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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西医

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始于19世纪。早在16世纪末，曾有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leni)首次来到南京，以医传

教，由于时间短，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

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大商埠，使中国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教会趁机派遣大量教医来华。深入内地设教

堂、开诊所，以医辅助传教。太平天国时期(1853～1864)，国入干

王洪仁歼精于中西医理，首先在天京(南京)千王府内设立医院，为

南京第一家称之为“中西合璧医院”。1881年，美国基督教会派师

医生(Dr．Stabbert)来南京行医布道，为西方教会派到南京的第一

名教医。随后，教会在南京创办金陵医院、基督医院、贵格医院，以

及诊所。清末(1910)，南京有西医机构10余家。多为外国人经营。

至民国25年(1936)6月，南京有西医院30所，床位1153张，西医

师：315人，药剂师47人，助产士82人。1949年，南京解放时，市

区共有公私立西医机构42个，医务人员612人，其中西医师207

人，床位931张。． ，

、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卫生事业的建设。40年来，南京

西医医疗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医疗诊断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至

1989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西医医疗机构1519个(不含部队、武

警系统)。其中：区及县以上医院80个，乡、街道卫生院124个．门

诊部(所)1284个；共有床位20029张，有职工36061人，其中卫生

技术人员27724人(含中医1050人)。另有驻宁部队医院8所。

建国初期，省、市和部队综合性医院设置专业科室10余个，大

多只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目前，各医院的规模、功能、设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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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等的发展更趋先进、完善，能诊治各系统疑难病症，不少专

科被国家卫生部和军队定为全国、全军专业技术研究中心和培训

基地．它标志着南京西医诊疗技术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

享有较高声誉。

第一节西医机构

(太平天国干王府医院]

1860年前后，在干王府①内设医院一所．(今长乐路西)．原为

江宁县署。府内“六部之上层为罗孝全(美国)牧师之寓所，此排屋

子之后有一棚，为医院之用”(见富礼赐<天京游记))。因此，一些

医史学家称精通中西医理的洪仁开兴办的医院，为我国最早的中

西合璧医院。

(金陵医院I又名

Philander Smith

Memorial

Hospital)]

金陵医院系美

国教会(美以美会)

传教士眙弗格于

1882年购地，次年

建成开诊院址汉西
金陵医院

教士霎擗≯o凝l未鲁祷奄霸豁麓霍j一螽鸶尝耀蹂铬《嚣lg
檗媒嚣萑畚霸凳嚣当嚣黧苛‰豁曩萋煮翳肇t!≤‰妻，l
卫生建设方面他主张“婵医豌，“济痰苦”．“赫庙字之资、移谜信之贽”+包l,Jl、医院、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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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黄泥岗。医院由医学博士传教士比毕(Robcrt Case Beebe)主

政。是教会在南京办的第一所医院。至1910年，该院累计就诊人

数50余万人次。一。’ ·。⋯ ’。

．

．：

1908年，金陵医院有医士3人，副医士3人，看护妇4人；床

位30张。分设男科、女科。1913年．比毕被聘为金陵大学医科教

， 员。1915年，该院有医士陈绍思、杨智生。至1927年比毕返美停

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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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医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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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医院系美国教会(贵格会)所设，由美国传教士柏德于
’ 1892年创建，院址五台山东螺丝转弯。聘用美国教医陆女士任院

长、法医师主持医务。专治女科及小儿科，是南京首设的妇女儿童

专科医院。t，，。．
。‘⋯

，

一

．

．

、

：1898年。法医师去六合县布道行医。在县城设西医诊所，后改

为和平医院。同年聘张韵琴、汤美林协助诊疗，并予以进修医学。

1908年，由罗伯任院长，同年，该院附设调护学堂。为本市首

设的护士学校。1915年，院长曹丽云，医士有张秀兰，陈沈丽生

等。192101924年，有医士张韵琴等。至1927年停办。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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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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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医院(Nanking Christian Hospital)J j j
：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英国基督会派遣加拿大籍医师威廉

姆·爱德华·麦克林(w·E·Macldin)来宁传教，取中文名马林。他

先后在鼓楼与城南花市大街(今三山街长乐路附近)设堂传教，附

设诊所，免费为贫病患者诊病，劝人信教。：， ’，’
，

。，：1887年，马林得到基督书院院长、美籍教师美在中(F·E·

Meigs)的帮助，并获国人景维行观察在鼓楼南坡捐地lO余亩为医

院院址，景观察夫人及下关庄效贤等慨助款项。1890年，兴建l

座砖木结构4层楼房，于1892年底落成，并增添人员设备，1893



学发给文凭。

1922年，赫济生(A．C．Hutcheson)任监督主席，增设牙科。

1924年．钢筋水泥结构4层病房正搂全部竣工，床位增至120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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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房楼西侧接建“纪念病房”。床位增至150张。成立妇产

，有产房、婴儿室。开设花柳科门诊，更新X线机。护士学校改

女生，学制3年。1926年，增加病理检查，改实验室为病理实验

o

’

t

．：’+
：

·． 。√ ，

1927年4月．国民革命北伐军抵达南京时，南京市政府接管

院，委任军医处长陈方之出任院长，易名南京市立鼓楼医院。设
· 有内科、外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花科、检验科、X线科、药

局、手术室、动物房等。有医师17人，护士32人．护生30人，床位

268张，其中头等4l张．二等70张，兰等105张，四等52张。，_l-
’

1928年8月，医院归还金陵大学，市政府规定院长由中国人

担任，金陵大学董事会乃聘请外科主任张逢怡出任院长。1930年

+秋，美籍医师谈和敦(J．H．Daniels)再度来院任院长。一
。’

1931年。成立疾病预防科，建立护士长制度，次年成立社会服．

’务部。1933年春，与金陵神学院、金陵大学合作成立乡村卫生科。 。

同年，扩建实验室，添置理疗设备(紫外线、辐射热器)。1934年，!

．药房能自制膏、散、片、酊、针剂、水剂等各种剂型的药品200余种；
’

住院病人疾病诊断按照国际分类法进行统计。次年，设电话总机

室。1936年。护校办理立案．易名为南京市私立金陵高级护士职
’

业学校，尉迟瑞兰任校长。医院有床位170张．职工237人．其中，

医技人员128人。 ．’ ．．i ?’一

‘ ’

1941年12月，日美宣战后的次日，日本宪兵队与同仁会南京

诊疗班侵占医院。班长土屋毅任院长，各科负责人均由日本人担

任。美籍医生和牧师关进集中营，解雇华籍牧师。全院共有55名

’日籍人员．84名中国工作人员。医院易名为同仁会南京鼓楼医院．
’

护士学校改名为同仁会看护学校，床位减至110张。 ， ·，
? 1946年1月，谈和敦三度来院掌管院务．更新设备．聘任各科

：

技术人员，业务得以发展。1948年，全院有内、外、妇产、小儿、眼

． 耳鼻喉、口腔、检验、X线、药房等19个科室，床位200张，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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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81人．护生83人。全年总收支为18．22万元．其中教会拨款

占15％o-全院占地3．86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0．61万平方

米．房屋面积1．47万平方米。1949年初，除谈和敦、屈穆尔、雷希

耀外，其他外籍医护人员相继离院返国。1949年3月，中共地下
． 党组织加强宣传．开展护院工作，组织领导40余名职工保护医院，

迎接解放。 ；，：。，一 ．’ “． 一，
7

，‘

。 历任院长：宋龙(T．W．Sloan美)、赫济生(A．C．Hutcheson

美)、陈方之、张逢怡、谈和敦(J．H．Daniels美)、土屋毅(日)、金川

平次(日)。4 ■ ．

，

-‘。c，，一 ， 一?
。．

一，。。￡；
。

二 j：0
t。r。

1 ’

。，

(南京仁育医院) ．： ．

_． 。： +，

’

南京仁育医院创建于1890年前后，院址卢妃巷。系由南京绅

商及慈善团体集资兴办的第一所民办慈善医院，初名金陵仁育医
， 院，民国后易名南京仁育医院。 。、“

：。：，* ，
，’．

√一，该院以施诊施药、救治贫民为宗旨，专门收留贫苦患病客民，

以及因病倒卧路旁寒苦无告者入院诊治，医药膳食，所需费用，均

由医院供给，不取病者分文。． ‘． √·
．

，

，’

，，

：I+1913年，张善禄为院董，1923年，向国民政府申请更换新执

照。1929年，医师3人、护士5人、药剂士3人，床位30张。
-

该院约于1933年前后停办。
‘ 。

，’。

’

．’

；

．，(江苏省立第一医院)：

+，该院创建于1904—1906年(清·光绪三十至三十二年)间，系

周馥任两江总督时所建，名为金陵中西医院，院址西华门毗庐寺附

近，是第一所官办民众医院。院内有中医士11人，西医士5人．看

护妇6人。中西医士分设诊室，设男、女科，有床位80张。1913

年1月，易名江南中西医院，2月改为江苏省立第一医院。设有内

科、外科、眼科、产科。还分设小儿科、神经科、精神科、花柳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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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耳鼻喉科、妇人科等。医院编制为院长1人，各科医长1人、医

员3人、看护妇25人：药局药剂长1人，药剂师1人、药剂生1人。

设有传染病隔离室和手术室等。1921年，全院有工作人员24人，

全年门诊5．4万余人次，收住178人次。
：

1927年6月11日，江苏省政府第15次政务会议议决派曹吴

臻前往接收。该院约于江苏省政府迁往镇江前的1928年时停办。

历任院长：金陵中西医院总办瞿呜礼(1909)、娄国华(子青

1910)、江苏省立第一医院院长叶尔度(1913)、吴济时(1921)、张任

华、陈磐(1927)。
‘

，

(第一平民医院】
、

，

’

该院建于1914年，隶属于江苏省警察厅，院址警察厅后面，是

为贫苦市民免费诊治的官办医院。1927年6月，改属于市卫生

局，设有内、外等科。有医师4人，护士5人，药剂士1人。1927年

lO月至1928年8月，诊疗病人2．3万人次。1929年12月。改为

南京市第一平民诊察所。
’

院长：朱洵士。 一

【南京铁路医院】

1920年，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建立铁路南京诊疗所，所址中华

路712号。后迁至三牌楼和会街。1945年，扩建为南京铁路医院

(即今铁路医院前身)。1947年，有工作人员87人。内有医师15

人，药剂师(士)3人，护士23入．助产士2人，床位50张。X线机2

台，显微镜4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JL科、泌尿科、眼科、耳

鼻喉科、牙科、皮肤科。年门诊量8．25万人次，住院病人509人

次。
’

。‘

}
II



[南京中央医院)

中央医院系民国18年(1929)1月筹建的中央模范军医院。

院址中山东路黄浦路口。当时征地50亩，购置活动木房13座，及

中央医院初建时工作人觅夸影

x线机等医疗器械．设临时床位300张，1929年10月1 El开诊。

1931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中央模范军医院改名中央医

院，划归卫生部管辖。为南京最

早兴办的唯一大型国立医院。

医院设有内科，下辖小儿科、

皮肤花柳科及肺痨科(后增)；外

科，下辖妇科、骨科、耳舁喉科、牙

科、x线科、电疗科和检验科等，

有床位275张。各科有普通病室

和特别病室，内科有隔离病室。

1931年，国民政府拨款扩建

中央医院，并得华侨胡文虎捐赠

银洋37．5万元。1932年10月，

开办护士学校，招收学生20人．

1933年，始由国民政府卫生署核

定经费，聘请教职员，划拨校舍， 1933年建中央医院大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改为中央护士学校。同年。建成一座井字形医疗大楼．改善医院设

施。增设妇产科、小儿科、眼科、泌尿科、脑病科、护士部、门诊部、

保健部、药局等16个科室。卫技人员140人。其中：医师77人．

护士32人。1935年，改中央护士学校为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学制3年。

．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央医院随同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初

移长沙、再迁贵阳，人员分散在重庆、贵阳两地。1940年．以重庆

歌乐山新院为总院．留驻贵阳部份为分院。1942年．改组为重庆

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各告独立。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6日，接收汪伪中央医院，改组为南

京中央医院太平路分院。1946年2月4日，空军迁出后，收复医

院原址。8月16日将太平路分院迁至院本部，复名南京中央医

院。开放病区14个。设有30多个科室．床位353张。全院有工

作人员784人。其中医师105人．护士209人，检验、药剂及其他

技术人员37人。新增医疗设备有最新式x线机3台，铁肺1台、

紫外线灯3台。红外线灯2台，消毒器大小6台、显微镜23架，镭

30年代中央医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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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镭针等；手术床9张，手术灯1l台，电冰箱9台，及牙科X线

机、治疗器、手术椅等。至1947年6月。床位增至582张。有医师

144人，护士225人，药剂人员18人。科室有内科、肺痨科、皮肤

科、花柳科、神经精神病科、d'Jt,科、外科(下设普通外科、泌尿科、

骨科、矫形外科等)、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放射学科、实验

诊断科、护理室、保健科、病人服务与救济科。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该院有工作人员712人，内有医师

143人，护士168人。床位300张。1950年6月．改编为华东军区

、医院。 。”

历任院长：刘瑞恒、沈克非、姚克方。，，，， 。

。

【南京市立戒烟医院) 二，
⋯ 、

． 1932年11月。市政府决定筹建戒烟所。1934年2月，建成国 ．

内最早的戒毒专业医院。院址朝天宫，隶属于首都肃清烟毒委员

会，由市卫生局领导。当年增设6处戒烟分院(邓府山第一临时戒

烟医院，信府河第二临时戒烟医院，朝天宫第三临时戒烟医院，仁

育堂第四临时戒烟医院，下关第五临时戒烟医院，鼓楼第六临时戒

烟箧院)，共有床位2270张。不久各临时戒烟医院集中于朝天宫，

床位550张。同时，在下关商埠街设特等戒烟病室，有床位20张。

1936年6月，特等病室迁至钞库街，11月，戒烟医院迁至船板巷，

两处共设床位700张。1937年，在娃娃桥增设戒烟医院1所。编

制为37--52入，内有医务人员27～38人，收容量大时可临时添

人。1934年2月至1937年4月，共收容吸毒者2．58万人，其中

勒戒者占88．5％。全部戒绝出院。

汪伪时期，南京市禁烟局下设有戒烟医院，后改为戒毒所，由 ．

卫生局领导。据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入所戒毒的吸

毒者907人．戒绝出院的697人。

1946年1月，重建市立戒烟医院。有工作人员9人，内有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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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有床位50张。当年收容吸毒者754人，其中勒戒512人．施

戒242人，全部戒绝出院。1947年，迁至中华路望鹤岗，工作人员

增至25人，内有医师3人，护士5人、药剂士1人，床位50张。同

年1～9月戒绝出院的吸毒者1678人。据中央日报1947年10月

30日报道，南京市130万人口中约有吸毒者3万余人。 一。
1949年，南京解放后，在市人民政府的治理下，彻底肃清烟

毒，吸毒者绝迹。同年7月，戒烟医院改为第7保健所。

历任院(所长)：张善堂、庄立、张锦江。 i

【南京市立传染病医院) 一．

一1928年，南京特别市政府在淮清桥原防疫医院院址，设立临

时防疫医院，由市卫生课课长高维兼任院长。1929年，在下江考

棚设临时治疫总所，在南门外同善堂冯台街、香林寺各设治疫所，
均为收治传染病的临时机构。1932年6月，在古林寺设立临时传

染病医院j有主任1人、医师2人、护士6～8人，调剂员1人。7

月，首都预防霍乱联合办事处与下关绰商各界联合设下关防疫医

院，借用商埠街原外交宾馆及遗族学校部分房屋为医院用房。医

务主任熊科贤，有医师、护士16人。 ’r
‘

，1933年．市政府指令，由市卫生事务所所长王祖祥组建南京

市立传染病医院，租用下关商埠街36号，原外交宾馆及遗族学校

部分房屋为院所，于6月1日开诊收治病人。’医院工作人员以第

四诊疗所为基础共有11人，有病房9间。床位40张。1936年。增

至50张。 *
‘

，；，

’-

1940年5月，汪伪市政府在八府塘建市立传染病医院。有院

长1人、主任1人、医师2--4人，护士长1人，护士4～8人。药剂

生1人，床位30张。 。．。

1945年9月。市政府接管医院并改组复建，迁下关商埠街原

址，于10月开诊。设有医务郝、护士室、调剂室、检验室等。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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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24人，其中医师4人，医助7人，护士5人，药剂士1人，病

床30张。主要设备有x线机1台、显微镜1架。1947年，工作人

员增至38人，内有医师2人，护士13人，药剂士1人。床位增至

80张。

1949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该院。易名南京市传染病

防治医院。1950年6月，该院迁至紫竹林。

历任院长：倪颖原、龚亦祁、黄道三、庄立、翟俊生、张兆统、骆

龙江。

(南京市立医院】

1934年11月筹建，由市政府拨款12万元建两层楼房2幢．

于1936年1月2日开诊收治病人。院址城南下江考棚。有工作人

员59人，内卫技人员55人。设有内科、外科、产妇科、小儿科等

lO个科室。

日军侵占南京后。日军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于1938年5月3日

侵占该院。改名同仁会南京医院。1943年6月，改名南京市戒烟

医院。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南京市卫生局派员复建南京市

立医院。1946年。有工作人员78人．其中医师21人．药剂人员3

人．检验员2人．护士29人、

助产士3人。设内科、外科、

妇产科、泌尿科、眼科、耳鼻

喉科、牙科、皮肤科、x线科、

检验科、保健电疗科、药局、

护士室、手术室。床位增至

100张。主要设备有x线机

1台。显微镜4架、冰箱l

台，孵箱1台。1947年，工 南京市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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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增至141人．内有医师23人．护士39人。药剂士5人，床位

150张。 一 ?，01 。：

1949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该院。易名南京市立第一

医院，时有工作人员100余人，床位95张。

。。 历任院长：王祖祥、何靖、姜渭沦(副)、杨树信。； 。

’

。 附：同仁会南京医院．．、1。： ．

。，

一

；’日本同仁会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翼，受日军特务部管

辖。日军驻沪司令部所辖日本同仁会第一诊疗班(又名南京诊疗

班)于1938年5月，侵占南京市立医院，建立同仁会南京医院。诊

疗班班长冈崎祗容任院长．有日籍工作人员34人。设有内科、外

科、产妇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肤科、泌尿科、防疫科。

1941年12月，美日宣战后，同仁会南京诊疗班又侵占鼓楼医院，

驱逐美籍人员，易名同仁会南京鼓楼医院，由诊疗班班长土屋毅任

院长。有工作人员139人．内有日籍人员55人，床位减至110张。

1943年6月，土屋毅将原市立医院移交给汪伪市政府，改为南京

市戒烟医院。。．， ．

'

，

．

，

。

’●

【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7

1935年成立，院址丁家桥。1937年。随大学西迁重庆。1946

年3月，迁回原址重建。有医师36人，护士32人。床位120张。

1947年，工作人员增至314人．内有医师61人，护士57人，药剂

人员19人。1948年，床位增至250张。设有内科、结核病科，神

经精神科，皮肤花柳科、外科、泌尿科、整骨科、妇产科、／bJt．科、眼

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检验科、药局等科室。主要医疗设备有X

线机、治疗用镭锭及深部X线机，以及眼耳鼻喉科、胸外科等新式
’ 手术器械。 ·

。，，

‘1949年5月．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该院，8月，易名南

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51年1月，改为第三军医大学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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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再次改名为第五军医大学附院。1954年。迁西安市

与第四军医大学合并。

历任院长：康锡荣、戚寿南(代)、阴毓章、高学勤、姜泗长。

、
7砖 ?

， ’．’j

(汪伪中央医院)一一7
。 ～

。： ．，

1940年4月，汪伪政府建立中央医院．院址五台山童子军司

令部旧址。直属于伪行政院内政部。该院设内科、外科、／J'．JL科、

产妇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肤花柳科、泌尿科、脑系科、肺科、齿4

科、传染病科、X线科、检验科、理学治疗科、保健科、护士科、药局、

贫病救济科、门诊部。附设有高级护士学校。高级助产学校各l

所。
。

．，。‘t ，．一
．．、-

．1941年．在太平路34标征地4945平米，建伪中央医院太平

路分院，有床位200张。不久两院合并。院长罗广霖。 ．：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接管伪中央医院。改编为南京中央医

院太平路分院。1946年合并于黄埔路中央医院，34标新建首都陆

海空军总医院，1949年3月。该院部分人员和设备，随国民政府南

撤广州，留下人员与原驻下关的105医院合并。易名为105陆军

医院。 一-‘¨’ ：’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收105医院，将。；

其改编为直属第二医院6分院。1950年4月，该院随二野进军大．

西南后，原驻石门坎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直属医院，迁入该

处，并易名为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直属医院。1954年3月，改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 ．

、 ：

。#

。-

。

[城南医院】 “； ； 。

1940年，汪伪市政府成立城南医院。院址中华门外雨花路3

号，面向城市贫民，亦名平民医院。1945年9月，国民政府接管该

院，有工作人员19人，床位30张，恢复诊疗业务有内科、外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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