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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地区人民医院志

四川省南充地区人民医院志编辑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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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国家建设，一日千里。值此科学的春天，万物兢荥，龙腾虎

跃，盛世修志之举，适得其时．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院规模逐步扩大，业务技术逐步发展，医

疗、教学、科研等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巳成为～所具有相当规漠和一定水

平的地区级综合医院。三十七年来的历史(1 950一1 986)，既艰苦卓绝，且时存起伏。

川北医院时期是白手起家，专区医院时期是开始举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院

这支久经考验，政治、业务、技术素质较好的医疗队伍，不负人民所托，为漱会主义的

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创业维艰，举步不易。记载史实，以求激励来者，参资政

事，开拓前进，更上一层楼．为开创医院工作新局面，扎扎实实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提

高医疗护理质量，坚持改革，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即编纂本志二挎之目

的。

历时三载，经各编辑和编纂人员的努力，完成了这本20万字，附图表若干的四川省

南充地区人民医院志。

这本志书，紧紧围绕着医疗、预防、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过程，记述而不评论，

存史而不旁及，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借此机会，向为我院建设付

出过艰辛劳动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并对为我院建设作出了贡献而已作古魄

同志深为悼念。

陈大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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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

屑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观点正确，符合史
实。

二、本志书是一部业务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志．全书共十章，除卷首外，正文分章、

节、目三个层次，分门别类记载了本院的创建经过．医事活动，技术水平的历史和现
状。

三、本志书按志书体例，以时为经，横分目类。凡在章、节中不便详述的重要史实，
均收入“附录”

四、本志书年代断限。上限溯源至1 937年，下限断至1 986年底，对于l 987年的某些
事例也有所延及。

五、本志书中的医学专用名词、医学术语、医学筒词、英文缩写字母、医学习惯用

语等，～般不予注释。记述语言、年号、文字、标点符号等，按国家关于出版物的统一

规定为准。地名～律使用今名。单位名称和疾病名称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括

号内注明简称后，其全称和简称在书中通用。如华西医科大学(川医)、重庆医科大学

(重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三军医大)，且多指其附属医院；又如流行
性出血热病(E H F)、钩端螺旋体病(钩体病)等。

六、本志书严守“生不立传”的原则，不为在世人立传。生者入志，或“表”录，

或“因事系人”于有关章节中。对今人宣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
称。

七、本志书取材以文书档案为主，辅以口碑材料．所用统计资料，以保存完整的数

宇为准。

／L、本志书中卫生技术人员的级别，按l 986年以前的规定称谓记述。即高一医师
级，中～医士级，初一护理员级。

九、本志书使用的“建国前(后)”、 “解放前(后)”的概念，分别指l 949年-10

月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1 949年12月1 0日南充县城解放前(后)．



概 述

南充市地处蜀巾，为川北重镇。解放前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国医中药均系个体

经营，西医西药于民围初年传人，医疗机构的设置是在三十年代之末。所建立的四川省

立南充医院，其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卫生人员少、医疗水平低，不能满足民众的医药

需求。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人民卫生事业，关心人民身体健康，大

力发展预防医疗事业，建设各级医疗机构，成就辉煌，效益显著、以本院为例，1 986年

与t 949年比较，病床张数增长34．39倍，(原i 8张，现619张)，卫生技术人员增长44．07

倍，(原l 5人，现661人)，房屋建筑面积增长l 5．1 o倍，(原2982平方米，现45029．7

平方米)，1 986年出院141 84人次，门诊日均176 6人次。已成为了南充地区临床、医技

科室较齐全、设备较先进，医疗技术水平较高的一所综合性医院。

解放后的37年，本院的发展变化很大。临床方面已由单一的西医，发展成为中医、

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齐全。西医由内、外分科开始，从普通科逐步向专科发展，分

科越来越细，已有普通外科、骨外科、胸外科、肝胆外科、泌尿外科、颅脑外科、．烧伤整

形外科、小儿外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产科和皮肤科。内科也已形成心

血管、血液、呼吸、消化和神经等专业，还有小儿科和传染科也开始向专业发展，中医

已有内科、骨科、针炙、痔瘘、按摩和中医微机诊治等科室．中西医结合科自组建以

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医疗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医疗设备方面，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不断的充实和更新。现在本院的设备器材总价

值近l千万元，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达30余台。已有5 oo毫安X线机，配有增频录相装

置的X线机、心脏遥控监护仪、B型超声诊断仪、Ma rK超声心动图仪、脑电图仪、

心脏多功能仪、同位素彩色扫描仪，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和血气分析仪等较为先进的、

实用的仪器设备。

卫生技术人员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养下，本院现有卫生技术

人员6 61人。他们承担着医疗预防、医学教育、医学科研、计划生育手术以及辅导、参与

本地区基层医院的业务技术，急诊抢救、社会医疗服务等工作，为本院和本地区医疗业

务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医疗技术方面。在五十年代，对常见病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检验和X线的一般检

查；对其治疗除药物外，开始了采用手术治疗和物理治疗的历史。在六十年代， 心电

图、A超和病理检查等开始应用于临床。到七十年代末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本院的医疗没备猛增，智力投资快速，故而各种检诊技术和治疗技术的水平迅速

提高，常规的开展了心电遥控监护．心、肺微分阻抗，血液循环功能测定， r一心功能

测定，常温下无血肝切除，巨大嗜铬细胞瘤切除，侧脑室巨大动静脉畸形切除，不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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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再植，心导管未闭结扎．滋养细胞肿瘤化疗，烧伤人工植皮术．医技部门开展了断层

摄影，B超导向下多脏器穿刺、治疗和多普勒临床检诊，丁烷致冷冰冻切片，补体Ct

测定，放免测定等项目。

医学教育方面，自五十年代起，本院即接受省内大中专院校学生临床实习任务，现

为三军医大、川北医学院和南充卫校的实习基地。同时承担本地区基层医院的进修任

务。解放后院办卫校培养中等医学专业人员共计7l 9人，他们已经成了各医疗机构的骨

干力量之一。

医学科研方面，五十年代起一直坚持了临床科研工作。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开展

起来的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病、钩端螺旋体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肺心病等课题，均取得了重

大的成绩。八十年代新开展的抗绿脓于菌血浆、烧伤敷料、涂硅尿管和微机管理住院医

疗技术经济效益等课题，都巳获得了成果。自1 978年起，本院医学、临床科研工作共获

部级成果奖3项，省级成果奖16项和地区级成果奖5项。历年来，在省级以上干Ii物发表

的医学论著共计1 13篇。

解放后．本院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全国一样，也经历了顺利和坎坷。解放初期的高速

发展，为医院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957年“反右”斗争，挫伤了一些干部和卫生技术人员

豹积极性。l 958年的“大跃进”，将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过多的下放农村，影响了

医院业务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医疗质量下降。1 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规章制度

破坏殆尽，高年资医务人员被“关牛棚”，欠费猛增，经济拮据，药械两缺，医院元

气大损，医院管理较长时期处于混乱状态，医疗质量再次下降，医疗水平落后于时

代。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和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知识分子政

策，大大地调动了卫生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调整了收费标准，增加了投资，故而有力量

进行基本建设和购置医疗器械。所以，近l o年来本院与省内同级医院一样，正在改革中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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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

4月14日

9月3日

大 事 记

民国28年(1 939)

南充县卫生院在文昌巷成立，开展门诊．

民国29年(1 940)

南充县卫生院迁栖凤街。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飞机轰炸南充，卫生院在市郊借民房收治伤员。

民国30年(1 941)

1月 南充县卫生院长由杜明义担任。设临时病床8张。

民国34年(1 945)
8月 南充霍乱流行，卫生院在药王街设临时病院收容霍乱患者。
1 0月 卫生院附设公立医院在市郊甘露寺附近建成，设病床25张。

民国35年(1 946)
2月 四川省医士职业学校南充分校在公立医院成立，办一期。

民国37年(1 948)

1月 附设医院改为四川省立南充医院。

是年秋 施行第一例兰尾切除术。

民国38年(1 949)

12月lO日 南充解放时，省立南充医院实有职_T_27人(其中医、药师4人)病床l＆

张，冰箱一台，显微镜3部，房屋2982平方米。

1 950年

1月 q1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事管理委员会派军事管制小组接管省立南充医院。

3月28日 川北行署将接管的省立南充医院命名为川北医院，属川北行署卫生处(厅

领导，朱康民任代理副院长。

4月 购置大北街1 12号房地产，土地面积16．9市亩为医院院址。

6月2i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三后方医院与711：比医院合并。杨正培任院．

长，宋克昌任中共医院支部委员会书记。开始招聘人员。

6月25日 本院门诊部由栖凤街迁大北街新院址。

8月25El 本院正式开诊。实行全日应诊、急诊和出诊制。门诊分七个科。

109 1 0日 住院部由市郊甘露寺附近迁入，设病床1 50张，分内科、外科和传染科三

个病房。组建医疗、药械和护理三个组。建立医、药和统计制度。设立行政(院)

办公室和总务组(股、科)。

1 2月底 全院职工计1 02人(其中医、药师15人)。

1



1951年

4月 医院更名为川北第一医院。

5月 吴新陆等人和设备，先后从阆中川北第二医院调来。

川北卫生厅授予张大秀、梁荣蕴一等模范护士，是本院第一批获省级模范

的个人。

6月 川北卫生厅任命门诊部，内、外科主任和护士长。外科主任吴新陆组建麻

醉和手术室，正规开展普通外科手术。

7月 从川北第二医院调来x线机(15毫安)，开展x线透视业务。

3月 首次接受大、中专医学院校毕业生8人来院工作；中专学生(南充医士校
l 7r名)临床实习。

开始派出人员外出进修(X线专业)学习。

动工修建门诊部(1 575平方米)。

12月 宋克昌任副院长。

是年 妇产科。财务股(科)成立．

本院病床达2 20张：门诊逾7万人次，出院病人1 5I 1人次。

1 952年

．3月 邢光辉由川北第二医院调来，任内科主任。

、8月 本院更名为四川省川北人民医院，直属四川省卫生厅领导．

9月 调来周应仪、杨林远、蒋枝培分别担任妇产科，检验科，药局主任。放射

科(附理疗)，急诊室成立。
1 O月20日 本院《工作规章制度》开始施行。

1 1月 周应仪施行剖腹取胎术成功。

中共医院支部开始建党。

首批接受来院进修人员3人．

12月 院本部计有土地38040．34平方米。

成立人事股(科)，营养室。

开始安装水、电。

1 953年

7月 本院改名四川省南充专区人民医院，隶属四川省南充专员公署领导。宋克

昌任院长。

“是年 妇产科动工修建，计755．36平方米。

改皮下输液法为静脉输液法。。行各种穿刺和脊髓涂片检查。

事务组(膳食科)成立。

1 954年

4月 南充市人民医院合并入本院。

】o月I 7日 抽调14人组成巡迥医疗队，携带X线机、显微镜、手术器械等设备，赴1 0

个县医院帮助工作。

11月 成立供应室、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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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药品制剂和大输液开始生产。

开展各种封闭术和静脉切开输液法。

全年门诊人数逾1 o万。

1955年

-3月 新建内科、外科楼各一座，计2279．96平方米，投入使用。
l 956正

、2月 中共南充地委直属第九总支委员会在本院成立，宋克昌任书记

t6月 从专区各县调来名老中医蒋殿梅，杨家林、陆文鸿、庞济刚、刘亦平，门

诊部开设中医科。

成立小儿科、五官科、病理室。

9月 本院首次接受川医63名学生临床实习。

曹泽富开展心包穿刺引流术。
1 957年

1月 南充市流行性感冒流行，本院全力以赴，组成有25人的医疗队到各城区，

机关进行治疗。

秋 “反右”斗争在本院开展，有76人被错划为“右派”，3人受到处分(均
于1 979年改正)。

l 958定

3月 调出诸少侠，杨远熙等医师l0名，和其他医技人员11名，支援南充专区的

8个县医院。

中医科徐洪星在《广东中医》发表了本院的第～篇学术论文。
7月 派曹啸等医、护人员10名，分赴广安天池、岳池溪口筹办大炼钢铁所需

的厂矿分院。不久合并为溪口分院，于1 962年8月撤销。

9月 派内科副主任张世荃到成都中医学院高研班学习。

举办药厂(现为南充制药厂)。

本院举办附属卫生学校，设药剂、护士两个班，办三期，计学生93人。

是年 开展肝穿刺取活检组织等病理检查。 ，

l 959年

9月 在吴新陆主持下，由曹啸主刀与陈仲达施行本地区第一例食管癌根治术成

功。 。

输氧、鼻饲、胃管、胃肠减压和吸痰器应用于临床。

12月 本院门诊人次超过25万，出院人次超过l万，病死率l 0．10％。

1 960年

1月8日 中共南充地委书记戈润生在本院住院治疗中死亡。经专案查明，是因制药

厂改变50％葡萄糖注射液的习惯包装，南充医药公司和本院在供，进货和使用

时、均未认真检查所致。

2月5日 本院中医科和市中医院合并，成立南充专区中医院。

2月 检验科主任杨林远，发明血沉快速检验等方法，出席四川省文卫系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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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代表会。是本院第一个获省级技术先进的个人．

9月 袁辉光在本市发现本专区第一例钩端螺旋体病。

lO月 邢光辉在本院住院病人中发现流行性出血热病，为西南区首例。

1 1月 吴新陆于l 958年在省医院进修骨科后，组建成骨科病房。普通外科开始分

专科。

1 961年

春 四川省卫生厅确认流行性出血热病，指定邢光辉担任流行性出血热病临床

科研组长。 ，

3月 专区中医院并入，本院成立中医科。

4月 南部县升钟乡发生食物砷中毒，邢光辉带医疗队组织抢救。

l 962年

1月 心电图仪和A型超声诊断仪用于临床。

4月 成立护理部。

1963焦

4月 邢光辉在全国第一次流行性出血热防治会议上，发表“四川省南充地区流

行性出血热88例临床分析”的论文。是本院第一个参加全国学术会议者．
1 964年

是年 派出临床、医技的技术骨干6人组成辅导队。上年辅导阆中县医院，下年

辅导仪陇县医院。

l 965钜

4月 黄诚信、袁筠、范文娜开展子宫颈癌根治术成功。

9月 南充专区医院半工半读班开学，学生1 20名，办一期。

12月 主治医生王毅，袁筠等，和其他医技人员共31人(其中医师以上14人)调

蹬支援基层区、乡卫生院。

l 966年

6月 由吴新陆指导，张登澄等施行刽伤性胭动，静脉断裂，大隐静脉移植术成

功。 ．

8月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本院开展。是年冬，本院的“群众组织”成立。

1 967钜

1月 本院的“群众组织”夺了医院领导的权，院、科领导靠边站，遭批斗。医

院的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

8月 因武斗本院被迫停诊十余日。

是年 病员欠医院医药费达1 55．116元，是本院历年欠费数的最高点。

住院病死率8．16％，以后十年都滞留在这个数字上下。
1968年

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进驻医院。

是年 实行“医护合作”。

1969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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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l 0日 四IIi省南充地区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宣队代表胥锦才(51医院

会计)任主任委员。

改科主任负责制为民兵连编制。

5月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高年资医师14A．被“关牛棚”，遭批斗。其中内科副

主任周应仪、副院长兼中医科主任蒋殿梅、护理部主任戚云光等3人，在此后

～年内先后被迫害致死(均于1978年平反昭雪)。

有的临床，医技科室开始合并或撤销。

秋 在门诊和住院普遍实行“6 8l”(一种卤碱制品)治疗多种疾病，因无疗

效，很快停止使用。

是年 传染科住院病死率高达16％，为本院历史最高纪录。

I 970年

7月 抽调医、护、干、勤人员30名，赴陕西省紫阳县毛坝关组建襄渝铁路南充

民兵师医院。1 972年底完工返院。

陈大经等赴川医进修颅脑外科，自此外出进修改为医、护、麻醉人员配

套，进修某项专科。

l 971年

2月 陈大经施行颅骨清刽成形术成功。

5月 中共南充地区人民医院总支委员会成立，由军宣队代表瞿佐国(39师卫生

队长)任书记。

9月

6月

是年

6月

8月

9月

lO月

7月

10月

12月

南充地区人民医院卫生学校开学。先后办护士、放射、西药剂、检验和助

产等班，共1 5期，毕业学生5 06人，于l 983年撤销。

1 972年

派药师欧树藩援建索马里贝一一布公路，继后有罗世文、李有铨前往该国

援建，至1 977年止。

开始恢复巳撤销合并的传染科、d,．JL科、五官科和A超、心电图等科室。

1 973钲

副院长吴新陆，邢光辉复职，

妇产科协作完成四川省卫生厅下达的“复方18甲”科研任务。

军宣队撤出，何义群任革委会主任和中共总支书记。
1 974年

内科成立慢性肺原性心脏病科研组，曹兴亚负责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

进行研究。

1 975矩

任命和重新任命了各科、

中药房改为科建制。

医院发起“奋战三季度，

在内科组建同位素室。

室负责人。

实现百Et无事故”活动。

派出人员组建升钟水库医院，至1980年该院迁碑l亚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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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月

3月

8月

lO月

3 H

6月

7月

9月

10月

I 2月

是年

5月

6月

7月

9月

4月

10月

i l月

是年

4月

7月

7月l 4日

6

1976年

本院出任四川省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科研协作组临床组组长．

派出林安涛、郑万善任援藏医疗队正副队长，赴西藏贡觉县工作两年。

1 977年

吴新陆奉调到地区卫生局，负责筹组南充地区医学分会。次年，南充医学

分会成立，吴新陆被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长，随即开展学术活动。

曹泽富开展腹膜透析术。

血气分析仪用于临床。

1 978年

本院正名四』|I省南充地区人民医院。隶属四川省南充地区行政公署领导。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吴新陆任院长。

成立医务科。 一
．

派出范文娜、雷宗辉赴西藏贡觉县，为时1年。

恢复职称晋升制，本院晋升主治医师者15人，医师23人和医士12人。

支IJ英明以“靛玉红”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疗效显著，患者苏玉平缓解

出院。

成立中共南充地区人民医院委员会，车化夫任书记。

超声心动图仪用于临床．

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住院病死率开始逐步下降。．

I 979年

肾功能仪用于临床。

曹兴亚著“清热解毒控制慢性肺原性心脏病急性期呼吸道感染的研究一一

兼及正交fJ{}fZlf亍方药的筛选”，是本院第一个获省级科研成果奖的个人。

组建医学基础科。 。

外科大楼建成投入使用，面积3720．34平方米。

1 980年

实行经济管理办法。

四川省卫生厅在本院成立流行性出血热病研究室，邢光辉任主任。

邹嗣祯、陈大经、周家镇施行巨大嗜铬细胞瘤摘除术成功。

吴新陆、邢光辉晋升为主任医师，袁辉光等4人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纤维胃镜，肺功能仪用于临床。 二

l 98i正

范文娜用化疗法治愈子宫滋养细胞肿瘤，患者敬兴华恢复了生育功能。

采用闭合式输液及静脉输液空气净化瓶

陶光晨、叶洪谷赴莫桑比克援助，为时两年。

南充洪水，本院大部被淹，传染科水深2．07米。但药械无损失，

病员无伤亡。获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奖旗，

住院

欧树



11月

3月

4月

9月

J 2月

4月

6月

7月

9月

lo月

是年

1月

4月26臼

5月

8月

9月

l O月

是年

凡、赵子美获”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奖状。

邹嗣祯等施行自体肾移植手术成功。

陈大经等施行杏仁核定向破坏手术．嗣青成等人开展低温麻醉术成功。
l 982年

B型超声诊断仪用于临床。

安装4 oo毫安X线机配增频录像装置。

电子血球计数器用于临床。

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用于临床。

1 983年

邢光辉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先后提交了“关

于增加经费补助，加强老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事业建设”等六个提案，还有集体

提案三项。

曾崇方、邹嗣祯施行常温下无血肝切除手术成功。

注射采用一针～管制。

电子计时粘度计用于临床。

中国民主同盟在本院建立小组，1985年11月建立支部，罗一才担任支部主

任委员。

改保健室为预防保健科。

陈再碧赴莫桑比克援助，为时两年。

电子计数仪用于临床。

流行性出血热研究室获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状，是本院第～个获省级科研奖

的科室。

刘淑德开展X线下行左心室插管术。唐俊卿开展除颤起搏，同步电击。
l 984年

实行机构改革。陈大经任院长，李文浩任党委书记。

袁辉光出席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盼

接见。

烧伤科协作完成“抗绿脓杆菌”项目，获卫生部甲等奖。是本院第一个获

部级科研奖的科室。

成立中西医结合科、传染科、急诊科，超声科、病理科、核医学科，改革

办公室。五官科分为口腔科、耳鼻喉科和眼科。

脑电图仪，有线无线心电监护仪用于临床。

新西兰卫生部医院管理处副处长格瑟兰来院访问。

李春诗赴红原县支边，次年由王文琦替换，再工作一年。

彩色扫描仪，荧光显微镜用于临床。

黄诚信、王清遵等周云芳、黎功翠采用顺铂腹腔注射加手术，治疗晚期卵

巢恶性肿瘤成功。

九三学社在本院建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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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伤科采用P P C护理制度。

J 985年

2月 职工代表大会成立，曹泽富任主任委员。

4月 新建门诊大楼落成，建筑面积6 390．46平方米。

8月2日 张厚康、唐继超在华西医科大学田子朴教授和王泉云主任指导下，行体外

循环心脏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成功。

‘9月 肺阻抗血流图仪，纤维结肠镜，多道生理记录仪用于临床。

12月 李有铨与南充师范学院合作研究的“住院医疗技术经济效益管理工程”课

题，通过省卫生厅鉴定。

是年 试行院长负责制。

】986年

．3月 本院获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奖状，是本院首次

获得部级工作奖。

5月12日 本院满30年护龄的23名护士，获卫生部荣誉证书。

_6月 曾于1 951年底，l 952年初任本院顾问的马德启(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英

籍)由泰国来院访问。

门诊实行首诊制。

7月 中医微电脑，激光治疗器，多功能程控心脏刺激仪朋于临床。

向仪陇县马鞍区卫生院和广安县协兴区卫生院提供医疗技术援助。

．8月 新建的制剂大楼基本完工，建筑面积329l平方米。

8月30 Et 营山县发生特大砒霜中毒事故，1 65人巾葡。袁辉光带医疗队前往协助抢

救，病员无死亡。

】0月 心阻抗微分仪，多普勒用于临床。

开展食道调搏术。

12月 心脏多功能仪用于临床。

污水污物处理楼获南充行署“环境保护先进单他”奖旗。

是年底 门诊和出院人次都达历史高峰。住院病死率2．60％，为本院历年的最低

点。年底，病床设置6 i 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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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2． 欢送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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