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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沈阳市卫生局和市红十字会医院党政领导班子的指导帮助下，．

经过修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院志>终
于跟大家见面了o ．

‘，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沈阳奉天同善堂医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经历了ii0年的悠久历史。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的领

导下，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现已成为沈阳市独家红十字会医院，为

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医院中，发生巨大变化，取得了较大成

就。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把历年来医院发展情况系统地整理

记载下来，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历史时期医院发展的本来面目，这对于继

承祖国医药学遗产j了解医院的昨天，珍惜医院的今天，展望医院的明，

无搞好医院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卫生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o ～‘

，． ： ，1

‘编写本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

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对医院一百余年来的历史变化详今略古，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力图
写一本符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具有医院特点的志书。

本志记述时间，是从1885年至1995年12月。采用章节体例，以 ·

事分章，由远及近的记述。全书共分十三章，四十七节：一、医院历史沿

革；二、医院组织机构及职工队伍；三、医疗工作；四预防工作及计划生

育；五、临床科室的建立-9发展；六、医技科室的建立与发展；七、教学与

科研、八、医疗业务管理；九、行政管理；十、党的组织；十一、工会；十二、 ．

共青团；十三、大事记。附人物传、人物志。 一

，本志成书时间急促，历史资料了解不够，加上修志人员水平有限，
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望各领导和关心本志的同志指正o



概 述

一、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地处沈阳市中心地带，座落在沈河区中山路

389号。医院占地面积为10396平方米。是市属七所综合性医院之

一o．1995年末，医院职工人数为1168名。在906名卫生技术人员中，

付主任医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76名，主治(管)医(药、技)师127名，医

．(药、技)师(士)304名，护理人员399名o’全院有21个临床科室和15

个医技科室。总床位700张，日平均门诊量931人次o j
．。

．

。医院始建于1885年5月，其前身为奉天同善堂医院o 1945年“八
’

·一五”光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于1947年改为沈阳市救济院o 1948

-’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救济院由沈阳市民政局接管，改为沈阳市生产

教养院毛1951年7月，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教养院由沈阳

．市卫生局接管，改为沈阳市人民政府职工医院o 1953年11月，为使市

’属院所名称统一起见，市卫生局按沈卫办字第55号文件批复，将沈阳

市人民政府职工医院改为沈阳市第三医院o 1958年5月，市卫生局决

定沈阳市第三医院与北市门诊部合并，成立北市区联合医院o 1959年

。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整顿、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沈阳市行政 ，

区划相继进行了体制改革，撤销北市区，将北市区东半部划归沈河区0

医院名称由北市区联合医院改为沈河区第一医院o 1961年7月14

日，根据沈阳市卫生局统一改变医院名称的决定j沈河区第_医院改为

沈阳市第三人民医院：1980年2月1日，由沈卫发字(1979)301号、沈

红字(1979)13号文件，根据国发(1978)63号批转卫生部、外交部<关于
一 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报告>的精神和全国红十字会代表会议的要求，

经沈阳市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将沈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为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从同善堂医院至今经历了110年的悠久历史，

医院人员‘从少到多，设备从简到繁，技术力量从弱到强，规模从小到大。。

经历了建立与巩固；困难与挫折；发展与提高的三个历史阶段o ：，

一、建立与巩固阶段(1951年7月至1966年8月)

沈阳解放以后，于1951年7月，根据市人民政府决定，原同善堂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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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由市卫生局接管，改为沈阳市人民政府职工医院。建院初期，全院职

工人数仅有149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名，设床位72张。至1966年

职工人数为497名，床位225张，主要医疗设备，仅有德国产西门子

．250毫安X光机和心电图机各-台，装备总值约50万元。各科室主要

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内科开展了用组氨酸治疗消化道

溃疡取得良好效果，还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反复呕吐胆汁和酸中毒症

状，两个月痊愈；外科只能治疗普通外科疾病，以下腹部为主，开展了
·， ’胃、脾切除术。六十年代发展到对上腹部、胸部、泌尿和开颅手术，儿科
" 于1957年成立，对小儿败血症、慢性肾炎、麻诊合并肺炎三种疾病，用

· 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显著成效；妇科在六十年代，只能治疗普通妇科

疾病，开展节育手术和剖腹产手术，五管科开展上颌窦穿刺，鼻内上颌

窦根治术、泪囊鼻腔吻合术及常见眼病防治，六十年代中医技术力量比

较强，有名望的老中医如内科雍伯平的明志汤治疗神经衰弱、神经官能

症和妇科疾病；外科霍锦芳的霍氏外科药、文蛤膏、化热散等，是至今外

科必备良药；正骨科金玉山的金氏骨科特长，自配内外治疗用药和正骨

手法；针灸科的李中阳、儿科的陈玉亭等，均以自己特有的药方和手法

发挥了自己的专长o， ．．

． 二、困难与挫折阶段(1966年9月至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医院受到严重破坏o 1967年医院三派群

众组织，由于派性作用，发生打、砸、抢事件，医院的汽车、药品、器械被

抢，使医院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特别是1970年初在走“五·七”、“六·二

六”高潮中，医院50％以上的医务人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大部分医疗
。

业务骨干被下放，医院人员严重不足。根据1970年记载，'-3时全院职
： 工仅剩下273名，医疗工作处于混乱状态。护士改医士，护理员顶护
4

士，大搞医护结合，‘开设综合门诊，推广新医疗法，’各项规章制度被废

除。护理工作只限于打针送药，致使医疗护理质量下降，差错事故及陪
‘

护率明显上升o 1966年至1976年全院发生大的医疗事故共33起，十

年之中，整个医院工作处于停滞和倒退之中o ．

三、发展与提高阶段【1978年12月至1995年12月)

_、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流

毒和影响，实现工作的重点转移，医院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o．各

?／



项规章制度相继恢发和健全o 1978年以来，先后成立了医务科、护理

部、门诊部、医疗器械科；建立了新生儿病室、免疫室、内窥镜室、心脏监

护室、人工肾室、彩超室、B超室、脑电图室、脑血流图室、心功能室、心
动态室、脑地形图室、全身CT室等o 1983年至1995年，全院购置医疗

设备费用达463．3万元，相'-3于“文化大革命"前8倍(新引进主要医疗

设备见附表)。在此期间，送医务人员外出学习255人次；用人才培养

资金达77．8万元，为新项目、新技术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近五年来，全

院医务人员撰写各级论文326篇，其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16篇，

国家级杂志发表17篇，参加全国学术会议交流171篇，省级学术会议

和杂志发表119篇，市级2篇o ．

科技兴医是医院发展建设的中心环节。在医院党政班子领导下，

牢牢把握“强化管理、科技兴医、文明服务、提高质量"的十六字工作要

求，团结带领广大医护人员，下大力气，使重点科系建设。有了重大突

破。内科建立了血液病房，近四年来，收治各类型血液病患者01000余

名，1993年‘5月8日，对一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了首例

自体骨髓移植，经50天治疗，病人转危为安，填补了辽宁技术空白。人

民日报、辽宁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做了报导o 1995年9月，

在医院首次举办了<全国血液形态学学习班>，扩大了医院的知名度和

影响。外科开展了风心病二尖办狭窄扩张术、门静脉高压肠腔分流术，

血管移植吻合术，膀胱再造术等新技术；儿科开展了小儿常见病、多发

病的防治及呼吸、循环、消化和泌尿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妇科开展了

阴式子宫切除术及腹膜外剖宫产术；眼科开展了泪囊、鼻腔吻合术及眼

睑非翻植皮术；五官科开展了难度较大的甲级手术、如鼓室成形术，上

颌骨切除术、鼻成形术、颈廓清除术、声带外展拨动术等；皮肤科开展了
一 高频电刀治疗尖锐湿疣、体表肿瘤；检验科引进美国产24项自动生化

7

分析仪，为临床治疗及抢救创造了条件；放射线科开展了多种特殊造

影，三点位、伦氏位、颅底测量，以及气管病灶断层摄影等项目；药剂科

制剂量大幅度增加，1991年至1995年，制剂收入达4百6拾万7千4

百1拾7元，为医院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o ’。．

总结医院11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

践，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经



验：

+第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坚信

不移、坚定不移0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

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把医院建设同党的总目标、总任务紧密地结合起

来。按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建设一个立

志改革、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清政廉洁的领导班子，这是改变医院面貌
的组织保证o 7

第二、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牢牢把握“强化管理：科技兴医，文明服

务，提高质量"十六字工作要求，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医院在改革

之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与班子和广大群众业务指导思想逐步端正

分不开的，由于克服了“向钱看"的错误思想，坚持以医疗为中心，把提

高社会效益作为唯一准则，这就保证了医院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把封闭型变开放型管理，敢于打破陈旧的管理模式，走上下

联合的道路。建立横向和外向协作联系，招聘专家教授，进行业务指

导，加快医院的重点科系建设，以血液病房重点科系的发展，带动和促
进其它科系的全面发展，这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o

第四、有计划、有步骤地定向培养各科系人才，充分调动知识分子

的积极性，挖掘设备潜力，杜绝浪费，节支增收，想办法开展第三产业，

增加医院经济收入，大力引进设备和技术。这是改变医院落后面貌的

重要环节，也是医院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

第五、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爱医院、爱岗位、爱病人教育为中

心，以医德教育为重点，狠抓医疗领域不正之风，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

道德素质，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改变思想作风，才能保证医疗质量不断

。提高。这是改变医院形象，提高社会信誉的关键

宋长义书记在“九五规划"中提出，今后医院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创

三级甲等医院、全院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争创“三甲"为龙头，带动全

院各项工作，向规范化、秩序化、科学化的轨道前进。通过真抓实干，到

本世纪末，医院要形成科系齐全，设备完善，技术先进，院有重点、科有

特色，人有专长，具有红十字会医院特色的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大综合、

小专科的新型的700张床位的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可以预见，今后

的五年，将是医院建设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年，医院的干部和群众，一定



会下决心，在现有的基础上，沿着党所指引的改革之路，奋发图强，锐意

进取，努力拼搏，向祖国新医学的高峰攀登。为建设医、教、研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人民医院而团结奋斗。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地理位置交通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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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历史沿革表

沈阳

1958

I沈阳市第三医院
1953．11——1958．5

I沈阳市生产教养院附属医院
1945．8——1951．7

I沈阳市奉天同善堂医院

I 1885．5——1945．8



原奉天同善堂正l']摄影

员 囊 之 部 外 门 正

原同善堂门前的石狮子

，|、、、筝多?9
、‘，r一：?，j；?，∥

¨木j
‘__／’甲h
毽 憩鞲

霉溥弩。皤

，．j

，

■，i



罨

羹

原红十字病院正门摄影

影{ll：阴正院病字十杠



1958年医院原门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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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新建门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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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新建病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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