元1922年11月

护士 张修英 女 22 浙江 公元1932年8月 ，

护士 董培真 男 29 浙江 公元1932年8月

护士 张惠安 男 26 江西 公元1932年2月

护士 蔡娟珍 女 16 江苏 公元1933年3月

文牍员 吴 谦 益有 男 48 浙江 公元1932年12月

事务员 赵振卿 男 35 河北 公元1931年12月
●

事务员． 吴小村 男 31 浙江 公元1932年9月

司事 金渊 男 49 江苏 公元1931年4月

(表内不含工友20余人)

第二节调整发展时期(1932—1936) ，

‘
”

：。

。

“

两仪街平汉铁路汉口医院建立三年，四易院长，因领导不力，纪

律松弛，工作紊乱，决定彻底整顿。1934年由铁道部出面聘请上海医

科大学张学诚医师为平汉铁路局卫生课长兼汉口医院院长。张上任以

来，在铁道部和铁路局领导支持下，采取得力措施，整顿医院，同时

将院址由两仪街迁至汉江街100号原安利英洋行旧址，(今沿江大道

138号左侧胜利饭店后院)。经扩建和整顿，使医院医疗业务工作大为

改观，医院水平接近市级医院。门诊诊次每日50一60号，住院病床增

加到48张，并设有单人头等病房，配备专护。医疗业务有了很大发展，
3



添置了医疗设备，加强了辅助科室。内科提高了疾病诊断率，陆续开

展了胸穿和腰穿等检查。外科提高了外伤感染和截肢等疗效，同时开

展了阑尾切除术。五官科开展了内翻矫治术，翼状胬肉摘除术，眼球

摘除术，鼻息肉摘除和扁桃体摘除术等。此外电疗室协助临床科室治

疗一些慢性病。

1916年江岸车站刘家庙诊疗所改江岸医院后，1924年奉命将病床

悉数交给信阳医院。此后仍叫江岸医院但只经营诊所业务。1929年铁

路局派总医官许砚青接任江岸医院院长。1931年铁路局批准将医院原

占用之十号楼房腾出，迁入附近三座平房内，增加房屋使用面积，同

时补充设备，开设病床20张，以接收伤病员工住院治疗。。从此江岸医

院初具综合医院雏型。据1933年11月份江岸医院报表资料反映，当

时医院有院长1人，医师2人，司药1人，护士长1人，护士5人，事

务员1人，司事1人，工役12人，员工共24人。有病室8间，门诊

诊断及办公室8间，另有浴室、厕所、药库、厨房、茶炉、消毒室、单

身宿舍等设施。二等病床4张，三等病床16张，月经费2114元，月

总诊次3740人次。

由上可见，平汉铁路局南迁汉口后，对于铁路全线的医疗卫生工

作均有所创建和发展，1931年10月新建两仪街平汉铁路汉口医院，其

人员、设备、病床数等规模与北平铁路医院不相上下，同年江岸医院

由长期只能完成诊所任务亦改建为具有20张病床的小型综合性医院。

汉口医院迁往汉江街后取得明显发展。

职员编制表(汉江街汉口医院)

职 别 姓名 别字 性别 年龄 籍贯 入路日期 学 历

院 长 张学诚 君一 男 34 四川 1934年4月 湘雅医学院毕业

内科主任 王迪民 男 38 山西 1934年7月 齐鲁医学院毕业

医 师 商文彝 男 28 辽宁 1934年7月 辽宁医学院毕业

医 师 刘广著 克运 男 3l 江苏 1934年7月 齐鲁医学院毕业

医 师 梁森纯 男 27 广东 1931年8月 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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