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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一角 , 

夕!、科主任廖润泉在水钢医院作离休肾

脏手术

妇科用中药"妇炎散"外放治疗慢性

盆腔炎效果良好

护理人员练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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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科医师到罗句县中医院作技术指导

开展卫生宣传活动

名老中医陈总R住在街道进行使民服务

儿弄二十 医师为忠儿作很循环检查

院志编辑室人员合影。左起z 邵 飞、 曾福岳 、 杨曦、

杨越明、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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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志>>，是根据贵州省卫生厅1987年 2 启

9 日 (87) 黔卫办字第61号"关于篡修医药卫生机构志的通知"的精神而

编寨的。是为了"让人们认识过去，明白现在，创造未来"，达到"资

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医院领导对院志的编篡工作很重视，抽调人员组建了修志班子，作了

具体部署，并要求全院职工大力支持，提供资料，集思广益，把医院院志

编好。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志》上限从1956年 4 月 5 日建院时

起，下限至1985年12月底，时间跨度达30年。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医院发展前程似锦。贵阳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建国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贵州

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医院经过全院职工的艰苦奋斗，

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

到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目前已成为一所能承担中医、中西医结合医

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一定规模，设备较为完善的综合性教学医院。创

业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忆往昔，医院一些中医老前辈、老领导，为创建

医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当中一部份人员已经相继去世，值此修志之

际，特为此缅怀。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志》 的编篡工作，于1987年 1 月开始

收集资料，包括查阅档案、征文、采访和|开座谈会等，特别是建院初期的

几位医院领导亲自参加座谈会提供情况，亲自撰稿，使修志工作顺利进

行。编辑室于1987年 7 月动手撰写，边撰稿，边补充，边审订，边修

改，力求真实、具体、全面， 1987年10月完成初稿。

在院志的编篡过程中，编辑室的人员认真负责，加班加点搜编资料F 同

时也得到当事者、知情人以及全院职工的大力支持。 但因年代较远，人事

多变，资料不全，水平有限，难免有遗漏与不切之处，本院志未尽事宜，
尚待日后再行修订补充。谨向为志书编写、提供情况和供给资料的全体，人员

深表致谢!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一九八七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书定名为《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志》。

二、上限为1956年，下限断于1985年。为给今后修订本志书提供资料，

1986年与1987年资料附录于后。

三、本志书设11章34节， 15万余字，以编年体为主，以医疗业务工作分

类。

四、纪年统用公元。

五、人员直书职务、姓名，不加褒贬。

六、一律采用国家统一计量单位，字体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

方案》为准。

七、图表列于有关章节末，照片集中于书前。



概述 • 1 • 

概述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位于贵阳市区东部外环城东路，占地面积共36 亩。迄到1985年底

止，全院建筑面积共14718平方米，有业务工作用房18413平方米，职工住房5278平方米，其他用

房1027平方米。全院有职工 56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393人，管理人员41人，工勤人员130人。

还有72人属学院编制而在附院工作。在业务人员中，有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以上人员19 人， 主

治(管〉医师、讲师80人。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所中医院，也是全省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的主要基

地之一。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身是贵阳市中医医院。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z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0 1955年，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提出对祖国医学必须贯彻"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整理提

高"的方针。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全省名中医王聘贤、袁家矶、石玉书、程云琛等，积极向

有关部门呼吁，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 1956年，省政府正式批准在紫林庵成立贵阳市中医医

院，设中医内科病床50张。开院后，王聘贤、袁家矶、石玉书、程云琛、陈真一、于佑莘、徐明

远、陈慈照、夏森柏……等，贵阳享有盛l誉的名中医均在院应诊，门诊量日增，原址已难满足

需要。 1960年，贵阳市委决定将院址迁到老东门外原工人医院内，为中医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 1965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省、市委研究决寇，并由贵阳市人民委员会正式行文，将贵

阳市中医医院划拨给贵阳中医学院领导，定名为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全院职工增至200余人，床

位增至200张。 1965年"四清"开始，贵阳中医学院附院开展四清运动，次年，紧接着"文化

大革命"的开展，医院各级领导和一批名老中医遭到迫害，各项规章制度被废除， 医院秩序紊

乱，管理和业务技术水平明显下降，医院建设停顿。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全院有20多名老中医

药人员相续去世，医院业务技术工作蒙受了重大损失。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随着全党工作重点

的转移，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也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保定会

议的召开，进一步明确了中医事业发展的方向。发展中医、提高中医、振兴中医己引起各级党

政、卫生主管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学院也在这种形势下，步入了新的发

展时期。 1981年，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建立，即更名为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0年来，在省卫生厅、贵阳中医学院的重视、不断拨款维修、扩建下，到 1 985 年已发展

为一所具有300张床位的中医综合性教学医院，设，古内科、外科、中西医结合外科、骨伤科、

窍瘦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针灸科、推拿室、气功室、麻醉科、预防保健科、干部保健科、家

庭病床科等 l临床科室。门诊部除普通门诊科室外，还设立了急诊室、老中医门诊室和若干专科、

专病门诊。日平均门诊工作量近900人次。年住院人数在4000人次左右。医技科室设有药剂科、

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医疗设备科、理疗室、供应室和营养室等。临床技术室有脉象、心

电图、心功能、超声波、脑电阁、脑血流图、肺功能、各种内窥镜、微循环、 B型超声等，治疗

室有人工肾、激光、冰冻、骨科整复和于术室，还设有消化、泌尿、血液、呼吸、骨伤、普
外、妇科等专业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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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医疗设备不断添置和更新，一些现代医疗

仪器设备引进到中医诊治工作中，目前，药剂科有电动切药、碾药设备，添置了压片机、糖衣机、

颗粒机、粉碾机及大输液、中药针剂等制剂设备。全院有显微镜26台，并配备了自动生化分析仪、

血气分析仪、掺透压计、生理记录仪、心脏监护仪等先进仪器。有X光机 5 台，其中，进口的550

毫安X光机 1 台，国产电视X光机 1 台 。 1985年底，全院医疗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已达114万元，

其中，万元以上的有26件，千元以上至万元的有116件。

从1956年建院时起，医院重视发挥老中医药人员的作用。建院初期，安排石玉书、陈真一等

11名名中医担任门诊诊疗工作，并派人到全省各地采风访贤，陆续调入一些中医和民间草药医，

同时，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中医政策，开展西医学习中医，中医温课P 选派具有中专水平的中青年

医师作为老中医助手，继承整理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F 逐步增设专科和专病门诊等，使医院体

现了中医院的特点，门诊工作量逐步上升。 "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职工仍坚持工作，门诊

仍照常应诊，体现了广大中医药人员"有病危来求救者……不得问贵贱贫富、长幼如撞，怨亲善
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良好的传统医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医院进行了整顿，加强了管理9 医护质量有所提高，门诊人次逐年
增加。 1979年，全省医院工作会议以后 ， 全院按照会议精神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接着"从加强
经济管理入手，进一步改善管理。在全院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医德医风教育后，实现
了门诊坚持 8 小时工作制，急诊患者随到随诊，星期天和节假日打针、换药不间断等，改善了医
院工作，方便了病人。门诊先后建起了肾病、骨伤、外弱、搏瘦、气功等17个专科门诊，开展了
胃镜、 B超、血气分析等 7 个特殊化验、检查项目，为陈慈熙、 夏森柏、王祖雄等一批名老中医
设立了专门诊断室。

同时，建立了急诊室，除安排有医生、护士外，配备了各类急诊治疗设备，设有中药和中成
药专柜，备有常用中草药60余种，中成药40余种。开设急诊是贵州中医院工作的一项突破，到
1985年止，收治各类急诊患者共28900多人，抢救重急患者580多人， 抢救成功率达93.4% 。

1983年 1 月，开始办起家庭病床， 5 月叉开设了肠道病门诊。

突出中医特色，坚持以中医药为主，是中医院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的重要任务。 1982年，卫
生部召开衡阳会议后， 院内各科室注意发挥中医药之所长，治疗各类疑难杂症， 普外医务人员在
治疗多年不愈的慢性溃痛、顽固性皮肤疮窃病方面，通过大量病例观察，筛选出消沥丸、乳块消
丸等药，换药室使用本院熬制的膏药、丹剂等，都受到病患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984年，医院建起了气功室，应用中医脏腑经络、阴阳气血、表里关系辨证施治，采用药
物、针灸、意气行针和施放外气、气功等办法辨证施治，对治疗消化系、呼吸系、心血管、泌尿
系统疾病均获得较满意效果。

30年来，医院门诊工作的发展， 门诊人次逐年增加。 1957年，全年门诊工作量为102 ， 488 人
次， 1975年达1 47 ， 245人次， 1983年高达264 ， 930人次， 1985年为24 6 ， 010人次。

1956年，医院成立时， 仅设有病床50张， 1958年，病床已增至 120 张( 其 中简易床位 30
张) ，通过贯彻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的方针， 全院深入农村、 深入群众， 发掘民 问 医药，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医疗业务工作、服务态度方面推行了"三轻" 、 "三快"、 "五心"和三级
护理制度，病房成立工体 l主l 地，建立休委会 ，增进 f医护的患问的关系。 1959年病房由单)内科发
展成为内、外、针灸、 异i瘦等;t:↓综合病房，科 主实行科研与 l陆itK相结合，重点泊疗与综合治疗相结
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成立了专科科学研究组和危重的人抢救中心领导组，并实行医护工休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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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推行三级护理、分床护理等制 度，提高了医护质量。 1 960年6月，医院由紫林庵迁到老 东

门外原工人医院旧址，病房开始分为三 个，即一病房为内科杂病，二病房主罢!没治风湿病，

三病房为传染病房。直到 1 964年这段时期， 病房坚持实行了院长、 科主任、 主治医师、护士长

定期查房、病案讨论、事故鉴定、交接班、查对复核等制度，护理人员普遍学习《中医护病学》 、

坚持医护共同查房，运用"四诊"、 "八纲"写辨证护理，会看舌苔、摸脉象，用中医语术书写

交班报告。

1965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医院更名为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床发展为200 张，分设

内科和外科病房。内科病床100床，并分针灸和儿科组z 外 f41 00床，则分为骨科、痒瘦、 普外、

妇科同组。 病房承担了贵阳中医学院的教学、实习任务。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9 打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病房医护不分，科别不分，管理紊

乱。直到1970年的五年中， 病房几乎无所发展。 j 971年，学院!大j科教研组与附院内科合并，内科

分设1 、 2两个病房，同时， 为了配合全省血吸虫病查治工作，设立血吸虫病床1 0张。这一年 4 月

到次年 4 月， 与学院、 中医研究所协作tLì. !高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小组， 对该病进行治疗科研，同

年 9 月，又组成新针疗法治疗风温性心脏病研究小组，安排床位6-9张，由专人负责此项研究工

作。在此期间，医院进一步总结经验，制定了病房各项制度和医务人员职责。从1 972年起到1975

年，相继成立了肿瘤研究小组、 心血管病、血液病、 l呼吸系病、肾病、 ~ì~化系病组。

1977年， 病房迁入新建灼住院部大楼，病床增到 300张，内利，分为三个;肉'房，内一主要收治

血液系统病，内二收治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病，内三收治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府p 外科2部分为三个病

房，外一收治J1I肠疾患，外二为泌尿外科，外三收j(:ì骨伤科病人F 同时， 设立了 妇科、儿科病

房。

组建于1975年前心血管组，设专业病床2<~张，并设有心血管门诊，对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中草

药进行了临床研究观察，总结了中 医对心血(ij;疾;二;讲证施治规律。 1980年 ， 以这个心血 管组 为

主、建立贵州省中医脉象研究协作组，开展了中医脉象研究。 L979年，成立了消化系泣，设专业病

床20张，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采取中西医结合方法， 按照中医药门正施治原则， 治疗消化系各种疾

病。同时，根据中医脾胃学说， 应用现代检验手段，结合临床对 t， n.q! " 本质进行研究。成立于

1976年的血液病组和血液室 ，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对血液病明确诊断后 ， 以中医辩证施治，辨证与

辨病相结合，对白血病、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癫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进行治疗研究，收到较好

成效。 1977年成立了呼吸病'组和 肾病组， 1981年建成立了肾病实验室乡 加强了呼吸系统疾病、肾

脏疾病的中医中药等临床治疗研究。

外科包括普外、骨伤、 瘁瘦组。 197 7年 4 月， ;可病房建成伎用后，夕!、科设立骨伤、房瘦、

普外三个病房、 1 9 3 0年分别设科。骨伤科/1 仆宵床t! 5张 ， );J. 中医中药为主 ， 取中回医结合方法，对

性伤科疾患进行治疗研究， 获得7 一些成呆， 先启受卫生部、省卫生厅委托，举办了五期全国、

全省性骨 伤科进修班，被省卫生厅确认为全省~j:}. f)j字:技术交流中心。比接科有州床40张，以突出

中医特色，从治疗常见月1: !纠疾病豆;踩到 1&治立肠庙、多;JLi生志肉 、 EI剧性结~ J9:' 炎等 30多种旺肠疾

病。普外科从1984年湿，又分为中医外科和中西医结合外科，中后外 :f;. ( ; J~~ Üi: 16张， 中西医结合

外科有床位 3 1 张。中医丰n~l~ 西医生fl台夕}、利 ， 以牛药治疗为主 ， fjt~ 音E iJí~~ ;'1:; ， 因人因病 ~M5i': 7J剂，自制科

研方剂， 逐步形成了特色， 钊': -';别?刊，);垃址王布在n泌必必‘;>>尿i 夕外iL‘;丰引二.j二1取íYιÜ.::1什: 1衍衍:5导j?. 了显斗若专 i ;川、沁1二斗 '.. 飞;.'ι:

尿t恒管3牙;连接部崎 1形萨 3监在1形6术气啡4斗: /:j xtt 子术。

此外，在"1 1 医妇科、儿科、五官丰!等方 iN，利用 : 'i j 11二 丰ílljl 必 ifì1~; J主些专科川市



• 4 • 概述

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护理工作方面， 1956年建院初，全院护理工作由医务干事兼管，护理人员共4~人。 1963年，

《医院工作条例(草案) ))颁布和次年《全国医院工作会议》后，护理工作的各项制度建立，护

理人员按照中医辨证施护，配合临床医疗，提高了护理工作的质量。 1965年，改建为贵阳中医学

院附属医院后，全院护理人员已达67名，其中护士长 9 名，护理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护士长每

周大查对医嘱一次，加强了差错登记和定时评定，减少了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 1966年"文

化大革命"中，曾一度实行了"医护包干"制，病房工作秩序被打乱，护理工作质量下降。 1972

年起，医院加强护理队伍建设阳护理工作的管理，重新建立和健全了护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由复了三级护理，特别是1976年以后，正式明确了护理干事，任命了病房和科护士长。1979年，成

住了护理部，主持全院护理工作，加强了护理人员的基本功训练，护理水平明显提高，院内12

名护士参加贵阳市护理学会举办的小静脉输液比赛，有 5 名获奖，这一年还写出了40多篇护理学

术论文。 1980年，实行了分级护理，分病护理，加强基础护理，建立和完善了各种护理记录。

1984调整领导班子后，护理领导结构相应有所调整，建立了护理档案，护士年终实行考核，其结

果及撰写的论文等，作为评选先进和晋升的参考。通过不断加强和改进管理，在发扬和保持中医

护理特色，以中医理论和方法观察、护理病人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985年，卫生部组织的

省级中医院检查中，以及国际友人来院参观都给予了好评。

30年来，全院医技科室发展很快。 1956年建院时，放射科仅有一台 30年代匈牙利出产的100

毫安的X光机， 1957年购国产200毫安X光机一台，1965年改建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时，将省中医研

究所的一台国产200毫安X光机调入，这三台 X光机早已报废，现在使用的是七十年代购进的 550

毫安X光机〈匈牙利产〉和200毫安X光机(国产〉各一台。(骨伤科病房配备有三台小型 X光

机〉随着机构的发展和设备的增添，放射科业务技术迅速发展，扩大了各种检查范围，增加了检

查项目，除一般透视、照片外，开展了断层投照、胃肠低张造影、结肠双重造影、膜胆管造影等

特殊检查。成立于1956年的检验室，当时只能开展血、尿、便三大常规，从1962起，逐步发展到

能作肝肾功能、血锦、锅、氯测定及二氧化碳结合力测定。 1973年成立了血库。 1978年，检验科

成立后，增加和扩大了生物化学、微生物、酶学检验以及实验免疫学、内分泌等实验项目。

从1979年起，由于实验仪器的增添和补充，检验科全体人员克服困难，不断引进和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目前，除开展一般常规检验外，新开展了血铁测定、免疫球蛋白、抗人球蛋白的直接试

验和间接试验等特殊检查项目。开展的检查项目已由过去的10多项，发展到125项。

1975年成立了病理科，经过10年时间，已形成了设备、人员、技术较为配套的科室。主要承

担临床病理活检、脱落细胞学检查、急诊冰冻切片等任务，并参与临床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建院初期，中药房仅能供应饮片， 1957年起开始供应中成药，从1960年起，除按传统

配方外，还进行剂型改革，配制各种丸、散、膏、丹，改进药品加工研粉、洗泡、选择，到 1964

年，加工配制的药物有虎骨酒、大活络丹、六昧地黄丸、益气解毒散、稀签丸、香砂平胃丸等。

1965年后，设立了库房、制剂室，生产了骨刺液、板兰根注射液、脉塞通、丹蒲注射液、安宫牛黄丸针

等中草药新品种。同 i临床科室配合，共同研制了竹肖扉 1 n 号"、"九节茶"、"据龙膏"，"复方辛英 I

E 号"等药物，对治疗痒疮、骨折及各种炎症等，收到了较好疗效。1965年以来，药剂科加强了经济管

理，试行了管理责任制，销毁了淘汰药品及质量不合格的药品，保证了药品质量。

1965年手术室建立时，仅有房屋20平方米，只能开展一般小手术， 1969 年，增到二间手术

室，已能开展中、下腹部于术。1971年，设有专职麻醉人员，调入了一批较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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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较大手术相继开展，并逐步开展骨延长、人工关节、股骨头置换及肺骨移植和显微外科手术，
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1981年正式成立了麻醉科，并首创了小剂量局麻剂用于成人慨管阻滞

麻醉，以及计麻加水针用于甲状腺手术，取消了镇痛剂的应用，增加了安全性，减少了并发症。
1980年成立了人工肾室。

1977年成立理疗科，设有高频室、低频室，应用高频电疗、微波、超短波等现代技术配合中

医药治疗痛症与慢性炎症，收到良好效果。

30年来，医院在加强管理上，建院时起，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成立院务委员会，加强

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管理， 1963年，按照《医院工作条例(草案) >>精神，进一步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使医院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保证了医疗和护理工作质量。 1978年以

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管理混乱问题，对院内工作进行了整顿，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

分工负责制，恢复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全省医院工作会议召开后，成立了整院领导小组，从

建立健全制度入手，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业务技术管理，并着重抓了岗位责任

制、三级查房和病历书写质量等。其后，又根据《全国医院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精神，结合

中医院的特点，继续进行了医院整顿。 1983年，将放射科作为全院改革试点，本着有责、有权、

有利原则，以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方便病患者，发展业务技术为目的，试行经

济承包和岗位责任制，收到了良好效果，使一般透视、普通照片，随到随照，腰椎安排不超过三

天，特殊检查、住院病人在一周内完成。同时，扩大了检查范围，增加了检查项目，工作质量有

所提高，全年完成各种检查超过计划指标1. 5倍。 1984年，又成立了院改革领导小组，全院各科

试行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责任制，把工作任务、质量、经济管理等和精神文明建设结

合，促进了医院的建设和发展。现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已成为门诊、临床、医技科室比

较齐全，发扬中医传统、突出中医所长，具有中医特色的医、教、研相结合的综合医院。骨伤、

痒瘦的专科建设，已初步成为全省中医专科技术中心，骨伤科还是卫生部确定的西南、中南地区

的进修基地。妇科、儿科、针灸、五官、外科都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全院医疗业务工作量

明显增加，医疗技术水平大为提高。 1985年，全院床位使用率达到108.15%，病床周转次数达

13.39次，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29.41天，出入院诊断符合率为93.55%，入院三 日内确诊率为

97.9% ，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为99.45% ，治愈好转率达到93.09%。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卫生部对

中医院的要求指标。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1978年以来，全院有20项科

技成果获奖，其中，全国科技大会奖 1 项，省级科技大会奖 7 项，省政府奖 5 项。

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深入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将在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医院将向着

更加美好的明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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