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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5年问本院自筹经费使用情况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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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年间财政结余与职工奖金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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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成立于东北解放初期，’已有四十年建院历

史。这一期间，医院四迁院址， 如今己发展为三百张床的专科医

院。

在当今改革年代，举国修志之时，我院志办在医院的领导下、

在哈尔滨市卫生局局志办的指导下，广泛收集资料，反复查证核实，

经过一年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哈尔滨市传染病院院志。

、沈阳、大连、 齐齐哈尔和长春市传染病院， 齐齐哈尔市卫生

局，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第一专科医院和红十字儿童医院等单位，

对本志编写十分关注，并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

我们感到，编修社会主义新志学识和经验均很不足，又兼资料

散失严重，征集十分困难，故本志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 恳请领

导、学者、同行及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说 ‘明

一、本志上限起自一九四六年，下限止于一九八五年末：

二、志中三、+四、五章以现有科星分节，并对建科(室)前的

发展史实也略加记载。

三、各章节内容主要根据征集到的资料多少和突出传染病院的

特点而简繁不一。

四、-院志办成立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经过一年时间完成

本志书。在编志过程，承蒙诸科室和院内外职工提供资料，’’全文经

于东山；院长和金东君技术顾问以及哈尔滨市卫生局局志办公室李春

阳主任审阅，于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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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概述

解放前啥尔滨市没有传染病院，1913年座落在现南岗区一曼街的原哈尔滨市董事会

第一医院设有传染科，收容着市区的传染病人。

1946年3月在道里区买卖街南端原伪满州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成立了啥尔滨市戒烟

医院，主要任务是戒鸦片烟。1946年5月啥尔滨卫生局决定将戒烟医院改为哈尔滨市第五

医院，准备接收东北解放战争病员。其内科药品是光复后接收日人有贺医院的，数量有

限，品种不全，又无外科，且设备简陋。后来伤病员并未来院。

1946年7月东北地区传入霍乱，哈尔滨市卫生局成立霍乱防疫大队，决定将第五医

、院改为队属的霍乱隔离医院， 调任日本医学博士贾连元为院长， 这就是本院蚵前身。

8月7日开始收容了第一例霍乱病人，是哈尔滨市传染专科医院的首例病患j到9月1 5日

疫情停止，共住院病人一百一十二名，死亡四。十八名。这期间工作人员仅十数名，包括

护士长刘韵涵，护士周冰晨、卜岚萍，借调的医生孙永安和由前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部

毕业分配来的实习医师孙铁滨、王才、李云生和贾锡祥。霍乱疫情结束后医院工作大为

减少，有些人员相继离院，医生仅剩孙铁滨一人。

1947年夏市区发生鼠疫，又在上述地址成立了啥尔滨市鼠疫防疫大队，占用大部房

间做隔离病房。7月份住院三名疑似病人，．两例检菌阴性，一例表现为肺炎， 做尸体脏

器穿刺检出鼠疫杆菌，实乃肺鼠疫。9月下旬及10月下旬，隔离病房曾有两次为收容平房

地区鼠疫病人接触者临时迁往市郊偏噼的南岗区文座街，地点是现船舶学院院内的原日

本陆军医院的一角，。以策市区之安全。两批接触者隔离期满均无发病，l 1月又迁叵原

址。参加此项工作者只有医生一人，护士三人， 行政后勤四至五人，而且没有煤烧暖

气，室内小炉子常使室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又没有电，条件甚为艰苦。

1947年冬斑疹伤寒流行。．12月1日哈尔滨市卫生局决定把医院改名为啥尔滨特别市

立传染病院，有病床四十张。院长仍为贾连元，医生有姚志昌、孙铁滨，全院共二十余

人。

医院成立前曾有一次重要讨论会议，地点在阿什河街秋林公司俱乐部。参加人员有

刘成栋市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处贺诚处长、自希清副处长、省民政厅长杜光玉、民

政厅长兼卫生处长罗恕、哈市卫生局长张伯岩、副局长李亚菲及松江军区卫生部长涂同金

等。苏联防疫队男女队长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面向哈尔滨市当时七十万人口成



立了传染病院。

这第一个院址在遭里区买卖街，为一栋平房连接着d、-'-层楼的建筑。平房简易隔成

八间病房，楼房下层为总务室、财会室、厨房、食堂及仓库；上层为会议室、医生办公

室、值班室及药库，全部使用面积为一千五百六十平方米。1985年6月该院址已拆除了

绝大部分，四周高楼围立，仅存的小二楼一部分到9月份已全部拆完。

1948年4月以后本院曾四迁院址，每一个院址时期医院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表1
‘

本院四迁院址基本情况

．迁院次数 l 2

’

3 4
j

t，

，

，’． ，●，

年 ．月 ．日 19．46、8、7 1948、4、 1950、12、25 1954、9、26 1972、10，16

期间(年、月) 一、八 二、八 三、九 十八、_ 十三一

地址(区、街) 道里、买卖 道里、经纬 ．南岗、文庙 太平、卫星’． 香坊、公滨

床 位 40 -64—80 64一100 100一150。 300—：328

职 工 数 30 60 85 、88一120 188—354

、

医务人员：数 5 40① 30 47—69一 209+，t-

天 、。花 ’急性传染病 病毒性肝炎1收容主要病种 霍乱、鼠疫 急性传染病’斑疹伤寒

院庭面积 39，814“ ．+

(平方米)
2，150 3，750 20，000 100，000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560 1，306 ．’1，962 3，800 11，524

B

●

主楼高(米) 10 9． 10 12 。 18‘

●

，

‘
、 ‘±

主楼层数 2 2 2 2 3
，

一

’

、

‘ ‘

科室数(个) 2 7 6 10 -、- 一、、22

．·1
～f 1、·

’?
：

2

注①包括部份防疫队员人数



o．第二个院址时期． ，
一

j．一第二个院址是将原道里区斜文十趟街日人宿舍改建而成，现在是居民住宅。主建筑

是临街二层楼房，楼上为病房，楼下东侧为外来，即现在的门诊，南面依次有药局、院

长室和化验室，北面依次有职工食堂、会议室和病人厨房。楼北约有一百平方米院庭。

此时期历时两年八个月，主要收治了天花、白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四种疾病。、由

于医院房舍系由旧房改建而成，故和第一个院址时期一样，表现不出传染病院的隔离消

毒特点，故并非理想的传染病院院址。 ．

．_在此建国初期，老百姓对传染病院既恐惧又不信任，虽然免费医治，但主动来住院

者并不占多放。经过全院工作人员努力，尤其医护人员专心医治，耐心护理，逐渐转变

了人们对传染病院的认识，住院病人才日渐增多。

．第三个院址时期、

1950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和哈尔滨市卫生局根据市区人口增加和传染病事业的发

展，决定在南岗区文庙街新建一所符合要求的传染病院。

．-。此院址占地面积共二万平方米，主建筑有两个二层楼房。病房楼为北侧走廊南侧病

室建筑，南面室外建有木栏木棚架，夏季绿化，景色别致。楼下为一病房共八个隔离病

室。每个隔离病室各有通走廊和室外的两个二道问，救护车收容来院病人可直接从室外

通过二道间进入病室，并在卫生间更衣沐浴后再进入隔壁的病室。卫生间内部设有单

用的厕所。病室原设计只放一张床，在实际使用中放了两张床。在通往走廊的二道间设

有洗手池和隔离衣钩，供工作人员使用。病人是不允许通过这个二道间。在病室内另设

有双层玻璃窗的开饭口，除餐具外，处置盘和其它医疗器械亦可经此出入。这种隔离病

房模式不但当时曾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影片，就是到八十年代也不算落后的建

筑设计。楼上有八个大房问为二病房。该楼西侧楼下南面为门诊。北面为化验室。本院

址的按传染病院设计建筑，除有隔离室外，各层楼房送饭口只建了窗口而未设门，炊事

人员根本不能进入病房走廊，只能将饭菜由窗口递入，这种隔离消毒好处是其建筑的又

_特点6 ．

1952年7月在病房主楼北侧修建一栋二楼地基的平房，．9月做为第三病房投入使用。

此时医院的予防科和防疫队一并编入新成立的啥尔滨市卫生防疫站。
。⋯j o广一I—i本院此时期病床六十四张，。医生四人，孙铁滨、费延升、l张乃棣l’金纪元。主要病

-一●种是斑疹伤寒、 伤寒、麻疹、白喉和猩红热等。1953年麻疹流行，日门诊量曾超过百

名，；揖将新建的第三病房三十张床也全部做为麻疹病床仍是拥挤不堪。1953年夏季猩红

热又多发， 住院病人因执行隔离三十天的隔离期使床位向转较慢， 故曾在道外区东付

家卫生院临时开设猩红热病床三十张，这一措施连续数年。

～⋯第四个院址时期。
。’

第三个院址因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建校被占用，故1953年秋动工于太平区大有仿街

■片菜园地兴建新院址，至1-954年9月完工。这一工程最初设计有病房楼五栋。门诊楼

。拣、办公楼一栋，均为二层楼房，曾由留用日侨富田氏制作了沙盘模型。后因经费限

制，只建成病房楼，办公楼各一栋，并将设计六十张床的病房楼一直摆床一百张床使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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