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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是建国后的新建行政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地方志”专著，更

无“专业志”可谈。现在，《海淀区卫生志》已编纂出版，实属首举，深感

欣慰。

为了编纂《海淀区卫生志》，有关同志四年来，广征史料，认真核实，

伏案编写，反复推敲，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全体修志同

仁和积极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及大力给予支持和协助的有关人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发扬悠久文化、衔接历史演绎的一种传统做

法。《海淀区卫生志》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史实，较详尽地记述了海

淀地域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文章详今略古，着重介绍了建国

45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这

些成绩集中体现在海淀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对改革开放、经

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旧中国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

的。此外，志书也如实的记述了十年“文革”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破坏及

60年代初的“浮肿病”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憾事和流行疾病。这些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编纂《海淀区卫生志》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其目的在于借

鉴历史，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

坚信，海淀区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一定会用勤劳和智慧描绘出更新更

美的图画，以更加辉煌的医疗卫生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丽'吞
2000年5月29日



凡例

凡 例

一、《海淀区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述海淀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二、本志采用记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体裁有概述、大事记、

志、表、录并辅以少量图和照片，共分13章、47节，节以下分目或无标

题层次。

三、鉴于海淀区建区较晚，区划几经变动，故本志书上限追溯到可

查到的最早史料，下限断至1995年。

四、各种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写全称，以后用简称，机构名称前一般

省略北京市字样。名称前的海淀区有时省略海淀字样，只冠以区。

五、本志度量衡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数字使用阿拉伯字，单位使用

汉字，成语、惯用语、专用词中的数字用汉字书写。

六、本志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卫生事业年报表和有关部门的统计

报表。志文中万以上数字以万为单位写小数，小数点后最多保留两位

数。统计资料均不含部队资料。各种统计表中缺或不详数据用“⋯”表

示；无数据或不应有数据用“一”表示。

七、由于资料的局限，本志书人物以区属卫生机构人物为主。根据

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书断限以内仍在世的名医、名人恕不立传。多位

人物同时出现或按任职时间，或按出生年月为序；个别统计照录原始资

料。

八、医疗机构排列，区属机构以床位或建筑面积多少为序，驻区机

构按部属、部队、市属为序。

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海淀区档案馆、海淀区卫生局

档案室、区卫生防疫站、区妇幼保健院等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的文书档

案，个别史料来源于知情者的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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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淀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著名的风景区和科技、文化教育

区。全区面积425．93平方公里。1995年，常住人口142．04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127．84万人，农村人口14．20万人。海淀区辖11个乡，

17个街道办事处。

建国以来，海淀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贯

彻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

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就。1995年与建国初期相比，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区卫生工作基本情况是：

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日趋完善，卫生事业蓬勃发展。1948年，

海淀地域仅有一所公立医疗机构——西郊卫生所。1949年，全区正

式卫生工作人员仅23人。1952年，海淀区人民政府设立卫生建设科，

海淀区卫生院配合该科进行卫生行政管理。此后，海淀区相继建立了

区结核病防治所、区卫生防疫站、卫生学校、妇幼保健院、药品检验

所、精神病防治所和街道门诊部等机构。至1995年底，全区有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652个，其中区属医疗卫生机构33个(区卫生局直属

医疗卫生机构22个、乡卫生院11个)；部属、市属、企事业单位及

社民办等医疗机构计619个。全区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总计2．3万；病

床总计9 696张。1960年，全区每千人口有卫生技术人员1．13人；

1995年，全区每千人口有卫生技术人员10．8人。1995年，区属医疗

机构建筑面积总计18．56万平方米，拥有医疗器械总值5 223万元，固

定资产总额1．3亿元。全区有村卫生室97个，乡村医生220人。区、

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日趋完善。

卫生防病成效显著。四十多年来，全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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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四害”密度下降，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由于采取了预防接种、计划免疫，疾病普查、普治，开展卫生宣传教

育，加强疫情报告和传染病管理等综合措施，1995年，全区常见的

10种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93％和

98．1％。建国后未发生过天花和鼠疫；控制了白喉、百日咳、麻疹、

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和地方性

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等疾病的发生；开展了恶性肿瘤和精神病的

防治。1984年，全区食品卫生纳入了法制管理，实行卫生许可证制

度。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全面展开。劳动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

卫生亦相继依法管理。农村改水工作从1972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努

力，至1978年，海淀区农村建自来水站205处，受益人口达93％，

使1．5万农村人口摆脱了高氟水和水源污染的危害。

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建国初期，区属医院仅能做血、尿、便常规

检查。50年代能做上、下腹部手术。60年代使用心电图机开展心血

管疾病检查；实施肺叶切除术、食管癌根治术。70年代使用除颤起

搏器、超声心动仪对心脏病人进行心电监护；开展针麻手术，采用针

灸治疗冠心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胆道蛔虫症、急性胰腺炎。80年代，

使用血气分析仪对患者进行诊治，为心脏病人安置起搏器，用体外反

搏器治疗劳力型心绞痛；能做胸、泌尿、骨、肝胆等较大手术。90

年代开展人工晶体移植术、全胃切除术。CT、高压氧舱等先进设备

投入使用。

驻区部属、部队、市属医疗机构技术力量雄厚，为海淀区的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妇幼卫生深入发展。建国前，旧产婆接生造成的产妇死亡、新生

儿破伤风死亡十分严重。产妇产褥热发病率、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分

别高达20％和30％，死亡率分别为1．2％和8．7％。建国后，人民政

府改造旧产婆，普及新法接生。卫生部门逐步推广无痛分娩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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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四期”(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保健，开展妇女病普

查、普治，逐渐建立起一套孕产妇系统保健工作制度，形成较为健全

的妇幼保健网。1979年，新法接生达100％。此后，连续5年未发生

新生儿破伤风，孕产妇死亡率降至4．3／万。1985年，全区开展围产

期保健，住院分娩率逐年提高，对高危孕产妇实行门诊、病房、产房

一条龙管理，建立了较完整的高危孕产妇管理系统。1995年，孕产

妇死亡率为零，围产儿死亡率为8．2‰。节育手术和婚前保健分别纳

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

在儿童保健工作方面，50年代初期，卫生部门以防治儿童急性

传染病为重点，大力降低婴幼儿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j 60年代，

儿童保健工作开展以防治儿童营养缺乏症，推行小儿体格锻炼为重点

的卫生保健。70年代开展儿童健康普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开设

儿童保健门诊。80年代注重婴儿神经发育和智力开发。90年代实施

“三优”(优生、优育、优教)工程，使婴幼儿在德、智、体各方面得

到发展。1995年，全区“三优”工程各项指标全部达标，海淀区妇

幼保健院被卫生部评为“模范爱婴医院”。

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人才培养工作，医学教育工作有较大发展。多年来，区属卫生系统从

实际出发，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形式进行医

学教育。1960--1995年，海淀区卫生学校招收学员计5 446人，培养

了一大批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各类卫生技术人员，举办专业学习班及

各科学术讲座千余期，大部分在职医务人员接受了培训。1994年，

区属医院实施“3·10”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中青

年技术骨干。1985—1995年，区属医疗卫生机构有532篇学术论文在

市级以上刊物上发表，127项技术成果分别获市、区、局技术进步

奖。

卫生改革进一步深入。80年代初，在治理整顿医疗卫生工作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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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基础上，区卫生局探索卫生改革，试行技术经济承包制，实行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办医形式。在管理体制上，实行院长负责制和人

员聘任制，依靠科技优势，发展“特色”医疗。90年代，全区加大

卫生改革力度，调整卫生服务结构，合理分配卫生资源；改革干部、

人事和经费管理制度，实行院长聘任制，集中财力发展重点。社区医

疗服务开始启动。医疗机构逐步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由于预防保健工作的加强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健康状

况发生了显著变化。1995年，全区人口期望寿命男性73岁、女性

79．64岁，比建国初期人口平均寿命39．64岁提高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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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49年

1月：31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派军代表吴佩玉接管北京市西郊

卫生所。

10月1 0日，北京市供销合作社在青龙桥岩碾房4号成立青龙桥

医药合作社。业务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领导。

1 950年

春，西郊卫生所开展卡介苗接种工作。

夏，西郊卫生所成立工会组织。

1 951年

秋，麻疹大流行。西郊卫生所成立防疫组。

5月，西郊卫生所设产科病房，建床12张。

9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派员组建清河镇人民诊所。西北旺合作

医疗站成立。

10月，海淀联合诊所、青龙桥联合诊所成立。

是年，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在颐和园东门广场北侧建门诊部，

在什坊院建乡村卫生实验院什坊院保健站。

1 952年

3月19日，十三区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后改称海淀区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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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西郊卫生所成立团小组。

夏，西郊卫生所开展井水消毒工作，对29个村341眼水井进行

漂白粉消毒。

7月25日，海淀区实施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

7—8月，香山、铁家坟、清华园联合诊所成立。

8月，海淀区推行无痛分娩法。

9月，西郊卫生所更名海淀区卫生院。

12月，红十字会西郊支会在海淀成立。

12月，海淀区政府成立卫生建设科，负责推动全区爱国卫生运

动和城建工作。

1 953年

1月，青龙桥、西北旺、清河3个人民诊所移交海淀区卫生院领

导，诊所改称医疗站。

7月，区政府卫生建设科与海淀卫生院在卫生管理方面联合办

公，卫生院院长兼任卫生建设科副科长，区政府对预防保健、妇幼卫

生及医务统计工作进行管理。当月，兰靛厂联合诊所成立。

9月17日，区妇幼保健中心站成立，下设7个妇幼保健站，56

个接生站。

是年，海淀区卫生院划分防疫责任地段，开展传染病终末消毒工

作。

1 954年

2月10日，区政府发出“对麻醉药品严加管理的通知”，规定：

麻醉药品专人管理，使用登记。

3月，海淀区卫生院在工厂、工地开展卫生防病工作。

8月，清河联合诊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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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香山联合诊所改名西山联合诊所，铁家坟联合诊所与沙窝

分诊所合并改为沙窝联合诊所。

是年，苏联专家参观海淀区妇幼保健中心站。

组。

1 955年

1～2月，海淀区举办大型卫生防病展览会。

6月，海淀区卫生院设立防疫大组，下设卫生、消毒、防疫3个

7月，区政府对全区联合诊所进行整顿。

秋，清华园联合诊所改称五道口联合诊所。

是年，麻疹大流行，发病6 871人，死亡39人。

是年，第一支专业清洁队——海淀区清洁队成立。

1 956年

1月26日，青龙桥、清河、西北旺3个医疗站改称门诊部。

4月25日，海淀区结核病防治所成立。

5月，五道口妇幼保健站成立。

5月3日，乙型脑炎疫苗注射引起百余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北

京大学1名学生死亡。

9月1日，中直第七医院改名海淀医院，移交北京市公共卫生局

管理。

lO月12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郊区分级分工医疗规划”确定：

海淀地界以积水潭医院为市中心医院，海淀医院为区中心医院，海淀

卫生院为区中心门诊部。

是年，海淀区卫生院产科病房改为海淀区助产医院。

是年，海淀区政府卫生建设科改为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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