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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由原郑州市第四

人民医院与原郑州市工业医院合并成立的综合性医院。位于市文化

路与黄河路交叉II的西边、座北向南，占地41，633平方米。

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建国前是郑县天主堂医院，始建于一

九一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历时六十三年，经过三次更名，一九五三

年郑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时又更名为郑州市公教医院。院志的上限从

一九一二年写起，下限写到一九八五年。顺序分橛述、业务工作、

医教科研、总财务、人物志、‘大事记，共六篇十章。

编纂工作，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事

实，着眼实用，突出业务专业志的特点。取材以历史知情人提供为

线索，素材，以历史档案记载为依据。院志初稿承蒙同行及专业技

术人员提供许多宝贵意见，再次进行修改、补充和整理，鉴于笔者

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同志们指正。

’

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五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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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公彰医院旧址



原工业医院在西大街64号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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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正在给患儿作

视力检查。

利用同视机为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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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位

麦斜位

医师正在进行警形。}'术

手术后

岛状皮警全鼻再造手术一次成功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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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第一章 医院历史沿革

．； 第一节郑县天主堂医院(1912--1953)

t’清光绪卅年(1’9 0 4年)，在郑州市原慕霖路四号始建第一座天主教堂，1 9 O 6年

落成。意藉传教士贾师谊主持教务，1 9 l 2年(民国元年二月)，在教啭西边临街两同

平房门口，正式挂起了“天主堂医院’’的牌予。医护人员各一名，设备简陋，药品无

几，以看眼病为主，对教友及贫困者免费治疗，故又名“施药医院”。

’一九=四年(民国十三年)三月一日，医院更名为．“天主堂公教医院黟，业务用房

增至20间，开设眼、内，外三科，当时仅能诊治一般疾病，遇有疑难重症，常请永康医

院，留法医科大学毕业医师石永ll|会诊。
”

#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医院职工增至40余人，聘上海震旦大学(天主教办)

毕业医师沈锡元来院工作，日f-j诊量增至100人次左右，开设病床数张，开展兰尾炎，疝

修补等小手术。医疗设备有眼，外、妇产科、牙科一般常用器械，消毒有两台小型高压

消毒器，增设缝纫、被服洗衣房等。一九四五年，购进一台30毫安小型X光机，开展胸

透。
‘ ～-

卫生技术人员也不断变动增加，经聘沈之后，先后又聘用的有殷甫之，孙信孚，朱继

业、姜兆菊、赵中立，秦成修、黄玉洁等正式医药院校毕业的医师和擅长眼科专业技术

的医师常世謦，先后开展例睫、斜视、人造瞳孔、青光眼、白内障，眼球摘除等手术，

并举办眼科培训班，培养眼科医生13名，留医院工作的眼科医生有周琳璞、朱淑善。

外国藉医师有杜汉，谭一里、司徒康。司虽系大学毕业，但系学牙科专业，一九四

七年来院工作，主持外科业务六年多，看着图谱做手术，开展肠梗阻，截肢，胃穿孔修

补，胆囊切除，痔瘘等手术。但手术质量差，腹部手术造成肠瘘者，不乏其例，并兼做

妇产科手术，开展有剖腹产，予宫全切及卵巢囊肿摘除等手术，时有事故发生，郾师县

妇女王雪，正常怀孕，司误诊肿瘤，切除子宫。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飞机数次轰炸郑州，慕霖路总院只留一门诊部，重点业务转到

岗杜分院。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郑州前夕，院长贾师谊、樊奇才带领医院

职工避难贾峪镇天主堂，医院业务停顿。至日本投降后，岗杜分院医疗设备及卅张病床

运回总院。经过内部整修，恢复眼科，外科，内科业务，设换药室，注射室及化验室。沦

陷时期另谋职业的医生，也相继回到医院。四十年代职工人数最多达60—70名，病床80

余张，分一、二、三等。日门诊-1"作量150一200人次。一九四七年，霍乱大流行时，门诊量

日高达300—400人次。

．|，7／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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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公教医院于1 9 2 8年曾在岗杜建立过分院。医院拥有业务用房200间，门

诊设有眼科，外科，妇产科与内科，病床最多达100张，职工最多时有50名。日本投降

后，这里仅留--fl诊部。一九--Jh年，教会在乔家门设一眼科诊所，一九三二年迁至敦 ^

睦路，房18问，医护人员共5人，日f-j诊40一50人次，药械由总院供给，一九三七年曾

设夜市门诊。
^

1 9 5 1年，全国开展反帝(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同年三月一日，宣告医院独立，四
’

月成立院务委员会。一九五三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五月三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派

代表李文峰等五位同志正式接管医院，当时职工人数65人其中医师6人，护理人员39人，

药剂2人、助产人员3人，化验2人，行管，工勤13人，病床40张。医院占地面积37．3亩

(7490平方米)，房102问，医院更名为“郑州公教医院"。

第二节郑州市公教医院和第四人民医院(1953u1975)

医院接管后，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医院领导立即组织进入积极建设阶段。

一．基本建设：积极兴建和整修房舍，为开展业务创条件，l 9 5 3年初动工的门

诊病房二层楼，一九五四年竣工，使用面积1500平方米。同时翻修房舍50间，至年底增

设医务部，手术室、换药室，制剂室、急诊室等十个科室，并着手筹建血库及理疗室，

人员增至156人，病床125张。一九五五年又建立病案、统计，图书室等科室。

一九五六年在西院临街又兴建二层楼门诊部，一九五七年落成。使用面积1200平方

米，门诊各科迁入新门诊，原楼作病房。一九五八年时，全院共设业务，行管科室39

个。一九五九年统计，原有房舍及改建、扩建、新建房舍使用面积共计6961平方米。

二、医院整顿：于一九五四年春天，市卫生局决定医院与市第二人民医院合并，二

院作门诊部，公教医院作病房，开设病床200张，有眼、五官、外科、 内科及妇产科。

同年十月，医院改为外科专科医院。 ·

三，选派卫生技术人员外出进修，不断开展新业务、新技术，是五十年代至“文化大

革命”前发展医院业务的重要措施。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先后选派人员外出进修普外，胸

外，骨外、泌尿、妇产科、儿科、麻醉、手术护理、皮肤、x线诊断、血库、生化，细菌

等专业，同时投资lO万余元购买更新医疗设备。 ，

一九五五年实行了岗位负责制，三级护理，开始收治破伤风，一九五六年开展脾

切，总胆管手术、胃次全切等十余种手术I一九五七年在普外的基础上，先后开展胸

外、泌尿和骨科，开展脾肾静脉吻合术、门脉高压症，肺切，食道癌手术、椎间盘脱出，

肾及膀胱切除，输尿管移植等大中手术。门诊设立了综合急诊抢救室，一九五八年开展．

二尖瓣狭窄分离手术。同年建立妇产科病房，病床30张，四月成立内科病房，病床40张。

一九六一年成立小儿科病房、病床18张。同时，在外科病区设大五官科床6张。以外科

为主的综合性医院， 总床位发展至200张设有外、内、妇产，／bJD、中医，针灸、理疗，

皮肤、正骨、眼、耳鼻喉、口腔等科。一九六五年八月，在河南医学院胸外协助下，

首先开展体外循环下的心内直视手术“室外缺损弦。同年医院更名为矗郑州市第四人民

医院"。

·2·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医院成立嵇革委会矽。一九六九年八月，市革委会决定医

院为备战医院，同年十二月，医院全迁荥阳县贾峪公社的洞林寺。洞林寺房屋只有22间，

年久失修，透风漏雨，药品器材难以容纳，大型医疗设备及家俱露天堆放，医务人员安

置在周围的村庄居住。医务技术人员分别编成打洞，运沙、石、砖料，农耕，烧砖等组，

医疗设备搁置损坏，业务技术荒废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一九七三年二月，决定迁回郑

州。

迁回郑州后，暂在原二七区人民政府二楼办公，因房屋只有40间，仍难开展业务，

部分职工外出进修，学习或到外院帮助工作。一九七四年市生产指挥部决定原省建筑职

工医院旧址给市四院， 院内面积41633平方米，座西向东的门诊三层楼一座，一九七四

年秋天医院迁到门诊三楼办公。

第三节原郑州市工业医院

原郑州市工业医院成立于一九六0年三月。其前身是郑州市地方国营工业卫生所和

手工业管理局生产合作社联合诊所。 _．

地址在西大街中段，路北64号大院，面积4500平方米，房屋34间，一九五八年有人

员64名，计西医师8名，中医师5名，医士11名，护理员5名，西药人员7名，中药人员

6名，化验员2名、助产士1名、接生员1名，中医学徒2名，行管及工勤人员17名。外

科能处理一般常见病，开展了疝修补手术、异物取出、脂肪瘤摘除等。门诊设内、外(妇

产科，眼、五官、口腔科等列入外科)，针灸(理疗)等科。门诊日工作量达400人次，

病房设床15张。

同年，抽出十余人在手工业卫生所原址大同路34号筹办药厂，兼制医疗器械，筹集资

金6000元和部分家俱，开展制药。该厂于一九五九年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与二七制药厂，

商业厅制药厂合并成立郑州化学制药厂。、 。
”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更名为“郑州市地方工业医院"。设党政，财务、后勤

等办事机构，病床增至70张，工作人员增至60名，西大街64号作为门诊部，大同路34号

作为住院部，设内、外、妇产科病房，购置30毫安x光机一台，红外线和超短波治疗器

材及部分手术器械。 ”

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三年，医院先后在二里岗、三官庙设立三个分诊部。第一分诊部

设东关针织厂，第二分诊部设西郊柿园，第三分诊部设西陈庄。每个分诊部配备内科医

疗人员3～4名、主要应诊内儿科病人。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将分诊部撤销。

一九七O年四月医院迁到市文化路原省财政干校旧址，同年“五月一日”正式开

诊。门诊日工作量250一300人次。设病床100张，分内，妇产科两个病区，职工总数180

名。其中医师、士50名，护士、护理员54名，助产士4名，药剂人员21名，其它技术人员

13名，行政管理人员3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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