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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已走过了整整70个春秋。

悠悠70载，漫漫悬壶路。70年来，伴随着吴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

发展，经过一代又一代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硬件设

施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管理体制、服务理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医德

医风明显好转，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研究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造就出了一批有名望、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吴江“三

个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

为庆祝建院70周年，市第一人民医院编撰完成了吴江第一部医院

志《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其目的是纪念先贤、传承文明、激励后

人。’《院志》记录了医院的昨天，但更加灿烂的明天有待我们去努力创

造。在《院志》即将付梓印刷之际，我谨代表吴江市人民政府表示诚挚

的祝贺!希望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建院70周年为新起点，努力探索适应

吴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办院理念和服务机制，开发出更多的、满足开

放型经济发展需要的医疗服务品种，为病人提供更加人性化、人文化的

医疗服务。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为广大百姓提供更多的基本医

疗服务，努力降低医疗费用，塑造更加优良的卫生行业形象，为发展吴

江社会经济、构建和谐吴江作出新的贡献。

吴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O O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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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苏州，历史悠久，园林优美，流水迷人，文化深厚，物丰景秀，人

文荟萃，素以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达而著称。吴江地处姑苏东南，向

为蚕桑丝绸之乡，工商发达，居民殷富，同里古镇名闻天下，柳亚子、费

孝通等文坛巨星更是受人敬仰。

吴江一院地处松陵古镇，建院70周年，是苏州地区历史悠久的医

院之一，开启了中西医学汇通的先河，医学精英聚集，环境优雅宜人，设

备设施先进，服务理念新颖，中西医学并重，名闻江、浙两地，救人活人

无数，深受民众爱戴。 。

健康乃人类第一财富，保健为人们第一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繁荣发达，水乡人民在创业发展的同时，更注重自身生命、生活之质量，

医疗卫生行业肩负重任自不待言，吴江一院继往开来，代有创新，造福

于鲈乡人民。欣闻《院志》付梓刊印，是为序。

苏州市卫生局局长 瘸彖暂
二O O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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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志》是吴江市卫生系统第一部医院志，它的
出版面世，是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可喜可贺。院志正值医院

建院70周年之际出版，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70年的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医院的院

情院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孜孜追求，医

’院从小到大，从简陋到比较完善，从落后到比较先进，从一个只有几名
’

医生、几个专科的小医院，已发展到拥有660名职工、534张床位、16个

病区、22个临床专科的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

回顾历史，医院始终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在广大医务人员的辛

勤劳动下，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为吴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

+医院不仅用医术治愈、抢救了大量的患者，也把爱心传播到群众之中；

不但创造了医院的辉煌，也为吴江卫生事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志》的出版可以起到存史教化、崇尚前贤、激励后

-．昆的功效，对医院今后的建设也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面向未来，跨人新世纪的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今后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越来

越高，医院面临的市场竞争也将日趋激烈。诚挚地希望吴江市第一人

，民医院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

持“以人为本、为您服务”的服务宗旨，秉承“您的健康、我的追求”的服

．务理念，履行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不断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让爱溢满人间。，

衷心期望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能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
、 的质量、一流的管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服务，以支持和保障

吴江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

谨祝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再创历史辉煌!，

吴江市卫生局局长 涎，呜
二o 0六年六月

O



一五坦

O

嗍*帮黜w婶‘畔≥Ⅳ”1女⋯；“*。桃¨。i≯t1：j。*一∥1‘。”‘、 4一”

啦缸，钳巍堪‰“吴江市第·人民医院志 ······

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改革开放催人奋进。在这胜利和困难同在、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大好盛世，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迎来了建院70周年

的华诞。‘
，一+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民国25年(1936年)开办的吴江县

县立医院，是吴江境内最早的公立医院o 70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医

、院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飞速发展，目前已是吴江地区规模

较大、设备较齐、技术力量较强的一所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医院成立

以来，为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抢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的生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院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加强人才培养、教

’育和医院基本建设，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开拓新技术、新项目，大大提

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为提高全市人民健康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 ?

‘

’编纂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医院决定编纂院志，为的是抢救历

+史资料，传承历史，温故知新，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意义是十分深远
的。《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对医院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业务

‘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情况作了翔实的记载，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书。

这部志书的出版，修志人员及许多老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并给予了宝

贵的支持。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支持院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界

’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o

“院志”能给大家，特别是青年同志了解医院发展历史提供一定的

帮助。我们应继承前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以患者为中心，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我院早日成

为具有一流设备、一流质量、一流技术、一流服务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o

‘回顾过去，我们每一个一院人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又深

感任重而道远。我们正在创造医院新的历史，我们也必将书写新的篇

章，铸就新的辉煌。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医院光辉的未来共同奋斗!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彘长弓匀。祸
C丫

．-0 0六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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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吴江历史上第一部医院志，定名为《吴江市第一人民

医院志》o

二、本志上限起自民国25年(1936年)6月，下限除大事记止于

2006年5月外，一般止于2005年12月。

三、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1949年5月前略写，以后则详

写。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力求详细记述医院的发展

情况。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记述，以专志为主体。

按事物性质横分门类，纵向记述，纵横结合。专志凡16章，设章、节、

目、子目四个层次o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按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一些重要事

件为明始末，按本末体记述。

六、本志人物按传、录两部分记述，循志书通例，不为生者立传。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年号、年序，并在每个

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

公元纪年o“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5月5日吴江全境解放

为界。

，八、本志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1949年5月至1955年2

月28日的人民币值，一律换算成1955年3月1日启用的新人民

币值。

九、本志统计数字，基本以医院报表资料为准，报表资料缺如

的，用医院工作总结及有关资料的数字。在采用数字、年代时，均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

199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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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吴江市松陵镇公园路169号，是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综

合性医院，是吴江市医疗中心和医疗技术培训中心、江苏省普通高校校外实习基地、南京医科大学和苏

州大学教学医院、国家二级甲等医院。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吴江县县立医院：创建于民国25

年(1936年)。

民国25年(1936年)9月1日，吴江县县立医院成立，院址在松陵镇书院街松陵书院旧址(今流虹

路)。民国26年11月18日，日军侵占吴江县城。日军侵占吴江期间，医院曾被改为伪直辖第四病院。

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医院复称县立医院。民国35年4月16日，医院更名为县卫生院。民国

37年12月，省立淮阴医院奉省卫生处命令暂迁至吴江县卫生院院址，称省立吴江医院，办理县卫生院

门诊、住院业务，县卫生院主管卫生行政工作，同时赴芦墟镇、铜罗镇筹建卫生所。民国38年5月5日，

吴江县全境解放。是月，县人民政府接收省立吴江医院、县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接收时，县卫生院有

工作人员20人。7月，省立吴江医院奉苏南行政公署令迁往无锡市，县卫生院返回原址。8月，县人民

政府在吴江县卫生院基础上，筹备成立吴江县人民医院。9月5日，吴江县人民医院开业。1950年7

月，医院改称江苏省苏南吴江县卫生院。1951年5月，改称吴江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2年9月，吴江

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至1954年9月，县卫生科与卫生院合署办公。1955年10月，吴江县人民政府

卫生院改称吴江县卫生院。1956年10月5日，复称吴江县人民医院。1960年、1978年，住院楼、门诊楼

先后迁址新建，院址移至松陵镇公园路。1987年12月26日，县人民医院另冠名吴江县红十字医院。

1992年4月，县人民医院更名为县第一人民医院；5月4日，吴江撤县建市后，医院改称吴江市第一人民

医院、吴江市红十字医院。1995年12月，医院被评定为国家二级甲等医院。

民国时期，医院领导只设院长一职，行使医院管理全责。1951年4月，医院始设政治指导员。1952

年。医院成立院务委员会，院长任院务委员会主任，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由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是

年，医院始设副院长。1965年，医院建立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

制。“文化大革命”初期，党政管理体制被冲垮。1968年4月，医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党支部和院部

职权，实行党政合一的管理体制。1969年11月，恢复党组织，党支部与革命委员会并存，分别行使各自

的管理职权。1980年7月，撤销医院革命委员会，继续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1984年

下半年，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为医院的法人代表，全面负责医院管理工作。1986年8月，党支部

升格为党总支。1987年1月，医院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医院民主管理机制。

民国时期，院长直接管理医院，未设管理科室。1953年5月，设总务股。1955年1月，设防疫股。

1971年7月，成立内科、外科、妇产科、门诊部、行工组革命工作领导小组。1973年，医院建立两大组(医

务组、总务组)、6个科室(内科、外科、妇产科、中医科、药剂科、门诊部)，并指定临时负责人。1981年7

月起，陆续成立和加强医院办公室、医务科、门诊部、总务科、财务科、护理部等行政管理职能科室，临床、

医技科室成为一级管理科室，全院形成院、科(室)两级管理格局。至2005年底，职能科室有院办公室、

人事科、医务科、科教科、护理部、预防保健科、医院感染管理科、信息科、财务科、后勤保障部、监督监察

室(考核办)；临床科室有大内、大外、妇产、儿、感染、中医、口腔、眼耳鼻咽喉、皮肤、麻醉、内镜中心、微

O



恢复并有序开展，高、中级卫技人员逐渐增多。1980年，有高、中级卫技人员9人，占卫技人员总数的

5．56％。1990年，有高、中级卫技人员81人，占卫技人员总数的26．13％。至2005年底，有高、中级卫

技人员220人，占卫技人员总数的37．73％。医院晋升的高级职称有正、副主任医师，正、副主任中医

师，正、副主任药师，副主任护师，副主任技师；中级职称有主治医师、主治中医师、主管医师、主管药师、

主管护师、主管技师等。 ．

县立医院成立初期设禁烟、医务科。民国35年(1946年)有2名医师兼看内、外、皮肤、花柳、妇产、

眼耳鼻咽喉科疾病。县人民医院成立初期，门诊设内、外2个大科，兼看妇产、儿、眼耳鼻咽喉、花柳、皮

肤科疾病。至2005年底，门诊共设内、外、妇产、儿、感染、口腔、眼耳鼻咽喉、皮肤、急诊等医疗科目，另

还设有41个专家、专科门诊。1954年，住院设内科病房(包括传染科、小儿科)、外科病房(包括五官、妇

产科手术)和肺科病房。1964年，设内、外、儿、妇产、传染、肺科6个病区。1965年，病区合并为内科

(包括儿、传染、肺科)、外科(包括五官、口腔)、妇产科3个病区。至2005年，已扩大到16个病区，二病

区为产科，四病区为妇科，五病区为产后休养区，六、七、八、九、十病区为外科，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十

八病区为内科，十三病区为儿科，十九病区为感染科，另设有重症监护病房(ICU)。县人民医院成立初

期设病床16张；1952年，核定床位85张；1956年，核定床位105张，实际开放133张；1959年，核定床位

155张；1961年，核定床位200张；1983年，核定床位210张；1986年，核定床位305张；2001年，核定床
位416张；2005年，实际开放534张。

20世纪80年代，病区护理由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90年代，推

广系统化整体护理模式，至2004年底，系统化整体护理推行到全院各个病区。

20世纪50年代初，外科已能做下腹部和剖宫产手术，内科已能做胸腔、腰椎穿刺。中期开展胃、

胆、脾切除等上腹部手术，肺科开展人工气胸、人工气腹、气管滴注治疗肺结核。60年代，随着辅助诊断

技术的发展，内科、妇产科、儿科收治病种也大大扩大。1972年9月，内科采用腹膜透析方法成功抢救

急性肾衰1例。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临床各科医疗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内科在普内科基础上，逐渐

兴起和发展了心血管、消化、神经、呼吸、肾内等专科。如心血管内科，1983年4月，采用经胸壁针刺心

肌电极(针灸针)做心脏紧急临时起搏，结合气管插管、人工呼吸，成功抢救l例心跳呼吸骤停患者；

1986年10月，在上级医院技术支持下，开展了首例临时心脏起搏和埋藏式永久型起搏器植入术。消化

内科，1979年4月，开展纤维胃镜检查；1982年10月，开展内镜治疗术；1984年9月，开展纤维结肠镜检

查。神经内科，1986年1月，应用脑电图诊断仪诊治疾病。呼吸内科，1987年，开展B超引导下穿刺治

疗包裹性胸膜炎、肺脓疡，经皮肺穿刺活检诊断肺癌。肾内科，1986年3月，采用床边血液透析成功抢

救1例重症水杨酸中毒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骨科、泌尿、胸外等专科在普外科的基础上，迅速发

展，手术领域不断拓展。普外科，1981年，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987年，开展门腔分流术，胃癌根治

及联合脏器切除术，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术，空肠、肝总管、左肝管Roux．Y吻合术，高选迷走神经切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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