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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本志是医院建院五十五年来的首部院志，较全面、系统

记叙了医院的筹建、开办、建制沿革、医疗科研教学、基本建

设、党政工团妇组织、医院管理经验和与医院相关的群防群治工

作、应对实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医院的外事活动等大事及其发展

史、较真实的反应了医院历史与现实的面貌。

二、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必要的统计表格，以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的写法，采用依时顺叙、按编年体综述。为了做到

详略得当、缩短篇幅、把专业性质相类似的业务科室，按行政建

制隶属关系、进行归类编写，而对办院方针政策的宏观综述则尽

量详尽论叙。全志分四篇，16章，46节，节下设一、二、三、

⋯⋯，(一)、(二)、(三)、⋯⋯，l、2、3、⋯⋯条目。并有附

录十二节。全书约27万字。在本志少数表格中，某些工作缺乏

原始数据，无法进行收集整理；当数据无法补充时，用符号

“⋯⋯”表示，对已知数据为0时，用符号“一”表示，利用已

掌握的实际资料，用统计方法处理推算出的数据用“()”表示。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断限时间上起1950年，下至公元

．2003年，但部分章节载入2004年的史料。记叙本院历时五十五

年的光辉历程，叙述了几代先贤创业的艰辛。

四、本志的资料，主要来自本院综合档案室，各科室撰稿及

本院老领导、老职工的回忆资料，并参阅部分老同志的传记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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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未收载图片资料。

六、本志于2004年元月开始收集资料。在编写中广纳群众

智慧、恪守史料丰富、翔实。临床医技和职能科室章节的内容，

由各科负责人或有关人员撰写初稿，后由院志编纂人员再根据各

科室提供的素材，结合档案资料予以查证、整理；其他章节内

容，由编纂人员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经反复查证、整理成稿。所

有稿件最后由院党政主要领导交替审定定稿。

七、盛世修志、正当其时。本志采取略古详今、言必有据的

方针编纂。本志能起到启迪后人，资政育人的作用。为领导机关

和业务部门提供系统的资料和历史借鉴；记叙本院变迁中的经

验、教训，可垂鉴后人；同时，本志大篇幅、浓墨重彩记叙改革

开放以来医院的发展变化，展示了本院发展的广阔前景。

八、本志的问世，得到本院各级领导及广大职工、离退休老

同志等的鼎力支持。编者执著将首部院志编成一部奠基性力作，

成为本院开拓未来的一部典籍。所以，有的年代记叙写的多一

些，此处应由后来者删节。在建院初期，医院辗转变迁，诊疗项

目、科室设置又多次变更，人员编制又经历整编、转业、缩编等

变动；因此，建院初期资料难以做到全面系统。后来，历经文革

的磨难，医院动荡不安，许多史料又未见记载。加之编纂时间仓

促和编纂人员的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不尽人意之处，再

所难免，敬请关心本志的领导和读者不吝赐教，更望后人在重修

院志之时斧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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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春潮涌动，喜迎我院五十五华诞暨综合门诊住院

楼落成后全面投人使用的庆典。《院志(1950—2004))经编纂人

员辛勤劳动，历时年余现已问世，向此盛大庆典献上了一份厚

礼。

医院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时代和社会的

发展进步息息相关。五十五年的风雨历程，五十五年的沧桑巨

变。历史的积淀铸成了几代人艰苦创业、奋斗拼搏的精神。回眸

过去，我院历经了两次劳动建院创业的艰辛，前后两次整体搬迁

长途跋涉的困苦，有两次主要诊疗项目变更的不懈探索与追求。

这一切都是在部队和地方各级党委及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得以顺利

完成。五十五年几代人悬壶济世，本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精

神服务于广大患者，并誉满三湘大地、大江南北。五十五个春

秋，有困惑也有希望，有惆怅更有兴旺。上世纪末，全院职工聚

精会神谋发展，审时度势，为适应医学发展新模式，及时调整了

医院业务发展方向，团结奋进、拼搏创新，把医院的各项事业整

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伴着新世纪的钟声实现了医院跨越式

的发展。1978年以来，尤其是近八年的改革开放，已使医院硕

果累累，更为未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院现已成为集临床、科

研、教学、预防为一体的，以诊治神经和精神疾病为主的大型综

合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院志(1950～2004))是我院有史以来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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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志书。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医院从创建至今的变迁发展壮大

过程。真实地反映出我院五十五年的兴衰起伏和医院的技术水

平、高尚的医德、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三个文明建设的精

神风貌。它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完整性。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它能起到启迪后人、资政育人的作用。但由于我院历史久

远，医院经历过两次整编，又经受了文革的磨难，部分历史资料

缺乏文字记载，虽尽努力，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

与后人批评、修正。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院八百多名职工一定能抓住历史机遇，

再创辉煌。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挟精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一

流的管理，又快又好地把医院做大做强，以快速稳健的步伐向全

国一流的医院迈进。

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

湖南省脑科医院党委书记／)A酒I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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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第一篇历史沿革

第一章概述

湖南省脑科医院，始建于1950年11月。其前身分别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六预备医院(1950年11月一1951年7月

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预备医院(1951年7月12日一

1952年7月8目)，湖南省醴陵医院(1952年7月9 El一1953年12

月28日)，湖南省第二康复医院(1953年12月29日一1958年1月

30日)，湖南省精神病医院(1958年1月31日一1999年12月24

E1)，1999年12月25日更名为湖南省脑科医院，沿用至今。经过

55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临床、科研、教学、预防为一体的，以诊治神

经疾病和精神疾病为主的大型综合医院。医院属于政府举办的非

营利性医院。是中南大学教学医院，亦是省政府指定的医学司法

鉴定医院。

1950年11月起，中南军区在鄂组建“中南军区第六预备医

院”，历时半年，1951年6月11日在武昌正式宣布成立。医院建制

为正团级，编制680人。1951年6月1'7日奉命移师湖南省醴陵县

城。7月12 El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预备医院，同年10

月收治志愿军伤病员503名。1952年4月25日，医院进行整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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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结束志愿军伤病员的收治任务。7月9日更名为湖南省醴

陵医院，编制人员150名，设床位300张。工作任务改为收治解放

军连职以下病员。诊疗科目主要是内科慢性疾病。1953年12月

29日更名为湖南省第二康复医院，其工作任务性质未变。1954年

lO月26日一11月6日，省康复医院医疗检查团对该院进行检查，

经过检查对当时住院的160名病员作出妥善安置。至此，本院收

治部队现役军人病员的史命已结束。1955年初医院迁至长沙南

郊尸骨坡(师古坡)现址。同年7月31日及8月1日接收从醴陵

六十三疗养院转来的共102名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病员。本院由

以往的综合医院转为收治精神科病员的专科医院从此开始。此时

医院编制床位100张，人员编制100名。年末，占地面积73340平

方米，工作用房建筑面积4776平方米，生活用房建筑面积1404平

方米。1957年医院病床扩展到200张，年底医院正式向社会开放。

本院由以往只收治复退军人慢性精神病病员为主的医院，从此改

为同时收治社会上各种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专科医院。1958年1

月31日，正式更名为湖南省精神病医院。1982年经省卫生厅、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司法厅批准，以本院为主成

立“湖南省精神病司法鉴定小组”。1986年本院被省卫生厅授予

“省直卫生系统文明医院”，1988年经卫生厅批准增挂“湖南省精

神卫生研究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长沙市人民政府授予“长

沙市花园式单位”。1992年本院被确定为湖南医科大学(今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教学医院。1994年本院增挂“湖南省药物

依赖治疗(戒毒)中心”。1995年3月23日，本院列入“湖南省卫生

厅公布首批获得职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名单”。1998年5月，湖

南省人民政府第123号令，再次确定本院为“湖南省精神病司法医

学鉴定的指定医院”。1999年12月25日，经省卫生厅同意上报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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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批准，本院更名为“湖南省脑科医院”。从此，本院在稍后的几

年内，实现了向以防治神经精神疾病为主的大型综合医院的跨越

式发展。2000年湖南省卫生厅批准本院设立“湖南省心理卫生中

心”，2001年湖南省司法厅批准本院设立“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

心”，2003年省卫生厅批准本院设立“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时

至今日，本院还增挂“湖南省医保定点医院”、“长沙市交通警察支

队·湖南省脑科医院警民共建双联单位”等。

2004年12月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的综合门诊住院楼竣工、启

用。医院实际开放床位900张，设有临床科室22个，医技科室lO

个，行政职能科室20个，党、团、工、妇组织健全。脑系科专科特色

明显，“省戒毒中心”、“省心理卫生中心”、“省精神卫生中心”、“省

芙蓉司法鉴定中心”等设在本院。医学心理科、功能神经外科是湖

南省重点学科。院内设有精神科、神经症科、心理卫生中心、戒毒

中心、脑瘫矫形外科诊疗中心、创伤外科诊疗中心、脑中风诊疗康

复中心、癌性疼痛临床治疗中心、骨科治疗中心、颅脑外科、脑瘫专

科、疼痛专科、脊柱外科、脑血管病专科、癫痫专科、精神医学鉴定

科、法医综合鉴定科、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内科、外科、妇产科、皮

肤科、中西医结合科、急救科、肛肠专科、口腔科、环球远程医疗体

检中心等临床科室。无痛技术、微创手术、显微外科手术正在全面

开展。现有在职职工800余名，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00余人。中

级医技人员200余名。医院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8

万平方米。医院拥有磁共振、螺旋CT机、细胞刀、癫痫刀、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机、蔡司手术显微镜、彩色经颅多谱勒、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彩超、现代ECT、电脑心理检测软件、多导

脑电图仪、彩色脑电地形图仪、视频脑电图仪、脑诱发电位仪、肌电

图仪、动态心电图分析仪、动态血压仪、高压氧舱等现代化先进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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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备，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仪器设备共140余台(件套)，院内实

现了信息化管理，并开通国际间远程会诊，迄今资产总值25045万

元人民币。

从1956年至2004年6月止，医院共诊治门诊病人1895452人

次，收治住院病人76044人次。

第二章辗转千里

(1950。1954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毛主席号召“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派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奔赴

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缘于“抗美援朝”和

西藏、台湾待解放之原因，中南军区受中央和军委指示，在湖北省

的沔阳、孝感和黄岗三个军分区卫生队的基础上，由赵建华和张彦

勋负责，于1950年11月在湖北汉阳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

区第六预备医院(以下简称为第六预备医院)，后移驻武昌的武泰

闸待命。编制未满，由新入伍的补充，并送至部队医训队、护训队

培训学习。

1951年5月29日。中南军区正式任命赵建华为第六预备医院

院长，张彦勋任政治委员，张家俊任政治部(处)主任，燕萍任医务

处主任，卢同富任管理科长，申安威任供给科长。嗣后，第六预备

医院于当年6月11日在武昌宣布成立，共有人员680人。当时这

支队伍的资历、文化和知识都参差不齐，除院长赵建华是白求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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