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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幽 j．

月IJ 舌

盛世修志以“存史、资政、教化”是我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

保存史料以供后人“明得失、知兴替’’有所借鉴，作用巨大。我院自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市卫生局统一布置，已于1985年编写了自

1947年建院以来的近40年院志(于1990年付梓出书)。为使史料得

以延续，保存完整资料，本次特借纪念建院五十周年院庆之机，发起

续编后11年院志(1 986年至1 996年)工作：院领导对此工作十分重

视，并专门组织编篡委员会及工作班子，具体组织实施资料收集及编

写工作。
’

编写工作于1997年5月正式开始，首先按志书体例列出目录框

架，后由医院各职能部门按框架及体例要求收集原始资料，初步成

文，再由编写人员斟酌取删、核定史实、年代、成为初稿。初稿内容均

经主编及编委们认真审核、修改后定稿，在付梓前再经文字润色，使

成为现在读者见到的定篇。整个过程(包括印刷过程)仅五个月。由于

时间实在仓促，虽各科室积极热情配合，但似仍显粗糙，画虎类犬。谬

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二院友们鉴谅并不吝指正。

编者识

1997一08—18



南京脑科医院院志编写说明

1．本书为接续《1947～1985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院志》一书(该书实际出书时间在

1990年3月)。故其编写内容年代为1986年至1996年，共11年。
’

2．实际编写时，严格掌握事物三要素(人、地、时)原则。某些条目在前本院志交代不清

而目前又有史料根据的，为保证史实的完整性，则从事物的发端写起，如总务、基建等，以弥

补前本院志的不足。少数事物为求其连贯性且又有可能，则最迟写至1997年6月30日，再

迟的资料概不采纳。

3．为使读者对医院情况有一较全面的认识，故建院史、医院发展史及医院大事记从

1947年写起。

4．本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因时间刨促、难以定规。只能根据各科室所撰初稿，能详则详，

不能详则略，可能为此将一些科室的重要资料遗漏或那一方面的工作实绩未能叙述完整、深

透，则请有关科室部门谅解。

5．书中各处所记建筑面积、全院总面积，数据或有不同，为常因使用面积、建筑面积、续

建面积或简易房屋的取舍等不同而不同，书中并未力求统一。

6．记年一律采用公元记年制，计量则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南京脑科医院院志目录

医院精神

南京脑科医院院歌

前言

编写说明

第一章总述

医院位置及一般情况⋯⋯⋯⋯⋯⋯⋯⋯⋯⋯⋯⋯⋯⋯⋯⋯⋯⋯⋯⋯⋯⋯⋯⋯⋯

建院史及发展史⋯⋯⋯⋯⋯⋯⋯⋯⋯⋯⋯⋯⋯⋯⋯⋯⋯⋯⋯⋯⋯⋯⋯⋯⋯⋯⋯

院名及隶属关系演变表⋯⋯⋯⋯⋯⋯⋯⋯⋯⋯⋯⋯⋯⋯⋯⋯⋯⋯⋯⋯⋯⋯⋯⋯

医院平面图⋯⋯⋯⋯⋯⋯⋯⋯⋯⋯⋯⋯⋯⋯⋯⋯⋯⋯⋯⋯⋯⋯⋯⋯⋯⋯⋯⋯⋯

医院远景规划图⋯⋯⋯⋯⋯⋯⋯⋯⋯⋯⋯⋯⋯⋯⋯⋯⋯⋯⋯⋯⋯⋯⋯⋯⋯⋯⋯

规划说明⋯⋯⋯⋯⋯⋯⋯⋯⋯⋯⋯⋯⋯⋯⋯⋯⋯⋯⋯⋯⋯⋯⋯⋯⋯⋯⋯⋯

近八年医院所获各种荣誉称号⋯⋯⋯⋯⋯⋯⋯⋯⋯⋯⋯⋯⋯⋯⋯⋯⋯⋯⋯⋯⋯

历年床位人员结构比率表⋯⋯⋯⋯⋯⋯⋯⋯⋯⋯⋯⋯⋯⋯⋯⋯⋯⋯⋯⋯⋯⋯⋯

1986"～1996年全院工作量表⋯⋯⋯⋯⋯⋯⋯⋯⋯⋯⋯⋯⋯⋯⋯⋯m⋯⋯⋯⋯⋯

1986一--．1996全院工作效率指标表⋯⋯．．．⋯⋯⋯⋯⋯⋯⋯⋯⋯⋯⋯⋯⋯⋯⋯⋯⋯

1986～1996全院医疗质量指标表⋯⋯⋯⋯⋯⋯⋯⋯⋯⋯⋯⋯⋯⋯⋯⋯⋯⋯⋯⋯

1986一--1996全院出院病人治疗情况表⋯⋯⋯⋯⋯⋯⋯⋯⋯⋯⋯⋯⋯⋯⋯⋯⋯⋯

1986-～1996全院财务收支情况表⋯⋯⋯⋯⋯⋯⋯⋯⋯⋯⋯⋯⋯⋯⋯⋯⋯⋯⋯⋯

第二章政事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13)

组织发展⋯⋯⋯⋯⋯⋯⋯⋯⋯⋯⋯⋯⋯⋯⋯⋯⋯⋯⋯⋯⋯⋯⋯⋯⋯⋯⋯⋯⋯⋯(13)

1986～1996年发展党员统计表⋯⋯⋯⋯⋯⋯⋯⋯⋯⋯⋯⋯⋯⋯⋯⋯⋯⋯⋯⋯⋯(13)

1996年医院党支部组织状况⋯⋯⋯⋯⋯⋯⋯⋯⋯⋯⋯⋯⋯⋯⋯⋯⋯⋯⋯⋯⋯⋯(14)

南京脑科医院党组织系统图⋯⋯⋯⋯⋯⋯⋯⋯⋯⋯⋯⋯⋯⋯⋯⋯⋯⋯⋯⋯⋯⋯(16)

党建工作⋯⋯⋯⋯⋯⋯⋯⋯⋯⋯⋯⋯⋯⋯⋯⋯⋯⋯⋯⋯⋯⋯⋯⋯⋯⋯⋯⋯⋯⋯(17)

纪律检查⋯⋯⋯⋯⋯⋯⋯⋯⋯⋯⋯⋯⋯⋯⋯⋯⋯⋯⋯⋯⋯⋯⋯⋯⋯⋯⋯⋯⋯⋯(18)

纪委工作⋯⋯⋯⋯⋯⋯⋯⋯⋯⋯⋯⋯⋯⋯⋯⋯⋯⋯⋯⋯⋯⋯⋯⋯⋯⋯⋯⋯⋯”(19)

第二节民主党派⋯⋯⋯⋯⋯⋯⋯⋯⋯⋯⋯⋯⋯⋯⋯⋯⋯⋯⋯⋯⋯⋯⋯⋯⋯⋯(19)

中国农工民主党支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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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支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

中国致公党成员⋯⋯⋯⋯⋯⋯⋯⋯⋯⋯⋯⋯⋯⋯⋯⋯⋯⋯⋯⋯⋯⋯⋯⋯⋯⋯⋯

第三节群众团体⋯⋯⋯⋯⋯⋯⋯⋯⋯⋯⋯⋯⋯⋯⋯⋯⋯⋯⋯⋯⋯⋯⋯⋯⋯⋯

工会组织⋯⋯⋯⋯⋯⋯⋯⋯⋯⋯⋯⋯⋯⋯⋯⋯⋯⋯⋯⋯⋯⋯⋯⋯⋯⋯⋯⋯⋯⋯

工会工作⋯⋯⋯⋯⋯⋯⋯⋯⋯⋯⋯⋯⋯⋯⋯⋯⋯⋯⋯⋯⋯⋯⋯⋯⋯⋯⋯⋯⋯⋯

职工代表大会⋯⋯⋯⋯⋯⋯⋯⋯⋯⋯⋯⋯⋯⋯⋯⋯⋯⋯⋯⋯⋯⋯⋯⋯⋯⋯⋯⋯

历届职代会情况⋯⋯⋯⋯⋯⋯⋯⋯⋯⋯⋯⋯⋯⋯⋯⋯⋯⋯⋯⋯⋯⋯⋯⋯⋯⋯⋯

职工教育⋯⋯⋯⋯⋯⋯⋯⋯⋯⋯⋯⋯⋯⋯⋯⋯⋯⋯⋯⋯⋯⋯⋯⋯⋯⋯⋯⋯⋯⋯

职工生活福利⋯⋯⋯⋯⋯⋯⋯⋯⋯⋯⋯⋯⋯⋯⋯⋯⋯⋯⋯⋯⋯⋯⋯⋯⋯⋯⋯⋯

文体活动⋯⋯⋯⋯⋯⋯⋯⋯⋯⋯⋯⋯⋯⋯⋯⋯⋯⋯⋯⋯⋯⋯⋯⋯⋯⋯⋯⋯⋯⋯

共青团组织⋯⋯⋯⋯⋯⋯⋯⋯⋯⋯⋯⋯⋯⋯⋯⋯⋯⋯⋯⋯⋯⋯⋯⋯⋯⋯⋯⋯⋯

1986一--1996年医院团委负责人员情况表⋯⋯⋯⋯⋯⋯⋯⋯⋯⋯⋯⋯⋯⋯⋯⋯⋯

团委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人大、政协代表委员⋯⋯⋯⋯⋯⋯⋯⋯⋯⋯⋯⋯⋯⋯⋯⋯⋯⋯⋯⋯⋯⋯⋯⋯⋯⋯

第三章管理

第一节医院管理⋯⋯⋯⋯⋯⋯⋯⋯⋯⋯⋯⋯⋯⋯⋯⋯⋯⋯⋯⋯⋯⋯⋯⋯⋯⋯

院长负责制⋯⋯⋯⋯⋯⋯o⋯⋯⋯⋯⋯⋯⋯⋯⋯⋯⋯⋯⋯⋯⋯⋯⋯⋯⋯⋯⋯⋯

现任院领导表⋯⋯⋯⋯⋯⋯⋯⋯⋯⋯⋯⋯⋯⋯⋯⋯⋯⋯⋯⋯⋯⋯⋯⋯⋯⋯⋯⋯

1986年以来历任院领导表⋯⋯⋯⋯⋯⋯⋯⋯⋯⋯⋯⋯⋯⋯⋯⋯⋯⋯⋯⋯⋯⋯⋯

医院组织系统图⋯⋯⋯⋯⋯⋯⋯⋯⋯⋯⋯⋯⋯⋯⋯⋯⋯⋯⋯⋯⋯⋯⋯⋯⋯⋯⋯

中层以上干部名录⋯⋯⋯以⋯⋯⋯⋯⋯⋯⋯⋯⋯⋯⋯⋯!⋯⋯⋯⋯⋯⋯⋯⋯⋯一

综合目标管理⋯⋯⋯⋯⋯⋯⋯⋯⋯⋯⋯⋯⋯⋯⋯⋯⋯⋯⋯⋯⋯⋯⋯⋯⋯⋯⋯⋯

院办公室(附主要外事工作表)⋯⋯⋯⋯⋯⋯⋯⋯⋯⋯⋯⋯⋯⋯⋯⋯⋯⋯⋯⋯⋯

第二节职能科室⋯⋯⋯⋯⋯⋯⋯⋯⋯⋯⋯⋯⋯⋯⋯⋯⋯⋯⋯⋯⋯⋯⋯⋯⋯⋯

医务处⋯⋯⋯⋯⋯⋯⋯⋯⋯⋯⋯⋯⋯⋯⋯⋯⋯⋯⋯⋯⋯⋯⋯⋯⋯⋯⋯⋯⋯⋯⋯

科教处⋯⋯⋯⋯⋯⋯⋯⋯⋯⋯⋯⋯⋯⋯⋯⋯⋯⋯⋯⋯⋯⋯⋯⋯⋯⋯⋯⋯⋯⋯⋯

护理部⋯⋯⋯⋯⋯⋯⋯⋯⋯⋯⋯⋯⋯⋯⋯⋯⋯⋯⋯⋯⋯⋯⋯⋯⋯⋯⋯⋯⋯⋯⋯

人事科⋯⋯⋯⋯⋯⋯⋯⋯⋯⋯⋯⋯⋯⋯⋯⋯⋯⋯⋯⋯⋯⋯⋯⋯⋯⋯⋯⋯⋯⋯⋯

保卫科⋯⋯⋯⋯⋯⋯⋯⋯⋯⋯⋯⋯⋯⋯⋯⋯⋯⋯⋯⋯⋯⋯⋯⋯⋯⋯⋯⋯⋯⋯⋯

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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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理科⋯⋯⋯⋯⋯⋯⋯⋯⋯⋯⋯⋯⋯⋯⋯⋯⋯⋯⋯⋯⋯⋯⋯⋯⋯⋯⋯⋯⋯(38)

医疗设备科⋯⋯⋯⋯⋯⋯⋯⋯⋯⋯⋯⋯⋯⋯⋯⋯⋯⋯⋯⋯⋯⋯⋯⋯⋯⋯⋯⋯⋯(38)

总务科⋯⋯⋯⋯⋯⋯⋯⋯⋯⋯⋯⋯⋯⋯⋯⋯⋯⋯⋯⋯⋯⋯⋯⋯⋯⋯⋯⋯⋯⋯⋯(39)

财务科⋯⋯⋯⋯⋯⋯⋯⋯⋯⋯⋯⋯⋯⋯⋯⋯⋯⋯⋯⋯⋯⋯⋯⋯⋯⋯⋯⋯⋯⋯⋯(39)

基建办公室⋯⋯⋯⋯⋯⋯⋯⋯⋯⋯⋯⋯⋯⋯⋯⋯⋯⋯⋯⋯⋯⋯⋯⋯⋯⋯⋯⋯⋯(39)

改革办公室⋯⋯⋯⋯⋯⋯⋯⋯⋯⋯⋯⋯⋯⋯⋯⋯⋯⋯⋯⋯⋯⋯⋯⋯一⋯⋯⋯⋯(40)

创建三级甲等医院办公室⋯⋯⋯⋯⋯⋯⋯⋯⋯⋯⋯⋯⋯⋯⋯⋯⋯⋯⋯⋯⋯⋯⋯(40)

第三节业务科室⋯⋯⋯⋯⋯⋯⋯⋯⋯⋯⋯⋯⋯⋯⋯⋯⋯⋯⋯⋯⋯⋯⋯⋯⋯⋯(41)

精神科⋯⋯⋯⋯⋯⋯⋯⋯⋯⋯⋯⋯⋯⋯⋯⋯⋯⋯⋯⋯⋯⋯⋯⋯⋯⋯⋯⋯⋯⋯⋯(41)

精神一科⋯⋯⋯⋯⋯⋯⋯⋯⋯⋯⋯⋯⋯⋯⋯⋯⋯⋯⋯⋯⋯⋯⋯⋯⋯⋯⋯⋯⋯⋯(42)

精神二科⋯⋯⋯⋯⋯⋯⋯⋯⋯⋯⋯⋯⋯⋯⋯⋯⋯⋯⋯⋯⋯⋯⋯⋯⋯⋯⋯⋯⋯⋯(42)

精神三科⋯⋯⋯⋯⋯⋯⋯⋯⋯⋯⋯⋯⋯⋯⋯⋯⋯⋯⋯⋯⋯⋯⋯⋯⋯⋯⋯⋯⋯⋯(43)

老年精神科⋯⋯⋯⋯⋯⋯⋯⋯⋯⋯⋯⋯⋯⋯⋯⋯⋯⋯⋯⋯⋯⋯⋯⋯⋯⋯⋯⋯⋯(43)

神经内科⋯⋯⋯⋯⋯⋯⋯⋯⋯⋯⋯⋯⋯⋯⋯⋯⋯⋯⋯⋯⋯⋯⋯⋯⋯⋯⋯⋯⋯⋯(43)

神经外科⋯⋯⋯⋯⋯⋯⋯⋯⋯⋯⋯⋯⋯⋯⋯⋯⋯⋯⋯⋯⋯⋯⋯⋯⋯⋯⋯⋯⋯⋯(44)

医学心理科⋯⋯⋯⋯⋯⋯⋯⋯⋯⋯⋯⋯⋯⋯⋯⋯⋯⋯⋯⋯⋯⋯⋯⋯⋯⋯⋯⋯⋯(45)

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46)

1984～1994年工作量表⋯⋯⋯⋯⋯⋯⋯⋯⋯⋯⋯⋯⋯⋯⋯⋯⋯⋯⋯⋯⋯⋯(47)

1986～1994年财务收入情况表⋯⋯⋯⋯⋯⋯⋯⋯⋯⋯⋯⋯⋯⋯⋯⋯⋯⋯⋯(48)

1984--一1994年门诊病种分布⋯⋯⋯⋯⋯⋯⋯⋯⋯⋯⋯⋯⋯⋯⋯⋯⋯⋯⋯⋯(48)

1984～1994年住院病种分布⋯⋯⋯⋯⋯⋯⋯⋯⋯⋯⋯⋯⋯⋯⋯⋯⋯⋯⋯(49)

境外学者讲学情况⋯⋯⋯．．．⋯⋯⋯⋯⋯⋯⋯⋯⋯⋯⋯⋯⋯⋯⋯⋯⋯⋯⋯⋯(49)

科研课题及成果⋯⋯⋯⋯⋯⋯⋯⋯⋯⋯⋯⋯⋯⋯⋯⋯⋯⋯⋯⋯⋯⋯⋯⋯⋯(50)

1994年合并时工作人员表⋯⋯⋯⋯⋯⋯⋯⋯⋯⋯⋯⋯⋯⋯⋯⋯⋯⋯⋯⋯⋯(51)

司法精神科⋯⋯⋯⋯⋯⋯⋯⋯⋯⋯⋯⋯⋯⋯⋯⋯⋯⋯⋯⋯⋯⋯⋯⋯⋯⋯⋯⋯⋯(52)

中医科⋯⋯⋯⋯⋯⋯⋯⋯⋯⋯⋯⋯⋯⋯⋯⋯⋯⋯⋯⋯⋯⋯⋯⋯⋯⋯⋯⋯⋯⋯⋯(53)

康复科⋯⋯⋯⋯⋯⋯⋯⋯⋯⋯⋯⋯⋯⋯⋯⋯⋯⋯⋯⋯⋯⋯⋯⋯⋯⋯⋯⋯⋯⋯⋯(53)

麻醉科⋯⋯⋯⋯⋯⋯⋯⋯⋯⋯⋯⋯⋯⋯⋯⋯⋯⋯⋯⋯⋯⋯⋯⋯⋯⋯⋯⋯⋯⋯⋯(54)

社会精神科⋯⋯⋯⋯⋯⋯⋯⋯⋯⋯⋯⋯⋯⋯⋯⋯⋯⋯⋯⋯⋯⋯⋯⋯⋯⋯⋯⋯⋯(54)

危机干预中心⋯⋯⋯⋯⋯⋯⋯⋯⋯⋯⋯⋯⋯⋯⋯⋯⋯⋯⋯⋯⋯⋯⋯⋯⋯⋯⋯⋯(54)

保健科(附职工体检情况表)⋯⋯⋯⋯⋯⋯⋯⋯⋯⋯⋯⋯⋯⋯⋯⋯⋯⋯⋯⋯⋯⋯(55)

第四节医技科室⋯⋯⋯⋯⋯⋯⋯⋯⋯⋯⋯⋯⋯⋯⋯⋯⋯⋯⋯⋯⋯⋯⋯⋯⋯⋯(55)

检验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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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科⋯⋯⋯⋯⋯⋯⋯⋯⋯⋯⋯⋯⋯⋯⋯⋯⋯⋯⋯⋯⋯⋯⋯⋯⋯⋯⋯⋯⋯⋯⋯

影像科(放射科)⋯⋯⋯⋯⋯⋯⋯⋯⋯⋯⋯⋯⋯⋯⋯⋯⋯⋯⋯⋯⋯⋯⋯⋯⋯⋯⋯

功能检查科⋯⋯⋯⋯⋯⋯⋯⋯⋯⋯⋯⋯⋯⋯⋯⋯⋯⋯⋯⋯⋯⋯⋯⋯⋯⋯⋯⋯⋯

病理科⋯⋯⋯⋯⋯⋯⋯⋯⋯⋯⋯⋯⋯⋯⋯⋯⋯⋯⋯⋯⋯⋯⋯⋯⋯⋯⋯⋯⋯⋯⋯

营养科⋯⋯⋯⋯⋯⋯⋯⋯⋯⋯⋯⋯⋯⋯⋯⋯⋯⋯⋯⋯⋯⋯⋯⋯⋯⋯⋯⋯⋯⋯⋯

理疗室⋯⋯⋯⋯⋯⋯⋯⋯⋯⋯⋯⋯⋯⋯⋯⋯⋯⋯⋯⋯⋯⋯⋯⋯⋯⋯⋯⋯⋯⋯⋯

第四章工作

第一节门诊工作⋯⋯⋯⋯⋯⋯⋯⋯⋯⋯⋯⋯⋯⋯⋯⋯⋯⋯⋯⋯⋯⋯⋯⋯⋯⋯

第二节住院工作⋯⋯⋯⋯⋯⋯⋯⋯⋯⋯⋯⋯⋯⋯⋯⋯⋯⋯⋯⋯⋯⋯⋯⋯⋯⋯

第三节护理工作⋯⋯⋯⋯⋯⋯⋯⋯⋯⋯⋯⋯⋯⋯⋯⋯⋯⋯⋯⋯⋯⋯⋯⋯⋯⋯

第四节防治工作⋯⋯⋯⋯⋯⋯⋯⋯⋯⋯⋯⋯⋯⋯⋯⋯⋯⋯⋯⋯⋯⋯⋯⋯⋯⋯

第五节信息工作⋯⋯⋯⋯⋯⋯⋯⋯⋯⋯⋯⋯⋯⋯⋯⋯⋯⋯⋯⋯⋯⋯⋯⋯⋯⋯

病案室⋯⋯⋯⋯⋯⋯⋯⋯⋯⋯⋯⋯⋯⋯⋯⋯⋯⋯⋯⋯⋯⋯⋯⋯⋯⋯⋯⋯⋯

统计室⋯⋯⋯⋯⋯⋯⋯⋯⋯⋯”：⋯⋯⋯⋯⋯⋯⋯⋯⋯⋯⋯⋯⋯⋯⋯⋯⋯⋯

图书馆⋯⋯⋯⋯⋯⋯⋯⋯⋯⋯⋯⋯⋯⋯⋯⋯⋯⋯⋯⋯⋯⋯⋯⋯⋯⋯⋯⋯⋯

1986"--'1996年度书刊及费用情况表⋯⋯⋯⋯⋯⋯⋯⋯⋯⋯⋯⋯⋯⋯⋯⋯⋯

情报资料室⋯⋯⋯⋯⋯⋯⋯⋯⋯⋯⋯⋯⋯⋯⋯⋯⋯⋯⋯⋯⋯⋯⋯⋯⋯⋯⋯

附表： ’

精神科病种分布⋯⋯⋯⋯⋯⋯⋯⋯⋯⋯⋯⋯⋯⋯⋯⋯⋯⋯⋯⋯⋯⋯⋯⋯⋯

神经科病种分布⋯⋯⋯⋯⋯⋯⋯⋯⋯⋯⋯⋯⋯⋯⋯⋯⋯⋯⋯⋯⋯⋯⋯⋯⋯

神经外科手术分布⋯⋯⋯⋯⋯⋯⋯⋯⋯⋯⋯⋯⋯⋯⋯⋯⋯⋯⋯⋯⋯⋯⋯⋯

附图：

1986～1996年门诊诊疗人次图⋯⋯⋯⋯⋯⋯⋯⋯⋯⋯⋯⋯⋯⋯⋯⋯⋯⋯⋯

1986—1996年住院病人趋势图⋯⋯⋯⋯⋯⋯⋯⋯⋯⋯⋯⋯⋯⋯⋯⋯⋯⋯⋯

1986～1996年病床使用率图⋯⋯⋯⋯⋯⋯⋯⋯⋯⋯⋯⋯⋯⋯⋯⋯⋯⋯⋯⋯

1986"-1996年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图⋯⋯⋯⋯⋯⋯⋯⋯⋯⋯⋯⋯⋯⋯⋯⋯⋯

第六节卫生支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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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述

医院位置及一般情况

南京脑科医院位于十朝古都“六朝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南京西部文化区广州路随家

仓。处清初才子袁枚所建“随园”故址之北，清凉山余脉钵山之东。城西名胜乌龙潭、清凉山

近在咫尺。今西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为邻，北与南京师范大学比墙而居，南侧临街，为宽33米

之广州路，路南有五台山体育中心及市属胸科医院，东邻民居。南唐(公元937"--975年)时，

由宫城={Lf-J之北门桥通住清凉山避暑宫所修之“清凉古道”，至清初因此处建有随园而易名

为“随家仓”。迨至解放前，沧桑之变已使此处成为狐穴兔穿的荒冢之地。1952年医院扩建

时，随家仓小道路段被医院所包容。附近古遗迹众多，如孙吴所建石头城，明末爱国画家龚贤

所筑之半亩园、扫叶楼，诸葛亮与孙权骑马纵论石城形势，得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名言之

驻马坡等。可见院址所在，人文荟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读书、行医、做学问之绝佳胜地。

医院占地66000m2(100亩)，院内地形呈纵向狭长，为缓坡丘陵。中间稍平坦，两侧系坡

地，房舍依中轴线两侧南向偏西而建。总建筑面积58600m2，其中医院业务用房32000m2，办

公及辅助用房7840m2。最高建筑为12层之神经科大楼，建筑面积14200m2。医院建筑较为

稀疏，空地绿化甚为完善，院内绿树成荫。有占地3600m2之大片马尼拉草坪，环境幽静，景

色宜人。

医院现设床位649张，有职工902人，其中医护技人员670人，有正、副高级职称人员

71人。技术力量雄厚，优势显著，在全国占重要地位。

医院设有普通精神科，老年、儿童、司法、社会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神经内、外科、中医

科、康复科、麻醉科等临床科室。以担负南京地区及省内外专科疾病之I临床医疗、预防、教学、

科研诸工作为已任。1996年门诊量140400人次，年收治2962人次。

医技科室设置齐全，设备先进，影像科有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奇异牌第三代全身CT、德

国西门子核磁成像机，检验科有尿、血、生化等自动分析仪器。其他如电生理及研究所等部门

所需用仪器设备，甚为齐全。可以保证临床及科研需要。 。

自1953年起，医院陆续成为卫生部精神病学、江苏省神经病学、脑电图学、卫生部儿童

心理卫生进修基地，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专科人才。1984年以来又成立了诸研究所。1989年

始又恢复担任宁地三家医学院校之教学工作。1992年成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于1988年及1991年，医院分别办有《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及《临床精神医学杂志》。多年

来，以其专业性强、质量高而称誉海内外。

1996年12月，医院顺利通过由江苏省卫生厅所组织的等级医院评审，取得“三级甲等”

医院称号。1997年4月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奥斯汀医院建立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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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史及发展史

我国近现代精神病医疗事业起于十九世纪末，1898年广州开设芳村精神病院；1906年

北京设“疯人院”；1927年成立苏州福音医院；1935年上海设立普慈疗养院。以上医院均为国

外传教士在华而设之慈善机构，并不代表国家事业。

1936年，我国现代神经精神病学奠基人程玉麟在当时中央大学开设精神病学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程玉麟转至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同时在四圣祠成立

“儿童指导中心”，约来汤铭新、林志玉共同工作。1945年，伍正谊、陈学诗、唐培根、洪士元等

人先后来到，即设立精神病学教研室，并在简陋房舍中收治精神病人，作为学生实习基地。斯

时同人血气方刚，雄心勃勃，心想献身精神医学事业，酝酿希冀于抗战胜利后建立全国第一

家公立精神病院。

抗战胜利后，院校纷纷返迁。程玉麟医师转到岭南大学。1946年他向国民政府卫生署长

朱长庚建议在南京设立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当时出予抗战之后，百废待兴，南京畿辅之地确

有此需，故被获准。是年冬，邀请在上海国防医学院任职之伍正谊来南京共同筹办建院事谊。

暂先借用中央医院14病区开设精神病床50张。并在中央医院大门增挂“卫生部南京精神病

防治院”院牌。程玉麟任首任院长，1947年又聘来原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陶国泰、陈学诗、

唐培根、洪士元等人共同工作。同时又请来谭诚、项伟、张贤亮诸神经科医师，开设神经科床

位10张。当时尚有心理学家丁赞、许淑莲，社会学家汤铭新、郑咏梅等共同工作。此即为我

国第一家公立神经精神专科医院。

此期医院选定广州路随家仓为院址，购坟山荒地24亩(16008m2)，国民政府卫生署拨

款法币3亿元，着手院房建设，按120张床位设计。伍正谊主任又联系“联合国救济总署

(UNRA)”，拨给200张病床及成套物资。但因解放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以吏治腐败、贪

污中饱，故至1949年1月，实际仅建成砖木混合结构二层楼二幢，铝皮拱顶楼4幢及少数平

房，总面积3181mz。当时医院大门在随家仓小道(即清凉古道)。因害怕院房被国民党军占

住，故即于1月仓促迁入新址，当时实设床位仍为50张。有职工75人，其中卫技人员35人。

1947年9月建院初期，此举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重视，派来了当时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

Karl．Bowman教授和护理专家J．Picherella前来指导工作。同时带来电休克机一台和4导

联脑电图机一台，这在当时是我国最先进的首用专科医疗设备。尚带来图书资料135册，为

医院成立专业图书馆奠定基础。1948年尚资助从上海来院之王慰曾以及伍正谊、陶国泰三

人去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有关专业，他们回国后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知名专家，为国家专业事

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时医院开展胰岛素休克及电休克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作业娱乐治疗等，代表着

国家水平。

解放后医院先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1951年9月改属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领

导。1953年，苏南、苏北两行署与南京特别市合并，组建江苏省，南京市降格为江苏省省会，

医院仍属南京市，其实际属级已下降。当时院名为“南京精神病防治院”。1957年，院长王慰

曾根据医院服务对象的扩大及业务技术水平的变化，游说省市有关领导，于是年11月取得

同意更改院名为“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改属江苏省卫生厅领导，后因整风等政治运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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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移交停顿，故至今仍属南京市卫生局领导。但此亦为至今院名内无“市”字的原因。

医院第一次大发展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先期于1952年扩大院地至100亩

(66000m2)由老院址向北、东、南发展，切断并包容了随家仓路段，重点向东发展使医院大门

设在广州路上，成为现在模式。而后是新建门诊办公、男、女精神科楼共5512m2。医院床位增

至350张，职工352人。1956年，医院在国内首开儿童精神病房床位10张。1958年新建儿

童病房落成，床位增至24张。

1958年，动工建造2658m2三层之神经科病房楼，因动工后政治运动干扰，加以三年灾

害物资匮乏，动动停停，至1962年初方竣工交付使用。一楼为放射、检验、药剂部门，二、三楼

各设神经科床位40张。1964年底，又始建二层病房楼一幢，面积1343m2。原拟作为传染病

房及慢性病房，竣工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病房未开，以后作为医疗辅助用房，今影像科、研究

所、图书馆在焉。

文革中1969年12月，医院下放1／3床位、职工、物资设备去淮阴地区筹建神经精神病

院，即今淮阴市第三人民医院。文革10年中，医院只有破坏(业务技术、学术思想、规章制度、

房舍、绿化)，一无建树。

医院第二次大发展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医院无论房

舍建设、业务建设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3年，新建三层3521m2病房楼落成，使床位增至

501张，1984年，新建4层2540m2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楼落成，为国内第一所儿童精神

问题科研和临床医疗机构。以后于90年代，又对供应室、营养科、职工食堂、康复科、医学心

理科、办公用房等进行改建或新建，共5152m2、使其符合实际要求。1994年又开工建设中心

空调、中心供氧、中心负压完全现代化的12层脑血管病防治中心楼，建筑面积14200m2，使‘

医院面貌大为改观。楼内可设床位300余张，并有完全手术室4间，为医院业务全面发展创

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1980年以来，陆续恢复了部级精神科进修班、儿童精神科进修班。1983年，江苏省卫生

厅又委托我院开办神经科进修班及脑电图进修班。其他零散临床进修则终年不断。

1989年，医院恢复为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医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之教学医院。1992

年3月，成为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同年9月获准改名为“南京脑科医院”并成立精神病学、

医学心理学、神经病学三教研组。1993年12月随医学院改名为医科大学，医院亦增名为“南

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1993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精神科硕士生点。

医院于1984年6月成立“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1984年9月成立“南京神经精

神病研究所”，下设神经病理、神经生化、医学心理、司法精神、遗传、流行病学、神经生理诸研

究室。九十年代以来，又增加了免疫学、神经精神药理学、神经放射、妇女精神卫生、老年精神

卫生、护理等研究室。1987年成立“江苏省计划生育心理卫生研究中心”，1990年5月成立

“南京立体定向与功能神经外科治疗研究中心”，1988年成立“南京脑血管病防治中心”，

1992年8月改为“南京脑血管病研究中心”。各研究机构内人员设备齐全，研究成果迭出，为

发展专业学术水平作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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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名及隶属关系演变表

时 间 医院 名 称 隶属关系 备注

1947．3～1949．4 卫生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国民政府卫生部

1949．4—1949．7 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

1949．8～1950．4 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卫生部

1950．5～1951．8 华东精神病防治院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

1951．9～1953．1 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南京市卫生局 特别市

1953．2～1957．10 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南京市卫生局 省辖市

1957．11～1992．9 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南京市卫生局

1992．9～至今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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