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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蚌埠医学院创建于1958年。建院初期，由于有上海二医等大学援

建，专家云集，生机勃勃。四十年来，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

党的教育方针，全体教职医护员工同舟共济，以坚韧不拔之壮怀与毅

力，艰难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学院牢牢把握教学为中心，致

力于加强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为国家培

养了大批合格的医学专门人才，开创了学院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蚌埠医学院院志》在建院四十年之际成书问世，详近略远

地记录了学校发展史，是学院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为此，我们感

到由衷的高兴。《蚌埠医学院院志》是学校各级各类干部、教师、医技人

员进行调查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也是对广大青年教职工及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部院志的编写，以“镜鉴历史，开拓未来”为宗旨，比较客观地反

映了我院的实际情况。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学院党政各部门、各附属单

位的积极配合和通力合作，他们在百忙中提供资料，审阅初稿，特别是

许多老同志、老教授不仅提供资料，而且参加了审稿等工作，提出了不

少宝贵的意见。在此，我谨向所有为编纂和出版《蚌埠医学院院志》做出

贡献、付出心血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然而，院志内容毕竟时跨四十个春秋，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面整

理和详实记载过去，确有困难；况且由于时间紧，人手少，水平有限，难

免有疏漏和不确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予以谅解和批评指正。

在学院四十年的发展实践中，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既有成功，也

有挫折。过去已载入史册，未来有待创造。愿《蚌埠医学院院志》能成为

蚌医人的益友，置之左右，把振兴蚌医铭之于心，以老一辈无私奉献的

革命精神为榜样，捐私虑、效公益，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谱写学校发

展的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丁 锦 祝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凡 例

一、《蚌埠医学院院志》是一部反映学院建院40年来历史

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时限，上限为1 95 8年7月，下限为1 998年1 O月。

三、本志的内容有：概况，大事记，组织篇，教学篇，医疗卫

生篇，科研篇，对外交流篇，图书资料篇，教职工篇，后勤篇。未

专列人物篇，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已故院领导、教授和对

学校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只在有关篇目中作了记录。

四、获省以上或有关部门奖励的集体和个人，根据内容，分

别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五、本志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学校的工作和发生的

事件，采取据事直书，详近略远，又体现发展的写法。

六、本志对学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按照中央

关于“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只在有关篇目中作一般的记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室、有关部门和个人，均不注出

处。



一、概 况

蚌埠医学院建院至今已有40年的光辉历程。

蚌埠医学院是安徽省普通高等医学本科院校，培养高级医学专门人才。 ．

蚌埠医学院是在接收国家水利部原治淮委员会的房舍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校址在安徽省蚌埠市治淮路。校本部占地面积122393M2(183．32亩)，校舍建

筑面积89014．35M2。校园环境优美，1997年被蚌埠市命名为花园式学校。

中共安徽省委为了加速培养本省医务干部，1958年7月14日发文决定筹建蚌

埠医学院，并成立了蚌埠医学院建校委员会，以后又决定筹建中的蚌埠医学院委托中

共蚌埠市委领导，经费由省拨给。1959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收回中共蚌埠市委

对蚌埠医学院的领导权，由省直接领导。

为了便于工作，建校初曾刻制“蚌埠医学院”木质公章。不久，安徽省人民委员会

正式颁发“蚌埠医学院”铜质印章，于1958年8月29日正式启用。

创建蚌埠医学院，当时中央指示，由上海第二医学院支援，包括学科配套师资、教

材、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课桌椅等。

蚌埠医学院1958年筹建时，计划1959年开始招生。由于当年国家水利部原治

淮委员会撤销，全部房地产移交给安徽省，而中共安徽省委则决定将该房舍交给蚌埠

医学院作校舍用，并提前于当年招生。由于当年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及考试已结束，委

托安徽医学院为蚌埠医学院代录取首届新生60名，并将提前招生开学的决定通知上

海第二医学院。由于中共安徽省委的领导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大力支援，蚌埠医学

院在不到_个月的时间里，做好了开学上课的准备工作。根据教学计划，上海第二医

学院将第一学期应开课程所需的教材、实验器材、显微镜、标本以及课桌椅凳等提前

运到。8月31日，支援蚌埠医学院担任第一学期基础课的13名教师到校。9月1 P

新生如期入学报到。由于全体师生员工参加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9月17

日方正式上课。

‘蚌埠医学院校名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取自1963年郭沫若题写的“蚌

埠医学院附属医院”中的手体。之前，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曾希圣、张凯帆也曾题写

过校名。

蚌埠医学院建校至今，几经搬迁，几易其名。1958年11月，根据中共蚌埠地、市

委的决定，蚌埠医学院曾搬迁至原地委(交通路)办公楼办公，中共蚌埠地委则搬进蚌

埠医学院办公楼(现北教学楼)办公。根据蚌埠医学院的意见，在中共安徽省委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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