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说明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志》是河南省卫生厅与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领导下的9个学

术性群众团体创建和发展历史的合编。依据史实调查、资料收集情况的不同各篇起始时
间不一，但均截至1985年底。

本‘<会志》共十三篇，除9个学(协)会的会志各一篇外，省医药卫生学会事业管

理机构的发展和现状列为第一篇，各学会的大事记和人物志综合编为第十一篇与第十二

篇，第十三编附录收录了各学(协)会近几年获得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和优秀科学技

术论文奖，均以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正式公布的材料为准，各篇所附照

片统列在书后。

本《会志》各篇正文中涉及到单位名称的多用简称。简称与全称的对照如下。

简 称 全 称

中共河南省委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

省政府 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科联 河南省科学技术联合会

省科橼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省卫生厅 河南省卫生厅

省卫协会 河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

省学会 省医药卫生学会

省学会事业管理机构 省医药卫生学会事业管理机构

省医学会 中华医学河南分会

省药学会 中国药学会河南分会

省护理学会 中华护理学会河南分会 ．

省中医学会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河南分会

省解剖学会 中国解剖学会河南分会

省防痨协会 中国防痨协会河南分会

省生理科学会 中国生理科学会河南分会

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南分会

省医学科普学会 河南省医学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本《会志》的编辑，历时二年余，虽经多方查实史料，反复征询意见，数易其稿，

但疏漏舛误之处，仍属难免。教希读者随时指正I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卫生厅(<卫生

志》蝙辑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热情地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均顺致

感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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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志》由医学、中医、药学、护理、防痨、

生理等九个学会史编辑而成．是省卫生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

大卫生科技人员和学会会员繁荣医药卫生事业，促进医药卫生科学

技术发展的史实记录，。是研究医药卫生学会产生、发展和壮大过程

的珍贵资料，是对专业人员进行科技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教材，是动员金省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团结奋斗、投身改革、振兴

． 河南、促进医药卫生工作现代化的精神财富．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

各分会理事会，组成领导小组和编辑办公室，编纂此书，是一件服

务当前、益于后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

+学会的发生、发展源远流长．它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历史

上它同科学技术相伴而生，”当前又同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发展相依而迸．1932年，中华医学会开封支会成立，至今半个世纪

以来，医药卫生学会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虽有曲折但仍不断前进．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金省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学会工作进入有史以来最好的历史时

期．近几年来，专业学会从建国初期的两个，发展到今天除本书记

载的九个外，还有抗癌、微生物、生物化学和心理卫生等学会。分

科学会或专业学组从五十年代末期的十九个发展到现在的60多个；

会员队伍从解放前的几十人发展到今天的一万余人；金省学会

工作干部队伍从解放初的几人发展到今天的200余人．学会活动逐

渐频繁，日益活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1 974年以



泔，相继创办了《临床医学》、《中原医刊》、《河南中医》(和河

南中医学院共同主办)和《家庭医学》等四种医学期刊，编辑出版

了1 98期，发行了600万册；1 978年以来，接待国外医学专家69批，

452人次，共举行学术报告会1 20场次，座谈会41场次，短训班9

期，技术操作和手术表演1 7次，有2万余人参加了听讲、座谈和观摩

学习；1 979年以来，举办全国性、省际间和全省性学术交流活动390

场次，有54 000余人次出列席了会议．这些活动及时地促进了新

医学、新药学、新方法和新技术在全省的普及，加快了知识的更

新，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推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医药卫生各学会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卫生事业不可缺少的重
、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会按照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积极主动、独

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

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工作中坚持群众化、社会化和民主办会原则，活跃学术思

想，促进科技进步，沟通党和政府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反映医药

卫生专业工作者的意愿，充分发挥专业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它通过对学科发展的先导作用，对

科技信息的传递作用，对科技知识的传播作用和对经济建设的促进

作用，加速卫生战线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通过科技交流、传

递信息、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和技术；通过横向联系，广泛传播科学

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促进医疗、预防、科研和教学的横向联系与

发展；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推动医药卫生技术转化为生

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科技咨询服务，促使决策科学化、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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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化，发挥着纽带和桥梁作用；通过各种学会活动，为国家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光荣地担负着历

史赋予学术性群众团体的重任。

邓小平同志指出： 膏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

地位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

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

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

设中的地位，评价科技人员的作用一．党和人民对科技工作者寄予

殷切的希望，为科技工作者在现代化建设中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开

创了广阔天地．金省卫生战线各学(协，研究)会，要动员和组织

广大会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搞活的洪流中

来，更新各种1日的传统观念，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和地区分割的

界限，反对门户之见，加强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团

结，在各学会之间提倡团结合作、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广泛地开

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实现医药卫

生工作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学会志》收录了学会事业管理机构和9个学会的史料，90位

学会人物，百余幅图片和一批附件、附录，约40万言，遵循马克思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五十多年来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的历史，为后

人存史资治，从医治学，探索办好社会主义的新型学会提供了依据

和借鉴．
‘

本书的编纂在我省学会工作中尚属首次，虽然编写中广泛发动

社会力量，采取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专业人员与专职干部相结合
· 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以及群写、群议和群审的方法，但由于经验缺乏、时间短促、人力

有限、资料不足，加之许多史实或记载不金或散失无存，致遗漏和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日

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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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町南省医药卫生学会事业管理机构是省卫生厅直属的事业管理单位．在省卫生

厅、省科协的直接领导下接受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全国中层

学会、中图解剖学会、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国生理科学会等全国性医药卫生学术团体的业

务指导．它是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联系全省广大医药卫生专业人员的纽带．领导金省

医药卫生工作的助手，是河南省医药卫生科技入员之一家一．

、 学会事业管理机构负责协凋省医学会、省药学会、省护理学会、省中医学会，省■

剖学会，省防痨协会，省生理科学会和省医学科普学会的工作和组织管理，贯彻国家的

卫生和科技方针、政策，执行_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的战略方针，动员和组织全省广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进行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发展

横向联系，推进医学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开展医学科技咨询服务，编辑出版医学期

刊杂志，沟通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同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联系．为促进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服务．

在河南省省级医药卫生学会中．省医学会成立j：民闷21年(1932年)·因其历史较

久，活动范围较广．所以，学会事业管理机构在接受上级指示、对外联络、承担任务，

组织实施和后勤保障供给等方面，按照传统习惯，多数情况下足以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

名义进行的．因而，省医学会的事业管理机构，便形成Jr省医学、药学，护理，中医．

解龇防痔、生理科和医学科普工作八个学(协、委)会的合署办公机构．

一’第一章 学会事业管理机构的沿革，

第一节机构沿革’

l 9 3 2年4月，中华医学会开封支会(省医学会日0身)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但

没有查到是否设有专人或机构管理会务．
‘

l 9 4 7年4月，受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指示，开封支会成立二J函理事会，只是由学

术水平较高、热心学会工作的专业医务人员兼管学会工作，投有设立专职机构． ‘7

．·‘ l 9 5 1年7月，河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电·在省卫生『J．领导下(1 9 5 2年

l 1月3 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擞销平原省建制，部分县ffi并入河南省，但束查到在此

以前平原省医学学术群众团体的活动资料)，接受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士

学会的业务指导，代管河南省医学团体的一I：作，行施学会事业管理机构的职能．

?·l 9 5 4年I 1月．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移郄州，省级领导机关迁郑办公·省卫生

l



厅迁郑后，为加强对群众性医学团体的管理，于l 9 5 5年没立河南省卫生工作群众团

体办公室，协调管理医学、药学、护士，解剀，红十字会、卫尘工作者协会，中医委员

会等的行政事务及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河南省学会事业管理机构的正式诞生．

1 9 5 9年7月，省卫生厅为加强对学术性群众团体的管理，经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批准，正式设立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主管省医学会、省药学会和省护士学会筹备组，

省解剖学会、省中医学会，省卫生工作者协会等的行政和业务活动，并指导各地，市、

县医药卫生学会的工作．

l 9 6 4年1月，省药学会正式成立I 6月，省护士学会成立，l 1月，中华医学

会河南分会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上t个学会恢复成立后，由于学术活动、业务范围相

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省医药卫生学会逐渐解体，作为学会事业管理机构协调管理全省

．医学团体活动的任务遂逐渐以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的名义施行。

1 9 6 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医学团体被当作“裴多菲俱乐部一砸烂．1968年

2月，学会事业管理机构的大部分人员被F放农村，参加“斗、批、改劳，少数人员并

入河南省文教卫生局工作．

l 9 7 2年6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建证，省卫生局予1 9 7 3年l 0月着

手恢复省学会的工作．1 9 7 4年2月，省学会筹备编辑出版《赤脚医生))和鬈河南卫

生))两种期刊杂志，并逐渐恢复中断r 8年的医药卫生学术活动．1 9 7 8年，经省卫生

局核准省学会事业编制l 4名，在省卫生局党组领导F，成为一个具有处室职能的机构．

1 9 7 9年以后，省学会事业管理机构内部设盘了办公室、学术会务组、 (<河南医

药》编辑室、 联河南赤脚医生》编辑室、科普外事组等．主管省医学会，省药学会、省

+护理学会，省中医学会、省解剖学会、省荫痔协会、省生理科学会和省医学科普学会的

工作，并在业务上指导各地、市医学、药学、护理、中医等学会的工作．‘

l 9 8 4年‘月．经过机构调整，学会事业管理机构阋整了内部机构设置和各部室

负责人选·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分工．经河南省编制委员会先后批准编制为3 6人．在业

务范围不断扩大，编制人员不断增加的情况1：，省医药卫生学会事业管理机构形成了一

个比较完备的体系(附图l—1)，内部机构设控也日趋完善(附图l一2)．

第二节 性质和任务的变迁
’

f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河南省没钉学会事业管理机构．据回忆，1932年成立的

医学会是民间同仁创办，进行学术交流的比间学术性群众团体．1947年省医学会二届理

事会在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的指爪下成立，同年省护士学会也经河南省社会处立案成立。

他们都是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联合民间私盘医院共¨组成的医疗卫生同仁学术性团体，

其任务是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组织专业医务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t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忠着一fj l萄钥’版事}司体的新生．解放初期，省医学会三属

理事会，省解剖，中医、药学和扫。．I：学会≮医事【j1俸棚继筹备建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及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向扯会主义医参团体过4鼍的学，靛性暑≠众组织．其任务是恢复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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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I--!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会领导体系示意图(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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