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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岁月如梭，晃眼五十载春秋已过，然而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的历史上却留下了无数“浙一人”辉煌的业绩。每当回
忆起创业艰难的岁月，更为我们医院今天的发展感到自豪和骄

傲o

1947年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王季午教授创办了浙大医院(浙

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初始仅有92名教职员工，几所
旧民房和60张病床。遵循王教授倡导的“严谨求实”的作风，努

力要把医院办成“南方的协和医院”，今天医院已发展为拥有核

定床位760张的三级甲类医院，成为了全省医疗、科研和教学的

中心之一。荣获卫生部授予的“先进集体”的称号，这些都离不开

医院全体员工的无私奉献和辛勤的劳动。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已
蔚然成风，成为医院发展的动力和根基。

我是在浙医一院锻练成长的，对医院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
是郁知非教授、杨松森教授、王德友书记和李广峰书记等对我的

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使我终身难忘。今天当我看到这本《院史

志》时，感到格外亲切，昔日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我想，让我们
每一位“浙一人"重温艰辛的创业和发展历程，一定会激励我们

更加团结奋进，使浙医一院更上一层楼。愿我们共同努力，让浙
医一院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浙江医科大学校长

咄、叼言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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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辛勤耕耘五十载，杏林硕果满枝头，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迎来了五
十周年喜庆的Et子。

浙医一院的前身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建于1947

年11月。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医院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一个日f-j诊量仅50余人次的小医

院，发展成为拥有核定床位760张的三级甲类医院，成为全省医

疗、教学、科研指导中心之一，并获得省先进医院、省文明医院、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殊荣。目前年门诊工作量近60万

人次，住院病人1万余人次，年教学工作累计5千余学时，多数
学科承担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并获奖，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五十年来，严谨求实、爱岗敬业已成为医院发展的根基。不论是

在困难重重的创业之初，还是在社会动荡的文革年代，医务人员

始终坚持开展新技术，用无悔的追求写下了敬业奉献的不朽篇

章。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社会上商潮如何波动，不管市场经济竞

争如何激烈，医务人员始终把医疗和科研放在首位，把攀登学术

高峰作为自己的最大追求，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往事之迹，未来之鉴，今天，我们编写这本院史志，将医院艰

苦创业、曲折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阔步前进的历史进行认

真的整理和编纂，让全院职工特别是青年员工更好地了解医院

的历史，继往开来，用我们的智慧和才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o

《院史志》编委会

一九九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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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史概况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概况

1997年11月1日，是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在半个世

纪的历程中，医院从创建到发展，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一阶段：1947年11月——1966年6月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浙大医院，

成立于1947年11月1日。建院前，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早有办医学院的意向。他曾

说：“要把浙江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就必须有医学院，而且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办医

学院更为理想。”1 946年，竺可桢校长着手筹备工作，并聘请了李宗恩、王季午、谷正

研、李天助等人为筹备委员，共同筹办医学院。1947年3月，经国民党教育部正式批准

成立医学院，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为满足学生临床实习的需要，又开始筹办医

院。于是在1947年4月购买了直大方伯巷(旧称头发巷)田家园6号和9号王姓住宅

作为医院基地，计地3亩8分，建筑面积约2770平方米，经半年修缮，于1947年11月

1日正式开院应诊，王季午教授兼任医院院长，李天助为副院长。医院设病床60张，有

职工92人，其中医师25人，护士、助理护士31人，其他人员36人；门诊分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咽喉科、牙科，辅助检查主要做三大常规和X线透视、摄片。病房

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当时日门诊量仅为54人次。

1948年，原病房楼由二层楼改造为三层楼，病床增加到82张，人员总数为117

人。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医院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建立了工会组织，病床增加到

97张。同年楼福庆任副院长。至1950年，日门诊量已达300人次。

195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为浙江医学院，浙大医院改

称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同年进行了院系调整，将妇科、儿科、外科、牙科分别划归

妇幼保健院及附属二院。本院成为以内科、眼科、耳鼻咽喉科为重点的医院，病床增至

134张，工作人员增加到161人，其中医师30人，护士40人，医技人员15人，行政后勤

人员76人。王季午院长调任为浙江医学院副院长。陈过任本院院长，楼福庆为业务副

院长，陶然任行政副院长。

当时，只有2名党员，与浙医二院合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1953年3月才单独成

立了党支部，陶然任支部书记。至1954年，全院已有党员8人，团员26人，占总人数的

18．5％。1955年至1956年又先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0人，如何南祥、陈过、

马钟英、楼福庆、蔡孔长、蔡钺候、郑伦宪、徐怀三、马亦林、张鸿典。1956年成立团支

部，1957年4月，团员发展至99人，成立了团总支。医院各民主党派队伍不断扩大，先

后成立了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等组织。

1955年，医院建成门诊、病房楼各一幢，床位增加至253张，增设肺科、神经内科、

中医科、心电图室等。1956年，传内科成立，床位增加至353张。陶然调往省卫生厅工

作，叶志中任行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

1957年2月，浙江医学院科系调整，本院神经内科、耳鼻咽喉科及内科部分人员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50周年

调入附属二院。附属二院基外科、泌尿外科、痔科调入本院，病床增加至420张，增设了

麻醉组，陆琦医生献出内痔插药疗法的配方，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奖。陈过院

长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内科郁知非任本院院长，仲金奎、张鸿典、游绍立、宋遵杰先后

任副院长。

1958年，医院再建病房楼一幢，其中一层为手术室，附属二院胸腔外科调入本院，

年门诊工作量上升到141707人次，病床利用率达到97．89％，门诊改为全日24小时开

放制，并设立家庭病床。这期间医院在预防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为马市街居民

进行健康检查，为江干区儿童进行流脑、百日咳、麻疹等预防接种，在社区开展防麻及

灭“六害”工作，组织血防组赴杭州笕桥、嘉兴、金华等地区工作。此外，还经常派出医护

人员去疾病流行区进行临时性的防治工作。为适应当时形势，医院还开展了中医学概

论及针炙培训，又开设了中医科、中药房和针炙门诊。

同年，浙医大为支援创建温州医学院，抽调本院耳鼻喉科马钟英、内科蔡孔长、罗

靖寰、候兴江、眼科缪天荣、吴持法、外科汤邦杰、放射科胡之同、行政人员臧利等同志

到温州工作。

五十年代后期，医院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疗法：外科开展了肝硬化伴门静脉高压

症、胰腺癌、胆管结石及乳腺癌等手术；胸外科进行了食道癌、肺肿瘤切除术、心内闭式

手术、局麻开胸及降温开胸等；泌尿外科在肾部分切除、膀胱全切术等方面获得成功；

眼科进行了角膜瘘管羊膜修补术，并治愈了一例眶内肿瘤；传染病科进行了治疗晚期

血吸虫病和肺吸虫病的临床研究，浙江省流行性脑膜炎、传染性肝炎的调查研究，伤

寒、副伤寒、菌痢的临床分析等；内科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骨髓检查对恶性组织细胞病生

前诊断的重要价值等。

1960年4月，浙江医学院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本院改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党总支委员会，下设内科、外科、门诊、行政总务四个支部，

党总支书记由王德友同志担任，叶志中同志为副书记。同年因浙医大和省中医学院、省

中医药研究所合并，本院将中医科、中药房、针炙门诊全部人员及物资划归省中医院。

1962年，医院设立全省第一个内分泌实验窒及专科门诊。同年内科分设血液、消

化、心血管、内分泌、肾脏、呼吸六个专业组。1960年至1965年底，医院在国家经济困

难期间，坚持开展了一些新技术和科研项目，如泌尿科开展膀胱壁尿道成形术；心血管

专业组在省内最早开展心导管术、心音图检查；消化专业组开展了浙江省最早的硬式

胃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发现国内首例异常血红蛋白病，通过血红蛋白普查，填补了浙

江省血红蛋白分布图的空白；胸外科在麻醉科配合下，开展深低温麻醉心脏直视手术、

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及针刺麻醉心脏直视手术。医院继续健全医疗护理常规和基本

技术操作规程，并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社教医疗队，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培训“赤脚医

生”。医院发展成为一所担负着医疗、教学、科研等多方面任务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

科、外科、传染科、泌尿科、胸外科、眼科、肺科、痔科、肝炎等九个病区和放射医疗、同位

素、传染病、内分泌、血液病五个研究室。据统计建院12年以来，收治门诊病人

2172717人次，住院病人58610人次，开展新技术94项，取得科研成果82项，撰写论文

207篇，著书10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院史概况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医院一整套规章制度遭

到破坏，党组织、行政机构及工会受到冲击，不少医务人员受到错误批判。但医院仍坚

持医疗工作，1966年秋季，心血管专业组成功地为一位80多岁患者安装了省内第一

台体外携带式心脏起搏器。1967年，泌尿外科采用人工肾抢救急性肾功能衰竭获得成

功。同年，龚正、陈天秩、汤德骥赴上海参加全国教材编写。1968年，中医科恢复门诊，

中药房复建。1969年成立了肿瘤科，重设针炙门诊室。1971年，眼科运用冷冻法摘除白

内障，提高成功率。1972年麻醉科正式建制。1973年，消化实验室建立，开展纤维胃镜、

纤维结肠镜检查。1974年，肺科在省内首家开展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在

国内首次报道中西药结合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的完全缓解率，达到或略超过国外同期

的水平；同年设三年制护校一所，每年招生30名。1 976年在麻醉科配合下，心胸外科

施行省内第一例法乐氏四联症矫治术及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术，均获得成功。1976年2

月，院门诊办公室成立。1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医院收治门、急诊病人计2472800余人

次，住院病人36546人次。还先后组织卫生工作队、医疗队，约有600多医务人员奔赴

我省13个县的农村、山区、海岛、渔场进行卫生宣教、防病治病和培训农村“赤脚医

生”，还完成医大712名工农兵学员的临床教学实习，接收省内外进修生673人，各种

培训班计186人，开展新技术87项，获得科研成果42项，完成论文244篇，著书14

本。

第三阶段：1976年——1982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六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院进行了整顿

恢复工作。首先是加强党总支的领导，恢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李广峰同

志任党总支书记，俞清、章鸿湘同志为副书记，并改选了各党支部。同年恢复党总支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郁知非为院长，任命张赵盾、王锡田、汤洪升为业务副院长，邓云为

行政副院长。设立或调整了总支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医教科、人事科、总务科、财务科、

保卫科、护理部等党政机构。业务部门恢复耳鼻咽喉科、皮肤科、中医伤科。认真做好规

章制度的恢复和建立，保证医院良好的秩序。加强安全医疗，恢复“院医疗事故鉴定委

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由院长兼任正副主任，各科主任及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病

房恢复三级查房制、总查房、教学查房及疑难病例、死亡病例讨论制、病历书写规范化

制度，各病房重视重危病人治疗，专门成立抢救小组、重病室、抢救室，成功地抢救了许

多高难度的危重病人。重视门诊质量，确立科主任定期门诊制，制定护理操作规程，开

展循环红旗、百日无差错竞赛等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医护质量。又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和干部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同时恢复晋升晋

级考核制度，晋升了一大批业务技术骨干。开办半脱产英语、日语学习班，提高医护人

员外语水平。职工福利方面，1977年至1982年，在政府的关怀下，先后三次为职工增

加工资。1980年实行“五定一奖”，使集体和职工福利均有新的改善。

1979年恢复了工会组织。1981年8月李广峰同志调妇女保健院工作，党总支书记

由邓云同志担任。1982年2月经省委批准，党总支改制为党委，设党委办公室，医院设

有12个党支部，有149名共产党员。民主党派队伍也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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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82年，本院成为省内科室设置较为齐全，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综合性教学医

院，尤其以血液病、内分泌、消化、肿瘤、心血管内外科、传染病、泌尿外科、肺科、眼科、

痔科在全省最为著名。全院有建筑面积16744平方米，设九个病区，核定病床450张，

职工790余人，其中卫技人员462人，教学人员65人，科研人员33人，有正副教授16

名，讲师、主治医师146名。据1 981年统计，5年中完成门诊1907274人次，住院病人

28977人次。完成医大1619名学生的临床教学实习，接受进修生882人，各种训练班

307人，培养硕士研究生7名。1979年，放射科、B超室等主办日本超声专家讲习班，并

出版《中日超声医学讲习班内容选编》；1980年起，血液科举办四期全国性培训班；

1980年至1983年传染病科举办两期全国传染病师资培训班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医院积极开展新技术，1977年7月泌尿外科开展省内首例异体肾移植成功；心血管专

业组成功地安置第一台埋藏式心脏起搏器；胸外科自制人工心脏瓣膜应用于临床，填

补省内空白；基外科研制成功“直肠吻合器”，在国内较为领先；血液病专业组在国内外

首次提出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活力对恶组的诊断价值，并首次在国内报道血浆置换

治疗纯红再障及免疫性疾病。这期间开展新技术64项，取得科研成果75项，其中5项

获全国科技大会奖，5项获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奖。在完成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定期组

织医护人员赴外地帮助开展新的诊疗技术，受到好评。

医院增设医疗设备，主要有：心向量图机、心脏监护仪、心脏起搏器、双相和扇形超

声波诊断仪、纤维胃镜、肠镜、支气管镜、膀胱镜、血透机、荧光眼底照相机、闪烁扫描

仪、闪烁计数器、电子血气分析仪、脑电图机、荧光显微镜、双目手术显微镜、心电生理

记录仪等。

第四阶段：1982年至今

1982年至今的15年中，医院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坚持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严谨求实、救

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全院职工为医院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

历任院领导都十分重视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方面：1982年，郁知非调暨南大学工作，杨松森担任院长，增补张之江为

副院长，加强各方面管理，同年被评为省先进医院。1984年，黄怀德任院长，陈昭典任

党委书记，张赵盾、汤洪升、叶丁生任副院长，沈卫和、张赵盾(兼)任副书记。在管理方

面，确立每周召开有科主任、护士长参加的周会、书记院长联席会议、行政办公会议等

制度。加强院总值班制度，实行护理查房、行政查房、夜查房制度，成立全院性抢救小

组。1985年医院调整充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药事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

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公费医疗管理小组。1987年，医院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夏惕

勤任副院长，张赵盾任党委书记，李兰娟任党委副书记。本年度被评为省级文明医院。

1988年，姜飞球任医院副院长。1989年，医院被审定为国家三级甲类医院，同年成立了

文明医院领导小组、医德医风教育小组、质量管理小组。1990年，在全省36家医院开

展的“双优”活动中被评为先进医院。1991年，干梦九任医院副院长，王竞任院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1992年，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93年，王竞任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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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李兰娟任党委书记，千梦九、李兰娟、何超、陈水泉为副院长。新领导班子制定了《浙

医一院党政干部守则及廉政措施》。同年开设名医门诊、分科咨询门诊和专科门诊。医

院加强了安全医疗制度，制定医疗质控指标、病历评分细则等。在卫生部组织的行业作

风检查中，医院5项指标(医师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护士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和对

医院的医疗信任)均名列第一。1994年，医院实行新的奖金制度，新设专职物价员，实

行成本核算和质量管理。职能科室逐步应用计算机管理。1995年，加强行风建设及医

院文化建设，医院被评为优胜单位。同年1月荣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6

年，评为杭州市文明单位和浙江医疗质量管理优胜单位。同年，医院提出了以病人为中

心、缩短平均住院日、争创三级特等医院的奋斗目标。眼科作为医院改革的试点，引进

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罗来纳眼科中心合作成立浙益眼科中

心，于5月13日正式开诊。10月，赖瑞南任党委副书记。1997年3月，医院调整了领导

班子，郑树森任医院副院长，主持医院工作，何超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干梦

九、何超、陈水泉、厉有名、陈亚岗任副院长。医院进一步开展“以病人为中心”的工作，

在缩短平均住院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重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实施凝聚

力工程，发挥广大职工主人翁作用。1997年10月，郑树森任院长，何超任党委书记。至

1997年6月底，共有22个党支部，有党员393名。有民进、农工、九三、民革、致公、民

盟、台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共200名。有13个团支部，团员340名。1992年至1994年先

后召开首届职代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1995年至1997年先后召开第二届职代会

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

医疗方面：医院坚持“病人利益至上，医疗质量第一”的方针，不断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发展学科，形成特色。传染病科于1987年起开展人工肝支持系统在重症肝炎治

疗中应用，现以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室诊断，尤其各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治及抗生

素的临床验证和应用见长。血液病科于1987年首次报告成人急性白血病五年、十年生

存率，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目前对白血病的综合治疗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在血液免疫

学、分子生物学的临床实验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眼科于1996年开展了新型的

无缝线角膜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与折叠式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以及高度近视眼的

眼内接触镜植入术。目前在眼屈光学、眼底病学、角膜移植方面成绩斐然，白内障手术

治疗与国际接轨。泌尿外科于1985年开展尿酸结石的溶石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冷冻治

疗；1987年开展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肾癌诊断中的应用、复杂性尿道狭窄的会阴部皮

瓣替代术；1992年开展第十肋间胸膜外胸腹联合切口的应用；1994年开展体外冲击波

碎石技术。目前承担WHO的计划生育课题。心内科于1985年开展省内首例选择性冠

状动脉造影术；1989年开展省内首例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1992年开展省内首例射

频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1993年率先在国内开展以Rashkind双伞闭合器关闭

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PDA)；现介入性诊断与治疗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在省内具有

明显优势。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自1991年成立以来，完成血液净化治疗35000多例

次，尿毒症患者经透析治疗存活最长时间已超过14年。至今完成肾移植500余例，年

移植总数超过100例，一年存活率达97％，其中最长存活10年以上，属国内先进水平。

心胸外科于1982年开展深低温停循环心脏直视手术；1985年开展省首例大隐静脉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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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动脉搭桥术。目前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肛肠外科于1984

年开展全结直肠切除、小肠贮袋肛管吻合一期手术，治疗顽固性溃疡性结肠炎和家族

性腺瘤疾病；1986年对顽固性排便困难开展手术治疗；1995年开展复发性直肠癌再手

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普外科于1982年开展全胃切除采用小肠代胃术；1990年开展

省内首例腹主动脉瘤切除术、人造血管重建术；1993年开展腹腔镜手术；1994年开展

肝癌冷冻；目前对肝癌的治疗、胰腺炎诊治以及TIPSS手术等血管介入治疗，具省内

领先水平。普外科、肿瘤科、放射科于1985年率先在省内开展肝动脉DSA检查和介人

性肝动脉治疗；1986年在国内率先行数字减影肝动脉并肝静脉造影术；肿瘤外科在治

疗甲状腺肿瘤、胃癌和肝癌的方面颇有特色。消化内科于1992年开展胃肠功能及24

小时食道胃液PH检测；1994年开展内镜直视下放置食管支架治疗食管狭窄；1997年

开展内镜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术。现内窥镜诊治消化道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内分

泌内科在糖尿病、甲亢诊治方面省内领先。呼吸内科纤支镜检查和治疗始终保持省内

领先水平。口腔科在口腔颌面部肿瘤、畸型缺损、颞下颌关节病诊治及人工种植牙技术

方面具有优势。耳鼻喉科在听力重建手术、全喉切除发声重建手术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骨科脊柱外科手术具较高水平。神经外科开展各种颅脑手术，成功率高。神经内科以脑

血管病及癫痫治疗见长。皮肤科以激光治疗、冷冻治疗见长。中心监护病房的设备、规

模及技术均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放射科设备精良，可开展多种省内先进的介入治疗。

麻醉科成功地开展多种高难度手术的麻醉，使危重病人得以挽救。病理科在免疫组化、
骨髓活检、癌基因检测、冰冻切片等技术省内领先，质控连年优胜。输血科在国内率先

开设血液治疗门诊和建立输血会诊制度，十多年安全输血无感染。超声诊断科开展占

位性病变的彩色血流鉴别、多普勒检测、术中超声等新项目，达到较高的诊断水平。检

验科参加WHO微生物室间质控多次取得了国内第一、二名的优秀成绩。护理部开展

整体化护理的试点工作。15年来，医院总门诊量达7950807人次，住院病人达124866

人次，住院手术达76834人次。近5年来，先后组织医疗队30批，210人次，其中多数为

高级专家，赴遂昌、云和、青田、玉环、东阳、嵊泗等山区、海岛地区开展医疗扶贫、救灾

防疫、学术讲座等活动。积极组织向社会献爱心活动，多次为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免

费治疗。并参加援外医疗队赴马里中非等国家开展医疗工作。

教学方面：作为教学医院，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了传染病、血液、眼科、泌尿

科、肝癌、胃镜、B超等全国性的培训班，为省内外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80年浙医

大医学系实行院系结合，成立医学一系、医学二系，相应成立了内、外、传染、中医等10

个教研室，院系结合筹备小组组长为郁知非。本院承担医学一系的教学任务。1988年

9月，一、二系合并为医学系，至1990年6月医学系再度分为医学一、二系，本院院长

兼任一系主任。1993年10月临床医学院成立，由本院院长兼任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

医学一系成立以来，医院承担医学系五年制、三年制的临床课程及预防医学、护理等专

业和成人教育的临床教学任务。自1988年起，承担临床医学七年制教学任务，在七年

制教学中开展单科独进，床边教学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方法和综合分析

能力；经常采用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外

语教学，编写英语补充教材，在英语试点班与七年制教学中增加英语授课的比重，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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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开展英语交班、英语查房，提高学生临床外语水平。现年教学时数达5000余学时，

每年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高级医学人才150名左右，合格率达97％左右。医院每年接受

毕业实习生200余人次，每年接受省内外进修医生200余名。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进

修医生培训和成人教育任务，并与金华、嘉兴、湖州、台州、杭州等10余所教学医院建

立了密切的联系，定期抽调教师进行教学检查、辅导、上课、教学查房等教学活动。自

1986年起，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汇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理论辅导

课讲义》，并修订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1994年起，和德国赫司特公司联合举

办学术活动，开展专业讲课130次；外语讲座20次；举办英语沙龙20次，参加人数共

15000余人次。自1997年1月起，受卫生部委托先后举办了“白血病治疗新进展”、“临

床输血理论与实践”、“食管疾病诊治新进展”、“胰肾联合移植及其它器官移植的新进

展”、“介入性心脏病学新进展”、“危重病监测与治疗及脏器生命支持技术应用”、“彩色

多普勒的临床应用”等14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并举办“现代心脏瓣膜外科

基础理论及应用”等6个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医院设有传染病、心血管、血液、眼

科博士研究生点4个，有消化、内分泌、普外、泌尿等硕士研究生点15个。82年以来，

共培养博士生25名，硕士生182名。

科研方面：医院坚持以高科技服务病人的方向，1993年12月医院设立了科教科。

医院设有浙江省器官移植中心、省护理中心、省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中心、省核医学中

心、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等。并设有传染病研究所和血液病研究所，其中传染病研究

所病毒性传染病实验室于1996年被批准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省首家部级医

药卫生重点实验室。另设有细菌、免疫、病毒、消化4个专业实验室及消化病、心血管、

内分泌、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学、心胸外科学、眼科学、感染病、临床免疫病理、核医

学、肿瘤外科、临床药理、计划生育研究所男科学临床研究室，共13个。拥有省级、校重

点学科5个，分别是传染病学科、血液病学科、心血管病学科、器官移植学科、泌尿外科

学科。历年来获得了许多科研奖项：1982年至1991年，共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6

项，省级科技进步奖31项。1992年立项课题有27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I项。

1993年立项课题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3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

文165篇。1994年立项课题27项，其中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18项成果通过省级

鉴定，发表论文182篇。1995年立项课题3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17项，5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212篇。1996年立项课题61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I项，8项成果通过省级鉴

定，发表论文228篇。医院积极开展重点学科建设，1992年确立器官移植为本院重点

发展项目，以此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同年着手进行移植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1993

年4月进行省内首例异体全肝移植获得成功。同年进行了心脏移植的动物实验。1994

年至1996年先后进行了三例胰十二指肠及肾联合移植术治疗糖尿病并发晚期尿毒症

患者，均获成功，存活时间之长属亚洲最佳记录，主刀医师郑树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受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

导人接见。1994年以来，成功进行三例异基因骨髓移植。1996年成功地进行了外周血

干细胞移植。同年，。肾移植达到103例。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1994年5月，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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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角膜移植、肝脏和胰腺移植、肾脏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心脏移植及移植免疫、移植

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工作。1995年被确定为省器官移植中心，逐步成为

全省器官移植工作的临床、科研基地。

医疗设施建设：1984年，医院购置El本东芝1250毫安x线装置一套，包括心血管

造影机、断层摄影、胃肠遥控装置、数字减影四个部分。1987年，购置B超仪、麻醉机、

心导管、自动生化分析仪。1988年，医院购置ECT、中心监护系统、口腔全景X光机、动

态心电图机。1989年，购置全身CT扫描机、血凝仪、人工肾机、牙科活动机、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冷冻切片机、呼吸机、人工心肺机、血细胞分离机等。1991年，医院新增

中央监护系统、多功能呼吸机等仪器。1993年，医院购置了前列腺射频治疗仪、全能麻
醉机、眼用AB超仪、口腔综合治疗台等。血液科建立了骨髓移植病房。1995年，医院

新增体外超声波碎石机、钼靶x诊断仪(乳腺摄影机)、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仪等先进

的设备。

基本建设方面：1983年、1986年、1987年分别完成华家池1幢、2幢、3幢职工宿

舍楼的建造；1995年，完成定海村两幢宿舍的建造，改善了职工住房条件。1984年医院

5060平方米的专科病房楼完工。1991年7月完成九层病房大楼的建造，9月10日开

始试用。1992年5月17日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完成马所巷的堵巷工作，改善了

就医环境。同年，门急诊综合楼经省计经委批准立项。1994年，门急诊综合楼的规划工

作基本完成，建筑面积达38000平方米，并开始设计。1996年8月医院举行门急诊综

合楼(系浙江省重点工程)开工典礼。当时，省政府柴松岳副省长、徐志纯副省长等领导

同志为工程奠基。门急诊综合楼一期工程——传染病楼于1997年5月份完工交付使

用。

医院注重发展国际联系和交流。近5年来接待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约200人

次，派往美国、德国、瑞士、El本、法国、香港等31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讲学、合作科研和

参观学习的人员有约300人次。

悠悠五十载，杏林春满园，医院现已成为全省医疗、教学、科研指导中心之一，在省

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一些新闻刊登在《人民El报》、《光明日报》、

《文汇报》、《健康报》等大报显要位置，甚至在国外报刊电台报道。近三年来，平均每年

在省市新闻媒介发表新闻报道200余次。医院占地面积41亩，现有医疗建筑使用面积

36344平方米，全院职工1300余名，拥有教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医护专家160多

名。核定床位760张，每年门诊工作量近60万人次，住院病人1万余人次。兴建中的门

急诊综合楼建筑群由主楼21层、群楼5层及感染病楼5层组成，可满足每天3000人

的门、急诊量，将成为浙江省最先进的医疗建筑之一。50年来，严谨求实，已成为医院

发展的根基。浙一人将继续发扬“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在医院内部创造良

好的文化氛围，享受愉悦，陶冶情操，进一步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奋进，用不懈的

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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