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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嫩水江畔，卜奎古驿，龙沙新城，鹤的故乡。拥有历史悠久黑土地文化的塞北明珠

一齐齐哈尔，素有“龙城”、“丹顶鹤的故乡”之称，又有“钢铁机器城、鱼米瓜果乡”之
美誉。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就坐落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其地理位

置位于黑龙江省西部，西屏大兴安岭，东临松嫩平原，海拔141．9米，东经124．05。，北

纬47．830，处于嫩江中游，地多条形沙丘，形似沙龙。

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节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

热多雨，秋季短暂早霜，冬季寒冷干燥。冬季长达210天(10月初至翌年4月末)，严寒

期145天(11月初至翌年3月末)。年平均气温2．1oC，最冷是1月份，平均气温一19．

4。C；最热是7月份，平均气温22．8。C。年平均降水量553毫米。全年盛行西北风，控

制时间长达9个月(9月至翌年5月)，年平均风速每秒3．5米，春季风速最大达每秒40

米，且大风日数也最多，占全年大风日数40％以上，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占地面积5．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主要担负哈尔

滨铁路局西部地区(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海拉尔铁路分局、哈局直属齐地区及工程部门等)50

多万铁路职工和家属的医疗、预防保健任务，同时对社会开放，收治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内蒙

古东部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地方病人，开设病床600张。是大连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

大连铁路卫校、哈尔滨铁路卫校、齐齐哈尔市卫校等大、中专院校的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是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体的综洽性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及铁道部“十佳”医院。

1928年(民国十七年)5月，民国政府洮南铁道局在吉林省洮南县设立民国洮南铁路

医院，为铁路员工及家属诊疗。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于日本

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医院被日本接管，驱出中国医生，取缔中医。1935年医院随铁路局

迁至齐齐哈尔，医院改称为齐齐哈尔铁路医院，1940年在齐齐哈尔新建医院落成，系二

栋二层病房楼，医院已形成一定规模，设有内科、儿科、外科等，床位189张，工作人员176

名。东北沦陷时期医院完全由日本人统治和管理。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

条件投降，苏联红军接管医院。1946年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医院，开设病床40

张，医院主要任务是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及保障铁路职工健康，直至这时，医院才重回中

b／k民手中。1948年医院在郑家屯、白城子、昂昂溪、安达、扎兰屯、博克图、海拉尔等地

开设诊疗所。至1949年，医院已开设12个诊置设病床200张，职工人数276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撼然发动朝鲜战争。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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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院抽调医务人员组建医疗救护大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主要任务是接收前线伤员

转院回国治疗，仅1951年2月就收治伤员1000余名。5月28日汉口抗美援朝医疗队

到达齐齐哈尔，并以齐齐哈尔铁路医院作为医疗队工作基地，开展了胸外、骨外、脑外

及各种战伤手术，大大地推动了医院医疗技术发展。同年医院进行了建设整顿，建立

了住院处、图书资料室和住院管理室，推行苏联管理模式的保护性医疗制度。1957年

医院在齐齐哈尔地区和外站设立四个卫生所，18个地段保健站，并建立了家庭病床，

编制床位300张。1958年医院门诊楼竣工，投入使用，医院整体建设已具有一定规模。

1960年成立病理室、中医病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医院开办农场，自己生产，以解决

职工生活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齐医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医院正常的医疗

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规章制度被废弃，工作盲目乱干，老专家被列为反动技术权威被批

判和专政管制劳动，科主任、医生改做护理工作，由护士、卫生员主持医疗工作和上台

手术。1967年医院实行军事管制，翌年院革委会成立，原院、科二级领导干部靠边站，

医院设政工、医疗、后勤、人保四个组，科室按部队编制设立，由群众组织任命名连、排

长，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一批冤假错案。1970年4月医院新党委成立后，恢复党

团组织生活，实行党委领导下分工负责制，医院又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医疗制度。同时，

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要求进行战备教育，组建战备医疗队，修建地下病房和地下手

术室。1975年医院组建急诊室，是年经铁路局批准成立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高头

结核分院，结核分院设床位150张，定员188人。并于是翌年3月成立“七．二一”医科

大学，培养医疗技术人员。1976年7月，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医院抽调26名医务人员

组成的医疗队赶赴地震灾区进行抗震救灾医疗工作。同时医院为适应医学科技发展

的需要，将内科、外科系统进行专业分科，对专科医疗建组细化，并成立了齐齐哈尔铁

路卫生学校。至1976年医院编制床位已达566张。1978年4月撤消医院革委会，10

月医院建立医疗电子器械厂，并于11月正式恢复门诊部。1979年成立烧伤组，设立烧

伤病房，开展烧伤病人治疗工作。1980年成立医院集体企业，安置职工家属及待业青

年，并根据铁路局要求，开始收治不超过总床数20％地方病人。

1983年齐齐哈尔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合并后，医院更名为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

尔铁路中心医院，仍然承担着哈尔滨铁路局西部地区45万铁路职工和家属的医疗、预

防保健任务，以及齐齐哈尔、加格达奇、海拉尔、伊图里河铁路分局疑难病人转诊任

务。1985年医院新内科住院楼投入使用，医院内科、外科系统各专业组改建为专业医

疗科室，医疗工作重点进行专科医疗建设。1988年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由院长聘任

中层干部，同时进行医疗技术干部职称改革，共评出高职技术职称35人，中级技术职

称187人。同年12月，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呼吸科在全国铁路重点院站建设中，被

评为部组重点专科。

进入90年代以后，医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1年10月顺利通过医院分级管

理评审验收，成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1992年9月引进日本东芝300S全身CT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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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lO月在俄罗斯基洛夫建立医疗中心诊所。1993年在满洲里建立综合服务楼。

1995年2月齐齐哈尔市微循环、脑囊虫、糖尿病三个研究中心在齐医挂牌成立。是年

5月引进日本岛津1250MA大型数字减影X光机。1996年7月齐医被评为国家爱婴医

院。1997年4月进口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投入使用，6月成立高压氧医疗康复中心，11

月新外科住院楼投入使用。1998年成立内科、外科ICU病房和干部病房。2000年成

立血液透析中心。至2000年12月，齐医设有行政科室14个，党总支5个，医疗(医技)

科室54个；社区卫生所5个，保健站15个。职工总数1131入，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61

人，高级职称56人，中级职称318人，初级职称487人。编制床位540张。齐医已发展

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占地面积5．9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

纵观医院发展史，历尽沧桑换新颜。72年来齐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经历了一个艰辛发展历程。特别是建国后50多年来，取得旧中国不可比拟的长足进

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机构设施完善，集医疗、预

防、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50多年来，医疗设备不断更新，技术力量不断加强。从民国时期仅有3名医务人

员，一台小型X光机，发展到现今占地面积5．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各

种医疗设备一千余台，固定资产原值4587万元，净值2634万元，全民合同制职工1 131

人，医疗技术人员827人，拥有医疗(医技)专业科室54个，以及各种医用配套设备。

其中主要医疗设备有日本产东芝300S全身CT扫描仪、美国产彩色多普勒超声机、|日

本产岛津1250MA数字减影X光机、美国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纤维胆道镜、前列腺电

切镜、胃镜及冷光源、体外反博器、彩色多功能监护仪、人工心肺机、彩色超声波、肌电

图机、颈颅多普勒、全自动呼吸机、24小时动态心电图机、眼科手术器械、冷冻切片机、

人工肾(7台)、B超S1400S、红外线乳腺诊断仪、全自动超声乳化仪、800MA胃肠x光

机、钴60治疗机、24入高压氧舱、X光拍片机、柯达洗片机、生理记录仪、血气分析仪、

麻醉机(8台)、多效蒸馏塔、呼吸机(14台)、角膜放射切开设备、超声波清洗机、高频电

刀(12台)、中心水处理系统、口腔烤瓷系列、电测听仪、无创排血监护仪(2台)、便携式

B超、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等。入院、收款、出院、病案管理、取药等全部实现微机自动

化。科主任、护士长及主要部门工作人员全部配备传呼机，实现信息化管理。医院设

有三个铁道部重点专科，三个铁路局重点专科。先后有三个专科被确立为齐齐哈尔市

微循环，糖尿病、脑囊虫病研究所。

50多年来，医院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共有十部著作出版发行；3004篇论文分别在

国家级、省(部)级杂志上发表及全国、全路医疗(护理)学术会议上交流；外科开展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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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业务120项，全院共有76项科研项目获科技成果奖。其中，《混合抗癌剂碘油加

明胶海绵肝动脉栓塞治疗中、晚期肝癌》通过了国家级科研成果鉴定，获铁道部科技成

果二等奖；《中药复方血稠冲剂的研制与临床应用》获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

奖；III度烧伤面积39％病人抢救成功、乙状结肠代阴道手术、孤肾肿瘤切除术、人工晶

体植人和角膜切开治疗近视眼、巨大鼻喉纤维血管癌经硬腭进路手术切除术、带血管

蒂髂骨瓣修复下颌骨缺损等均获得铁道部、铁路局、省和市科技进步奖。

50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自1946年尚未公开建党时

期，到1952年11月成立党支部，经历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党群组织不断壮

大，党的组织已由建国初期的一个支部发展到党委下设5个总支、26个支部。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长年开展党员、职工教育活动，建立院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党员(职

工)政治学习制度；廉政建设坚持履行四项职能，定期开展党风政风大检查。严格党支

部动态管理，全面加强党支部建设，深入开展党员示范活动，使红旗区、党员先锋岗作

用更加突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不断深化职业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行业风气，塑造

良好的职业形象，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大力整顿院容院貌，为医患营造

出良好、优美的就医环境。

50多年来，经营管理不断强化。建国以来医院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长制、党委一

元化领导制度，党委领导下院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经济管理上以计划经济管理体

制为主的福利型医院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

变，经济效益逐年增加，医院管理不断深化，强化成本逐级负责制，将成本和医疗科室

利益挂钩，不断强化干部职工增收节支意识，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使

管理机制形成体系。

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始建于民国时期，历经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酷

和剥削的不同历史时期，经受建国后风风雨雨的考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逐步发展壮大为集医疗、预防、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1987年、1988年连续

两年荣获黑龙江省卫生厅授予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1988年荣获铁道部医学科

技进步先进集体；1991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1995年被哈尔滨铁路

局授予医德医风、医院管理、基础质量三好单位；1996年被确定为国家爱婴医院；1997

年荣获铁道部、哈尔滨铁路局路风建设先进单位；1998年被哈尔滨铁路局授予抗洪救

灾先进集体；1997至1999年医院党委连续三年被地区党委授予“好班子”；2000年被齐

齐哈尔市政府授予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先进集体及被铁道部确定为全路优质服

务“十佳医院”。

纵观齐医发展过程，记述了几代医务工作者为解除无数病人痛苦，不畏艰辛，追求

科学，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为广大铁路职工家属的生命健康、为铁路的医疗卫生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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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大事记一

5月 医院始建院址在吉林省洮南县城南街，有青砖房五间，称民国洮南铁路医

院，当时仅有医务人员3人，院长张洪范，医生代洪福均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医科。

1929年

12月24日 医院医务人员增加至6人。

1930年

5月 购入小型x光机可开展胸部透视和四肢摄影。

10月 抽出人员执行《城商埠市政府发布种痘规十四条》为凡出生满6个月儿童

种痘，预防天花。

1931年

9月 日本侵略势力伸向东北，医院被日本侵略军接管。

10月 日本人桐原三郎取代张洪范任院长。

11月 日本人接管医院后中医被取缔。

3月 医院人员增加至25人。

1932年

10月开设病床18张，收治抢救和观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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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3月1日 医院隶属于伪满洮昂铁道局。

8月洮南县猩红热流行，有3人住院，治愈2人，死亡1人。

1934年

1月 医院人员增加至舳人(其中日本人19人)。

4月 医院开设以四平、郑家屯两个分院，洮南南、通辽、太平川、齐齐哈尔四个诊

疗所。

1935年

7月8日 伪满洮昂铁道局迁至齐齐哈尔，改称齐齐哈尔铁路局，医院随之迁至

齐齐哈尔诊疗所(原站前火车头饭店旧址)，更名为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原洮南铁路医

院仅留下几名人员，更名为洮南健康检查所。

1936年

9月医院搬到齐齐哈尔铁道警护团院内(现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小黄楼)。

11月 伪满洲国公布《医师法》和《汉医法》。

1937年

3月 医院执行伪满洲国卫生部公布《医师考试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38年

——大事记一

4月 满铁株式会社将满铁齐齐哈尔医院移交给齐齐哈尔市政当局，改为市立医

院，满铁株式会社的医疗工作移交给齐齐哈尔铁路医院。

1939年

2月 医院开设专科对艺妓妇进行健康检查制，并开展对性病病人治疗工作。

1940年

9月 日本人大桥任院长，佐滕忍任庶务主任，佐腾任看获妇长。

10月新建医院落成(现医院老手术室楼和儿科病房楼)。

1941年

1月 开设宁年(现富裕)、克山、嫩江、昂昂溪四个诊疗所。

1942年

6月 前田翠(日本人)取代大桥任院长。

勾首宽(日本人)任外科医长(外科主任)。

1943年

10月 伪满洲国在新京(现长春市)举行医师考试，医院派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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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1月 医院各科医长(科主任)医员(医师)主要都是日本人。

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祖国光复，苏联红军进驻齐齐哈尔，接收

铁路局同时指派医院临时负责人，驱出日本医员(医师)。

10月铁路局管内王爷庙(现乌兰浩特)、白城、泰来、平洋、江桥一带鼠疫流行，4

个月中有千余人死亡，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配合苏联派来的防疫队采取严格防疫措施。

11月 根据卫生防疫委员会命令，使用霍乱混合疫苗并强行接种。

5月 王者兰任院长

1946年

4月26日 东北民主联军对医院实行军管，由三师卫生部长吴之理带人接管医

院，并任院长。当时由于战乱医院工作人员仅剩64人，开设病床40张，主要任务保障

铁路职工和家属健康。

5月20日 齐齐哈尔铁路局改为西满铁路管理局，医院更名为西满铁路管理局

齐齐哈尔铁路医院。

6月9日 西满铁路管理局公布医院分科组织规程。

6月 医院房屋后半部分被西满军区第六陆军医院占用。

8月 西满军区卫生学校前身西满纵队卫生部医务人员训练班在医院开学，招收

学员1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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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医院开展肠梗阻等手术达当时黑龙江省领先水平。

——大事记一

12月 成立医院第一个党小组，董育恒任组长，仅有8名党员。1948年至1952年

先后由胡曙云、张长金、李殿荣任党小组长。
’

1947年

1月1日 西满铁路管理局改为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医院更名为齐齐哈尔铁路

管理局齐齐哈尔铁路医院。

2月 吴英芳任院长，吴永平任副院长。

4月 医院接收四平战役伤员513人。

9月 齐齐哈尔发现鼠疫，接市政府令，医院派医务人员参加防疫。

10月 医院工会成立，首届工会主席佟玉升，副主席刁俊杰。

12月 代修庆出席东北铁路总局劳动模范大会并受奖。

1948年

1月 代修庆任院长。参与编写和翻译外科学，创办西满军区《医学月刊》。

1月 刘波任副院长(小说林海雪原中“小白鸽”)。

2月 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开学，学制一年，招收铁路子弟，由临床医师任教，毕业

后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半工半读性质，共办四期，毕业生150多人)。

3月8日 成立医士培训所，招收学员32人。

6月 医院又开设郑家屯、白城子、昂昂溪、安达、扎兰屯、博克图、海拉尔七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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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所。

1949年

8月2日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下达《关于医院增加定员决定》，医院从各地招聘

医护人员、技术人员和大批接收医学院校毕业学生。，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医院召开隆庆祝大会和游行。

10月 公开建党后，发展第一批党员九名。

1950年

4月 医院派出医务人员组成抗美援朝医疗队和抗美援朝卫生列车。

9月 齐齐哈尔铁路医院护士学校60名学员编成抗美援朝三个医疗大队，并开

始战伤救护训练。

10月 医疗队随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抗美援朝卫生列车赴朝，担任接收前线伤

员转送回国治疗任务，在护送伤员回国途中，护士赵淑芹被敌机轰炸光荣牺牲。

1951年

1月27日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护士学校开学。

2月 医院收治抗美援朝伤员千余人，为解决房屋和病床困难，将所有办公用房，

护士学校和护士宿舍腾出接收伤员。

3月刘波任副院长。

4月 推行苏联费拉托夫组织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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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张家琪任院长。

——大事记一

5月28日 医学专家黄家驷率领上海、汉口、抗美援朝医疗队来齐齐哈尔，经对

几家医院实地考查后，决定在齐铁医院开展胸、骨科手术，当时一同来的著名专家有沈

克非、黄婉、盛志勇等。

8月 张家琪院长带领十余人到中长铁路、哈尔滨、大连及南京、上海参观学习苏

联医院管理经验。

1952年

2月 医院更名为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中心医院。

3月26日 美国飞机在铁路南局宅投下昆虫毒弹，医院派出医疗队开展消毒和

防治工作。

6月10日 开展三五反“打老虎追赃”运动。

8月 推行苏联无痛分娩法，并取得较大成绩。

11月 医院设政治指导员，首任指导员李维奕。

12月李启民任副院长。

1953年

1月 购入瑞典产300MAX光机，试机合格开始工作(当时为齐齐哈尔市和铁路局

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4月代修庆任院长，吴显铎任副院长。

6月 医院设政治委员、首任政治委员姜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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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唐立兴任工会主席。

7月 董珍任副院长。

9月学习苏联，积极开展“保护性医疗制”。

10月 医院成立青年团支部，段影、刘凤英先后任团支部书记。

1954年

3月 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实行家庭接生员制，医院共培养和训练家庭接生员

60余名。

4月 开展消灭事故运动。

8月 滨北线发生水害，医院派出医疗队参加抢险救灾。

10月8日 执行三级护理制，科主任负责制和传染病报告制度。

12月10日 按铁道部命令医院成立医务会诊委员会组织。

1955年

2月 开展剖腹产和小儿腰穿、腹穿、骨穿刺术。

5月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整顿编制，精简人员，医院有十余人下放返乡参加农

业生产。

6月27 El 执行铁道部《有关行车主要人员健康检查标准》。

11月15日 根据铁道部文件规定：医院对18种传染病加强管理并实行传染病

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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