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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余院志付印稿，心潮为之起伏。祖国医药典籍浩如{I暑海，然

传染病防治之专论则寥若晨星，更无专事记述一个悖染病防治专业

医疗机构之兴、表、起、落的志书．

院志的编纂者占“时近则易核，地近则亦真”的优势，奉着求

实存真的原日’j，历时半年有余，每每伏案临窗，通宵达旦，奋力笔辫，

融述、记、志，图、表于一体，文图并茂，文约亨丰，建院历史业

绩，艰苦创业风貌，跃然纸上。固编纂仓促，虽难尽如人意．但仍

为“致用之书”．鉴咎而知来，院志将为本院发展决策提供翔实可

信的史料．

值院庆十五周年及院志付特之际，聊述数语戊示谢忱；，：：r，是

为序。

庄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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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志》编纂小组名单

组长 庄祖才

副组长 肖爱民 黄良智

主编 姚代君

副主编 刘卫平(执笔)

编审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继文 余庆 周定国 陈清秀

欧阳吉林龚德平 程建新 廖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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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沙市市传染病医院院志》系沙市市传染病医院成立I 5年来第

一部：志书．上限自公元1 97d年，下限至1 989年；个别章节，上

溯至1 972年医院筹建阶段．

二、本志书分类系事，采用横编纵写。纵横结合．

三、本志书以综述和大事记冠领，分设基本建设、医院管理、医疗、

党团工会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等5章26节44日，表工2幅共约5万

字。医院制度、文件、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列表附录于后。

四、本志书资料来源以医院行政、工会档案资料为主，使用口述资

料和统计数据均经详细查核．

五、文字及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一委六局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编写；年代均使用公

元，惟沙市市传染病医院成立，沿用“建院”的习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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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沙市市传染病医院，位于湖北省沙市市洪家垸江津湖畔的碧波

路48号，北靠江津．晦南临碧波路，东与市政协、民政局毗邻，西

与市外贸局接壤，占地面积34死i．92平方米。

1,972年春，、}》市传染性肝炎流行。为了防止肝炎病的传播漫延，

中共沙市市委、市革命委员会责成民政卫生局(1 97 3年分为民政局、

卫生局)成立肝炎隔离治疗病室并着手医院筹建工作。民卫局党

委一方面委派张仁清、李继贤、樊炳轩等组成“沙市市传染病医院

筹建小组”进行选址、征地和规翊】工作；一方面从市一、二、三、

田、中5家医院抽调李楚安、廖植荣等I 2人，借用原市委党校(现

江津宾馆)教室数间作为临时病房，集中收治黄疸性肝炎病人。同

年秋，临时病房迁至三板桥郊区卫生院，外对称“肝炎病院”。

I 972年10月28日，省卫生局专函j比复同意将沙市传染病医院纳

，魁97 3年卫生事业预算筹建计划(规划为200张病床)。

j 97 3年7月，沙市市传染病医院在洪家垸玻土动工。8月27目．

卫生局向市革委会提出《关于正式设立“沙市市传染病医院’’的请

示报告》[沙革卫字(7 3)第o 39号文件]。1 0月，jF革命委员会

批复同意并任命了医院领导干部。

l 974年1 2月20日， “肝炎病院”由三板桥迁至现址并定现名。

是时，定编床位40张、实际开放50张、工作人员工5名(不含借调)、

F_-,-)t办公用房2270．77平方米、千元以上医疗设备2台(件)、固定

贫严i 761 45 Yu， 为湖北省继武汉、宜昌之后建立的第三家传染病专

7



科医院。

医院成立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全院职工1 5年的艰

苦创业， 医院规模以及医疗业务工作均有了较犬发展。 目前医院定

编床位1 55张，为i 974年的3．6倍。实际开放床位1 74张，为1 974年

的3．48倍。全院工作人员17 6,／',-， 为1 974年的1 i．8倍。固定资产总

值(不含增值)2689047元， 为I 97 4年的1 5．47倍。房屋建筑面积

1 56GT．74平方米，为1 974年的6．9倍，千元以上医疗设备47台(件)，

为i 974年的23．5倍。卫生技者己人员1 1 5人。其中大学毕业工9人、大专

毕,Z17人、中专毕业78人；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6人。医院设党

支部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职能科室9含，业务科

室1 1个。

医院除担负本市传染病患者的收治任务外，还收治外省和邻近

市、县的传染病患者，平均每年占住院病人总数酊23％，其中以江

陵、公安、松滋3县居多。1 5年来共收治病种90种，其中法定传柒

病·24种，非法定传染病1i种，其它病种55种。法定传染病中以肝炎

居多， 占收治病人总数的54．8％。根据医院疾病谱的特点，逐年引

进应用了全自动r免疫计数器、荧光照像显微镜、B型超声波等诊断

设备。1 938年建立了肝病实验室。应用固相放免、酶联免疫、分子

杂交技术，对甲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进行了9项检测，并

开展了肝炎总老染色体的培养等，使医院专科技术初露特色。

1 975～I 577年， 医院先后3次派出“巡回医疗队”(共i 1人

次)深入郊区农村，协助“合作医疗站”‘开展治疗慢性血吸虫病等

医疗活动。自建院来， 为邻近市、县基层医疗单位培训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共25人次；接受医药院校学生实习近200人次。』5年来有6

人脱产上大专，1 i人上中专，27人次被派出进修，5 o人次参加短训

2



班，40余人次参观考察，87人次业余自修学习；用于继续教育的直

接经费为1 39860元， 占全院职工工资总额的8％。

1 979年后，医院开始把承包机制引入医院管理，并在实践中不

断加以完善，对各科室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

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注重了经济效益。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

育，制定了各类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考核标准、奖惩条例、以及病

人评院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强化

医院管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1 5年中，医院先后I o次被

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绿化样板单位”、“文明卫生红

旗单位”、 “先进觉支部”等光荣称号。院工会先后7次被市总工

会授予“先进职工之家”、 “工会财务先进集体”。有5个科室共

9次被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授予先进集体。37人次获得省、市

级各种荣誉称号。

沙市市传染病医院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为此，

医院根据卫生局《沙市卫生事业发展战略纲要》，决心继续发扬

“传医精神”，立足现有基础，储备技术人力，引进先进技术，发

挥专科优势，开辟新的领域。在本世纪末下世纪视的奋斗目标是：

新建住院大楼6300平方米，使床位增至250张，开设5个病区，逐

步完善自我发展功能；量力而行引进先进设备，完善实验室建设，

使专秆建设成龙配套；引进新技术，开展临床应用科研，力争跟上

或达到全国中等城市同专业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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