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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大事记》从远古～1990年，分卷出版，暂出两卷。

第一卷从远古～1948年，第二卷从1949～1990年。这两卷从70

万年以前，也就是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开

始，记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

辽、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至1990

年底北京卫生事业发展的状况。它是以编年体的形式，集记事性、

资料性为一体，详尽记述了北京地区有史以来所有卫生事业的行

政机构、政策法令、医政管理、医疗预防、妇幼保健、中医中药、

医学教育、医学研究、论著书刊、名医传记及重要会议等，是一

部综合性的医史汇编，也是编写《北京卫生志》的重要素材。

‘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遵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如实地记

述卫生大事，力争把历史性大事记录成册，为考查我国有史以来

北京卫生发展的历程，提供一本卫生大事资料索引。

本书资料来源，主要为北京市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第一档案馆，以及首都各卫生单

位的院史、校史等资料。特此，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谢

意。有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编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者的话

《北京卫生大事记》记述了从远古时期到本世纪90年代初，几

十万年来在北京这块古老的区域内所有卫生科学发展的进程，这

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

《北京卫生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囊括了有史至今卫生、医药、预防、保健等方

面的实践活动，详尽地展示了各项卫生、医疗、药物科学发展的

脉络。这不仅是撰写“卫生志书”的素材，也是所有卫生行政及

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具书。

《北京卫生大事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编年体形式，

汇辑了北京卫生大事记、北京卫生发展史、北京医院沿革史、北

京卫生摄影纪实等，真实地记录了北京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

本书用崭新的立体图表，显示了卫生事业阶梯性发展的趋势；用

摄影照片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医学科学的进步；本书还如实地记

录了著名医学家的医疗实践活动。本书资料全、内容新，确实是

医学史书中的奇葩。
‘

．+

《北京卫生大事记》的出版，肯定会促进《北京卫生志》的编

写进程，我们愿为此尽些微薄之力。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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