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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康复为一体的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1994年9月9日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示范中医医院”称号。

院址前身为京都仁民医院，建于民国4年(1915年)。

1968年9月，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前身，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成立。1970年5月20日迁入

现地址。1972年3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批准，命名为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到1998年4月，全院共有职工55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54人，包括主任医师10人，副主任

医师45人，主治医师133人，医师、士266人。

医院建筑面积24989平方米。设病床282张，分七个病区。有内、外、妇、儿、骨伤、烧伤、脉

管炎、针灸、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皮肤、肛肠、急诊、社区卫生服务部，老中医经验研究室等

16个临床科室，还有药剂，检验、放射、CT，功能检查，病理等医技科室和运动医学室，理疗室。血

液透析室等治疗科室。

脉管炎科、烧伤科和中医脑病专科是我院的重点中医专科。北京市脉管炎病治疗中心和光明烧伤

创疡治疗中心设在我院。还设有50个具有特色的专台门诊。做到院有专科，科有专病，人有专长。

1994年以来，医院又装备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如美国GEPacecT机、惠普1000E型彩超和美

国百胜AU4型彩超以及荷兰“C”型臂x光机，手术床、手术灯和血液透析机等。目前医疗设备总值

1277．5万元，比1994年增加了740．45万元。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的教学医院，承担中医专业

本科生和留学生的临床教学任务。是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实习基地。1997年12月2日，被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对外开办中医进修教育机构。

1989年，被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定为涉外医院。开设了外宾门诊，并接待外宾住院和外国代表

团参观访问。1995年以来，连续三年被北京市外事办公室评为先进对外开放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以科研为龙头带动临床工作。截至1996年10月，全院共有获奖科研成果

20项，获奖24项次，其中部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8项次，地市级科研成果奖13项次(有4项科研成

果获市、区两级奖励)。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科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目前，财务、统计、药品、人

事管理和公费医疗已实行了微机管理，院长办公室微机上了英特耐特网络。财务管理达到了三级标准。

档案管理达到了市先进标准，并将向国家二级标准迈进。1995年，宣武区中医医院被评为北京市卫生

系统先进集体。1996年，医院被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为巩固医疗机构分级管理成绩和实现示范中医医院二期建设目标，医院制定了“九五”规划，实

行了“充实、巩固、发展、提高”的方针。将1995年定为“教学年”以教学促内涵水平的提高，将1996

年定为“科技年”，以科研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将1997年定为“质量年”，促进医院全面质量的提高；

将1998年定为“形象年”树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形象，让病人满意。经过四年不懈的努力，1998年6月

通过了三级乙等中医医院、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和放心药房的复审。

医院拥有合理的人才梯队。有全国名老中医两名，带徒弟3名；市级名老中医3名，带徒弟4名。

1991年至1996年，被评为区级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学科带头人18名。有大学本科毕业生92人，专科

毕业生94入，硕士研究生4人，博士研究生2入。

宣武区中医医院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党总支要求党员在医院建设中发挥模范作用。并充分发

挥院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得了双丰收。



1994年以来，全院共获市区级各类先进称号41项，先进个人64项，共收到表扬信269件，锦旗

10件，最有代表性的团体为二病区青年文明岗和宣武区中医医院专家合唱团，一曲“前进，宣武中

医”，唱出了全院职工的心声。

实行大病医疗统筹以来，已签协议单位480个，享受医疗职工近8万人。

1997年全院业务收入4086万元，人均业务流水7．4万元，比1993年人均收入3万元提高了

147％。

后勤科室积极为第一线服务，下送下修形成制度。为树立医院外部形象，1998年对食堂小餐厅、多

功能厅进行了装饰修缮，全院其它房舍也都整修一新，为患者，职工和学生，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工

作环境和生活学习环境。今年，宣武区委、区政府为人民办实事，拨款540万元，将我院燃煤锅炉改

成燃气锅炉，这一举措，将为医院内部及周围地区的环境清新提供重要条件，为我院形象工程建设带

来深远的影响。

宣武区中医医院取得的成绩，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局和宣武区

委、区政府、区卫生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我院党政领导和全体职工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各兄弟单位

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向多年关心和帮助我们的领导和同道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将遵循“患者至上，质量第一，团结协作，振兴中医”的办院宗旨，

按照“精诚、勤奋、团结、奉献”的办院精神和“充实、巩固、发展、提高”的方针，把我院建设成

为综合功能健全，中医特色突出，临床疗效显著，医院设施配套，环境优美，能承担社区医疗保健，管

理水平高，医德医风好的现代先进综合性中医医院。

在建院30周年和院址建院83周年之际，特编辑《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院志》以致读者。

在院志的编辑过程中，受到各级领导和宣武区中医医院历届书记，院长以及同道的指教，在此一

并感谢。

特别感谢程振明同志的辛勤劳动。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

刘冬立

1998．6



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书采用分问题，按时期的编写方法进行文字叙述。

二、由于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前身是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在机构、人员、设备、地

点等方面都是沿袭的关系，故宣武区中医医院的院志从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的建立，即一九六八年九

月开始写起。

下限时间为一九九六年。

三、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院址，即宣武区万明路甲8号，系沿用原“北京市第一医院”院址，故

以“附录”形式对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基本情况进行略述。

四、原北京市宣武区中医门诊部、牛街门诊部、北京市红十字会产院，在并入北京市宣武区工农

兵门诊部后，原机构即行撤销。

五、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和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建院初期的科室设置，因无文字记载，系

根据当时在院多人回忆和相关材料核对后写成。

六、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医药卫生学术团体名录，因缺乏原始记载，是从多渠道搜集到的，难

免遗漏。

七、科室设置表中的历任中层负责人，由于当时任免手续不完备或档案保存不完整，难免遗漏。

八、文中女性、少数民族均在章节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以下略。

九、附表放在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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猓文廪

一允九回、

国家卫生部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题词

玖贸少叮．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进，宣武中医

1=F 2／4

进行曲速度豪迈地

(垒ll：t‘壹1癌1 5"6 1 5"I 63．6

5)3 3 4 5 1 3王生’l 7 6 7 5

我们是 宣武中医的职 工，

5

战

言。

一芳词

建卫曲

、，，——、l l／^＼I l，～^

堕f 6 5 6 3 【盟盟I 5缒2蝗I丝§J
线的 尖 兵， 救死 扶伤是我们的天职，

7 6

白求

3 3·

精诚、

中，

f．f'f一'-x
／l· 2

I至

"-3——

I≥
恩

／—、l ＼／} I／／—、^
6 5 6『5· 4 311 2 1一一|1(512)一 ⋯ 一医 生 是我们的楷模。

2． 1 6·

结、 奉献，

‘6 6_71虹51型塑|2堡1 6

保“示范”争一流，自强不息攀高

|i。堕{6
上，质量第

1．1 6：—争l
团结协

峰。 患者

f了14．三l
作， 振 兴

_|3⋯丝|3 §。丛4一l 3一⋯f2·』

f—诠悟／二采V 6 s7■1型
中 医。 前进， 宣武

注：保“示范”即保持住示范中医医院的荣誉称号。

5．2医

_)．

堕一2中
l—II一是

2

71．们■一6_．我
>^j一—¨一

弘一
～

!的一一院7．办2一团卜聋2勤

，



概 述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是一所以中医为主，承担着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等多

项任务的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天桥街道管界内万明路甲8号，系原“北京市第一医

院”旧址。行政关系隶属于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

原北京市第一医院的院址“宣武区万明路8号”(即现在的甲8号)院，为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

五年)京师市政公所市政督办朱启钤筹款在“香厂”兴建的“仁民医院”院址。民国六年(公元一九

一七年)五月，仁民医院因故停办，同年九月，函准警察厅暂借仁民医院院址扩充”外城官医院”，即

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前身之一。外城官医院入住香厂仁民医院院址以后，随着历史的变迁，机构、名称

也多次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定名为“北京市第一医

院”，直至一九七O年一月末医院全部迁往甘肃省(详见附录1)。

一九七。年五月，经北京市宣武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即宣武区中医

医院的前身，迁入万明路甲8号院，沿用至今。医院院址办医已长达八十一年。

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建立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九七二年三月，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教

卫生组批准，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改为“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一九八O年，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新建的门诊楼、病房楼落成。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门诊

迁入新楼应诊。一九]k--"年七月，病房筹备工作就绪，设床位252张，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病床分

批开放。至此，宣武区中医医院始以正规医院的体制正式开院。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现有八层病房楼，四层门诊楼，另有库房楼，制剂楼，宿舍楼及应有的配

套设施用房，总建筑面积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平方米。全院设有临床科室22个，医技科室5个，中西

药房、药库、制剂室和相应的大型医疗仪器设备。病房分为七个病区，有病床282张。一九九六年末，

全院共有职工572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48人。

一九八三年十-'71，一九九五年六月，宣武区中医医院先后被确定为北京中医学院分院和北京中

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宣武区中医医院以北京地区中医医院分级管理的首批申报单位，被北京

市中医管理局批准为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宣武区中医医院通过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示范中医医院评审委员会的

专家评审，达到了全国示范中医医院的标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国中

医药(1994)39号文正式批准宣武区中医医院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进入了全国中医医院的百强之

列。

一九九六年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宣武区中医医院将继续巩固、充实，打好基础，提

高整体水平，把全面达到全国示范中医医院的二期建设标准，做为医院“九五”规划中的重点目标。并

以患者至上、质量第一、团结协作、振兴中医的办院宗旨，精诚、勤奋、团结、奉献的办院精神和充

实，发展，提高的方略步骤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第一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

建立和医院名称的变化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前身是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经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批准，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改为“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改为医院的当时，因基层单位称为“革命委员会”，故医院的全名为“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革命委

员会”。

一九七八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达了“除区、县、人民公社设立革命委员会外，其它机关，企

事业单位均不设立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医院撤销了“革命委员会”名称，改

名为“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批复，将“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改称为

“北京市万明医院”。

一九]k---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市卫生局通知，因北京市中医病床短缺，中医事业极需扶植，决定

“北京市万明医院”改回原名——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院名沿用至今。

第二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前身——北京市宣武区

工农兵门诊部简要介绍

北京市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建立于一九六八年九月，系由北京市宣武区中医门诊部和北京市宣

武区牛街门诊部合并而成。初建时地点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29号(旧门牌14号)，后经宣武区革命委

员会同意，宣武区文教卫生局批准，于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迁往当时已全迁甘肃的原北京市第一

医院旧址，即宣武区天桥地区万明路甲8号。同时，原北京市第一医院全迁后，按政策未走的十余人

并入了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

一九七O年，宣武区卫生局决定撤销北京市红十字会产院，将任务、人员、设备、财务等全部合

并到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一九七。年六月初，北京市红十字会产院院长李滨及全院职工约70人，携

所有设备，由前门外廊房头条搬到了万明路，正式并入了宣武区工农兵门诊部。

这时的工农兵门诊部，有职工150余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19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增

设了妇产科，设产科床位20张。

第三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一九七二年三月，宣武区中医医院建立后，即着手于医院房舍的改善，筹划新门诊楼、病房楼的

建设。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北京市宣武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对医院房屋进行翻建。一九七八年三月开

始施工，一九八。年九月按原计划竣工。

一九八一年初，门诊迁入新楼。一九]k--"年七月，病房开始接收病人。此后，医院的业务科室逐

步健全，医、护专业技术力量得到重点配备，大型医疗仪器设备陆续添置，医院的管理工作日臻完善，

建立起正规的医院体制，医院规模有了日渐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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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被确定为

大专院校的教学医院

一九八三年十--y]，宣武区中医医院被北京市卫生局确定为北京中医学院分院的教学医院。

一九九五年六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宣武区中医医院签订协议，确定宣武区中医医院为北京市中

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

第五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是

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一九九三年九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进一步提高中医医院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

“中医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宣武区中医医院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北京地区首批

单位申报“三级乙等中医医院”，同时对医院规模，技术质量，医疗设备，管理水平等进行自查。一九

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根据北京地区中医医院评审委员会《关于北京地区六所中医医

院分级管理评审结论的报告》，批准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为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第六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被评为

全国示范中医医院

一九九一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建设一批有特色，高质量的中医医院，以推动全国中医医院的

建设，决定在“八·五”期间，在全国重点扶持建设100所示范中医医院。经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选拔

推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以国中医药(1991)9号文批准将北京市宣武区中医院列为

“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建设单位”。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和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共

同承担协助示范中医医院的建设工作，并分担所需经费。

一九九四年九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全国示范中医医院评审委员会”对医院各项工作进行

评审验收，认为宣武区中医医院已达到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建设验收标准，获得通过。一九九四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国中医药医(1994)39号文正式批准宣武区中医医院为“全国示范

中医医院”，为期三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医院举行了“全国示范中医医院”挂牌仪式。国家卫生部原部长崔月

犁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牌匾揭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生龙，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李

广钧，宣武区区长李昭，副区长陈慧来，区委副书记王火，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进兴，区政协主席

闰三和等中央、市、区领导人及有关兄弟单位共180余人参加了挂牌仪式。

第七节一九九五年以后医院规模的变化

一、新建了业务科室

一九九五年，医院建立了医学康复室，感染管理科、全科医疗科。

二、扩建修整了门诊大厅、急诊室、中药房，扩充装备了口腔科。

1．对门诊大厅和大门前进行了扩建和修整，使对外窗口的布局合理，树立起医院的外部形象，改

善患者的就医环境。

2．急诊室在原来基础上扩展出129平方米，增加了留观床位，增设了标准较高的留观室。

3．扩大了中药房和药品周转库，共有使用面积313．5平方米。

4．扩大并装备了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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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对口腔科用房进行了调整扩展。并投资48万元，更新了口腔综合治疗椅和治疗器械

设备。

三、添置了大型医疗仪器设备，建立了CT室、彩超室。

第八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是宣武区

企业职工大病医疗统筹定点医院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El，经宣武区劳动局与宣武区卫生局正式办理资格认定，宣武区中医医院与宣

武区大病医疗基金统筹办公室签订了协议书，承担宣武区约400家企业，70000余职工的大病医疗工

作。医院建立了大病统筹医疗办公室，由正、副院长亲自负责。

第九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分支机构

一、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固安县分诊部。位于河北省固安县县城。

一九八四年十-Yl二十四日，宣武区中医医院与固安县中医医院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书，建立了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固安县分诊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批医护人员10人到岗工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批医护人员6人去固安县输换。一九八五年底结束。

二、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门诊分部

一九九。年四月，宣武区中医医院与北京市玩具一厂所办的“烂漫中医门诊部”实行横向联合，共

同成立“宣武区中医医院门诊分部”。一九九。年五月十日，经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正式批准。门诊分

部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莱市口烂漫胡同131号。

三、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先农坛门诊部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批准成立。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先农坛，育才学

校内。

第十节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设立的医疗中心

一、中医烧伤创疡医疗中心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与光明中医药烧伤创疡研究所签订了“以通过国家

技术鉴定的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及药物为治疗技术，以宣武区中医医院为临床基地”的合作协议，组成

“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烧伤创疡医疗中心”。

二、骨伤治疗中心

一九九二年六月，宣武区中医医院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骨伤系签订了成立”骨伤治疗中心”的协

议书，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正式开诊。

三、脉管炎病治疗中心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批准成立。

第十一节与丹东市中医医院结为姐妹医院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经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与丹东市中医管理局认定，宣武区中医医院与丹东

市中医医院签订协议，结为友好姐妹医院。



第十二节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的建设和

发展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

北京市宣武区中医医院自建院以来，中央、市、区领导不断来院视察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建院开始，“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的院名，就是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亲自题写的。据有记载可查的，

卫生部长崔月犁，副部长胡熙明、张文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生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委、

市人大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谭壮、徐汉涛、陶西平、孟志元等，都曾经到医院视察；张文康副部长曾为

医院题词。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宣武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

区卫生局等主管部门的历届领导人，更是经常到医院进行考察，调研，指导工作。使宣武区中医医院

的建设发展，得到支持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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