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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1、

．解澈：战争和挠美援摊浅每畦期，．我部卫生工作老在部队党委和
上级卫生部门领导吓，跟随部!队奋战t华东、中原枣朝鲜战场，参
加了‘宿翻匕，鲁煎，．莱卷盂良乩．淮海、．解放上海等重鸯战役和
抗美援朝战争，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卫勤第障任务，经晕了各种f锻

炼和考验。完成了六万三千余名伤员的救治和转运任务，-诊治病员：

三十余万人次，培养了一千五百余名卫生技术人员，积累了战伤救

治、卫生防病、冻伤防治、阵地保防和反细菌战的宝贵经哙在我

部卫生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我部各级医务人员为抢救伤病员，不怕艰辛，忘我地工作，勇：|

于承担艰苦的任务，带头为危重伤员献血，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

救护伤员。胡寿文等一百余名同志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英

勇献身的祟高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
一一

范。 ·

一

卫生战线的老前辈为我部卫生工作的发展，为保障部队作战∑

训练、施工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涌现出蒋南屏等数以百计的英雄、模

范和功臣。

．为纪录我部卫生工作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编写了这部

《二十军卫生志》。记述时间，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_九五二年

十二月，全文共五章十七节，算有前言和后记共十一万多字，图表

四十七幅，照片一百一十余张。五章分为：卫生机构的历史沿革；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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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卫勤保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卫勤保障；英模≯

大事记。

本志记载，了我部卫生历史和发展壮大过程中各时期的情况，如

实地反映了历史真实面貌，客观地总缮了经验教训，是一部传统教

育的材料。我部广大卫生人员’应认真学>--／老前辈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发扬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更大成绩，为开创我部

卫生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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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二十军卫生志》，

查阅和收集了大量资料，

序一

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走访了很多老同志，

参加编写的同

召开了座谈会，

对许多史实做了细致认真的核对、订正和整理，终于汇辑成册，如

实地记载了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卫生工作的历史。

二十军(及其前身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广大卫生人员，在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活跃在广阔的华东、中原和朝鲜战场

上，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英勇抢救伤员，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

治疗和转移了数以万计的伤病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创造了无数

的英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卫勤保障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

曲于广大卫生人员继承发扬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在党的教

育和军政后勤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培育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和忘

我的战斗意志的结果。同时，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也起到

重要作用。当时野战军卫生部领导同志和有些医生是曾受过正规医

学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收集一切可能得到的新的医疗

技术信息，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理战伤的成功经验拿来为我所

用，．例如检伤分类、分级治疗、组织手术队加强前方以及早期清创

和延期缝合。石膏绷带封闭疗法、大剂量输液防治休克、化学疗法

防治感染等，对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治愈率和减少伤残，争取早日

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同志来自贫苦的农民

家庭，他们参军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为了革命的需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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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困难勤奋学>--j，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医疗技术，并且善于把

学到的医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战时条件，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

就地取材开展技术改革。其中有不少同志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

力量。二十军卫生工作的战斗经历做为·个缩影，清楚地说明了，

在革命战争中我们不仅战胜了敌人在军事止经济上的封锁-而且通

过自己的努力矗．也克服了卣．于敌人在科学文化上对我们：的封锁而造

成的困难，赢得了战时卫生保降的胜利‘、 一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时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很多，分布在从纵

队部到：团．{、营的咯级浅斗部趴。她们不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艰难困

苦的战斗环魄．毫不逊色地与。男惘：志一道并庸作战．，辗转跋涉于高+

山崇岭、平原大川．之间，经魇了千难万检，．并且涌；现了如蒋南屏同．

态那样蜘英雄模范。我们弛永远缅怀j着胡寿文恳志等在我们身边倒!

下去的许多比友，他们为了一中?国认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保卫祖国和

支援国：际主义斗争j献．出了塞竞的：年轻生命。 。

这本反映二十军卫．生勤务光荣历史蜘卫生志，．大量篇幅写的是

四：卡年代、五卡年代初：的；事，可供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戬军优良

传统，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军队卫生工作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事业。

黄 乎

一九／＼2i；年一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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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卫生机构的历史沿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此时，7国民党坚持其

卖．国、．独裁、内战均方针，勾结反动势力，妄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

党。遵照党串央、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的对敌斗争方针和调整

、战略部署二以及集结兵力t的指示，新四军苏浙军压第二、·第．四纵队分

别于同年九月二十洄，二十二旧撤寓浙东、浙西等江南根据地，

i向：江北集：结。最同年十一凋十j日在江苏省涟水与新四军苏中军，区教

导第一旅统一进行整编，组成．二十军妁前身一新|四军第一纵队．，
．辖第_j第二i第三旅，每：旅辖三个步兵团。

第一旅，由原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改编。其中第一团的蔚身，是

在第二欢；国：内津命战争时期发展起·乘的。一吏闽东人民革命斌-装，即

；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一九三四年春：改称润东工农：红军独立团，，

洞年十润敢称l闽东__工哝红浑触．立师，在阆东地：区坚持了三年蝣击战

争。●九三七年十二凋。，澉编为菲四浑第三支队二第．六阎。一九三九

弹羝。予丹《阳乳北与措文蔚都莹洽，；改编为新’__四军挺进÷纵队。砒

；时，挺进纵队已泌有浑．医处，靖压保股：材料股和休养所；团设有

卫生队。；营有沤资新；莲有丑洼员。共有i医务火浸七十余叭。。_九

四?o年挺进纵队墩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笫_旅，原浑医处改称卫生

都，增设总务激湘卫囝Il队。、，一九泗五辱芝四凋，第一旅政编为二苏澌军

区第二四纵队，卫生组织机构未变，纵队卫生部部长赵÷国、宝，继任徐



杰三、李康侯，副部长郑素文，医务主任夏俊。共有医务人员一百

二十八人。 o．‘ ． √

第二旅是由原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改编。一九三九年五月，以

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为基础，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

称“江抗”’)，江抗北上后，留有三十六名伤病员和二十多名常备

队(亦称武工队)，在阳澄湖畔坚持武装斗争。一九三九年冬，奉

命重组“江抗”时以上述人员为骨干组成了特、务连。一九四。年

春，又以特务连为基础，扩建为第二支队，即“江抗东路”。此时已

有一个由四名医生和十多名护理员组成的初级形态的医院。一九四

一年三月，这支扩大了的人民武装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卫

生部长盛立。一九四五年七月改编为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旅仍设

有卫生部，辖医保股、材料股、’医院和卫训队；，团设有卫生队；营

有医务所；连有卫生员。卫生部部长梁玉贵j医务主任李善导。全

旅共有医务人员一百零五人。
。

第三旅是由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改编，是一支浙东成长发展起

来的游击武装。一九三九年在上海浦东初建·，最初仅是●支十余

人的隐蔽武装。一九四一年南渡杭州湾到浙江省镇海：慈溪，余姚

以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二年夏，华冲局派谭启

龙、何克希等人去浙东，组成了中共浙东地区委员会，统一领导浙

东、浦东的党、政、军工作。二九四四年一月正式成立新四军浙东

抗日游击纵队(简称浙东纵队)，番号为苏浙军1区第二纵队，辖第

三、四、五及淞沪、金(华)肖(山)等五个支队。纵队设卫生部，

辖医保股、材料股、晓岭后方医院(晓岭后方医院分三北分院和

余姚分院)和卫训班，团设有卫生队；营有医务所；连有卫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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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庄秉。全旅共有医务人员九十八人。 一

纵队成立时，第一、二、三旅卫生组织机构比较健全，但纵队

部尚无卫生组织机构。纵队成立后，新四军卫生部派来沈华新、王

子洪：孙冠陆、奚风四名卫生干部，随带两担药、一架显微镜和一

箱化验试剂，负责纵队部及直属队的医疗保健工作。同时，调升本

纵队第一旅卫生部部长李康侯任纵队卫生部副部长，谢井任医务主

任，负责纵队卫生部的筹建工作。由于纵队当时准备进军东北，执

行发展东北解放区的任务，纵队首长决定到东北后再逐步健全卫生

部机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部进抵山东省莒县，由于国民

党反动派已向华东进攻，军委电令我纵队停止北上整训待命。在此

正式成立纵队卫生部，直属纵队部领导(当时纵队部机构是：司令

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共有卫生干部八名，勤杂人员四

名，对各旅尚无保障能力。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由二旅三团休养所和三旅卫生部的

一部分医务人员，在山东省费县组建了纵队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同

时，建立了药房和化验室。卫生部人员五十余人，能收容纵队直属单

位的伤病员，并负责下属卫生单位的联络和部分药材的供给。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兖州战斗结束。部队移至楼德、华丰地

区进行战备休整。在此，兖州战斗中的部分重伤员需要收治，纵队

卫生部救治任务加重。根据纵队首长指示，成立了医保科、材料科

和总务科，同时配备了政工干部。卫生部人员增至八十余人。

一九四六年五月，纵队组建特务团，该团卫生队随之成立。同

年六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地进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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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战开始。纵队在山东大汶1：1、泰安一线拔除了‘一部分敌军据

j点，于七月四日北上胶济线，各旅留下的小休养单位，在蒙阴北楼

后方办事处成立纵队后方医院。同年九月，特务团卫生队随部’队编

入一旅三团。十月，山东滨海军区．四分院奉命来我部帮助工作，后

编为我纵队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同年十一月，我纵队经过峄(县)

东，峄(县)南两次防御作战，减员较多，兵员未得补充，为利于

再战，第一旅第二、三团合编为第二团，第二旅第五、、六团合编为

第六团，卫生机构也，随之合并。

一九四六年底，进犯鲁南之敌遭我屡次打击伤亡重大，龟缩于

枣庄、峄县等地区，．1暂：取守势。我纵队奉命在鲁南地区进行战备休

整。纵队在吴家风落召开会议，总结四个月作战经验，本着精减机

构，减少层次，提高工作效率的精神，决定撤消旅级卫生机构，其

卫生人员充实加强到纵队部：后方医院改称野战医院，辖六个休养

所。卫生部增设了卫生学校，部机关设政治处，原医保科分为医政

科和保健科。此时，卫生部部长黄乎，政委杨+逸麟，副部长李康

侯，医务主任谢井，纵队部医务人员四百五十七人，连同警卫、通

讯：担架员和事务员共计一千三百零七人。担负全纵队卫生业务领

导和伤病员的收治转运任务。

二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

为华东野战军，戢部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所属笫一、第二、

第三旅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师；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编入

我纵队为独立师，纵队卫生部改称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编

制未变。

一九四七年二月，为适应战伤救护工作需要，在莱芜西南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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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公里：j的蒲一注广纵队卫生部手：术室由原来的七、，八人j扩大到三十佘

+入。恫年三月j j纵队成立山母包团，该团卫生队髓之成立。：山’东文

登、乳山担架团和平邑担架队来我部：随军服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下甸．，’孟：良．崮．战役大捷，。敌被+遣暂。时取于皆

鸯j我部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坦埠地区休整。休整中，总结了孟良

，：崮战役均经验，认为师没有卫勘：保博力量，．纵队直接保障到团，不

适应机动作战需要。根据纵队决定恢复师卫生处和休·养所。一随将第

三休养所和其它所的部分医务人员补充各师。 团以上各级都建立

了建制担架分队。：纵队和师成立了后勤部，由原来的司、敛、供、

卫改为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供给部、卫生部归后勤部领导，

原卫生部部长黄乎任纵队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此时，胶东

军区西海军分区独立第三团编入我第一师为第三团，东海分怄独立

第二团编入我第二师为第五团；同年九月十七且，第三师第七，、、第

九团合编为第七团，九团卫生队随部队合编。

一九四七年十月，部队在山东定陶进行休整，纵队卫生部医

政、保健两科合并为医保科，取消了野战医院，原五个休养所改编

为四个：医疗队，其中第三队为手术队。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华东局转中央军委电令，独立师调离

戬部归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 ·

7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旧，根据上级指示，纵队卫生部第四医疗‘

队改为休养所，归属华东野战军卫生部第十六医院。同年九月二十’二．

甘该所归建，仍为第四医疗队：二十三日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第三

团编入第三师为第九团，该团卫生机构随之编入。至年底，·全纵队

i医务人员共一千三百八十七人。(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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