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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家彭加纳

先生一行来院考察。

掩映在花丛中的病房大楼。

医院院长、副主任

医师陈鹏飞(左二)在

作查房总结(左一：副

院长李志国，右：副

院长杨振民，右二：党

委副书记兰必录)。



医院征地甲肿病理形态学观察研究中作出成绩

卫生部授予二等奖，乙级科学技术成果证书。

我院白行研制的隔室透视设备和人工流产

自动负压fIl乏引器获宝鸡地区卫生局科技成果奖一

医院荣誉室一角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医院连续编印

六期《资料汇

编》，与全国

460个单位进

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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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生产的颅

是神经外科测

a监护颅内压的仪器，也可用丁

人体各种生理

器为国内首创

优秀新产品奖

类汁数仪(中

E力的测量，该仪

荣获1983年国家

多功能m细胞分

宝鸡制药厂创建刁：1958年，该厂以传

统工艺与科学方法相结合，精制各种中药

丸、散、片、糖浆，药酒、冲剂等剂型，120

多个品种。 产品质量可靠，疗效显著，

行销全国。 ”首乌延寿丹”还远销日本及

东南亚地区，深受患者信赖。

生理压力监测仪f左)，是该厂研制的新产品，广泛应用于临床及医学科研工作。

宝鸡市第一针织厂，是一个具有针织、漂染、缝纫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该厂生产的“金鸡牌”各式男女棉毛衫

裤、汗衫、晴纶．涤棉运动衣等500余种，畅销全国，并

打入国际市场。

左图女模特所着“高级药物保健三角裤；’采用中草药

与西药配制药带，治疗阴部瘙痒、阴囊炎、阴道炎、外痔、

肛裂等常见病-总有效率达90％(该产品为引进哈尔滨市科

技成果，84028)。



宝鸡秦岭晶体管厂生产的医用血

压传感器、官缩传感器、脉象传感器广

泛应用于临床及科研。右图为该厂新

引进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86204379)

的“医用电子平喘器”，对支气管哮

喘．肺气肿等疾病的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达90％以上。

为了充分开发利用秦岭山区药物资源，

1985年，陕西省林业厅在秦岭主峰一太白山

脚下创建秦岭国药厂，全厂占地面积2 l万

平方米，总投资460万元，职工450人，是一

个生产中成药为主的国营企业。现已有蜜丸、

水丸、片剂、冲剂等10多种产品投放市场，

复方云实抗感片、 增效气管炎片为新引进

品种，请认准“太华”商标。

宝鸡人民印刷厂创建于1944年，建筑面

积1 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500万元，拥有凸

版印刷机、对开单、双色胶印机、电子照排

机、复膜机等国内先进印刷机械。引进日产

名片机．四色胶印机和全自动商标机，扩大

了生产能力，有25种产品在省、市获奖，被

评为陕西省包装装璜先进企业。图为该厂设

计印刷的不干胶医用标签。



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公元1952年，下迄公元1987年年底，以年记事。

二、三十五年来，随着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我院从小到大，分科日益增多，本志以总

体溉括、归类分述形式，按时间先后顺序，由远及近，记述史实。

三、本志各篇内容主要根据事实而剪裁。因我院建院时间较长，机构几经变更，加之

“文化大革命”，资料散佚，有些史实以口碑资料为准，难以做到完备翔实。在编写中，我

们以。存真、求实”为原则，统计数字‘；箍均冠以“约”字，谨予说明。

四、本志以宝鸡市中医医院发展过程为主线，现已撤销但与我院有关的“宝鸡人民医
院”、 “宝鸡市中医联合医院”、 “宝鸡市第三医院”为侧支，在本志附录中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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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建院背景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十分重视和关怀中医事业，制定了一系歹0的中医政策。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卫

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

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党中央制定的这条团结中西医、继承和发扬我国医药学

遗产、保护人民健康的正确方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 950年1月，宝鸡市86名中医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开业地点分成6个学习小组，学习时事

政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全体中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大家深刻

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医事业才能大发展。”通过学习，

86名中医开始使用两联处方单，学会使用体温表及皮下注射。由专署卫生科统一组织，中医

走上街头进行卫生宣传，挨门逐户，翻山越岭，积极地参加各种预防注射工作，为广大群众

防病治病。

1951年4月1日，宝鸡市中医科学进修班84人，在河声剧院(今宝鸡剧院)举行隆重的开学

典礼。大会邀请了宝鸡专员公署各机关的首长及有关的教师数十人，专署卫生科长王活在会

上讲话，阐明了这期进修班的宗旨：“促逃中医科学化，提高预防知识和医疗技术，通过学

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学习解剖、生理、细菌、寄生虫、公卫、传染病、药理等十余门西

医学课程，加强中医对现代科学的认识，从而使中医更好地为保障广大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服

务。”进修班教师由在宝鸡富有声望的西医师义务担任，并注重在宝鸡人民医院、工合医院

的临床实习。

1 951年7』j，陕四省卫生厅副厅长魏明中来宝鸡视察，在宝鸡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全体会

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卫生工作者的道路》的报告，号召中医走集体化道路，组织中医联合诊

所。会后全体中医讨论数口，不约而同地纷纷要求成立联合诊所或联合医院。在宝鸡市卫生

局的领导下，至l 951年腻，盔稿市先后成立了7个中医联合诊所。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

长张查理得知宝鸡中医成立联合诊所的消息后，称赞“宝鸡tp医走在全西北的前边。”

1 952年1，j，中央人民政府卫奎部发j节了《关二于二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

为r使宝鸡专区20余县440余名中医都得到系统的学习和进修的机会，宝鸡专区卫生科决

定，成立宝鸡专区中医进修班。在全区范围内逐年轮训中医，每期学习6个月。1952年5

¨，陕西省卫生厅：蚕派省卫生厅中趿科科员、中医师刘壮武筹备宝鸡专区中医进修班。刘壮

武欣然受命，携眷来毫。当时，刘壮武感到开办进修班有三点凶难：一是缺乏办学经验，二

是缺乏资金校舍，三是缺乏实习基地。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专区卫生科资金匮乏，按

预定计划由专区每月捩给进修班60元办公费(每班60人以上)，每个学员11元生活费，经费明显

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首要问题，刘壮武在专区卫生科的指示下，走访了宝鸡市区有威望的中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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