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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着特别的意义。

-上上一_—L．一

刖 吾

百年老医院院志。在20世纪，苏北鲁南老百姓心中的“海州大
‘

，

通过历史的记载，回顾百年沧桑，对一代一代传递接力棒的人
●

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社会灾难深重，战火连连，“义德医院"作为当地一所条

件最好的医院在为老百姓解除病痛的同时，还宣传了西方医学知识、卫生知识，作为中医学

的补充，逐步上升到医学的主流地位，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很好的救死扶伤形象。解放后，

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医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医院发展进入良性轨道。至20世纪80

年代，该院一直是本地区的医疗中心，我市绝大多数新技术项目都开始于这家医院，高精尖

人才也汇集于这家医院。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家医院成为技术和人才的摇篮，

我市很多医疗骨干都来自这家医院，而医院名称在几经更迭之后，定为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

院和肿瘤医院。

由于受连云港市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等诸多因素影响，这家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

后期发展趋缓，但是这所近百年的医院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和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仍是

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进入21世纪后，国家的发展、政策的宽松给医院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

机遇，在二院人孜孜不倦地努力下，二院一定会抓住迎面而来的机遇，再创辉煌，并为连云港

市人民，为苏北和鲁南人民奉上二．份更优更好的健康保障。希望在下一次续编院志时充分地

体现出这种变化。我和我的同道们愿为这种变化献出我们毕生的心血。

本院志的修撰始于1985年，历时5年后中止，1997年又重新启动，至今方告落笔。在此

期间，主要撰稿人葛其善等同志遍访在世的老职工、老职工家属、职工后代以及知情人，力求

真实地反映二院的原貌，其间还有义德医院第一任院长慕庚扬(L．S．MOKGAN)．的后人来

访，为本院志补充了一些20世纪20"-40年代的史实。尽管如此，由于年代久远，沧海桑田，

力有不逮，越是向前的资料就越稀少，故本院志呈现前简后详的情况。而有了这个基础之后，

以后的纪实工作才得以正常进行，二院人也才能有幸看到前人的脚印，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二院的历史上留下多彩的一笔。

协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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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医院地理位置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地处古城海州，朐阳广场东北角，位于幸福路161号，北傍玉带河，南临锦屏

山。

2000年医院占地面积45 561．75平方米，划分为门诊区、临床病区、后勤供应区、行政办公区及生活宿

舍区。详见下图。

北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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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医疗管辖范围

自建院起，除本市、市郊各地的病人来院就诊外，还有来自东海县、赣榆县、灌云县、灌南县、沭阳县及

苏北、鲁南地区的病人，而且急危重病人较多。

自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与我院签定医疗协议的单位有锦屏磷矿、新海发电厂、锦屏化工厂、红旗化

工厂、江苏化肥厂、东方红化工厂、第二农药厂、无线电厂、海州师范、海州中学等50多家。挂钩开展卫生支

农的基层医疗单位有本市新坝卫生院、锦屏卫生院，东海县平明卫生院和岗埠农场医院。

北

1门诊、惫诊、行政办公综台楼

2医学影像中心(放射科)

3鸯库

4舯囊放疗中心
5棱医学科

6住院收费处、计算机拄崩中心
7内科，儿科、妇产科瘸房楂

8化疗辨，外科、五吉科、手木室房榛

9放疗科病房棱

lO田书馆

11高压氯治疗中心

12童堂

13集体宿台
14避惨人员宿舍

15锅炉房

16供应室

17饼剂室

18挽袭房

19后勤般务队

20配电房

21动耪房
22中央空调机房

23公共月所

24支平同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面图

第三章历史沿革

第一节解放前医院状况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基督教南长老会美籍传教士、医生慕庚扬(L．S．MORGAN)随传教小组来

海州西门外石狮口西侧，租借民房8问，开办西医诊所，边看病，边传教。次年，其夫人来海州协助工作。诊

所备有止痛、退热及外用等常用药品和简单器械。能开展拔牙及脓包切开等小手术，以后逐步开展龋齿修

补及镶牙。初期，由于群众不相信西医，病人多为教徒，后经宣传，病人日渐增多，日门诊10～20人。医疗

业务与上海医学传道会联系。经费也由上海教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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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再租民房26间，增设简易病房和手术室。职工约20人，皆信仰基督教，每天上班前祈祷半小

时。病人坐在长凳上候诊，先有传教士讲授圣经，然后进入诊室看病。医生吃住医院，随时应诊。遇到疑难

病症，让病人稍事等候，找几个人共同商量；遇五官科疑难疾病，晚上翻阅资料，第二天再开方。由于房屋破

旧，收治的又多是贫苦病人，群众称为。三等医院”．

1913年，美国实业家嘉尔翰的女儿爱伦丽芬(ELLEN LAVINE)临终捐资，由南长老会负责，筹款

10 300美元在海州西门外购地6660平方米，在慕庚扬创办的诊所基础上正式兴建医院，1914年建成，定

名“义德医院”(ELLEN LAVINE GRAHAM HOSPITAL)，慕庚扬任院长。为纪念捐资人，在医院大门两

侧，分别镶入石碑，右侧刻有“美国实业家嘉尔翰女儿爱伦丽芬女士临终捐建”，左侧刻有“THE ELLEN

LAVINE GRAHAM HOSPITAL 1914”。建成后的医院位于海州西门乡二村、西门外街1号，院门朝东。占

地面积13 099平方米，有各类建筑1340平方米。与大门混为一体的东楼，楼下设小礼堂，是候诊病人听传

教士宣讲圣经的场所，楼上9间房分别为男、女护士宿舍。西侧为门诊楼，楼下设挂号、收费、取药、门诊室

等，楼上为贮藏室。再往西侧是病房楼，楼上为特等、一等病房，楼下为二等病房，还有部分病房在北院平

房。设男、女科门诊和男科、女科病房，床位60张，每日门诊20"--50人次。．护理工作，男科由男护士负责，

女科由女护士负责。门诊增设化验室，医疗设备仅有单目显微镜、煤油灯恒温箱和一些手术器械，能施行疝

气、膀胱切开取石、割治外痔等手术。内科病人多为发热、结核病人，外科还收治阑尾炎、截肢、外伤等病人。

病房可以输液、输血，但不能输氧。护理人员为自行培训，护士值班12小时，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但要求

较严格。病区设手术室及产房，男、女护士组各设组长1人，负责病区管理。病区工作程序为：早晨上班前

先祈祷半小时(医护人员均为教徒)，再由主要医生带领医护人员查房，边诊察病人情况，边提出诊疗医嘱，

查房结束后即开始按医嘱进行治疗。同年，开设产科病床，实行新法接生。1913年，全年门诊16 000人次，

日均43．8人次。

1916年，开办护士学校，慕庚扬任校长，后为美籍护士白露德负责。

1918年，海属地区白喉流行，很多患儿窒息死亡，慕庚扬施行气管切开疗法，治愈许多病危患儿。

义德医院成立后，虽然和教会分开，但实权由教会掌握，每年经费预算、医院人选和重大问题决策等仍

由教会牧师审查，而后经南长老会上海司库批准，当时司库驻上海圆明园路169号。医院经费一是靠本身

收入，二是靠南长老会补贴。

1921年，海州教会在白虎山西侧购地，兴建西式楼房两幢，供美籍人员居住。

1923年，黑热病流行，门诊病人渐多，最多一天150人次左右，其中黑热病患者即有百人。当时治疗黑

热病时，富有人家注射“快针”——新斯锑波霜，每日静脉注射一次，12天为一疗程。贫穷人家只能注射“慢

针”——酒石酸锑钠，每日一次，2"-3个月为一疗程。同期，医院还开展四肢骨折的复位和固定术、剖腹产

术等。那时，富人要求出诊，多以电报特邀，慕庚扬即乘坐医院“福特牌”小汽车出诊。
‘

1924年，扩建手术室，设有两个手术间及洗手间、器械房、消毒间等。备有一般手术器械和整套牙科手

术器械。能开展乙醚开放点滴麻醉及局部麻醉，施行阑尾摘除、剖腹产、疝气等手术，也收治外伤、痈疽、痔

疮等病人。内科多为结核、疟疾、黑热病、阿米巴痢疾、糖尿病、梅毒等。同年，又购房17间，增设病房，专门

收治黑热病患者，群众称“痞块医院”，床位增至80张。

1925年，全院医生增至7人，其中美籍医生4人，中国医生3人，男护士10人，女护士8人。同年，在医

院内西北侧，兴建美籍人员西式办公居住楼房一幢。

1926年，经上海从美国进口胜利牌100毫安X线机和汽油发电机各1台，设备运抵医院后，由美籍医

生慕庚扬带领中国技术工人唐爱东，依照英文说明书和图片安装。当时，海州无发电厂，依靠汽油发电机供

电开展透视和摄片。X线机启用后，可进行胸、四肢的透视及摄片，具有放射诊断技术的只有慕庚扬。当年，

这台X线机是陇海东段及山东郯城、莒南、临沭等县广大地区惟一的一台机器。因收费昂贵(透视一次收

银元2元，摄片5～10元)，利用率很低，每天透视3～5人次，最多不过15人次。同年，由于北伐战争影响，

美籍人员全部回国，医院一度停诊。

1927年初，伪东海县政府将医院接管并改称为东海县立医院，任命徐渊明为院长。同年秋，美籍人员

返院，恢复义德医院名称，院长仍由慕庚扬担任。

1935年，慕庚扬夫妇离院，美籍外科医生、基督教牧师芮义德(JHON．H．REED)接任院长，并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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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外科医生帅从文来院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医院业务收入下降，教会援助趋停。

1939年，日本侵略军侵占连云港，随后，仅有1万人口的海州地区遭日军轰炸，医院工作处境艰难。

1940年，义德医院曾为肠穿孔病人施行修补术。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海州的日本宪兵队查封医院，并将美籍人员芮义德遣返回国。

1942年3月，日本人接管医院，任命朱以恩为院长。同年4月，又将医院交由伪东海县政府管辖，改称

东海县立医院，广东中山大学毕业医生余泽民任院长，伪县长黄绥之任名誉院长。同期，在护校毕业的张景

晖留院任医生，孙秀杰、汤从林、李玉兰、谢震亚、孔宪东、胡安邦留院从事护理工作。早期护校毕业生周窈

贵任护士长兼负责卫校工作。

1943年，余泽民离职，黄开祥继任院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江苏省第八区专署接管医院，由国民党专员夏铸禹负责管

理。医院一度对外停诊，收治国民党伤员。不久，院名恢复“义德医院”。同年12月，徐州基督教会美籍牧

师何庚诗来海州接管教会及医院。

1946年春，原海州教会美籍牧师明乐林返回海州，接替何庚诗任院长。同年，黄开祥等人辞职离院，医

疗工作由张景晖负责，聘请杨紫若医生来院工作，医院又逐步走上轨道，业务逐渐发展。技术上开始应用膀

胱镜进行膀胱内病理检查。同年，医院从联合国上海救济总署要来一批可装备100张床位的各种设备及物

资，明乐林准备扩大医院规模，其中有双目显微镜、膀胱镜、手术床、高压消毒器、离心机、电冰箱、汽油发电

机等，但运到后即被封存，后逐步启用一小部分。

1948年春，张萃峰医生来医院工作。同年夏，明乐林离海州赴青岛，院长由美籍牧师戈锐义(E．S．

GWVIE)继任。11月，淮海战役开始，戈锐义带领医院职工32人，携带简单行李，分乘4辆大小汽车，驶往

连云港，准备乘船去青岛未成，次日集体返回海州，医院同期停诊。

第二节 解放后医院发展

1948年11月，海州地区解放。

1949年初，恢复门诊，但病人稀少，业务萧条，经费困难。为解决职工生活出路，教会决定再度停诊，购

置纺纱车、织袜机，组织职工学习编织手艺，靠出售产品领取微薄工资。同年9月，戈锐义以代理院长名义，

．向人民政府申请开业，再次恢复门诊，日门诊10余人次，月平均门诊370人次。

1950年12月，教会成立“医院董事会”，将医院定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海连市私立义德医院”，张景

晖任代院长，戈锐义被聘为董事。至年底，病床86张，分一、二、三等，其中特等病房1间，床位2张，一等病

房8间，床位16张，二等病房7间，床位14张，三等病房床位54张。月平均门诊300人次，住院病人月平

均41人次，年收入6900元。职工31人，其中医师2人，护士5人，护理员4人，化验师、药剂师2人，事务

员2人，勤杂工16人，医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

年底，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籍人员离院回国。

1951年2月，根据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方针的决定，将全部财产

分组清点造册，交市公安局备查。8月，应院长张景晖及全体职工请求，新海连市人民政府宣布接办义德医

院。接办工作组由赵建伍、张英杰、傅世勋等组成，以市卫生院18名医护人员为骨干，进行物资清点交接工

作。医院占地面积39 079．54平方米，建筑面积7160平方米，计有楼房10幢，共3945．1平方米，平房160

问，共3214．9平方米。病床86张。接管主要设备：100毫安X线机1台、发电机1台、双目单目显微镜各l

架及胸腹腔穿刺针、腹部及四肢手术器械，部分妇产科器械、膀胱镜、电疗机、血压计、听诊器、紫外线灯、高

压消毒器等。接管资产总值137 192元。其中医疗器械13 081元，药品2091元，被服1517元，家具2278

元，房产109 051元，其他物资11 452元。医院易名“新海连市立医院”。此后，原男、女病房改为干部病房

和群众病房，取消病房等级，门诊不分科，设化验、药房、X光室，挂号设初诊、复诊、急诊三种。日门诊30余

人次，住院病人月平均70余人次。宋茂任政治协理员，赵建伍任院长。制定作息时间和工作制度，规定每

周五下午政治学习，勤杂人员每晚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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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医护人员实行三班制。招收16名社会青年，培训护理员。设立院部、总务股，职工定级。

全年派出医护人员63人次参加社会防疫注射工作。干部病房迁至南楼。

1953年春，病房全部迁至南楼，取消干部和群众病房，分设内儿科、外产科和结核科。门诊分设内科、

外科。日门诊80,---,100人次，住院病人80人左右。相继制定护理查房制度，医生查房、值班制度，公物领发

保管制度及住院出院手续，部分收费标准等。徐州护士学校、南京医士学校毕业生分配来院，并首次接受医

士实习生9人。全院职工增至70人，其中医师2人，医士2人，护士24人，护理员9人，工人22人，总务财

会工作人员11人。
’

1954年，病房设内儿科、外科、妇产科、结核科，门诊设诊断室、治疗室、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药房。

设立院务委员会、医务办公室。制定“门诊七项规定、六项须知”，“取药化验五项须知"ax光、理疗、门诊小

手术须知”，实行复诊预约制度。修缮破旧房屋，添置无影灯、恒温箱、电动离心机、氧气瓶等。日门诊100""

200人次，床位使用率由1952年9．12次、1953年10．77次上升到16．58次。病室普遍成立了医护工统一

领导，初步转变过去每月大换班的混乱现象，医院管理逐步走上良性轨道，业务随之得到发展。

1955年，宋茂任院长。设立针灸科、供应室、病区化验室。行政机构设立人事股，原医务办公室改为医

务股。外科开展胃肠穿孔修补、子宫破裂修补、肠梗阻术。药房自配输液等灭菌制剂。年门诊33 948人次，

年收入16万元。全院职工增至91人，其中医师3人，医士6人，化验、药剂、护士、消毒、麻醉等44人，医护

人员占58％，国家首次分配大学生2人。全年派出180人次参加社会防疫注射。

同年6月，经新海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新海连市工人医院改为新海连市立医院新浦分院。全院职工

5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8人，病床50张，其中内儿科25张、外科15张、妇产科10张。门诊设化验室、注

射换药室、调剂室，病区设手术室。

1956年，开设眼科门诊，成立中医科、中药房，组织全体医技人员学习中医，这是建院48年来，首次应

用祖国医学的治疗方法，为以后开展中西医结合开拓途径。医院日均门诊167人次，‘年门诊49 000人次，

病房实行三级护理。大部分职工调整工资。为解决女职工的困难，开办了托儿所。

1957年，易名为新海连市海州人民医院，张玉峰任院长。成立护理组，管理护理业务，王瑞华任护士

长。职工增至127人，其中护理人员37人。同年，撤消内儿科病房，分别建立内科和d,JL科病房，原结核科

病人划归内科。医院年收入16．8万元。首次购置上海改装救护车l辆。

同年5月，新海连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新浦分院改为新海连市新浦人民医院。

1958年，床位增至125张，年门诊55 000人次，年收入18．2万元。外科开展全胃切除术、幼儿肾脏切

除术。门诊实行三班制，病房实行两班制。为解决病人住院难的矛盾，减轻病人负担，设置简易病床43张。

同年，招收27名初中毕业生，创办卫生学校。

1959年，开设口腔科门诊，增设中医科病房，床位12张。医院年门诊71 323人次，年收入23万元。

10月，新院址破土开工。

1960年，医务人员又一次增加，技术力量进一步提高，1958年前医师仅有5人，1960年增至10人，中

医师由1人增至4人(其中有针灸医师1人)，医生总数由18人增至24人，护士长原为1人，三年来由护

士提升护士长6人，由助理护士提升为正式护士5人。助产士由3人增至6人，药剂人员由原药剂士5人

增加药剂师2人。三年送高级医师进修2人，中级医生进修7人。全院医护人员开展多面手和带徒弟方式，

培养外科2个护士可以进行一般阑尾、疝气、鞘膜积水等手术，培养内科护士具有一般临床医生水平的1

人，培养X线技师、医生各一人。
“

自1958年10月增设简易病床，累计收治病人720人。

1961年，易名连云港市海州人民医院，开设耳鼻喉科、皮肤科门诊，成立放射科。1958年前，对外门诊

仅有6个科室，1961年发展到12个科室。3年购置新型医疗器械数十种，价值7万余元。

。1962年，王建宽任院长。学习贯彻江苏省卫生厅制定的医院十项工作制度，即查对制度、输血及检验

查对交班制度、查房制度、值班制度、保护性医疗制度、病案讨论制度、病历书写制度、手术审批制度、急诊

抢救制度、消毒隔离制度。皮肤、口腔、耳鼻喉、外科、妇产科由半日门诊改为全日门诊。年收入34万元。全

院主要医疗器械有：100～250毫安X线机3台、超短波治疗机2台、短波治疗机2台、中波治疗机1台、超

声波诊断机l台、经络测定仪3台、医用显微镜4台、万能产床1台、无影灯2台、麻醉机2台、医用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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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电冰箱2台、电动离心机1台、恒温箱2台、干燥箱1台、蒸馏器1台、立式高压消毒器1台、卧式高压

消毒器2台。当年门诊用房建筑面积997平方米，病房建筑面积2203平方米，医疗辅助用房建筑面积749

平方米。

1964年，原住在内科的结核病人划归新建市结核病院。

1965年，开始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组织首批医疗队共19人，分赴灌南

县农村和本市新坝公社等地巡回医疗。

1966年5月，成立心电图室。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成功抢救20余名严重烧伤工人。1961,'-,

1966年，共有28名医技人员晋升职称。

1967年，迁至新建院址。新址位于海州幸福路南首，院门朝西，西临幸福路，南抵新建路，北靠城墙根，

东至生产队菜园，占地45 561．75平方米，建有二层门诊楼1幢，面积2114平方米，病房楼1幢，面积2800

平方米。至年底，床位增至150张，职工增至158人，其中医技人员109人，占69％。

1968年，军宣队、工宣队相继进驻医院。

1969年，成立院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

1976年，粉碎“四人帮”。撤消院革委会，恢复院长体制，医疗工作秩序逐渐正常。

1977年，易名为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床位增至180张，职工197人，年门诊121 482人次。

1978年，贯彻江苏省医院工作会议精神，医院全面整顿，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

度。如术前讨论、死亡讨论、手术审批、交接班、会诊、业务学习、会议等。还建立每周一次由院领导参加的

总查房制度，及时了解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全院的制度化、常规化、规范化初见成效。院办卫校分出，改

建连云港市卫生学校，原教学楼移交医院，后改建为儿科及五官科病房。至此，全院床位增至210张，日均

门诊470人次。职工264人，其中医技人员167人，占63％。

1979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28位同志平反冤假错案，调动知识分

子积极性。耳鼻喉科施行首例全喉切除术获得成功。相继成立理疗科、保健科、病区药房，开设儿童保健门

诊。恢复新建政工科和医务科职能科室。

1980年，易名为连云港市海州医院。成立病理科。25名医技人员由初级职称晋升中级职称。次年，建

立内分泌实验室。 J

1982年8月，病区大调整，新购病床80张、床头柜100个。各病区增设抢救室，妇产科增设待产室、婴

儿室、治疗室，扩大产房，增加床位6张，外科床位由52张增至70张。同年，贯彻江苏省医院管理会议精 J
神，集中力量抓医院管理，健全和恢复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如病区管理门卫制度、疑难病症讨论、护理上

的三查七对、十大操作练习等。成立护理部，在内科试建两个示范病区。开设肠道门诊，成立肿瘤放疗科。

职工336人，其中医技人员242人，占72％。门诊设有内、儿、外、妇、皮肤、中医、耳鼻喉、眼、口腔、针灸等

10个科。专科门诊有中西医结合、泌尿、骨科、JL)I"、内分泌、心血管、职业病、神经内科、血液病等。

1983年，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制定奖金发放暂行规定，开始发放奖金。

1984年，王隆香任院长。成立财务科、设备科、技术委员会。内科试行分系统收治病人，成立脑电图室、

．B超室、胃镜室，并率先实行护理责任制。手术室分设麻醉组和护理组。同年，开设11个专科门诊，即心血

管、血液、内分泌、呼吸、消化、神经内科、泌尿外科、JI,)b、骨科、肿瘤、中西医结合妇科。22人晋升职务和职

称，实行科主任负责制。

1985年，兴建急诊楼880平方米，成立急诊室，肿瘤病房楼1200平方米，设床位40张。五官科和儿科

迁入由卫校楼改建的病房。全院床位增至328张，年收治病人5912人。职工421人，其中医技人员287人，

占68％。病房经过调整，基本达到卫生部规定要求，布局合理，放置统一。病区管理逐步向制度化、常规化、

规范化、规格化方向发展。相继建立院总值班制、护士长总值班制，成立保卫科，院部由门诊楼迁至急诊楼

上。同年，成功开展首例嗜铬细胞瘤手术。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医院。 ．

1986年，易名为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为便于管理，将病房划分为9个病区，依次为一病区：儿科，

床位38张；二病区：五官科，床位27张；三、四病区：内科楼上楼下，床位68张；五、六病区：外科东、西，床

位80张；七病区：妇产科，床位39张I八、九病区：肿瘤科楼上楼下，床位76张。床位总数328张，年收治病

人6486人次，年门急诊242 424人次，日均门急诊66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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