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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

医院精神

扬“仁术”精神，

重职业道德，

靠科技兴院，

以质量为本。’

院 劫¨

医院靠我振兴，

我与医院共存o

“仁术医院”系我院前身。“仁”、“术”二字见于孟子所言：“仁”指人有同情、友爱、友

善、扶危济困、救死扶伤之心，是万古不变的标准，是为人处世立业的根本；“术?则是随时

可变的，可随时代的迁延和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医术虽有古今中外之别，但归结为一点：

都是给人疗伤治病，都体现于施“仁”。医院以“仁术”命名就是希望医院主事者(领导)和

全体医务人员，博采古今中外众家医术之长，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释自原仁术医院董

事长曹典球先生专门为医院立碑所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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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秋十月，我院21层现代化新病房大楼竣工了。至此，我院新门诊病房大楼全面投

’入使用。．在这喜庆的Et子，<院志>编写组的人员用一年多的辛勤劳动编纂完成的<湖南省

人民医院院志>为新大楼的开业献上了一份厚礼。

我院创建已有86年了。86个春秋，电6年沧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同一朵转瞬即

逝的浪花，但在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发展史上却写下了沉甸凝重的一页。回眸过去，我院历

经了建院时的艰辛、战难时的动荡、搬迁时的困苦、解放时的欣喜、“文革”时的混乱、改革

开放的考验和改扩建时的艰难。然而，不管任何时期，无论是旧“仁术”人，还是今“人医”

人，都是本着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的精神服务于广大患者，赢得了三湘大地广大人民的信

赖与厚爱。也正是由于几代人的不懈追求与艰苦创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我院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才使

得医院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医院已发展成专业学科齐全、基础设施完善、集医

疗、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医院。在我国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国力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今天，在医院走向

兴旺、发展的今天，我们编纂(院志>不仅体现了盛世修志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也为纪念曾为医院建设作出贡献的前辈、为激励年轻一代将‘‘仁术”精神发扬光大、进一步

开拓进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志>是我院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真实地记载了医院从建院

到今天的发展全过程。+较为完整翔实地反映出医院86年的兴衰起伏和医务人员精湛的

技术、高尚的医德：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精神风貌。它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

合理性和完整性，不失为医院建设和管理中的一份珍贵的资料。但由于历史远久，时过境

迁，加上有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散失，虽尽努力，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望读者与后人批评

修正。‘
、

，t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我们全院上下齐心协力，不断探索，共同进

取。用勤劳与智慧建设医院，发展医院。以坚定的信念、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迎接明天，走

向未来。

湖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萎灰罕
f

～

镯瞅
一九九八年十月



编纂说明

一、本志是医院建院八十六年来的首部院志，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医院的建制、沿

革、医疗教学科研、基本建设、党政工团组织、管理经验和与医院有关的援外、援藏、抢险救

灾、外事活动等大事及发展史，较真实地反映了医院历史与现实的面貌。

二、本志采取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必要的统计表格，以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写法。

纲目除概述外，设十四章，九十七节，节下设一、二、三⋯⋯，1．2．3⋯⋯条目，全志约30余

万字。
。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断限时间，上起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下至公元1998年

．10月，历时八十六周年。并遵循无古非今，薄古厚今的原则，采取略古详今，言必有据的

取材方法编纂。

四、本志设人物章。对于本院创始人，担任过副厅级以上职务的原院级负责人，解放

初期即在院工作的老专家，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

专家，现任医院党政工组织领导人，均逐一介绍。对于其他获得正、副高级职称的医技人

员和历年来获得厅以上的先进人物则列表介绍。

五、本志的资料，主要来自省档案馆、本院综合档案室、人事档案室、各科室撰稿和本

院老领导、老职工的回忆资料。 ．

六、本志未收载图片。但另行编印了一本医院画册，收集了医院部分主要领导人、大

型仪器设备、业务技术开展、主要政治活动情景的照片，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医院的概貌。

七、本志于1997年7月开始收集资料。临床医技和职能科室章节的内容，由各科主

任或指定人撰稿，编纂人员再根据各科提供的素材，结合档案资料予以查证，整理，再交由

、各科主任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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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由于医院历史跨度较大等种种原因，不少重要的院史没能留下资料，导致资料不

全。尤其是在“抗日”和“文革”时期，医院动荡不安，资料散失殆尽。加上编纂时间仓促和

编纂人员的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关心本志的领导和读者赐教，更望后人在重

修院志之时斧正、补充。

编 者

1998年一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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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湖南省人民医院，始建于1912年，当时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现已建

成以医疗为主，集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人才培养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爱婴医院。又

是湖南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和其他医药院校的实习基地。是省属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

院址一直在省会长沙城中心地带的东茅街。抗日战争后期，因日寇侵占长沙，曾短期

迁至本省安化县蓝田、江南等地，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原址。医院门牌号码，几经更换，先后

编为东茅街52号，28号，4号(现仍为医院后门)。1997年6月28日，新门诊大楼启用，

医院大门转向至解放中路与蔡锷中路交汇处，交通十分便利。

医院原有编制床位530张，实际开放546张。设有临床科室31个，医技科室29个，

行政职能科室22个以及党、团、工、妇组织。医院专科特色明显，肝胆外科、骨科、消化内

科拥有先进的诊疗设备，雄厚的技术力量，是医院的重点专科。“省肝胆胰疾病诊疗中

心”、“省创伤骨科治疗急救中-tL,”i“省内镜外科培训中心?’、“省烧整形中心”、“省牙病防治

中,gq’、“省颅脑外科诊疗康复中心”、“省社区保健服务中心”、“湖南心血管神经电生理诊

疗发展中心”均设立在我院。院内还设有“儿科免疫研究室”、“血液净化中心”、“核医学诊

疗中心”、“激光美容治疗中心”、“眼科准分子激光(PRK)治疗中心”等机构。现有在职职

工1170人，其中副高以上医技人员197人，中级医技人员299人。医院占地总面积(含院

外宿舍)48132平方米(合72．2亩)，建筑总面积76858．平方米。有万元以上大型医疗仪

器设备150台(件、套)，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总值6054．85万元人民币。

至1998年1．0月止，医院建院八十六年来，共收治门诊病人19856668人次，收治住院

病人423157人次。 ．、

建筑总面积达30000平方米的2l层新住院大楼1998年10月启用，医院建筑总面积

已达106858平方米。各类医疗仪器设备3200台(件、套)总价值达6000万元人民币，固

定资产总值达19854．85万元人民币。编制床位达832张。增设新生儿内科、内分泌科、

肿瘤科、康复科、器官移植科、显像诊断科(含核磁共振)等。

湖南省人民医院，其前身分别为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1912年6月1日～

1924年10月9日)、湖南仁术医院(1924年10月10日～1949年10月8日)、省立长沙医

院(1949年10月9日～1958年2月14日)。1958年2月15日更名为湖南省人民医院，

沿用至今。

1911年，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颜福庆等人，与湘绅朱恩黻、曹典球、朱廷利等人，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颜福庆任会长，并拟建一所医院，得到湘督谭延闽的支持，拨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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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东茅巷仕学馆(现医院新病房大楼所在地)为院址，于1912年5月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湖

南分会医院。并成立董事会，推曹典球等9人为董事，聘颜福庆兼院长。同年6月1日正

式开业。这是继1906年11月由美国医师胡美在西牌楼开办雅礼医院后，长沙第二所西

医院。以战时救护受伤将士，灾疫时救治危难，平时则诊治患病贫民为宗旨。设病床30

张，有五开间六进平房73间，占地4864平方米。

1924年初，湖南慈善公所沈克刚、龙绂瑞等也想办一所医院，因经费短缺，便与颜福

庆等人商议，双方同意合组医院，将红十字会医院更名为湖南“仁术医院”，成立新的董事

会，仍聘颜福庆为院长。仁术医院于10月10日开诊后，就医者日盛，病床增至50张。以

提倡科学医术，救治平民疾病为宗旨。至1936年，病床已增至92张，全院(含护校)人员

32人，其中医师8人(含院长)、护士11人(含助产土、护士长各1人)、调剂士3人、化验

技士1人、事务员4人、会计员1人、专职护校教员4人(其他教员。16人由上述医师护士

兼任)。

1932年2月，门诊不慎失火，同年11月，修复的新门诊落成之际，仁术医院董事长曹

典球先生专门为医院撰文立碑。碑文介绍了医院的沿革，改组为仁术的情况，命名“仁术”

的依据，以及改组八年来的发展状况。

医院取名“仁术”二字，只因当时医院董事会成员中不乏学识渊博之士和社会贤达，他

们考究“仁”、“术”二字，见于孟子所言。“仁”指人有同情、友爱、友善、扶危济困、救死扶伤

之心，是万古不变的标准，是为人处世立业的根本。“术”者，则是随时可变的，．可随时代的

迁延和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就医术而论，我国古代的岐伯有岐伯之术，张仲景有张仲景

之术，外国有巴斯德之术，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医术虽有中外之别，但归结为一点：都是

给人疗伤治病，都体现于施“仁”。医院以“仁术”命名，就是希望医院主事者(领导)和全体

医务人员，博采古今中外众家医术之长，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

医院自组建以来，一直按办院宗旨行事。1912年6月1日开业，不久就收治辛亥革

命伤病员60余名。1913年77月宁赣之役，又派李清茂、聂其炮至岳州救护。1917年南北

战争时，又分设五区妇孺救护所，收治避兵灾者达6000余人。1918年，派员赴岳州新墙

乌江桥等处救护掩埋。1920年，医院设临时分院于：tg rl外，收治伤病员706名。1922年

盛夏，长沙霍乱、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流行，医院设分院于小瀛州席公祠，收治肠道瘟疫症

，，400余名。1926年，长沙市郊发生洪涝灾害，医院派员救护。同年11月，医院协助红十字

会设临时医院于北门外晴家巷，专门医治北伐军受伤战士。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医

院又兼办湘阴第81临时陆军医院，收治抗日伤病员800余人。在抗日流亡岁月，医院仍

为很多战区难民和过往抗日军人半免或全免费治疗。

平时，医院以“仁术”为宗旨，扶危济困，为平民免费医治。从1924年～1936年，门诊

免费者达181021人次，住院免费者达3139人次，分别占同期门诊和住院人次数的20．

4％和21．4％，免费金额达103160．94元(注：当时普通病房每床日含伙食及医疗的平均

费用天为0．6～1元)。

从1912年医院成立，至1949年10月医院被人民政府接管，医院的最高权力机构为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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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历任的董事为：

颜福庆曹典球朱恩黻聂其娼朱廷利李德名孟良佐李达迩

仉尔生沈克刚龙绂瑞俞蕃馥仇毅戈德白 易培基胡元俄

黄传拘章克恭彭国钧赵墨农赵鸿钧杨兴权郑业中郑家倜

韩理生 丰明纲王光宇左学谦李佛肩李景陶彭兆璜张开琏

仉承沅刘经瓒肖思震

董事会推选聘任院长。医院从组建至解放接管，历任院长为：

颜福庆(1912年～1927年春)、王光宇(又名王子开，1927年5月～1933年9月)、李

启盘(1933年10月～1938年8月)、肖元定(1938年9月～1946年1月)、伍善同(1946

年2，月～1949年10月)。
‘

．，

从1927年起，医院还设立了院务委员会，承院董事会命令，在院长指导下处理院内一

切事宜。至1936年止，曾任院务委员的有欧阳鑫、肖元定、伍善同、李启盘、马叔明、张思

危、欧阳复等。

医师也是采用聘任制。‘

为红十字会医院服务过的医师有：颜福庆、陈怀皋、胡美、朱恒壁、王耀、李清茂、周维

廉、榻仲良。 、

为仁术医院服务过的医师有(至1936年止)：颜福庆、陈怀皋、王光宇、王耀、任言永、

伍善同、朱宝梓、李启盘、李明俊、周裕德、仉维廉、梁鸿训、张维、张思危、单传烈、欧阳复、

钱慕韩、龙毓莹、戴孟群、谭世鑫、谭冠龙、肖元定。

当时，医院规模小，人员少。且医院从组建起，就与湘雅订有技术合作协定，本院医

师，包括院长在内，常常既在本院工作，又在湘雅服务。如院长颜福庆、．肖元定、王子开既

在我院任院长，『又任湘雅医学院院长。
。

．

i。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这八年抗日战争岁

月中，医院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中。1937年11月24日，长沙城首遭日机轰炸，为保医院

财产安全，将部分物品寄存于长沙北门外雅礼院内。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

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使长沙城几乎化为灰烬，医院损失巨大，寄存在雅礼院

内的各种物品被焚无遗。日寇又侵抵汩罗，逼近长沙i医院被迫疏散。至此以后，日军曾

四次进出长沙境内，医院院舍屡遭破坏。1944年4月，长沙沦陷前夕，医院被迫迁至安化

蓝田、江南等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沙光复，医院于1多月初，迁回长沙原址。

面对破败不堪的医院，医院先后多次商讨分期修复扩建计划f经几年的努力，至1949年，

医院占地面积增至1426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079平方米，共有房屋296 7间，设置病床

150张，工作人员达150人。

、医院的经费来源，在解放前的三十七年，一直有四个渠道。一是政府拨款，二是社会

慈善机构的资助，三是民间人士团体的捐款，四是医院本身的业务收入。红十字会医院筹

组时，湘督谭延闽就曾拨款。至1917年省府则每月给医院拨款300元。1924年更名为

“仁术医院”时，省慈善产款管委会将用于社会医疗救济的部分款项拨给医院使用。1928

年12月起省府核准为每月200元。1929年7月，增为每月600元。1932年2月，医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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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处失火，在修复重建时政府及慈善产款管委会也曾拨款。在抗战胜利后，医院从安化蓝

田、江南复员(迁回长沙原址)过程中，省府拨复员费1376万元国币，还按一百张病床进行

药品器械营养品补足。复员后，省府每年补助本院国币2万元，省红十字会每年补助本院

国币6000元(药品器械等项在外)，省区救济院每年补助本院食谷360石，唯善救济院每

年补助本院食谷60石。抗战胜利后医院的修复工程费，国际救济协会曾补助350亿法

币，省府救济署先后补助．2300万元国币。
’

二、三十年代，医院还设有免费病床，分甲、乙两种，均系用社会人士的捐资而设立的。

当时规定：凡捐(银)洋(或药)4000元者，设永久甲种免费纪念病床一张，可送一人免费住

甲种病床一年。凡捐洋或药、2000元者，设永久乙种免费纪念病床一张，可送一人免费住

乙种病床一年。．凡捐洋400元者，可送人住甲种病床一年。凡捐洋200元者，可送人住乙

种病床一年。

全院当时共有免费病床8张。历年为建免费病床而捐资的大善士有：仉芷香、陈海

秋、伍芷青、李景陶等人以及湖南电灯公司。

医院从1912年6月正式成立时，即办有护病讲习所，只招男生，学习护病及助理事

宜。由护士盖仪贞主持，先后毕业者共三班。后来考入湘雅医学院第五班、再后来成为著

名美籍华人科学家的李振翩教授，就是该护病讲习所第三班的毕业生。1924年红十字会

医院改组为仁术医院时，护病讲习所也更名为“仁术护病学校”，男女兼收，理论与实习并

重，四年毕业。1930年12月，呈准省民政厅备案。1933年4月，向中华护士会注册，派护

士长舒天赋女士主持。嗣后定每年招生一次。1935年7月，奉教育部令，更名为“私立仁

术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成立新的校董事会，10月又推李启盘为校长。学生试读期定为五

个月，三年毕业。修习国文、英文、公民、解剖生理、细菌、寄生虫、化学、药物、社会、心理、

护病、内科、外科、公共卫生、产科等基本学科。

从1912年～1936年护校历任董事为： ．

沈克刚张维刘经瓒彭国钧黄元吉 曾宝荪舒天赋何元文

李启盘吴晦华易铮左学谦伍蔚湘伍善同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管会派代表殷志远

前来医院处理接管事宜。10月9日，湖南临时省政府召开第七次省务会议决定：湖南仁

术医院由卫生处接收并更名为“省立长沙医院”；仁术护校也一并接收更名为“长沙卫生技

术学校”，均隶属于省政府卫生处领导。当时医院更名的理由是：仁术医院的房屋地址均

系政府拨给，医药物资由救济署拨给，其经费历年由慈善总会，省区救济院和省政府辅助，

这些均系人民大众所公有，属公立性质。当时医院董事会董事长左学谦及湖南红十字会

负责人曹典球均面请政府要求对医院进行接管。10月10日，省卫生处发布卫秘字(76)

号文、派院长袁道、副院长殷志远、监委王惠卿，总务主任李文华前往接管。11日，袁道、

王惠卿，殷志远到医院视事，成立了省立长沙医院接收委员会。12日，根据省卫生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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