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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建院50周
_-一一 。

年，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全院职工致以亲切

尝季参‘
的问候! 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建院50年来，广

大医务人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救死扶伤、勤勉 曙
敬业、无私奉献，为儿童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希望你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再接再厉，

爿 ，A lJ1U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不断提高

整体医疗水平，努力促进我省儿童健康事业的进一

-

步发展。

沙◆吒 ■—一

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不断取得新成

绩! ■一

蝴一龀钴陋沪 圈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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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迎来了五十

华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前身系195 1年成立的浙江省妇

幼保健院。1953年8月儿科与妇产科分开，儿科留在原址孩儿巷

164号，妇科迁址学士路，1954年2月分别成立了浙江省儿童保健

院和浙江省妇女保健院。1960年浙江省儿童保健院更名为浙江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1985年改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999年因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而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

光阴荏苒。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几代儿院人携手走过

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以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为医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使仅有二十多张病床的医院茁壮成长为

拥有580张床位，具备现代化装备和技术，享有国内较高知名度的

浙江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担负起了全省儿科医疗、保健、科研、

教学四大重任。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全院职工继承优良传统，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走科

教兴院之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新生儿重症监

护、d,JLN化等专业位居全国领先地位，千千万万的患儿经医院的

救冶获得了新生。

为了反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发展历史和巨大变

化，值此五十周年院庆之际，特编写这本院史，以起存史、资治、

育人之用。回顾五十年的创业和发展史，定会激励全院职工更加团

结奋进，创造儿童医院更加辉煌的明天!

院长一二OO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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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医院创始人厉蒿华教授介绍
院
创
始
人 厉i萄华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会、常
厉 务委员；浙江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副
苘
华 会长；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浙江分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及浙
教
授 江省主任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介
绍 1912年农历2月，厉蟊华出生于杭州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其父厉

家福，字绥之，是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创始人之一，杭州市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厉绥之先生与鲁迅先生一起考入日本仙台医科学校习医，两人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寝室。厉先

生学成回杭开办了第一所西医院为人治病。为培养医学人才，厉先生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于

1912年6JI与韩清泉等同仁共同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成为我国由中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

早的医学专门学校。厉先生希望自己的女儿长成后是一个品德高尚之人，遂取名“i雷华”。聪慧

的厉蟊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爱国的医师家中，耳濡目染，她也自幼爱上了医学，受父亲影响，

决心科学救国，献身医学。

1934年厉蟊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儿科助教。同年9月东渡扶桑，

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儿科教研室攻读研究生。1937年初因不堪日本军国主义反华的凌辱，

毅然回国重返母校任教。芦沟桥事变后，她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解放前她先

后担任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儿科讲师，福建省立医学院儿科学副教授、教授，台湾省立师范学校

生物系统授，浙江省立医学院儿科教授，省立杭卅I医院儿科主任。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索和实践，

厉蟊华全面地掌握了儿科学方面的知识，成为一名著名的儿科医生。

妇女、儿童、老人是社会三个最需保护的群体。新中国一成立，被任命为浙江省妇幼保健院

院长的厉蟊华便把妇孺装在了心中。建国初期，很多育龄妇女在不科学的旧法接生中死去。为了

保护千千万万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她十分重视疾病预防工作，坚持“预防第一”的方针，在大力

宣传新法接生的同时，将旧接生婆培训成为新法接生员。提倡科学育儿，实施儿童地段保健。1954

年妇、儿分科，她担任了浙江省儿童保健院首任院长。从此，厉i萄华的生命就与儿童保健事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心也像犁尖那样扎进了这片热土，再没一天离开过儿童医院、离开过儿童。

五十年来医院的建设、医院的发展无不牵动她的心。医院运转好、病儿好、职工好她最高兴、如

果医院里有什么事，她最急。50年代，传染病在我国流行猖獗，特别是麻疹、肝炎、乙型脑炎等

传染病，吞噬了我国许多儿童的生命。望着昏迷、抽筋的孩子，厉蟊华心如刀割，日夜守护在病

儿身边，她吩咐医务人员：“病人来多少收多少，要把每位患儿都治好”。为了让病儿都能住进医

院，她带领医护人员腾出宿舍、办公室，按传染病隔离治疗的管理要求，对病儿进行严格隔离、

集中管理，争分夺秒地工作。在她及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流行疾病迅速得到了控制。儿童医

院曾先后开设过麻疹、肝炎、乙脑等传染病房。她制定的一系列消毒隔离措施，对防止医院的交

叉感染起了重要作用。

在十年动乱期间，厉蟊华教授受到冲击。此时，她已年近花甲，有人好心劝她该歇一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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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没有放弃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坚持在门诊第一线。她说，一天没有听到患儿的声

音，心里就不踏实。当她得知农村儿科医生奇缺时，就主动下乡进行巡回医疗，培训乡村医生，

为农村病人送医送药；在血吸虫病流行时，她和当地医务工作者一起，开展血吸虫病防治。

． 近年来，医院不断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成为我省名副其实的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但医院的

外围交通矛盾突出，发展用地非常紧张，厉蟊华教授四处呼吁，致力于给患病儿童一条真正的绿

色通道，给医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景。

厉蟊华教授是我国儿科事业的老一辈开拓者之一，是浙江省儿科教学事业的奠基人。半个多

世纪来，厉蟊华教授潜心钻研儿科教学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她治学严谨，重视儿科学教研室的建

设及儿科人才的培养，重视临床教学，改进教学方法，自编教材，坚持集体备课及试讲制度，以

确保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她以身作则，带头忙碌在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她理论联系实际，
· 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她还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启发学生全面采集病史、仔

细体格检查、合理选用现代仪器化验及如何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鉴别诊断。她严谨的治学

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她高尚的医德医风，无形中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l · 厉蟊华教授凭着几十年在防病治病第一线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十分善于捕捉机会，进行临床
。

医学科学研究，并勇于瞄准研究的前沿，组织精兵强将，去攻克难关。 ，

50年代初，杭州某幼儿园儿童发生一种病，厉i雷华教授敏锐地发现这是急性传染性淋巴细胞

增多症在流行。她亲自到幼儿园指导医护人员开展防治工作，收集第一手材料，写成论文。这是

我国该病流行的首次报道，引起医界关注。

60年代初，她在整理医院尸体解剖的病理材料时，发现了婴幼儿巨细胞包涵体病，迅速总

结，写成论文发表，成为国内该病的最早报道之一，为该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份宝贵的

资料。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是医学界的棘手问题，她为攻克这个难题倾注了不少心血，为在防

治中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她提出了血清分型的研究。

70年代初，响应周总理关于“攻克肿瘤”的号召，她瞄准了被人们称之为不治之症的“血

癌”——白血病，发起了冲击。1972年由她领衔的／J,JLl刍血病研究组成立，并开设白血病专科病

房和随访门诊。当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单纯以西医的化疗难以征服白血病这个病魔，必须发掘

祖国医学的精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积极治疗白血病。花甲之年，她拜老中医为师，不耻

下问，学习中医。她采用祖国医学“扶正祛邪”的法则，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20余年来

的临床不懈探索，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1972年迄今共收治急性白血病患儿1000余例，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初治完全缓解率达97％，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初治完全缓解率达75％，生

存期明显延长。其中29例已停药存活5年以上，lO例存活10年以上，最长已达24年。有的已

结婚生子，身心健康，过着美满的生活。第一例白血病患儿是河南平顶山的一个矿工抱来的10岁

l 男孩，经她以中西医结合医治了5个疗程便缓解了，现已痊愈，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她指导研究

l 组的科研人员，对化疗药物及不同方案进行大量的临床医疗观察，数据分析与总结，特别是对我

国研制的三尖杉酯类生物碱新药治疗白血病做了大量详细的临床研究工作，从而肯定了该药的治

疗作用。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厉蟊华教授除开展对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外，还克服困难，建立了临床实验室，进行临床实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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