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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编纂1954～1993年《院所志》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编纂了这本1994～

2003年《院所志》，作为礼物，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

病医院(研究所)50周年华诞；献给50年来在院所和曾经在院所辛勤工作的

同志们；献给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和热爱院所的领导和朋友们。

过去10年，院所面临科研、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一系列改革的严峻挑战。

科研院所转制；医疗单位由全额拨款改为差额拨款。如何克服困难，我们不得

不思考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院所在医疗、教学、科研和防治诸多基本方向

上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如何传承、光大前辈们的精神和开创的事业；始终保

持院所在皮肤性病学科及其亚学科的领先地位。10年来，院所党政领导、全体

职工知难而进，用科学发展观看待前进中的问题，视挑战为机遇，奋发图强，

发扬“严谨、博精、创新、奉献"的协和精神，坚持以医院医疗为中心，加大

亚学科发展步伐和拓展特色医疗服务；以建设重点学科点和积极参与承担国家

任务为龙头，带动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发展。10年来，院所的事业发展呈

现勃勃生机，院所的医疗业务收入连年增长，科研和防治硕果累累，就医环境、

科研及办公条件明显改善，职工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院所医药特色、专科和专

病特色系列正在形成，人才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趋于合理，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师资力量继续增强，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国际问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浓缩、

定格在这本院所10年志中的内容，将成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该志的编纂完成，得到了《南京市卫生年鉴》编辑部的悉心指导，得到了

卫生部、院校等上级单位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院所各处(科)室的配合和撰

稿人的大力帮助，同时离不开《院所志》编辑办公室的组织协调和特邀编辑人

员求真务实的辛勤劳动。借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光荏苒，院所几度改革，科室设置和人员构成变动较大，编史修志应力

求十全十美，但因资料积累详略不等，难免挂一漏万，诚盼斧正。只希望这本

《院所志》中所记载的lO年蹉跎能在读者回顾院所历史，思考院所未来时有些

许借鉴。

是为序。

陈志强

2004年5月



凡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起1994年，下至2003年，历时10年。

二、本志纲目共设九篇25章72节。章、节下以方括弧【l、1、2、3⋯⋯分设

条目，共计243千字。

三、本志以类系列，横排纵写。

四、本志第23章人物第一节正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只列1994～2003年在职及

返聘者)，按聘任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五、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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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

肤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皮肤病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

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位于江苏省南

京市蒋王庙街12号，占地面积40400平方米。

建筑面积36084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面积

22605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门诊楼、病房楼、

医技楼、科研楼、制剂楼和sPF级实验动物

楼等。

院所的前身为1954年5月15日在北京

成立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隶属中央卫生

部。1958年后隶属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1970年迁江苏泰州，1984年迁

南京现址并建立皮肤病医院，1986年经卫生

部批准建立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1994年

调整为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o

1994年当建所40周年之际^曾编印《院

所志》(1954～1993年)一书，内有详细记载。

以下仅对近lO年院所发展的情况做一概述。

1994～2003年，是院所发展的第5个lO

年。经过lO年努力，院所的医疗业务收入连

年增长，就医环境、办公条件及职工住宅条

件大大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院

所的事业不断发展。固定资产总额增至4483

万元。科研、医疗仪器设备增至6239台件，

其中10万元以上的达39台件。院所已成为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

性病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基地，国

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皮肤病药物)，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

心，世界卫生组织性传播疾病预防与控制合

作中心，中国一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国

家级培训中心，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

员会医学真菌菌种保藏中心。

院所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皮肤病、性

病、麻风病、真菌病等学科的医疗、教学、

科研、防治工作包括诊断、治疗、发病机理、

流行病学、预防措施及治疗药物的研究等，

同时承办编辑出版《中华皮肤科杂志趴《国

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和《性病情况简报》

等任务。

1994～2003年，院所发展的目标定位是

建成一所国家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医、教、

研、防相结合的从事皮肤病、性病、麻风病

防治任务的现代化专科医院和防治技术指导

中心。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院所的整

体优势和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I医疗形成专病专科特色l 1994～2003

年，医院编制床位96张，开设两个病区及市

内两个门诊部。每年接诊全国各地及世界各

国患者30多万人次。拥有特需门诊及疑难皮

肤病、皮肤美容、痤疮、银屑病、湿疹、天

疱疮、红斑狼疮、自癜风、荨麻疹、秃发再

生、血管瘤、吸脂等特色门诊及性病、激光

治疗中心、中医美容、皮肤美容整形外科、

临床检验、病理、真菌、理疗、药剂等特色

专科。“45年不愈的少见串珠镰刀茵肉芽肿

的诊断和治疗”研究项目获得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成就二等奖

(1993～1994年)；。低剂量X射线治疗皮肤

血管瘤”(1993～1994年)、“重型种痘样水疱

病”(1 995～1996年)、“儿童特发性真皮弹力

纤维溶解国际首报一(1997～1998年)、“真菌

病实验室诊断方法的改进及其应用”(1 999～

2000年)等研究项目分别获得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成就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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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科研形成学科优势l 1994～2003年，院

所完成国家、部、省等各级课题162项，获

得科研经费1935．3万元o 1997年lO月，性

病、真菌病研究被确定为卫生部临床重点学

科建设项目；皮肤病、性病、麻风病、流行

病学、疫情监测、耐药监测及新药研究，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世行贷款资助；医学真

菌保藏中心拥有医学真菌标准菌株310株，

分离鉴定了我国首见的一些医学真菌。已向

国内外分发供科研、教学用的标准菌种达

5000株以上；在感染性皮肤病、免疫性皮肤

病、美容性皮肤病、皮肤药理学等研究方面

逐步形成学科特色和优势；1994～2003年，

院所获各级科技进步奖29项，其中国家级3

项、省部级14项、院校级6项、市级6项。

在国际、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826篇，

编辑出版著作49部。图书馆藏有皮肤病与性

病学专业期刊310种，外文期刊120种，图

书14600册，并提供电子阅览及国内外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服务。

【医学教育成绩显著l 拥有博士、硕士生

导师33人。1994～2003年培养毕业研究生

55人，其中博士42人，硕士13人。2003

年在读研究生58入，其中硕士生29人、博

士29人。1995年4月，皮肤病与性病学专

业被批准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重点学科，2002年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

学科、江苏省“135”医学重点专科。2001

年12月，院所被卫生部确认为第一批国家继

续医学教育基地试点单位。1996～2003年，

院所获得卫生部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的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5l项，培养全国各

级医疗卫生人才数千人。1994～2003年，接

受全国各地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国外近千名医

生进修学习。

I防治工作取得重大成果l l 964年首任所

长胡传揆教授代表国家在北京国际科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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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宣读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与消灭”论

文，标志着我国性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1986年后，院所承担了卫生部性

病和麻风病防治两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日常

工作，同时承担了防治技术指导的各项任务

(由1986年卫生部明确的6项、1994年明确

的7项任务调整到2002年中疾办发

【2002】269号文明确的l l项任务)。性病、麻

风病的临床、防治和科研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有的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998年9月，院所

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上，被授

予“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1999年，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被授予

“全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和

技术措施的研究”及“麻风畸残防治及康复

研究”分别获得200l、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一、二等奖。1994～2003年性病麻风病研

究共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16项。编辑出版性

病麻风病防治专著30多部。

1人才梯队建设趋于合理l 到2003年底，

拥有正高级职称人员19人，副高级职称35

人，博士生导师12人，硕士生导师21人。

高级职称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15人，入选

江苏省“333”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的

7人、入选江苏省“135”医学重点人才工程

培养计划的1人。高级职称人员老中青构成

比为1．0：2．O：2．4，形成了亚学科较为齐全、年

龄梯队较为合理、知识结构互补的学术梯队

优势。

I杂志编辑质量提高，促进医学信息交流l

由院所负责承办编辑出版的《中华皮肤科杂

志》1984年前为季刊，1984年改为双月刊，

2003年改为月刊。平均每期发行l0000余册。

在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华皮肤科杂

志》的编辑质量不断提高，1995～2003年先

后获得“中华系列杂志优秀期刊二等奖一



(1995年11月)、“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二

等奖一(1997年、2002年)、江苏优秀期刊奖

(1997年10月、1999年7月)、中华系列杂

志优秀期刊银奖(2000年12月)、华东地区第

三届优秀期刊奖(2002年)、“第二届中国百

种杰出学术期刊”(2003年12月)等奖项。同

时负责承办编辑出版的《国外医学皮肤性病

学分册》，于2003年调整为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平均每期发行

5000余册。这两种杂志的发行在促进医学信

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合作交流频繁】 院所先后与国际上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

关系。1994～2003年，与wHO、美国NIH、

欧盟、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国际

皮肤病基金会、国际麻风救济会、荷兰麻风

基金会、法国佛里豪基金会、日本感染病研

究所等国际组织合作项目达30多项。

院所出国进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56

人次，接待了78批160人次外国专家来访，

．，

扩大了交流渠道，增进了合作友谊，促进了

学术发展。

至2003年底，院所有在职职工305人，

其中卫技人员234人，内正副高级职称人员

54人，中级职称98人，初级职称81人。工

人60人。离退休人员97人。行政机构设有：

院所办公室、医务科教处、人事处、财务处、

行政器材处、保卫科。党群机构有：党委办

公室、工会、团委。并配备行政监察、纪检、

审计、老干部、产业管理等工作专职干部。

研究科室设有：皮肤病研究室、真菌病研究

室、药物研究室、病理研究室。临床及医技

科室设有：皮研室、性病科、真菌科、病理

科、放射理疗科、皮肤激光治疗中心、药剂

科、检验科、门诊部、二、三门诊部、护理

部、病案统计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

病麻风病防治技术指导中心设有：中心办公

室、疫情监测室、防治室、健康教育室、康

复室、实验诊断室。

-3．

■■■■●■，j

0●ll‘j0●，0，l
i■



第二篇政事

第一章党的建设

第一节党的组织关系变更

1996年8月，经江苏省委批准，成立中

共江苏省委科技工委。1996年10月，院所

党的隶属关系由中共江苏省卫生厅党组代管

划归为江苏省委科技工委管理【苏组复

(1996)42号文】。

2000年，因省委机构改革，撤消了省科

技工委建制。2000年9月，院所党的关系划

转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管理【苏组通

(2000)55号文】。

第二节党委成员更迭

1993年5月，选举产生第3届党委。叶

顺章兼党委书记，王绍杰任党委副书记。

1996年6月，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批

准，冯斌任院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表l党委成员更迭表

1999年6月，选举产生第4届党委。冯

斌任党委书记，李惠然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

书记。

时间

1993年5月

1996年6月

书记 副书记 党委成员名单
一一一一

叶顺章 王绍杰 邵长庚、张君炎、曹元华、李惠然、常宝珠

叶顺章 冯斌 邵长庚、张君炎、曹元华、李惠然、常宝珠

1999年6月 冯斌 李惠然 张国成、马鹏程、常宝珠

． 第三节支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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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党支部改选，由原9个党支部调整为8个党支部。有党员94名。

党支部 支部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临床一支部 朱登平 唐晓鸣 王庭进

临床二支部 张怀亮 孔丽娜 常宝珠

科研一支部 王全佩 马鹏程 龚匡隆

科研二支部 吴勤学 韦晓字 刘维达

机关一支部 叶宝书 冯斌 侯学耕

机关二支部 严桂兰 柳朋生 杨青春

后勤支部 祁寿莱 高学银 朱传根

离退休支部 王林棣 刘琦 黄海平

1996年10月，调整党支部设置，并进行支部改选。支部为8个。有党员97名。



党支部 支部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临床一支部 唐晓鸣 吴国华 朱登平

临床二支部 张怀亮 王晓红 刘训荃

防治支部 吴勤学 钟铭英 王全佩

科研支部 严桂兰 马鹏程
’

刘维达

机关支部 叶宝书 王萍 石小平

开发支部 王庭进 黄碧桃 马阿龙

后勤支部 高学银 朱传根 印大庆

，离退休支部 王林棣 刘琦 黄海平

1 999年l O月，调整党支部设置，并进行了支部改选；原后勤党支部与机关党支部合并；

原离退休支部分为离休和退休两个党支部，调整后的支部为8个。党员116名。

党支部 支部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临床一支部 张津萍 吴国华 朱登平

临床二支部 王晓红 柳朋生 曹元华

防治支部 王全佩 钟铭英 韦晓宇

科研支部 严桂兰 马鹏程 王广聚

机关支部 叶宝书 印大庆 石小平

开发支部 王萍 黄碧桃 马阿龙

离休支部 黄海平 王林棣 舒会文

退休支部 王绍杰 刘金吾 张崇璞

2002年12月，进行了支部改选，原8个支部调整为6个支部，党员122名。

党支部 支部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临床一支部 吕桂霞 胡素泉 陈晓

临床二支部 王晓红 柳朋生 曹元华

科研防治支部 严桂兰 钟铭英 王全佩

机关支部 叶宝书 印大庆 石小平

离休支部． 壬林棣 郑步连 黄海平

退休支部 王绍杰 杨青春 刘琦

2003年12月，有党员126名。

第四节党的发展工作

发展新党员：吴国华、蒋黎(1994年)

张津萍(1996年)

王千秋(1997年)

林麟陈晓(1998年)

‘胡素泉张国毅江澄顾恒(1999年)

浦建芬张玲妹杨夕芳陈蔚(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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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曹春艳(2001年)

吴黎明赵敬军陆明霞王娟(2003年)

第五节党委办公室

1990年8月，侯学耕任党委办公室副主 1998年4月，侯学耕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任。 2000年5月，石小平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第六节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3年5月，王绍杰兼任院所纪委书记，

委员靳培英、冯斌、刘金吾、严桂兰。

1996年6月，冯斌兼任纪委书记，委员

靳培英、刘金吾、严桂兰。

1999年6月，院所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李

惠然、叶宝书、柳朋生组成，李惠然兼任纪

委书记。

第七节保密委员会

1991年7月起，院所保密委员会由党委

副书记王绍杰兼任主任，院所办副主任李惠

然和党办副主任侯学耕兼任副主任，其他成

员有：杨青春、刘金吾、燕淑美、陈若廷。

1997年7月，保密委员会调整，由党委

副书记冯斌兼任主任，副院所长马道铭兼任

副主任，其他成员有王萍、高原、杜宏宇、

石小平、燕淑美、张爱华、邵茵。
。

第二章工会组织

第一节职工代表大会

院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99年11月召开，会期1天。会议着重讨

论通过了院所首届职代会工作及二届职代会

筹备情况报告；院所长工作报告；院所财务

工作报告；院所近期工作中几个重点问题的

报告。根据院所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会

议选举产生了院所二届职代会提案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柳朋生，副主任委员：祁寿

莱，委员：王全佩、厉建鸣(女)、周展超；

评议干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学耕，

副主任委员：顾恒，委员：王晓红(女)、石

小平(女)、余美文、张晓宁、钟铭英(女)；选

举产生了出席院校教职代会代表(除党政工

负责人外)马鹏程、王晓红(女)；选举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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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务公开领导小组职代会代表人员：严桂

兰(女)、杨雪源、钱加民；选举产生了院所

务公开过程评议小组职代会代表人员：王雨

兰(女)、沈德忠、孙亚丽(女)、祁寿莱；院所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职代会代表人员：孔丽

娜(女)、印大庆。会议发表决议，号召在院

所党委的领导下，统一思想，奋发进取，讲

究实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坚定的生活信

念，坚韧的攻关毅力，迎接院所美好的明天，

迎接2l世纪新的挑战。

院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01年8月举行，会期2天。会议听取院所

职代会秘书长谢锦华《院所二届一次职代会

工作报告及二届二次职代会筹备情况的说



明》；听取并审议院所长叶顺章关于《院所工

作报告及院所近期工作打算趴常务副院所长

孙建方《院所财务工作报告及招待费使用情

况报告》，会议重点讨论并审议了《院所“十

五升发展规划趴《院所关于实行全员竞争上

岗的暂行办法趴《院所职工货币化分配住房

制度实施细则》、《院所后勤社会化改革方

案》等4个会议文件。会议的报告和会议的

文件，除《院所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未获

通过外，其它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得通过。

院所二届二次职代会正式会议前召开了预备

会。

2001年11月，院所职工代表大会举行

特别会议，讨论通过院所总体建设发展规划。

2003年6月，院所二届职代会召开特别

会议，征询职工代表关于对教学防治业务楼

装饰设计投标方案的意见。经职工代表进行

无记名投票，将结果送院所基建领导小组决

策时参考。

第二节工会工作

1997年，江苏省建立江苏省科技工会。

院所工会随驻宁部属科研院所划出江苏省省

直机关工会，隶属江苏省科技工会领导。院

所于1997年11月召开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经代表大会差额选举并报江苏省科技

工会批复：由冯斌、谢锦华、常宝珠、孔丽

娜、严桂兰、王庭进、姜文华、马鹏程、唐

小鸣9人组成院所第五届工会委员会。冯斌

任工会主席，谢锦华任工会常务副主席。

1998年2月，由江苏省科技工会冠名表

彰：姜文华、王庭进、闫宁3人为优秀工会

积极分子；张国成为最佳主人翁、最佳服务

能手；张怀亮为最佳合理化建议技术改进先

进；杨壁光家庭为文明新风家庭；冯斌为荣

誉工会积极分子；谢锦华为优秀工会工作者；

刘训荃为岗位女明星；严桂兰为先进女职工

工作者。

1999年4月，由江苏省科技工会冠名表

彰：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严桂兰、姜文华、

沈国平；岗位女明星：吴国华；文明新风家

庭：马道铭；荣誉工会积极分子：冯斌；优

秀工会工作者：谢锦华。院所工会财务工作

在江苏省科技工会系统竞赛评比中，以优异

的成绩被授予财务评比优胜奖。

1999年lO月，张国成被中国共产党江

苏省委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总工会

授予“驻宁部属科研院所十大科技标兵”称

号。

2001年12月，随驻宁部属科研院所归

属江苏省教育工会管辖。2002年12月江苏

省教育工会更名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并召

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谢锦华当选为

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乔本清当选为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工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在此次代表会议上，

谢锦华被表彰为“优秀工会工作者什。

2003年，张国成荣获江苏省“五一”劳

动奖章。院所麻风病研究室被江苏省总工会

表彰为“江苏省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工程示

范岗”，并授予奖牌l块；院所工会先后在“全

省学习十六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中，开展

‘<工会法》和《江苏省实施<工会法>办法》

知识竞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院所组成代表

队在南京市扑克牌80分比赛中荣获团体第

一名，并获奖牌l块。沈国平、蒋跃根获个

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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