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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以下简称红会医院)是西安

市成立最早的公立医院，迄今已有i00年的历史。在几代

红会人的不懈努力下，医院已经发展成为以骨科为特

色，多种学科并存，集医疗7、教学、科研、康复为一体

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今年10月24日，是红会医院成立i00周年纪念日。

为了铭记一百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医院于2010年4月开

展了《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志》的编写话动。经过1年多

时间的辛勤工作，院志即将付梓印刷。 !

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 。一、

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是志书编纂的重要职责。；‘唐太

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任贤篇》中有句流传千古的名

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有着100年久远历史的红

会医院，无疑将成为它的后来者的一面镜子，’擦亮这面

镜子，必将会对红会医院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历皮借

鉴和现实推动作用。

从辛亥革命战火硝烟中走来的红会医院，一直秉承

“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团结奋进”的红会精神，始终

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无论在辛亥革命、北伐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抗洪抢险、

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各个历史时期，哪里有灾害、哪里

有险情，那里就有红会人救死扶伤的身影。他们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这是一笔值得载入

史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家以骨科为特色的医疗机构，红会医院一直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博采众家之长，



在学>--j、接纳现代医疗科技的同时，致力于对传统医疗技术的挖掘和承传。

20世纪60年代，以梁允、蔡总洲、郭汉章、鱼继祖为代表的骨科名家就已经

在西安乃至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红会医院被列为全

国三大骨科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新一代红会人以“厚德笃行、

创新和谐”为行为准则，不断攀登医疗技术新高峰。20世纪90年代初，其

“颈椎前路槽式钢板”技术就填补了当时国内空白，并在国内较早开展了

“脊柱上颈椎内固定手术” “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手术” “人工椎体置换

术”及“人工肩关节置换术”等业务。目前，医院年骨科手术量近2万例。

骨科学科进一步细化，医疗技术精益求精，被评为陕西省优势医学专科，其

中中西医结合骨科被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重点中医专科；脊柱外科被评

为西安市医学重点学科；关节外科、创伤骨科被评为西安市医学优势专科。

本院志严格按照志书的编写规范，分《概述》《组织篇》《人事篇》

《医疗篇》《科教篇》《护理篇》《财务篇》《后勤篇》《信息篇》《人物

篇》《大事记》《荣誉录》等部分，以述、志、传、图、表、记等形式，对

百年历史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记载。是一本严谨、科学、丰富，有较强史

料价值、认识价值、借鉴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志书。希望红会医院以院志编写

为契机，进一步搞好医院文化建设，承传百年丰富的医学文化遗产；坚定不

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医疗卫生方针政策，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公立医

院的公益性质，一切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干劲和勇攀高峰的精神，再创红会

医院新的辉煌。

西安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二。一一年十月
枷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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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志》是一部反映建院100年以来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著

述，编写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体现成长发展进步。

，～．．2．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中华民国纪年，成立之后按公元纪年。

基本记述的时限：上限为1911年10月24日，下限为2011年8月30日。

3．本志的内容分《概述》《组织篇》《人事篇》《医疗篇》《科教篇》《护理篇》

《创建篇》《文化篇》《后勤篇》《财务篇》《信息篇》《人物篇》及《附录》。

4．本志《大事记》收录范围：(1)医院机构设置及院领导班子变动；(2)科室

增减、业务拓展及学科建设；(3)医院床位设置变动；(4)医院管理制度改革动态；

(5)市级以上领导视察；(6)。医院大型设备引进，基建项目开工和竣工；(7)单位

或个人获得市级以上综合奖及省级以上单项奖等荣誉；(8)全国性学术科研动态及成

就；(9)医疗技术新突破；(10)有重要影响的院内活动、社会活动和医疗活动。

5．获地市级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列入本志。以下荣誉不在收入之列：与医院业

务无关的社会兼职获得的荣誉；各级学术杂志社授予的荣誉。

6．收录入本志的学术成果为省市以上学术委员会评出的成果，其他各学术组织、

行政组织、期刊评出的学术成果不在收录之列。

7．医院历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除在《概述》《大事记》中记述外，在有关篇

目中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笔带过，不作论述。

8．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医院档案室，有关部门和个人提供的书面或口头资料，

均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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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院

走

右起：纪委书记刘雁红，副院长姚建锋，副院长(正院级)冯一宁．院长郝定均．党委书记薛炜，副院

长马建生．副院长张垫．总会计师史琳



▲20世纪30年代

V 2011年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中国西部创伤急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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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

Ak．20世纪70年代

2011年◆

▲20世纪s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30年代

▲2011年走廊

▲2011年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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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

▲2011年手术室内景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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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三兰兰兰兰=二3』
圆国谠红舍——医疗设蚤(旧)

▲20世纪30年代制药反应罐

▲20世纪40年代中药手动碾槽

／ 一■ · 雪 !

▲20世纪40年代呼吸抢救设备

▲20世纪50年代制药设备



图i}}红金一医疗设备【新)㈣

▲西门于三维C形臂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日本岛津数字化多功能X光机

▲菲利浦16层高档螺旋cT

▲西门子磁共振机

▲骨密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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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量变化图

历年论文发表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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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三竺兰兰兰=二3垄
黪掩踞救灾

纵4地
▲1976年医院救治唐山大地震伤员近200

人。图为部分伤员出院时与医护人员在兴
庆公园合影

僵士
I驴刁五

兵墓
肉需
尽袤

▲1926年-．医院救治西安“+月围城”的伤兵

与灾民。围为西北军军报影印件

2010年，当年被救治的唐山地震伤员李文奇

带领妻子来到医院与院长郝定均交谈．再次表
达对医院的感激之情v



圜盈囝瑟 髫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医院派

出医疗队赴灾区救援

2010年5月6日．为表达感谢之情．伤员们为

医院送来了一块大大的厦额．上面用藏汉双语

书写着：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心系玉树、真

情铭记■

▲将伤员抬往病房治疗．共收治伤员32人

▲为保证玉树地震伤员的救治工作圆满完成．医院

成立了以郝院长为组长的救治协调领导小组，每天
在病区召开现场会．及时协调解决救治过程中出现
的新问题

T经过75个日日夜夜的紧张救治．32名玉树地震伤

员康复出院。图为最后一批地震伤员康复出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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