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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59年初甘肃省卫生厅和兰州医学院决定在原兰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萃英门旧址上设立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从那时起，经过

几代人四十年的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兰医二院已成为省内外享有

盛誉的融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医院，是省内首批挂

牌的“三级甲等"医院。

在兰医二院所在地一萃英门进行医疗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 932年，经当时甘肃省政府的批准，在甘肃学院创办了医学专修

科。从此，萃英门就成为我省最早的医疗活动中心，直到今日。

1948年底，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建立后，萃英门的名字就

紧紧与民众健康的脉膊连系在了一起!虽然时光已越过五十年有

余，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兰州们至今仍亲切地称兰医二院为“兰大

医院”。

解放后，特别是兰医二院建院以来，在甘肃省卫生厅和兰州医

学院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过医院历届党、政领导的积极努力和

全院职工的勤奋工作，医院的医疗质量不断提高，科研工作逐步开

展，医院规模有了扩大，医疗条件逐步改善，为医院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人员队伍发展壮大，

业务水平迅速提高，医院科室设置不断完善。特别是近十年来，医

院的软、硬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专业设置日臻合理，形成了以神

经病学，泌尿外科学、骨科学、皮肤病学和眼科学为优势学科，其

它各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到1999年，全院发展为24个l临床科室、

10个医技科室、3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6个临床治疗及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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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医技人员832人，初步建成了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

院。医院非常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现己形成以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进修生教育为主的教学机制和以“三所一室”为龙头的科学研

究机构，拥有一支结构日趋合理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队伍。近几年

来，医院还特别关注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使之成为医

院进一步发展、提高的坚实基础。

建院以来，兰医二院已走过了四十年的行程，经历了艰苦创业

阶段，“文革”坎坷阶段，改革开放发展阶段及完善阶段，这是一

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其中融汇了医院决策者的辛劳，医学工作者的

智慧和广大职工的汗水，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兰医二院的今天。

．四十年是不惑之年，在此时去触摸历史的脉博，总结历史的沉

浮，寻找历史的楷模，以激励当代的兰医二院人在新的世纪开始的

时刻，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将兰医二院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出

于这样的愿望，医院党、政领导于今年初决定成立“院庆"资料编

辑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院志。在一些老同志、老专家的关心帮助

下，在各科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院志编辑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的

积极努力，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院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兰

医二院已走过的历史。

由于档案初建，史料不全，加之编写水平有限，虽经反复核

查、修订，错漏仍在所难免，竭诚欢迎院内外读者匡正，以便于日

后编志者加以核实修正。

唐如胆蜘
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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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志 1959~1999

第一篇历史沿革

第一章初创时期

第一节创办的时代背景

‘

1932年12月，经当时甘肃省政府批准，甘肃学院(校址在西关萃英门内)创办医学

专修科，简称“甘院医科”。1933年，经当时甘肃省政府批准，将省属中山医院(院址

在兰州市旧南关，成立于1928年9月，时有病床50张，医护人员30余入)作为甘院医科学

生实习的附属医院，李克生任院长。1934年至1936年间，先后由邓春膏(甘院院长)、

王景槐、宋子安、王兰亭担(兼)任院长。1936年医院归并于省立兰州医院(院址在萃

英门内，成立于1934年10月，1941年4月与西北医院合并)。1942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批

准，在甘院医科的基础上，建立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校址迁往兰州市西郊上西园。

1945年至1946年，按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决定，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国立西北医学

院兰州分院。在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时期，均因教学、实

验和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无力附设医院，当时学生的临床实习只能借助于国立西北医

院，于光远教授、杨英福讲师等在国立西北医院兼职从医。1946年3N26日，行政院第73

次会议决定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是年夏，将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归并兰州大学，改

名为兰州大学医学院，院址由西郊上西园迁回到西关萃英门内。从兰州大学医学院建立

至1948年，仍无附属医院，医学院学生实习仍在国立西北医院(1947年ion改为中央医

院。即兰州军区总医院前身)。

第二节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创立

国立兰州大学成立后，为了早口设立医学院附设医院，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

医学院院长于光远、乔树民等四处奔波，积极筹建附设医院。1948年2月7日呈请教育部

批准附设医院编制计划l58名。其中医职人员98名，技工20名，工人40名。1948年4月1日

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院址在萃英门内由原平房改修，

计划设100张病床及员工宿舍，并拟另建门诊楼一幢。1948年4月2日教育部核准拨给国立

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增设病床开办费法币五千万元；是年7月又拨给医院修建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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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亿元法币。另教育部指令，将原配发英士大学医学院逾期未领的医药器械24《■给国

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1948年12月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宣告成立，先由

医学院院长乔树民兼任院长，1949年后由杨英福担任院长。医院成立之初，仅设有门诊

部．业务科室分内科(主任杨英福)，外科(主任张季兰)，妇产科(主任陈宝珍)，

小儿科(主任唐家琛)，五官科(主任吴衍光)，皮肤科(主任刘铭锐)，检验室。虽

各科均有专任医师，侣共有19人．且房舍破旧，地址狭小，设备简陋，医疗业务的开展

面临很大困难。1949年4月，始添置木板床32张，成立住院部，开始收容病人。此唰全院

工作人员47人，其中曼护人员23人，行政及勤务人员24人。在设备方面主要基础为美国

援华会剩余物资，其中部分器械尚可使用，大多系冷滞积压难以使用者：当时除有两架

显微镜外，别无任何精密仪器。加之建院之初正值国民党统治趋于崩溃之时，医院建设

规划与实际实施有很大差距，面临人力、物力极度缺乏的困境，各项业务工作，}l是勉强

维持。业务方面，绝大多数疾病诊治依靠临床经验进行，外科因手术器械缺乏所限，只

能开展一些急腹症等手术。自建院初到全国解放时，先后在医院工作的专家有：英国爱

丁堡大学医学院留学生、著名皮肤病学专家、我国皮呋病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于光远教

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生、消化性疾病专家、我国开展胃镜检查术的先驱杨英福教

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内分泌学专家杨浪明教授；著名神经精神病学专家唐家

琛教授：血液病学专家张爱诚副教授：外科学专家张季兰副教授。还有崔志孝、张令翊

、张克信、冯守诚、王致和、刘铭锐等医师。护理部主任毛经纬，护士长何梅魂、毕莲

香，护士杨白珍、麻玲芝，助产士刘颀等。

第二章沿革

第一节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时期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10月下旬成立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医院为兰州大学医学

院附设医院，仍由杨英福担任院长。在兰州大学及其医学院和附设医院领导的努力和各

方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医院得以逐步发展。自1950年后．檀吉元、史成礼、许晓琴、张

兰仙、张汝翼、尹良培、郑认同、王水铭、王肇普、许自诚、熊天民、刘翰、逯志超、

史培柱、汤文章、张洲仞、邢租林等相继来院丁作，史成；L来院后任医务总干事，协助

院长负责医疗工作。到i954年病床增至120张，医护及其它工作人员131名。在科室设置

方面，1952年唐家琛教授从美国留学回国，创建了神经精神科，设床位30张，其中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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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lO张，精神科20张：张令翔负责创建了放射科，当时仅有一台美国产30mA分体式X光

机，机房简陋，基本无防护措施。1953年刘振强等创建了牙科。医疗业务方面，杨英福

教授于1952年在_乇永铭医师的协助下开展了软式胃镜检奄并在首届中华医学会年会上作

丁题为《胃镜检垒及其诊断价值》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该论文在中华内科杂

志发表后，被一再引用，是我国最早关于胃镜应用的一篇文献：神经精神科开展了药物

休克疗法。1954年尹良培教授实施的～例“二尖瓣闭式分离术”为西北地区酋例；放射

科于1954年后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胆囊及月丌道、支气管、膝关节造影等特殊检查。兰州大

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T作量如附表1：

表l

糍⋯簏需鬻糍鬻蒜
1949焦

1950每

195i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9335

32235

35099

57746

58150

82709

32 269

32 572

50 929

80 1003

80 1 164

120 1660

71．4 8．4

83．5 17．8

79．6 l 8．58

78．6 12．5

86 14．5 87．8

89．8 3．4 20．75 88．0 13．5

第二节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时期

1954年9月1日兰州大学医学院从兰州大学分出独立建为兰州医学院，其附设医院随

之改为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为杨英福教授。同年在兰州市东郊(即兰医一院现

址)开工兴建医院大楼。1955年刘尚哲调入医院并开展了白内障手术。1956年，附属医

院之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及五官科与省综合医院(即甘肃省人民医院)合并，病床增

至200张。是年韩哲生教授自武汉调入附属医院工作，开始筹建神经外科，当年即施行了

甘肃省首例垂体瘤切除手术。1957年8月，东郊新楼落成，附属医院遂自筚英门旧址迁往

东敬新址，病床增至457张。同时与省综合医院合并的原附属医院人员全部返回，萃英门

旧址则成为附属医院下属的门诊部，在此所诊病人，需住院者，由专车送往东郊。同年

成立了传染病房，收治麻疹等传染病患者。从1957年至1958年在业务上开展了脾肾静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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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术，肺叶切除术，总胆管空肠吻合术，建立心电图室并开展心电图检查，气管内滴

入治疗肺脓疡，肺结核的防治，传染性肝炎的防治，深度x线照射治疗溃疡病，卵巢囊

肿切除术，宫颈环形切除术，骨关节韧带成形术等。1955．1957年，医院年门诊量f1394992

人次增至173237人次，总病床数由120张增至330张，年住院人次由1671人次增至2738人

次，病床使用率87．3-96．0％。

第三节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时期

1957年医院迁址任务完成后，兰州医学院即决定设两所附属医院，在附属医院萃英

门原址上兴建病房大楼。1958年12月新建病房大楼(即现外科大楼)除部分尚待检修外

基本竣工。奉省卫生厅(58)卫办字第048号和兰州医学院(59)院办字第004号文件指示，1959

年元月26日正式命名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于1959年2月中旬先行收容脑系精神科、

肿瘤科、泌尿外科、皮肤病、传染病等病人；3月下旬设立了妇产科病床35张，将传染病

房改为内科病房(病床40张)，同时将外科的肿瘤专业与东郊新址医院的骨科对换。

1959年4月19日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原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萃英门旧址正式成立，

东郊新址设立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当时兰医二院党支部书记为全黄春、院长由兰

医一院院长杨英福兼任、副院长为许春晖。原兰州大学旧址全部房地归留兰医二院(此

前兰州大学已迁往盘旋路新址)。此时，有正规病床318张，简易病床120张，临床科室

有：内科(主任杨英福兼)．外科(主任韩哲生兼、副主任史成礼，分为普通外科、泌

尿外科、骨科三个专业组)，妇产科(主任崔志孝)，皮肤科(主任刘铭锐)，眼科

(主任郑效惠)，耳鼻喉科(负责人史培柱)．口腔科(副主任张博元)，脑系科包括

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两个专业(主任韩哲生)，精神科(主任唐家琛)，中医科(主任

查国科)及预防保健室，门诊部包括急诊室(主任徐忠德)，手术室；医技科室有：放

射科(主任郭景岳)、理疗科(主任王志宏)及药房．供应室；行政科室有：办公室、

临床教务科、事务科、人事科，附设图书馆(隶属于办公室)。时有编制内职T382入，

其中医务人员79人。1960年丁自生担任党总支书记兼院长，韩哲生、，张训初担任副院

长，4,Jr,科自内科分出独立建科(主任逯志超)。1963年成立了病理科和药剂科，改出

入院管理处为住院处。1964年省卫生厅确定脑系外科为重点培养科室，在外科增设了

胸心外科专业组。1965年各病区科室设置如表2·

兰医二院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是：认真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严

格的规章制度，即：急诊抢救、查房交班、会诊、转科、转院：术前术后讨论及重大手

术审批；分级护理和医护包干，三查三对：隔离消毒、医疗差错、事故管理；病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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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65年各病区科室设置

注：①八病区为一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设精神科病房．

．
②九病区系院内平房，设中医科病房．

及保管统计；剧毒药品和麻醉药品管理；保护性医疗等制度。根据卫生部颁发的“医学

院附属医院住院医师培养考核办法”制定出具体的住院医师培养考核办法及对护理辅助

人员培养考核办法。同时，通过学习试行“医院工作条例”(草案)积极提高医教质

量，改善服务态度，大力开展新业务，大力整顿医院秩序，严格执行有关医疗工作的各

项规章制度，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1962年成立了院务委员会(如图1)．

1964—1965年．林明伟担任党总支书记，齐有声担任院长，韩哲生、张训初、田中

玉任副院长．普外科自1960年始，相继开展了全胃切除术、脾脏切除术、直肠癌根治

术、胆总管探查术等：泌尿外科和骨科相继开展多项新业务、新技术；胸心外科于1964

年开展了心内直视手术：神经科相继开展了颅脑外伤的各类手术、脊髓侧索切断术、巨

大听神经纤维瘤摘除术、颅内肿瘤切除术、枕部动静脉畸形手术及气脑造影、脑室造影

等技术；内科相继开展了软式胃镜及管式乙状结肠镜检查，同时在原兰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开展的硬式气管镜检查、人工气胸、气腹、气管滴入等疗法的基础上，于1960年始开

展了肺功能测定：耳鼻喉科开展了鼓室成形术；眼科开展了巩膜折叠玻丝填充术、黄斑

裂孔封闭羊膜植入术．有关科室开展了脑电图检查及肾动脉造影等。

在教学方面．由I临床教务科具体主管，1962年成立了10个临床教研室(如图2)承担

兰州医学院每周74学时教学任务和进修医师的培训．与此同时，大力开展新业务．积极

进行科研工作．截至1965年，开展新业务299项，并逐步开展了科研工作。

由于兰医二院建院之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医院建设在财力、物力和人力都

面临着很大困难，因此发展速度相对滞缓，病房收容量与病员住院需求存在很大矛盾，

特别是当时门诊只有728m2空间，而年门诊量30余万人次，这种门诊有限的接诊能力与

大量的门诊就诊量之问形成很突出的矛盾，病人大都凌晨即来门诊排队挂号．但因医院

采取限号措施，很多病人排队等待几个小时后仍挂不上号，对医院有很大意见，甚或常

有骂街者，给医院造成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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