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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沿着历史的长河向上追溯，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南隅，一所百年医院向身边的古运河倾诉着

她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建立扬州浸会医院，几十张床位、几个专

科，经过一百年充满机遇与挑战、艰辛与成功、梦想与光荣的漫漫征途，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和孜孜追求，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760张床位、21个病区、37个专业学科、16个医技科室、17

个临床教研室、3个专业实验室、2个临床研究室、7个硕士研究生带教点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辉耀古城，溢彩杏林!

百年医院、百年沧桑、百年辉煌。医院始终坚持“救死扶伤’’的方针，秉承“仁、爱、精、诚"的理

念，广大医务人员一代一代辛勤耕耘，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为扬州地区以及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诊治、

挽救了大量的病人，也把爱心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医院传统的医疗技术，而且

弘扬了医院的人文精神；不但创造了医院的辉煌，也为扬州的卫生事业乃至扬州的发展写下了光辉

的篇章。医院一百年的历史凝聚了几代人的汗水和心血。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相信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志》，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提供借鉴，起到存史教化、崇尚前贤、激励后昆的功

效，对医院今后的建设不无裨益。

回顾百年，面向未来。进入新的世纪，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新的征途上，

机遇与挑战并存。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对保障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面临的市场竞争也将

越趋激烈。医院坚持以德为先、以人为本，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与开拓创新的意识，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有关创建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现代化医院的宝贵意见，结合现代医院科学管理规范，制定了

医院发展建设的整体规划，并已经付诸实施。一座气势恢宏、风格独特、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现代

化医院将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扬州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诚挚地希望江苏省苏

北人民医院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办院方针，履行医务

人员的神圣职责，不断壮大规模，提高装备水平；也希望苏北人民医院，能够不断提高和改善医疗技

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还希望苏北人民医院把医疗、科研和教学紧密地结合起

来，培养一批名医师、名护士、名院长；更希望苏北人民医院不断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文明新

风，把爱传播人间。

衷心期望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能以一流的规模、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为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服务，以支持和保障扬州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谨祝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百年老树”又发新枝，枝繁叶茂；百尺竿头更上层楼，再创辉煌!

扬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农蛾。
二oo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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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正所谓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其功用就在于“存史"、“资政”、“教

化”，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医院，其前身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开办的扬州浸会医院。这座医院的成立，开创了扬州近代西医的先河。百年老院，有创业的

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百年沧桑铸辉煌，历经辛苦皆成歌。一代一代的“苏北人”用精湛的医术、

仁慈的爱心，用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热爱，为医院的创办、发展、壮大奉献了青春、热血和才智。

一部医院的创业史，就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奋斗史。历史是不能忘却的，编纂出版一部院志，正是为

了抢救历史资料，传承历史，温故知新，前有所稽，后有所图，从中获取教益和启示，其意义十分深

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志》时间跨度上起1900年，下至2000年，大事记、概述延伸到2003年，

全面记述了医院的发展历史，是医院百年来人和事的真实记录，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书。这

部志书凝聚着修志人员和方方面面人士多年来为之倾注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

支持院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专家致以崇高的敬

意!

新的世纪，新的希望。进入新世纪的苏北人民医院继承百年优良传统，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以病人为中心，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回顾

过去，我们每一个“苏北人”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又深感任重道远。我们正在创造

苏北人民医院新的历史，我们也必将书写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盛世修志，我们幸逢其时。值此《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志》即将付梓之际，欣喜十分，谨以为序。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院 长

党委书记

二oo三年十二月

伽碉托九毒习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医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限断至2000年，概述、大事记延续到2003年。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记、述、传、图(照)、表、录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

体。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必要时设子目，共分16章75节。

五、本志纪年，清代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公历年、月、日及用以表示人和物的数量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年、月、日和一些数字作

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使用汉字表示。

八、人名使用，除引文外一般直呼其名，必要时加职务同位语。

九、各种表式均采用科技书刊的通用格式。

十、本志第十一、十二章从宏观的角度，综述医院教育与科研情况。第六、七√＼章专设“教学”、

“科研”二目，分述各业务科室教学与科研情况。

十一、本志人物传略按“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在医院建设发展中有突出事迹和影响者，以卒

年为序；简介收录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省市中青年专家、省名中医、省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省

“333 I程”培养对象，以生年为序；名录收录获得市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市级以上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级以上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代表。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文献、档案及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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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即扬州大学临床医学

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是在创办于清光绪二

十六年(1900)的扬州浸会医院和成立于民国35

年(1946)的江苏省立扬州医院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起来的。院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南通西路98号。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江苏省苏北人民医

院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以其“博爱”的情怀、先进

的设备、精湛的医术，呵护生命，祛病强身，救死扶

伤，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

翻开最新的扬州市区地图，医院的区位优势

跃然纸上。她位居老城区西南部，东依古城，西接

新区，与正在崛起的大学城相邻。东南濒临连贯

长江的古运河，西南隔河与风光旖旎的荷花池公

园相望。这得天独厚之地正是一个世纪前扬州浸

会医院旧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国在华基督教南

方浸会联合会国外传道部(简称西差会)派医师伊

文思(Dr．P．S Evens)到扬州，在扬州南门星桥西

街21号(今扬州市南通西路98号)创办扬州浸会

医院。这是一所美资津贴的教会医院，隶属西差

会上海办事处和江苏基督教浸信会联会。成立后

近20年问，医院一直以简易门诊为主，业务发展

缓慢。

民国lo年(1921)至民国16年(1927)，医院

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陕速发展期。随着数千平方
米病房楼、西教士(医师)宿舍楼、护士楼等一批新

院舍陆续建成使用，医院规模迅速扩大，业务发展

较快。约在民国10年(1921)左右，医院已能施行

手术治疗乳腺癌，“外科手术已享有盛名，许多病

人远道赶来投医，络绎不绝于途”。民国11年

(1922)，在院内创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培养护理

综合性医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跻身于全国

三级甲等医院行列。

纵观医院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兴衰强弱

与国内外时局及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世

纪20年代、50年代以及90年代，是医院发展史

上三个比较明显的快速发展期，而20世纪30年

代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医

院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缓慢发展甚

至停顿状态。

专业人才。民国13年(1924)，扬州浸会医院院

长、美籍医师邰尔(Dr．Adsian Taylor)应北京协

和医院的聘请，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兼协和

医学院外科学教授。

民国16年(1927)起，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太

平洋战争等先后爆发，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扬州

浸会医院各项业务几度停顿，又几度恢复，起伏不

定。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差会陆续派来施坦普士

牧师(Dr．D．F．Stamps)、安鼐森医师(Dn Nelson

Bryan)、海林士医师(Dr．Harings)、惠特女士

(Miss Wheat)等美籍医护人员，联合国救济总署

和美国教会援华会送来大批医疗器材、药品物资

(其中病床150张)，医院的各项业务得以逐渐恢

复和发展。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扬州浸会医院作

为华东地区一所重要的教会医院，虽几经沉浮，但

院址始终未变，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的管理体

制，以及临床医师和主要管理人员以外籍(主要是

美籍)人员为主的特点未变。至20世纪40年代

末，扬州浸会医院已发展成占地9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近5000平方米，有内科、外科、妇产科、手术室、

药房、化验室、放射科等业务科室，有一定规模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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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西医综合医院，其中以外科(包括手术室)和放 射科(X光透视)影响最大。

打开医院的离退休职工花名册，健在的老职

工中，来自省立扬州医院的老同志不乏其人。他

们离退休前多为医院各科室负责人或业务骨干，

也正是他们，或参与了省立扬州医院的筹建，或亲

身经历了省立扬州医院改名为苏北人民医院的过

程，后又共同见证了迁入扬州浸会医院院址后近

半个世纪来医院的发展历程。

民国35年(1946)6月，江苏省立扬州医院筹

建时，省卫生处即对医院的规模、功能有明确要

求，“要能容纳床位250张，承担整个苏北地区的

医疗卫生和人才培养任务”。7月，设址扬州打铜

巷3号，正式开诊。民国36年(1947)4月，住院

部迁入扬州北河下186号。民国37年(1948)12

月，医院南迁宜兴和桥镇。民国38年(1949)7

月，医院迁至泰州，并改名为苏北人民医院。1950

年1月，迁回扬州北河下原省立扬州医院旧址，

1953年3月，迁入扬州浸会医院旧址。在短短几

年中，因业务发展需要或时局变化所迫，医院数易

其址，不但医疗业务没有停止，而且人员队伍、业

务科室、诊疗范围均有所发展，特别是迁回扬州北

河下省立医院旧址后，随着院舍条件的改善和国

内形势的El趋稳定，医疗、教学业务全面发展。

江苏省立扬州医院成立初期，仅有工作人员

1953年3月，苏北人民医院迁入扬州浸会医

院旧址，是医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此后lO余

年，医院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期。省立扬州医

院的人员、技术和设备与扬州浸会医院良好的院

舍条件和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医院的快速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贯彻落实国家知识分子政

策和中医政策，一批名老中医被吸收入院，医院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要看病，

到‘苏北"’，逐渐成为苏北地区老百姓就医的自然

选择。

迁入浸会医院旧址。院舍条件迅速改善。

1953年3月，苏北人民医院迁入扬州浸会医院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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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人，床位30张，设内科、外科、妇产科、药房、

化验室、X光室等少量业务科室，以诊治部分常见

病为主。至1950年，苏北人民医院已有职工164

人，其中卫技专业人员近100人，床位100余张，

临床科室增加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咽喉

科、眼科、牙科7个，收治病种120余种。1950年

12月，苏北行政公署卫生局明确“苏北人民医院

为教学医院，培养中级医卫人员，为全区专科治疗

中心”。外科能施行剖腹探查术、植皮术、尿道修

补术等手术和大便、小便、血液、痰液、分泌物溢液

5项检查，内科能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胆囊

炎、肝脓疡、肝硬变、肾结石等常见病和伤寒、副伤

寒等传染病。先后开展封闭疗法、鸡胚疗法、组织

疗法等新技术，在省内乃至国内较早施行腰部交

感神经截除术、白内障手术及巩膜切除术等较复

杂手术。1951年12月，苏北行政公署决定，将

“苏北第一护士学校与苏北助产学校改归苏北人

民医院领导，由院长邢白兼任该两校校长，医务

主任夏元贞兼任该两校副校长”，医院开始承担

教学与人才培训任务，举办苏北在职干部培训

班、中医进修班、检验训练班，为各县市医院培

养大量专业人才。医院在苏北地区医疗、教学的

中心地位初步形成。

址，时有综合楼1幢、平房4座、西式两层住宅楼

6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

时，如此良好的院舍条件，对人员、技术等已粗具

规模的苏北人民医院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不

仅如此，为适应医疗、教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

政府批准，医院扩征土地，以扬州浸会医院旧址为

基础，划定南通路以北、屈巷以西、淮海路以东为

医疗区，扬州浸会医院旧址以北为教学区，医疗区

占地面积扩大了近10倍。此后数年，院舍建设和

环境改造步伐进一步加快，门诊楼及其附楼、内科

楼加接楼、院内花园等一系列工程陆续竣工投入

使用，院舍条件大为改善，为医院各项业务快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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