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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铜职卫总医院燕



本铜职工总医院志

《院志》编纂委员会



薜

疹溪钢铁公司职_32总医院是由一九一六年成立的“本溪湖煤铁公
司医院”演变而来，它已有七十年的历史。岁月倏忽，人世沧桑，时

间有今昔，医院有盛衰，编写院志，亦非易事。所赖编者同志们博采
兼收，考核史实，收集资料，不废弃东鳞西爪，辩疑正误，不忽略蛛

丝马迹，以存真求实的态度，精心编撰，终于完成了《本溪钢铁公司

职工总医院志》的缔纂任务，给后继办院者以借鉴，给发展医疗卫生

事业作参考。但回首往事，由于日寇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

“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些历史文献毁于“秦火”，因而院志可能有

些不足之处。但经过编志同志们含辛茹苦一年多的努力结果，总可以

使“后生可畏”的人们窥见本铜总医院解放后的发展壮大，做出辉煌

灿烂的业绩。

值院志即将出版之际，聊述感慨之言，以志祝贺之意。

邓守屏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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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医院匾额(t984年11月)

2．1985年12月21日中华医学会
副会长、中国儿童发展中心
顾问林佳楣来院视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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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钢铁公司职工总医院志

录

序

前 言

1 本钢职工总医院所属医疗单位分布图(1962--1983．5)
2 本钢职工总医院所属门诊部卫生所分布图(19s5)
3 本钢职工总医院住院部平面图(19s5)

jI：事。记．．．⋯···⋯⋯⋯⋯⋯⋯⋯·-·⋯⋯···”····”-”·⋯·一·⋯n·⋯······⋯·”·“⋯”·”·⋯ l

第一篇 总览

第一章解放前莲院沿革⋯⋯⋯⋯⋯⋯⋯⋯⋯⋯⋯⋯⋯⋯．．．⋯⋯⋯⋯⋯⋯⋯⋯⋯”· 6

第一节中日合办时期(i016-Iosi)⋯⋯⋯⋯⋯⋯⋯⋯⋯⋯⋯⋯⋯⋯⋯⋯⋯ 6

第二节伪满时期0031-9·18—1945·8-30)⋯⋯⋯⋯⋯⋯⋯⋯⋯⋯⋯⋯⋯⋯ 7

第三节东北民主联军进驻本溪时期(1945-9·--1946-5t 3)⋯⋯⋯O 0·g PII gII O 8

第四节国民党军占领本溪时期(1946-5·3—1948·10·29)⋯⋯⋯⋯⋯⋯⋯⋯·8

<附表>解放前医院沿革表⋯⋯⋯⋯⋯⋯⋯⋯⋯⋯⋯⋯⋯⋯⋯⋯⋯⋯ 8

第二章解放后医院沿革⋯⋯⋯⋯⋯⋯⋯⋯⋯⋯⋯⋯⋯⋯⋯⋯⋯⋯⋯⋯⋯⋯⋯⋯⋯ 9

第一节建院初期(1948．11—1949．9)⋯⋯⋯⋯⋯⋯⋯⋯⋯⋯⋯⋯⋯⋯⋯⋯ 9

第二节建国初期(1949．10一1952)⋯⋯⋯⋯⋯⋯⋯⋯⋯⋯⋯⋯⋯⋯⋯⋯⋯ 9

第三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lo

第四节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j8—1 962)⋯⋯⋯⋯⋯⋯⋯⋯⋯⋯⋯⋯⋯⋯ 13

第五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i963--1965)⋯⋯⋯⋯”“⋯⋯⋯⋯⋯⋯⋯⋯⋯“16

第六节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0)⋯⋯⋯⋯⋯⋯⋯⋯⋯⋯⋯⋯⋯⋯⋯⋯⋯17

第七节贯彻‘八字”方针时期(1976．10一1978．11)⋯⋯⋯⋯⋯⋯⋯⋯⋯·”．21

第八节历史转折时期(i978．1 2一1985．12)⋯⋯⋯⋯⋯⋯⋯⋯⋯⋯⋯⋯⋯⋯2l

[附表)⋯⋯⋯⋯⋯⋯⋯⋯⋯⋯⋯⋯⋯⋯⋯⋯⋯⋯⋯⋯⋯．．．⋯⋯⋯⋯⋯⋯⋯⋯⋯⋯ 30

1 解放后医院沿革⋯⋯⋯⋯⋯⋯⋯⋯⋯⋯⋯⋯⋯⋯⋯⋯⋯⋯⋯⋯⋯⋯⋯⋯⋯30

2 医院机构设置沿革⋯⋯⋯⋯⋯⋯⋯⋯⋯⋯⋯⋯⋯⋯⋯⋯⋯⋯⋯⋯⋯⋯⋯⋯31

3 医院历年人员、职类、职种统计⋯⋯⋯．．．⋯⋯⋯⋯⋯⋯⋯．．．⋯⋯．．．⋯⋯⋯39

4 各医疗．医技专科建立时间．负责人一览⋯．．．⋯⋯⋯⋯⋯⋯⋯⋯⋯⋯⋯⋯ 40

5 医院历年工作量及各项医疗指标完成情况⋯⋯．．．⋯⋯⋯III{ ．{⋯⋯⋯⋯一41

6 历年公司职工、家属数、病床数．医院职工数一览⋯⋯⋯⋯．．．⋯⋯⋯⋯⋯43
7 医院1961一1985年住院病人主要疾病死亡顺位⋯⋯⋯⋯⋯⋯⋯⋯⋯⋯⋯⋯44

8 医院历年院级以上鉴定受奖科技成果一览⋯⋯⋯⋯⋯⋯⋯⋯⋯⋯⋯⋯⋯⋯45

9 医院历年在省级以上期干lj汇编发表论文一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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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钢职工总医院前身是本溪湖煤铁公司附属医院，始建于I 91 6

年，是本溪地区最早兴建的现代医院之一。

在将近七十年的历程中，解放前医院在军阀、日寇、伪满和国民

党之间几次转手；解放后又历经数次兴衰分合、风云变幻，给修志带

来一定困难。编志人员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满怀光荣感、责任

感和紧迫感，越过了档案失散，资料残缺的重重难关。遵照党中央提

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胡乔木同志提出的修志“三新两性” (新观点、

新方法、新材料，时代性、科学性)的方针。对资料广采博收。反复

·考证和筛选；通过群众写志，编者编纂，主编统审贯修和党委终审四

步骤，全部院志终于在十个月(1 985·6一l 986·4)内脱稿。其上限为
i 916年，下限止ff-t985年。全志分四篇十四章七十一节，约30万字，

内附图表照片多件。

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编委和顾问的热情关注。又蒙有关档案

馆、室和图书馆、室、兄弟卫生单位及本院广大新老职工大力协助，

在此表示谢意。 ．

因时间仓促，又限于编者永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多加指

正。

编 者

1 9 8 6年4月



大-事，记

大’1_。事 7．。记

1、19．16年(即中华民国五年)，：日商大仓喜八郎与奉三省总督锡良氏合办奉天本溪

湖煤铁公司后不久，于溪湖茨儿沟建立附属医院一所j分中医院和日医院。县在甫垃设一

所日分医院。 (附属医院前身为本溪湖炭矿医院，建于1914年)．

2、’1920年，中医院由西医师杜义洲任院长。 ，

3、1931年4九一八”事变后。公司为日寇独霸。原中医院改为外科，日医院改为内

科。翌年，西医师邓守屏来外科工作。
‘ ’

4、1935年日商大仓喜八郎与伪满合伙经营本溪湖煤铁公司时，1原茨儿沟医院改称灞

山医院。院长为有马勇二郎。
。 。

5，1940在彩家屯和宫原两地，公司附属彩光医院与富原医院相继建成。

6．1942年4月26日，本溪湖煤矿瓦斯大爆炸，中国矿工死难者达1493人之多。

7、1945年，东北民主联军某部进驻本溪时，将宫原．彩光，湖山三所医院依次更名

为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医院。将宫原改为。工源“、 。南坟’改为。南芬。。任命邓守

屏为第二野战医院院长。

8、1946年，国民党52军占领本溪，三所野战医院事先撤离。国民党当局召集留下医

务人员组建小型医院一所，邓守屏任院长。
’

-9、1948簪lo月30日，本溪全境解放。原公司及附属医院由东北人民改府工业部接
■，L-‘瞄m ‘‘∞：一'⋯·⋯一-

譬曩。1譬

o!妻爨霉警爹螽犟j：霸掌孽寒；峨酶墨生处派毒王哲夫、戴雪岚夫妇负责筹趋医院工作。同
麓懿饷。，。田’荣彬等十数人箱摹鞠稀辣转业来院。院名定为本溪煤铁公司医院。．

11、1949年10月，、医院由茨儿蹲恫赴迁往工源(即医院现址)。
j 2、’1950年，医院扩建竣工，设崭床270张，‘工作人员近500名。住院部分内，。外．妇

儿，皮泌，五官科及化验、X光等辅助科室。院长田荣彬．副院长王哲夫。另设南芬分院

一所，1院长陈集芝。
’ ‘

．。

13，1950年，公司遵照劳动保险条佣对职工免费就医，每年从职工工资总额中拨出7％
作为医疗费支出，职工家属半费医疗。

14、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初期，、医院大部份人员、设备以及病人疏散至牛；厶台矿
区。

。

15、1951年1月，、公司成立卫生处后，医院分立，驶名为本溪煤铁公司职工医院(工
源医院)，田荣彬任卫生处吾4处长兼医院院长。

16、1951年春，公司副经理徐宏文牵头，成立煤矿职工多发病调查研究小组。

17、1951年8月，医院选派关林如等六名代表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第一次东北医
学科学会议。

18、1951年s!月，建立本溪煤铁公司卫生技术学校，培养中级医药护理人才。校长田
荣彬。



2 本钢总医院志

。19，1952年初．郑乃橙由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学成圃院后成立针灸科。

20，1952年9月，张启堂由鞍钢调来本溪j任医院院长。

21．1953年3月，本溪煤铁公司改组为本溪钢铁公司和本溪矿务局。原卫生系统人

员。设备，按相应比例分编移交。

22．1953年6月．成立工源医院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3．1953年6月，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理论技术，角膜移植术和巴甫洛夫学说。

24，1953年8月，请来老中医杨靖山，负责开展中医工作。

25、1953年9月．建立医院第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共八章。明文规定脘称为‘本

溪钢铁公司职工医院’

25．1953年10月．日籍职-1"：-43名全部回国。

27．1953年11月，成立劳动卫生研究富o

28，1954年3月20日．本钶结核医院正式开院。

29。1954年4月．医院门诊部在解放北路建成，原住院处门诊部所属各科室一并迁往，

并及时开诊。

30．1954年4月16日，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医疗保护制”。门诊部建立新疗法

室。开展车问医师和地段医师工作。

31、1954年】o月j建立理骨科。

32，1954年10月，本锕卫生处精减机构，处院行政科室合一。原本钢卫生处更名为本

钢医疗卫生处。处长田荣彬兼院长职务。

·33、1954年11月，血库成立。．

34，1955年1月，本钢医疗卫生处与本溪矿务局卫生科、本溪市卫生局合署办公。

35、1955年4月，原本钢医疗卫生处处长田荣彬调任市卫生局局长；原本钢职工医院

院长张启堂调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原本钢职工医院副院长邓守屏调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兼职

工医院院长。本钢医院职工袁凤歧等】6名调往市卫生局台署办公室。

36，1957年2月27日．本钢向本溪矿务局移交本溪r丁诊部等]V／-单位及卫生，行政人

员374名。
●

37、1957年3月18日，本溪市流感大流行． ．

38、1957年4月1日起，原国家规定的企业向医院提缴的医药卫生经费由职工工资总

额的7呖降至5．5呖。

39、1958年1月，医院根据中央卫生部颁发的《综合医院工作制度》，制定了《本钢

职工医院工作条例》，共七章五十五项。

40。1958年1月28日，下放干部45名，支援外地32名，退职47名，退休22名，处理

‘反、坏：右”分子22名。

41．1958年1月31日，为了消灭门诊的。三长一短。，全院门诊部开始实行三班制。

取消急诊制，门诊向市民开放，设简易病床和家庭病床。

42、1958年9月21日，医院组成车间巡回医疗队总指挥部，下属四个巡回医疗队，队

员142名。

43、]959年6月，在本溪市卫生局与本钢医疗卫生处、本溪矿务局卫生科合署办公的

基础上，决定实施工业卫生由地方政府统一领导方案。从而本钢卫生系统全部人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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