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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叶馥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是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是时代的需

要，历史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广西医科大学志》，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定稿并获正式出版，在广西医科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之际与

读者见面，这是反映学校历史的第一部志书，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好事。． ．．

该志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观察、分析、处理问题，观点正确，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笔朴实、确切、客观地记述

了我校创建与发展的全貌。这对于认识学校，建设学校，办好学校以及“存史、资治、教化”都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写校志，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出版，是与学校及各级领导的重视与关怀，各部

门：单位的支持与配合，教职工及校友的关心与爱护分不开的。更凝集着编志人员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他

(她)们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紧迫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忘我地耕耘，收集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

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进行反复考证、核实、鉴别、去伪存真，方予采用，同时按照编写大纲的要求，认

真加以组织、筛选、推敲、编写和反复修改，胜利地完成了两百多万字的志稿撰写任务。

，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尽长江滚滚来。《广西医科大学志》为学校的过去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只是历

史长河的一个良好开端。同时，衷心祝愿后来者，在党的十四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同心

协力，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为培养高质量的合格人才，为攀登新的医学科学高峰，为创办新型的医科大

学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2 序二

序 二

马朝桂

广西医科大学原名广西医学院，创建于1934年，经几代人的艰苦创业，至今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

正当全校师生满怀豪情庆祝建校60周年之际，《广西医科大学志》出版发行了。

这部志，史料丰富翔实，记载了学校创建发展的演变过程及现状，便今后办学有源可溯，有据可考。

它的出版发行将在广西医科大学师生及广大校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顾历史，我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生存、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指引下，我校在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有了迅速的发

展；教学、科研、医疗等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基础扎实，师资力量雄厚，为国家培养了1万多

名高级医务人员，分布在国内外和我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他们为发展我国、我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教育与其他领域一样，加大了改

革的力度。当前，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校如何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和科技的迫切

需要，培养更多的、更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如何组织科教力

量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我校党政领导同广大师生一道，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优化教学结构，提高办学效益，巩固和发展博士

点、硕士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学科，努力将学校建成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和医疗

的中心。作为全区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还要牢固树立立足广西、面向广西，从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的角

度，全方位为广西经济建设服务，更好地完成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才能为在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本志出版了，它是广西医科大学一本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炉的小“百科全书”，我们可

以从这本志中借鉴广西医科大学60年来的办学规律和经验，继承先辈优良的教风、学风及光荣的革命传

统。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把广西医科大学办成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的医科大学。

志成之际，谨作此序，以共勉。

1994．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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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叫彦群房夕
广西医科大学迎来了七十华诞。跨越两个世纪，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学校由第一届仅有30名本科

生的医学院，发展到在校学生逾万人的省属重点大学。70年行程风雨坎坷，历尽艰辛，办学有成功，也

经历过挫折，终于进入可持续性发展的崭新时期。为真实反映医大人艰苦奋斗，辛勤创业的精神，校志编

写组的同志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记录，采访了学校的专家、教授和老同志，对医大过去的情况和发展现

状进行了详尽了解，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志是学校70年行程的历史记载，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

观，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广西医科大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医、教、研全面发展；以学科建设

为龙头，加强博士、硕士点建设；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努力探索成人教育、继续教

育和高职教育的新路子；以临床医学人才小高地建设为契机，全力打造广西医学教育的航空母舰。

盛世修志，往事之迹，未来之鉴。愿本志能使大家对广西医科大学更加了解。愿本志能更加激发广大

师生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为把广西医科大学办成一所让人民满意的大学努力拼搏。

广西医科大学这所古老的学校将乘着十六大的强劲东风，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以70年磨炼出

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胜利攀上南疆医学名校的高峰。

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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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广西医科大学志》年限1934--2003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证、

核实、鉴别和筛选全部资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党的十三大及后来的各届

全国党代会决议精神为准绳，在思想上、政策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三、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所用资料皆经考证核实，客观地反映医学院从建院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的面貌。

力求做到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略古详今，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力求结构合理，观点正确，资料翔

实，文笔严谨，简洁通俗，突出资料性、可靠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学校的特点。记述的重点主要放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四、对于历次政治运动，要按照《决议》的精神，本着“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从总体上概述，提法-9《决议》

及党中央一系列的指示一致。

五、对医学院历史上各方面有重大影响、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人物，已故者立传，对历届校领导、教授、特

贴获得者、十百千人才、劳模、博士及博士生导师撰写简介，其他则列表介绍。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照片、录、图、表。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结合记事本末体。

七、地名以现名为准，如有旧名或别名用括号注明。新中国成立前使用民国年号，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

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年度不能简写。汉字简化以国家1986年

重新公布的为标准，标点符号按1990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书写。数字书写、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

使用，分别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的有关规定。

八、以篇、章、节、日为层次编排，概述、大事记、附录等不列篇、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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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广西医科大学是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教学型省属医科大学。学校座落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区的东

南方，傍倚风景秀丽的南湖，蜿蜒的邕江，东毗邻旅游景区青秀山和新兴的琅东开发区，翠绿的校园环境幽

静，景色宜人。万千学子从这里毕业源源不绝走向四面八方。

民国22年(1933年)5月，广西省政府行政会议决议创办本省医学专院，9月省府卫生委员会成立，指派

雷殷、戈绍龙、雷沛鸿为委员，负责筹办医学院。民国23年(1934年)7月，广西省府当局聘北平大学医学院

教授戈绍龙博士为广西省立医学院院长，同时又聘张镕、李祖蔚等教授多人协助筹建，于民国23年(1934)11

月21日，在南宁宣告广西省立医学院正式成立。

学抗初建时期，只开设医疗专业。第一届招本科生30人，此外还招助护学生40余人。当时，全院教职

工共64人，其中专任教师29人。在专任教师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2人，讲师10人，助教12人。附属医院

有医护人员16人，病床25张。

从学院创建到建国前夕，广西政局动荡，日军南侵，学校建设在战事和诸多困难中步履蹒跚。院名曾先

后改为广西大学医学院、广西军医学校、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院址也因战争而多次迁徙，先是从南宁疏散

到田阳县那坡及田州(1938年11月)，1940年迁址桂林后不久，因局势急转，学院又奉命押运器材图书公物

先后二次迁到平乐、／＼步、融县、昭平、三江等地。学院当局及员工，借用当地的民房、会馆、戏院，还白搭草

棚，作教室、门诊及宿舍，在危难艰苦中坚持复课教学、门诊医疗。在苗区古都村，因交通不便，不通邮电汇

兑，遂跟省府失去联络，出现了款尽粮绝，陷入极端穷逼、窘困的境地。在此期间，频繁疏散，师生员工在辗转

跋涉中疲于奔命，并为适应战时需要增设军医司药速成班、看护速成班、担架军士训练班、毒气疗法训练班

等，当时在校各类学生多达800余人。

1949年11月桂林解放，学院从此获得新生。院名改为广西省医学院。1953年4月起，改称广西医学

院。

1954年7月，学院从桂林搬迁到南宁现址至今。

建国前夕，学校有校舍5471平方米，其中包括解剖馆、病理馆、生理馆等三个研究馆及物理馆和化学馆，

还有设备条件较前大有改善的门诊部和留医大病房。除六年制医疗专业本科外，还举办过专修科(后改为医

本科一年级)，司药专修科(后改为附设高级药剂职业科，学制三年)，附设调剂短期职业训练班(学制一年)，

附设助产班及附设护士班(学制均为四年)。全院教职工179人，其中教师64人，含教授22人，副教授5人，

讲师21入，助教16人。建院后至建国前15年间共招本科生628人，毕业生136人。

建国之后，学院结束了流离转徙的处境，进入安定建设时期，尤其是在1954年学院从桂林搬迁南宁之

后，不论在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还是在办学规模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迁邕之初，4栋教学楼拔地而

起，建筑面积9859平方米。1956年招生371人，仅此一届的毕业生(296人)就相当于建国前15年毕业生总

和的2倍多。

1950年入学的学生，学制改为五年。

1954年起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经验，部分课程参考苏联教材自编讲义，甚至部分课程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外语教学也是大部分改学俄语以至后来全部学习俄语。1958年“大跃进”期间，劳动时间过多，正常的教学

安排被打乱。直到1961年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后，教学秩序才

得到逐步恢复。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学院的教学、科研、医疗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那时，停课

闹革命，大辩论，大串连，揪斗“走资派”，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相互成仇，“武斗”不断，科学馆、图书馆成为

各自的“据点”，学院的建筑设备遭受到了严重破坏。行政、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许多教职员工受到政治迫

害和身心摧残，不少教授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牌子，许多领导和干部被划为“走资派”、“黑帮”而被强迫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概述

动。到1968年7月，“军宣队”、“工宣队”、“区宣队”(自治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院，领导“斗批

改”。在停止招生5年之后，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员免除入学考试，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上大学。学制三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后，主要任务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

东思想改造大学”(即“上、管、改”)，以阶段斗争为主课，到农村开门办学。基础课教学受到削弱，不少教研组

合并，有些课程(如人体解剖学)还结合临床课在农村公社生产队教学过程中讲授。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为期10年的“文革”灾难。学院从此重

新迎来了春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了各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调动了广大教职员

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院的教学、科研、医疗、对外学术交流等工作开始走上一个全新的里程。

1977年恢复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学院恢复招收五年制本科生。1978年10月，学院开始招收硕士

研究生，同时招收外国留学生。1984年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获准设立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形成了本科、专科和研究生三个主要的办学层次。

学院曾在1959年增设过卫生系和儿科系。于1961年贯彻“高教六十条”和“八字”方针时，卫生系和儿

科系停办，学生并入医疗系。1976年重建卫生系。1978年增设口腔专业。学制均为五年。1983年5月，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同意，正式成立卫生系和口腔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原有专业设

置的基础上，拓展了办学空间，于2000年增设了本科层次的药学专业、护理学专业，2002年又增设了医学检

验专业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专业。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办了面向全国招生的本硕连续七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

在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指导下，学校的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不懈努

力，学校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校继承了优良的办学传统，

艰苦创业，形成了“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教师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从严执教，热爱学生，为人师表；

学生为党为人民勤奋学习，遵守校纪校规，德智体全面发展。校园内读书声朗朗，学习风气颇浓。学校业已

成为广西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摇蓝，是广西高等医学教育、临床医疗、医学研究和医疗保健中心，成为一所规

模较大，结构合理的省属医学高校。1992年10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1996年5月，国家教育部批准)，

广西医学院更名为广西医科大学。

学校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国家卫生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国医学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等文件精神，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这个根本任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为保障，以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质量为目的，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以

教学为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确立了准确的办学定位、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思路，体现了学校发展的与时俱进精神和鲜明

的时代特征。

学校始终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制定了“内培养、外引进、提高素质，以学科建设带动师资队伍建设”的

方针，把学科梯队建设和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加强岗前培训，有计划开办师

资外语、计算机培训班等，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在引进人才和培训教师方面逐年增加经费投入，同时鼓励教

师出国留学、参加硕士主要课程进修班学习等，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和学术水平。这样，学校不仅

有一批治学严谨、学术造诣很深的老教授，而且还有一批站在学科前沿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充满活力的青

年教师，师资队伍整体结构得到不断优化，趋于合理，呈现了“高学历、高职称、年轻化、后劲足”的可喜局面。

2002年，学校有专任教师530人，其中教授82人，副教授134人，讲师69人，助教230人。具有研究生

学历的272入(占51．32％)，35岁以下288人(占54．34％)，在35岁以下青年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

学位的人员148人，占青年教师的比例为51．39％，目前尚有95名35岁以下青年教师正在国内外攻读硕

士、博士学位，逐步建成了以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留学回国人员为主构成的学科人才梯队。

经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专家教授评审，学校现有省级重点学科7个(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肿瘤学、耳鼻

咽喉科学、药理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医学科学实验中心、公共卫生学院中心实

验室)。截止至2003年底，学校共有6个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27个学科39个专业点具有硕士学位授

予权，建立了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博士生导师34人，硕士生导师336人。全校有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4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人，全国模范教师1人，全国优秀教师7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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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各1人；自治区级优秀教育工作者2入，自治区先进工作者6人；入选全国

“千百万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1人，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12人。

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高在校学生10199人，其中本科生5010人，研究生班1350人，硕士研究生879人，博

士研究生89人，本硕连读学生196人，专科(高职)学生4314人，留学生165人。学生中有汉、壮、瑶、苗、侗、

仫佬、回、毛南、彝、京、水、白、满、朝鲜等10多个民族，来自广西各地和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

区以及20多个国家。建校以来至2003年底，共培养各类毕业生计有：本科生25806人，硕士研究生660人，

博士研究生18人，专科生2454人，中专生338人，夜大学毕业生309人，预科班学生800人，附设高中班学

生31入。

学校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发展需要，目前已拥有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

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肿瘤医学院、护理学院、成人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第三临床

医学院、第四临床医学院、第五临床医学院、第六临床医学院、第七临床医学院、第八临床医学院、第九临床医

学院、研究生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19个二级学院，11所附属医院(非直属7所)，21所省地市级医院为教学

医院，6个省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卫生防疫站为预防医学教学实习基地。

学校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注意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1979年起成立了管理科研工作的专门机

构科研处，加强了对全校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学校对科研工作加大了引进人才的力度，增加经费投入，

先后建成了医学科学实验中心、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和信息中心，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作

用。医学科学实验中心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现已拥有1000多万元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由4位博士

主持工作。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已投入400多万元建设，设施先进，功能完善，既能保证足量合格的实验动物，

又是广西目前唯一能提供高标准实验动物的中心。信息中心包括信息网络部、现代教育技术部和有线电视

部，总投资达1千多万元，配备先进的网络设备，建立覆盖全校的宽带互联网，为实现学校办公电子化自动

化、查阅资料、信息交流和网络教学提供了保障。目前，学校设有肿瘤防治、心血管疾病防治等7个研究所及

儿科血红蛋白病等14个研究室。我校的专职和兼职的科研人员，充分利用本校的资源和设备优势，潜心开

展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包括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6项，获全国医药卫生

科学大会奖6项，获广西科学大会奖40项。1978年12月至2003年底，共有403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其中

获国家级奖12项，部委级奖27项，省级奖257项，厅级奖211项。与外单位合作的科研项目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共有53项获得厅局级以上奖。由于科研成果卓著，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有4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62人，以及一批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等称号的科技人员。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间的科研、医学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英、法、德、丹、日、韩、澳、越、

泰、新加坡、联合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医院、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互派教师、科研人员讲学、进

修、攻读学位、科研协作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我校的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日趋活跃，对学校的教学、科研、

医疗工作的发展、与国际接轨起到了重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学校十分重视附属医院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附属医院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我校长期办学

中的一个特色。学校现有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附属肿瘤医院、附属口腔医院共4所直属附属医院，

共有医护人员1801人，编制病床3036张。此外，还有第三附属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第四附属医院

(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五附属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第六附属医院(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七附属医院

(梧州市工人医院)、第八附属医院(贵港市人民医院)、第九附属医院(北海市人民医院)共7所非直属附属医

院，共有医护人员5607人，病床4767张。在上述附属医院中，除刚开业不久的第二附属医院外，均系“三级

甲等”医院和全国首批“百姓放心医院”。第一、三、五附属医院还被评为全国“百佳医院”。这些附属医院均

拥有先进的诊疗仪器设备和领先的诊疗技术，为临床教学和临床实习提供了充足的基地。在临床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意识得到有效的锻炼和提高。

学校本部教职员工总数1054人，占地面积569．1亩，建筑面积252345．6平方米，有仪器设备6336台，

总值达1．2571亿元。图书馆有面积12827．81平方米(含二级学院)，面积为2．5万平方米的校图书馆二期

工程正拟兴建。现有藏书779153册(含电子图书373200册，二级学院图书46576册)，生均图书册数为105

册。检索工具书刊齐全，常用主要检索工具书刊从创刊至今收藏无缺。藏书中生物医学类书刊占70％以

上。目前已实现电子化自动化管理，全文数据库，文摘型数据库及电子图书组成的图书馆网络已与校园网连

接，供全校师生检索使用。学校主办有《广西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国家科技部科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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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统计源核心刊物)、《中国医学文摘·肿瘤学》(国家卫生部主管)以及《大肠肛门病外科杂志》(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专业期刊)三种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2002年12月，学校以良好的成绩通过了国家教育部对我校进行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历经70年的历史积淀，为今天的广西医科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校未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面向21世纪，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卫生工作方针的要求，落实“科

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以及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文件精神，全校师生员工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以教学为中心，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狠抓教学质量，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努力探索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

高职教育的新路子，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益，把学校建成学科结构合理、教学手段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现代化医科大学，培

养更多基础扎实、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能适应现代化医学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四个现代化

建设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变迁与发展

第一篇创建与发展

第一章 创 建昂一早 刨 建

广西地处祖国西南，属亚热带地区。30年代前期，广西

经济发展缓慢，人民体质赢弱，疾病广为流行。全省无一所

政府办的医院(军医院除外)，人们缺乏普通医药卫生知识，

一旦患病，或乱投草药，或求神问卜。据统计，当时的疾病死

亡率在30％以上。桂西北某县征兵，适龄壮丁完全符合兵役

体格要求者，竟无一人．

自清末以来，欧美传教士，沿西江而上。先后在梧州、桂

林、南宁设立教会医院，但规模甚小，设备简陋，对广大人民

群众来说，作用不大。

民国20年(1931年)，广西新桂系当局以“建设广西，复

兴中国”为口号，深觉欲强国，必先健民，健民首要促进医药

卫生事业。故于民国21年(1932年)，曾多次邀请戈绍龙医

学博士(fit平大学医学院教授)来广西计划卫生设施和研究

筹办医学专院的问题。

’民国22年(1933年)5月，广西省府召开的行政会议，收

到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提案计37条。其中县政建设实验区

筹备处“分期推进本省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卫生设备以防治

人之病疫而健强人民之体格”的提案中写道：“广西现需医师

甚多，若皆延自外方，殊不经济，且卫生事业项目繁多，决非

少数医师所能分任。为源源供给医师计，应设完备之医学院

一所，以造就本省人才，为本省之用。⋯⋯迄能自设医学院，

培植多数医师，分任各项卫生事业之时，则是省内人民之健

康获得保障之日。”会议审查代表提案，主张创办省内医药专

科学校。

此后，在创办中级、高级医学专门学校上又有不同的意

见。有人主张建立医学专科学校，有人主张建立医学院。前

者认为广西中学水平低，办高等医学院校招不到合格的学

生，而且教授难以聘请，办医专比较实际可行。后者认为要

建设广西，就必须造就大批的各行各业高级人才，包括高级

医学人才，否则上述口号将会落空。从民国21年(1932年)

起，实行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就是促进中学水平提高的具体

措施。至于聘请教授，用医学院的名义延聘，更会容易接受。

后经当局决定，创办医学院。然而办医专的意见，并未就此

了结。为民国28年(1939年)4月，将军医学校改组为广西

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埋下伏笔。

民国22年(1933年)9月，广西省府卫生委员会成立，指

派雷殷、戈绍龙、雷沛鸿为委员。卫生委员会对全省医师进

行审查，结果合格医生共有80余人。广西人口共1290多

万，平均约15万人之中才有一名医生。创办医学院，培养医

药卫生人才，势在必行。

民国23年(1934年)7月，省府任命戈绍龙为院长，负责

筹备广西省立医学院。经过选定院舍，聘请教授，拟定组织

大纲，新生入学考试，筹设附属医院等一系列工作，广西省立

医学院于民国23年(1934年)11月21 El宣告成立。

第二章 变迁与发展

广西省立医学院院址设在南宁，学制六年，并根据社会

需要，附设各种特班。初借南宁凌铁村广西军医院新建院舍

为临时院址。民国23年(1934年)10月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30名(六年制)，助产班28名(四年制)，护士班19名(四年

制)。附属医院于同年12月10日开诊。

民国24年(1935年)9月，招收第二届本科生一班，专修

科一班，助护班一班。班数递增，院舍不敷，省府拨南宁兽医

养成所为新生的教室和宿舍。翌年3月附设南宁卫生事务

所，由张锫教授兼任所长。4月，省府委员会通过“广西高等

教育整理案”。7月，奉省令改隶广西大学，称广西大学医学

院。

广西大学医学院于民国25年(1936年)7月改组成立。

院长仍由戈绍龙担任，8月，戈绍龙辞职，孟宪荩继任院长。

省府增拨建设研究院为院址，10月院本部迁至新址。民国

26年(1937年)2月，奉第四集团军总部与省政府电令，改广

西大学医学院为广西军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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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军医学校于民国26年(1937年)2月改组成立。军

医院院长王士成兼任校长。校址、学制不变。附属医院与军

医院合并为实习医院。“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为适

应战时需要，除原设班级外，又先后设军医司药速成班、看护

速成班、担架军士训练班及毒气疗法训练班，学生人数最多

时达860余人。原校址不够用，经批准，以省府旧址作新院

址。民国27年(1938年)秋，日军南侵，进占涠洲岛，南宁市

受敌机侵扰，上课时间改为下午4时至9时。是年11月，军

医院被敌机轰炸，学校及医院疏散到田阳。

民国28年(1939年)4月，复奉绥署与省府会电，改广西

军医学校为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军医院改为南宁卫生

区省立医院，南宁卫生事务所暂时独立。

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于民国28(1939年)夏改组成

立。学制五年，校长仍由王士成继任。王士成认为医药人才

的养成，不宜采用速成办法。呈报告给教育厅，教育厅签呈

省府委员会。委员会参照在酝酿期间主张办医专人的意见，

否定了王校长的报告，仍坚持办医专。然而，由于编制变动，

学制缩短，部分教师辞职，众多学生和教师同声呼吁恢复医

学院原名称。同年9月13日，省府委员会通过将广西省立

医药专科学校恢复为广西省立医学院，将南宁卫生区省立医

院改为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省立医学院于民国28年(1939年)9月正式改组成

立。学制六年，省主席黄旭初兼任院长，周泽昭任教务主任

代行院务。田阳僻处桂西，交通不便，延聘教授，添购器材，

均十分困难。11月，教育厅长雷沛鸿到学院视察，周泽昭因

事引退，雷沛鸿代行院长职务。

民国29年(1940年)2月，省令学院(包括附院)迁往桂

林。4月，任命刘南山为教务主任代行院长职务。5月，刘南

山赴桂林筹划新院址。省府拨七星前岩原省府临时办公处

栖霞寺为院址。经数月努力，陆续迁移完毕。9月，按时开

学，11月，附院开诊，留医病室，亦相继成立。民国30年

(1941年)6月，黄旭初不再兼任院长。调桂林卫生区省立医

院院长李祖蔚接任医学院院长。民国32年(1943年)7月，

李祖蔚辞职，由4,JL科教授叶培接任院长。

自迁桂林后，局势比较稳定，校舍设备等有较大发展，不

少医学专家受聘任教，教学质量有所提高，教育部电令嘉奖，

誉为全国第三。

民国33年(1944年)9月初旬，日军南侵，桂林告急，医

学院先后分路迁往昭平、八步、融县、三江等处。叶培院长因

故未能随迁。桂北行署令教务主任张镕代理院长职务，民国

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镕代院长先期回桂林筹划

复员事宦。11月，全部迁返桂林。12月1日，正式复课。民

国35年(1946年)1月，省府复任叶培为院长。3月，附属医

院与省立桂林医院合并，为学院的实习医院。5月，省府拨桂

林市法政街前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原址为医学院新址。7

月，迁入新址上课。

民国36年(1947年)11月，叶培院长因事离职，由秘书

江澄代行院长职务。民国37年(1948年)12月，省府委派孙

荫坤任院长。1949年11月，孙荫坤院长自动离职。临时处

理会组成，推李落英、张镕、靳为藩三教授为常务于事，主持

院务。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当日，人民解放军进驻

医学院。桂林军管会王永兴来院协助工作，附属医院于同月

23日开始诊疗。学院于28日照常上课。军代表冯邦瑞、朱

平亚来院办理接管工作。12月1日，朱平亚任广西省医学院

院长。临时处理会撤消。

1950年，广西省医学院学制改为五年。1951年1月，由

中南区行政委员会卫生部主持改组成立院务委员会。方中

祜任主任委员，叶馥荪、周展骥任副主任委员，负责日常院务

工作。

1952年10月，省人民政府任命韦必克为院长。

1953年，将学校名称由广西省医学院改为广西医学院。

1954年，学院从桂林搬来南宁。院址在南宁津头村原广西革

命大学、贸易于校旧址新建。1956年，附属医院相继搬来南

宁津头村薪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院停课。1968年12月

17日，广西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程力任主任。1969年9

月，王雨峰任主任。1966年至1970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停止招生五年。1971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三

年。1973年12月，丁纪东任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年，增

设卫生专业。1977年，学院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制复改为

五年，分设医学、卫生两系。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外国

留学生。1979年2月，叶馥荪任广西医学院院长。1984年5

月，龙祖彭任院长。

至1990年止，学院总面积为37．5公顷，建筑总面积为

126555．6平方米，教职工1064人，其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

共761人(教授20人，副教授123人，讲师137人，助教113

人，其他系列高级职称26人，中初级职称342人)。离休、退

休的教授级24人，副教授级11人，因工作需要，予以返聘。

在校本科学生1902人，研究生68人，留学生30人，专科生

160人，夜大学生149人。设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

三个系。27个学科专业有硕士学位授予权，1个学科专业有

博士学位授予权。

1978年以来，建立了4个研究所，13个研究室。肿瘤研

究所，附属肿瘤医院新建大楼面积为11693．28平方米，拥有

职工398人，病床200张。

1983年，新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面积4765平方米。

1990年底藏书近35万册。

附属医院占地面积7．5公顷，建筑面积92232平方米。

病床1059张。

1991年7月，马朝桂任(院)校长，1998年5月，高枫任

校长。2000年6月，唐步坚任校长。2002年，经自治区教育

厅组织专家评审，学校有省级重点学科7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2个。截止至2003年底，学校共有6个学科具有博士学

位授予权，27个学科39个专业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2001

年建立了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此时，学校已有基础

医学院、共公卫生学院等19个二级学院，11所附属医院(非

直属7所)。建立了医学实验中心、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和信

息中心。至2003年底，学校共有62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3年底。学校建有5个研究所，16个研究室。

1983年竣工的图书馆一期工程，面积4765平方米，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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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扩大到5175平方米，1990年底藏书近35万册。2003年 方米的新馆舍正拟兴建。

连同电子图书在内达779153册。图书馆二期工程2．5万平

一、学校面积

第三章 基本建设弟二早 莶令建议

院址在南宁时，院舍均系借用旧房，无面积记载。建国

后，原来借用的旧院舍，因时代变迁，无法丈量，故具体面积

数字缺。

民国29年(1940年)2月，学院迁移到桂林。广西省府

拨给桂林七星岩栖霞寺为院址，占地面积为0．58公顷(8．7

亩)。民国35年(1946年)5月省府乃拨桂林市法政街(叠彩

路)前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原址为本院新址，占地面积2．4

公顷(36亩)。

1953年，省政府决定将津头村原广西革命大学及贸易干

校校址拨给医学院新建院址。1954年学院由桂林迁到南宁。

新院舍南面与竹排冲小溪相临，东与南宁市三中相邻，北与

军区干校相接，西连津头村大榕树。1976年以后，学院修建

了围墙，所属土地得以有效保护，现学院实有土地37．5公顷

(562．79亩)。

2003年10月，学校大门道路拓宽，征地4181．27平方米

(6．27亩)。学校实有土地37．9公顷(569．1亩)。

二、基建

学院在民国29年(1940年)之前，均由省府拨给现成建

筑做院舍。直至民国29年(1940年)2月，学院迁至桂林七

星岩的栖霞寺时，教室、实验室等由寺房改设，房舍既狭窄，

光线又差，后招收新生渐多，班次不同，又无临床教室，民国

31年(1942年)省府拨款11．5万元建新校舍。当时建有教

室、礼堂、病理学馆、图书馆各1座，教员住所、办公室各1

座，旧有的教室与宿舍大部改作病房使用，栖霞寺时期建筑

面积计2169平方米。

民国35年(1946年)7月院址迁入桂林叠彩路，民国36

年(1947年)建有解剖、病生、物理等研究馆及教职工、学生宿

舍计22栋。建筑费用5亿元。民国37年(1948年)至1952

年建筑拨款计35．6亿元。此时期建筑面积计5471平方米。

1953年4月，学院由桂林迁往南宁，得到上级拨给建筑

费73．7800万元(旧币)，即着手基建工作。当年建成101、

102、103、104科学馆4座计9858平方米。

1954年基建拨款79．2170万元，完成基建面积6379．4

平方米，主要项目有教授宿舍2419．9平方米、小学教室

817．5平方米、修配厂515。4平方米。

1955—1956年基建拨款112．4830万元，完成建筑面积

8886．7平方米，主要项目有：学生宿舍4148．5平方米、教职

工宿舍1083．2平方米、学生食堂2087平方米、风雨操场550

平方米。

1957—1965年，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教师、学生人数不

断增加，这一阶段的基建以建宿舍为主。当时完成学生宿舍

2975．5平方米，教职工宿舍5741．4平方米，教工食堂309．7

平方米，平房教室961．6平方米，动物室584．5平方米，印刷

厂439．4平方米，招待所563平方米，合计完成建筑面积

11575平方米，基建拨款177．6450万元。

1966—1970年，基建工作基本停止。但当时因战备要

求，学院决定在巴马县建立医学院分院，费用从维修费中开

支16万元，建有房舍9栋，合计3420平方米。(1991年因当

地建水库已拆除)。

1971年，恢复招生，重建制药厂，促进了基建发展速度，

1971--1981年，基建拨款310．3410万元，自筹基建款20．3000

万元，完成建筑面积41029平方米，主要项目有：制药厂

3218．7平方米，105、106科学馆，蛇毒研究室，电镜室及科学馆

扩建计8913．3平方米，行政办公楼1496．8平方米，教职工宿

舍14273．5平方米，附中教室1317．6平方米，学生宿舍7677

平方米，幼儿园、医务室、车队等建筑2850平方米。

1982—1990年，基建拨款723．3800万元，自筹基建款

20．0000万元，完成建筑面积47047．7平方米，主要项目有：

临床教学实验楼5596平方米，107、108科学馆5447平方米，

蛇毒研究室623平方米，图书馆4765平方米，演讲厅630平

方米，工会办公楼598．6平方米，附小教室1090平方米，幼

儿园678平方米，老干部楼1942．8平方米，教工宿舍18857

平方米，学生宿舍4741平方米，教职工食堂769．6平方米，

学生食堂697．9平方米。

1953年接收原革命大学房舍5436．6平方米；1953—

1990年学院完成建筑面积125312．3平方米；80年代至90

年代淘汰房屋4193．3平方米；现学院实有建筑面积

126555．6平方米。

1991年一2003年，基建拨款2777．72万元，自筹基建款

12819．96万元，其他筹建款3210．98万元。新增建筑主要项

目有：1991年建体育教研室218平方米；1992年建158栋、

441栋住宅楼、学生食堂共5967平方米；1993年建442栋住

宅楼、医务人员培训中心、泛贸公司办公住宅楼，共6788平

方米；1994年建443栋、225栋住宅楼、109馆、女生宿舍2号

楼，共10439平方米；1995年建444--446栋住宅楼、实验动

物楼共6022平方米；1996年建中小学教学综合楼、447栋、

159栋住宅楼、农行派出所，共7842平方米；1997年建对外

汉语配训中心、成教院1号综合楼、成教院办公楼、男生宿舍

D楼、448--452栋住宅楼，共21566平方米；1998年建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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