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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志》从远古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开

始，分管理、机构、卫生运动、防疫、妇幼、医疗、药政、中医、

技术、名医、著述、科研、教育、健康教育、卫生状况、英烈劳

模、大事记等17篇，设两千余条，用160万言，囊括金、元、明、

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1990年底北京卫生事业兴衰的

史实。突出卫生技术的特色，集纪事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

为一体；采用主题词命题以条目书写内容的形式，继承清及民国旧

志传统，详尽地记述一方之史的卫生事业始端、发展、转折、终端

的过程。以唯物主义世界观，揭示事物规律、促进社会主义卫生事

业的发展。

北京卫生机构，自金代(1126年)设太医院始，从十几个人发

展到清代的百余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聘西医罗德先慎

斋(Brotner Bernard)为太医起，西医诊所、医院、医学堂相继建

立，太医院日趋衰落。经过金、元、明、清785年的发展，太医院

于1912年消亡。民国24年(1935年)北平有西医院65个，西医

625人；民国37年(1948年)有医院141个，西医647人o 1949年

北京有卫生事业机构61个，床位3 001张，5 806名医护人员。至

1990年，经41年的建设，卫生事业机构增至4 953个，比1949年

增加81倍；床位59 036张，增加19倍；医护人员156 304人，增

加26倍；名中医54人；三级以上专家教授、院士、学部委员等

166人。

北京中医，从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始有医疗活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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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战国、秦、汉、三国、晋、隋、唐、宋、辽、金、元、明、

清，至民国24年(1935年)有中医1 202人；民国27年(1948年)

有1 163}',-o 1949年中医有l 120人，至1990年有6 739人，增加6

倍。民国18年(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

中医案”，使几千年的中医事业面临灭亡的边缘。至1949年之前，

竞无一所有床位的中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团结中

西医”与“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截止到1990年，北京拥有

中医院18所，中国中医研究院、所等4所，高等中医药学院2所。

中医学的理论，以“四大家”之一，中都(今北京)张从正著《儒

门事亲》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明北京朱柿第一次将论文、方剂，撰

成《普济方》规范处方。明末《慎斋遗书》首创“辨证施治”，清

北京中医王清任《医林改错》明确指出：“灵机记忆，不在心，在

脑o”从金至清名中医22位，民国涌现“四大名医”施今墨等16位

名医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中国医药学

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导下，总结

经验，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反映自然界和人体内阴阳消长变化规律。

从过去一味入一脏，发展为一味与多个内脏有联系。中医辨证施治

的理论，已在整个医学范围内广泛应用。中西医结合应用针刺麻醉

行剖腹产及肺切除等手术。研制冠心Ⅱ号治心绞痛及青蒿素抗疟均

达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西医诊疗技术起源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大都(今

北京)由客卿富兰克依塞亚(Frank Jsaian)开设的施医院，清同治

四年(1865年)由洛克哈脱(W·lokhart)在北京开设的双旗杆医院

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美国5个教会办的协和医院。从而以

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技术，在北

京逐渐扩大发展。内科技术从18世纪的听诊器、显微镜，到20世

纪30～40年代化学技术及血、尿、便常规化验、X线透视和照像技

术、心电图等，以及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等抗茵药物的应用，开创

了药物治疗的新纪元o 50年代应用内窥镜、纤维内窥镜、．心导管检
·2 ，



序 言

查及心血管造影。6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70年代行冠状动脉造

影。外科技术源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

(Wiuian Lookhart)在北京诊所内所做的第一例食指腱鞘脓肿手术

始，打开了外科“割症”的手术局面。继而于1884～1888年由道济

医院(今第六医院)、同仁医院开展了前臂截肢、阴茎切除、肿块

切除、包皮环切、骨关节复位、放腹水、脓肿切开等手术，20年代

始做胃大部切除及胆囊切除术，乃为中国首例o 30年代始做颅脑手

术，中国外科创始人之一刘瑞恒已能做泌尿、矫形手术，开始做食

道癌切除、脑疡切除、脊髓、筛窦肿瘤切除术。民国30年(1941

年)吴英恺、吴阶平、曾宪九等开展了脑外、泌外、骨外等大中型

手术。1958年解放军总医院苏鸿熙在西安行中国第一例体外循环心

脏直视手术。1965年北京积水潭医院成功地做了断肢再植手术，解

放军总医院陈景云行人工关节置换术。70年代开展了显微外科，友

谊医院行肾移植、同仁与佑安医院行肝移植、北京医院行胰岛细胞

移植、协和医院行甲状旁腺移植o 90年代安贞医院行心脏及肺移

植，天坛医院累积脑外科手术2万例。诊断、手术、治疗的仪器，

从50年代X线机发展到90年代的直线加速器、电子显微镜、核磁

共振仪、数字减影放射仪、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CT机、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内窥镜等大型现代诊疗仪器。

口腔科技术，始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王府井、廊房头条

私人牙医，至民国6年(1917年)在同仁医院内开设了牙医专科学

校。民国16年(1927年)由北平协和医院步达生在周口店发现1

颗前臼齿化石，断定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属新种，即“北京中国猿

人”(北京人)；1960年口腔颌面外科切除肿瘤及唇腭修补手术，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

结核病科技术，始于民国12年(1923年)协和医院结核病专

科的建立。1950年始种卡介苗，1979年结核病患病率为407／10万，

到1990年减至139／10万；涂片阳性病率由1979年101／10万，降到

1990年10／10万，年递降率为19．O％，下降速度居全国之首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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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从金天会四年(1 126年)在中都(今北京)太医院为教学

机构，后设专门管理教学的太医署。主要以带徒学医，集中授课为

辅。元太祖十年(1215年)在大都(今北京)实行世袭学医，凡医

户必从父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第一所西医高等教育

机构，民国北平办有中、高等医学校4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后，在北京办高等医校7所、中等30所。仅北京医科大学、协和

医科大学至1990年毕业大专以上及研究生、硕士、博士等25 953

人。

北京医药学研究始于明代朱柿编撰的论文集，即《普济方》标

志医学进入了崭新的科学论述阶段。清代已普遍应用中医实践研究

成果，如辨证施治用于临床。但专门科研行政管理机构及研究机构

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仅1977～1990年科研成果1045项，

获国家级奖中医45项、西医135项，总计180项。首都自1949年

至199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称号38名，著名医学专家

翁心植、王忠诚、诸福棠、王大婉、张晓楼、吴蔚然、陶其敏、赵

雅度、方圻、吴执中、辛育龄等均系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卫生运动始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大都(今北京)

修浚筑潭，动用数十万人进行的卫生去秽运动。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在京师(今北京)巡警局建第一个专门清扫街道的卫生

清洁机构。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民

国2年(1913年)在京师警察厅设7个卫生清道所，1946年成立北

平市运除垃圾运动委员会。1952年成立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全市扑鼠185万余只，300万人围歼麻雀；年内清除垃圾

451 000立方米，灭蝇l亿4千万头。将传染病疫源地臭气熏天的龙

须沟，改变为柏油林荫大道。被国际科委会誉为清洁整齐干净的城

市，于1990年被全国卫生检查团评为“全国十佳城市"o

卫生防疫机构源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防疫局。民国

8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卫生部设防疫司，北京市及各区县均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各医院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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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预防保健科，形成了从市到乡村完整的防疫体系。自50年代起，

从出生婴儿开始打防疫针，并按计划免疫程序普遍接种疫苗，使有

史以来第一死因的传染病，到1956年退居第二位。1964年退居第

五位，70年代以后在居民顺位死因中消失。从民国25年(1936年)

北平人均寿命35岁，至1990年男性为72．47岁、女性为75．22岁，

比民国时期增寿1倍多。从20年代起的生物医学模式，至80年代

已趋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妇幼保健起源于清代《保婴撮要》、《婴童百问》对妇女儿童饮

食营养、保产、生活保健的论述。到民国14年(1925年)北平成

立第一卫生事务所成为妇幼保健机构。杨崇瑞博士作为妇幼保健的

奠基人，使北平妇幼保健事业从城市到乡村初步形成地段妇幼保健

网o 1950年全面推行“北京市妇幼保健工作网施行办法"，至1951

年新法接生达88．3％o 1990年孕产妇死亡率从1949年的685／10万。

降到25／10万；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的117．6％D，降到1990年的

11．66‰；新生儿死亡率从1951年的44．O‰，降到1990年的

8．49％o。1990年，全市有妇幼保健机构22所，有妇产科医师4 850

人，儿科医师3 730人，妇产科床位从1948年的30余张，增至1990

年的4 772张。

北京健康教育机构始于民国4年(1915年)北平市卫生陈列所

的成立，翌年2月创办《卫生丛报》、1922年由北平中央防疫处创

办《通信卫生月刊》、1923年创办《医事月刊》、1924年创办《卫生

季刊》、1928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创办《卫生月‘刊》、1935年创办

《大众卫生》等十余种卫生宣传报刊杂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接管了在中山公园内的北平市卫生陈列所，成立了北京市

卫生教育所。于1958年创办《北京卫生报》、1980年创办《健康》

杂志、1984年创办《健康咨询报》、1985年创办《健康少年画报》

及《健康百话》电视节目。向全民进行健康教育。

北京卫生医药成就：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惟一研制

针灸铜人及元大都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和1942年钟惠澜发现回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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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热病原体，1956年汤飞凡、张晓楼分离出沙眼衣原体，1958年吴

阶平发现肾上腺髓质增生等5项为世界第一。从元大都西医院广惠

司及《御药院方》、明朱柿等著《普济方》、清王清任《医林改错》

及同仁堂、杨树勋制西药；民国杨崇瑞创办助产学校，诸福棠著

《实用儿科学》；1980年解放军总医院摘除大腿18．5千克的肿瘤、

1981年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肌细胞培养成功及中国科学院电

子听诊器和北京积水潭医院最大皮瓣植皮成功；1982年北京军区总

医院从尿道取出48克巨大结石、1983年北京医院行人造纤维膜修

补全腹壁、第一台膀胱碎石机，1984年快中子治癌及发现新血型、

1987年北京积水潭医院人工骨；1988年北京阜外医院升主动脉移植

及北京军区总医院骨髓移植等22项为中国第一。

北京市卫生局从1950．1990年：基本建设投资82 397．5万元，

完成建筑面积1 590 608平方米；卫生事业费124 211万元，支出9 223

万元，其中防治防疫经费1 516万元，占54．5％；中等专业学校经费

927万元，占6．6％，科研经费634万元，占4．7％o

北京卫生大事记，从远古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

开始记录卫生事件，着重记录了金、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北京发生的卫生大事千余条。集中地反映了金太医院的始

建、发展，至清代末年(1911年)，随着帝制废除而废除。从民国

开始西医迅速发展，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记录了大搞

环境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反对细菌哉争，以及美国帝

国主义分子在协和医院用中国病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罪行。1966年

“文革”开始，“红卫兵”勒令个体开业医280余人停业，卫生部军

管。北京市卫生局首先撤销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学科学实验

所、计划生育医疗队、卫生教育所、区县爱卫办、防疫站，其人员

一律下放接受“再教育”o至1977年全市下放医务人员2 913)k-，职

工及家属2 915，&，下放干部753人，计6 581}',-；下放甘肃、青海9

所医院，3所学校，医务人员1 672人、行政人员693人，·下放远郊

山区当赤脚医生791人，下放干校60人，计3 666人。北京市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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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局下放卫生医疗技术人员总数为10 247},,-(不完全统计)，占1967

年卫技人员总数的1／30首都卫生系统，在“文革”期间，派出中

西医专家黄家驷、吴英恺、曾宪九、张孝骞、钟惠澜、吴朝仁、王

叔咸、刘士豪、林巧稚、周华康、张晓楼、胡传揆、叶恭绍、朱

颜、赵炳南、叶心清、冯泉福等下乡巡回医疗队50余批，398个

队，3 000余人次(不完全统计)o同时也记录了“文革”冤、假、

错案及平反昭雪等事件。



1．指导思想

凡 例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如实地记

述北京地区有史以来至1990年底的卫生医疗事业兴衰状况。

2．体裁结构

本志书设凡例、序言、后记，篇下设无题简述。采用记事本末

体，横排篇章，以条目命题竖写内容。设篇、章、节、目四级结

构。每篇下必设两章，或两章以上；章下必设两节，或两节以上；

节下必设两目，或两目以上。

3．纪年

1949年以前用历史纪年与现代纪年对照法，如元至元十六年

(1279年)、明永乐一年(1403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民国

10年(1921年)，1949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4．数字

本志书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量，凡是四位数及超过四位数以上

的数字，从尾数向左第三位与第四位数之间空1／4个阿拉伯字，

·如：50 0000



北京卫生志

5．数量词

凡在本志书正文出现的数量词，遇到如下情况，用汉字表示，

如三本书、四条意见、读了九篇、第三世界、第三章、“一二·九"、

凡邻近的两个数量词连用，一律用汉字。如二三米、三五天、四十

E六岁o

6．地名

本志书出现的地名，应与命题历史时期所称谓的地名相一致，

如金中都(今北京)、清京师(今北京)。

7．章节序号

本志书篇、章、节、目序号，一律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

节：目序号为阿拉伯数字1、2、3、⋯⋯。

8．图表序号

本志书图(画图)、片(照片)及表顺序，以篇排号，如图I一

3及表1—3，分别表示第一篇第三图与第一篇第三表。

9．政府谓称

本志书一律称金政府、清政府、民国政府、北平市政府、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

10．计量 。

本志书一律用毫克、克、千克表示重量单位，但中药处方，仍

沿用历史计量。

11．时 态， ．。

本志书一律用历史年代表现时态，不用X X届代表大会、X X

·2 ·



凡 例

次中央全会、解放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文革"时期、抗战时

期表述各历史时期，应用公元纪年、月、El表述各历史时期。

12．人称、人名

本志书一律用第三人称，不用我们、我市、我国。人名排列以

生年为序。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第十三篇

第十四篇

第十五篇

第十六篇

第十七篇

篇 目／旧 口

管理篇⋯⋯⋯⋯⋯⋯⋯⋯⋯⋯⋯⋯⋯⋯⋯⋯⋯⋯(1)

机构篇⋯⋯⋯⋯⋯⋯⋯⋯⋯⋯⋯⋯⋯⋯⋯⋯⋯⋯(43)

卫生运动篇⋯⋯⋯⋯⋯⋯⋯⋯⋯⋯⋯⋯⋯⋯⋯⋯(135)

防疫篇⋯⋯⋯⋯⋯⋯⋯⋯⋯⋯⋯⋯⋯⋯⋯⋯⋯⋯(159)

妇幼篇⋯⋯⋯⋯⋯⋯⋯⋯⋯⋯⋯⋯⋯⋯⋯⋯⋯⋯(245)

医疗篇⋯⋯⋯⋯⋯⋯⋯⋯⋯⋯⋯⋯⋯⋯⋯⋯⋯⋯(295)

药政篇⋯⋯⋯⋯⋯⋯⋯⋯⋯⋯⋯⋯⋯⋯⋯⋯⋯⋯(361)

中医篇⋯⋯⋯⋯⋯⋯⋯⋯⋯⋯⋯⋯⋯⋯⋯⋯⋯⋯(391)

技术篇⋯⋯⋯⋯⋯⋯⋯⋯⋯⋯⋯⋯⋯⋯⋯⋯⋯⋯(425)

名医篇⋯⋯⋯⋯⋯⋯⋯⋯⋯⋯⋯⋯⋯⋯⋯⋯⋯⋯(539)

著述篇⋯⋯⋯⋯⋯⋯⋯⋯⋯⋯⋯⋯⋯⋯⋯⋯⋯⋯(691)

科研篇．．．⋯⋯⋯⋯⋯⋯⋯⋯⋯⋯⋯⋯⋯⋯⋯⋯⋯(715)

教育篇⋯⋯⋯⋯⋯⋯⋯⋯⋯⋯⋯⋯⋯⋯⋯⋯⋯⋯(779)

健康教育篇⋯⋯⋯⋯⋯⋯⋯⋯⋯⋯⋯⋯⋯⋯⋯⋯(815)

卫生状况篇⋯⋯⋯⋯⋯⋯⋯⋯⋯⋯⋯⋯⋯⋯⋯⋯(837)

英烈劳模篇⋯⋯⋯⋯⋯⋯⋯⋯⋯⋯⋯⋯⋯⋯⋯⋯(871)

大事记篇⋯⋯⋯⋯⋯⋯⋯⋯⋯⋯⋯⋯⋯⋯⋯⋯⋯(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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