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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公共卫生的发端、湘雅初创、湖南医学院卫生系的设立等多个时期的公卫大事进行总结，是湘雅公共卫生学科

史的首次系统整理。湘雅公共卫生学科史的主要节点如下：（１）颜福庆博士是湘雅创办前后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的

奠基人，公共卫生一词提出的第一人。（２）湘雅的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的课程设置始于１９１６年，开课于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学年。（３）到１９７５年卫生系成立前，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课程一直是湘雅学生的必修科目。（４）１９８８年，卫生系改

为预防医学系，同时建立了预防医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更名为湖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２０００年４月，中南大学

合并组建后更名为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２０１５年，更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湘雅公共卫生自发端以

来，几乎参与国内所有的重大公共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和服务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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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大

众健康的公共事业。本文梳理１９１１—２０２３年湘雅

公共卫生学科历史的源流，从湘雅初创史、雅礼时期

公共卫生的发端、湘雅公共卫生事业的拓展、农村疾

病防治研究委员会框架下的系列工作、首办卫生专

业专修班、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湘雅公共卫生方面的

参与、校名更改到卫生系成立的公共卫生大事、湘雅

人贡献大型公卫事务，以及中南湘雅抗击“非典”（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病 、流行性感冒

（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公卫大事方面做一溯

源，是湘雅公共卫生学科史首次整理成果。

１　湘雅初创史

１．１　雅礼协会的缘起　１９０１年，是耶鲁大学建校

２００周年的纪念年。１９０１年２月１０日，以该校退休

校长狄摩菲为首组成“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联谊

会”，志在海外事业的拓展。１９０２年该会派德斯敦夫

妇来华，初选传教与兴学的拓展地点。德斯敦在北平

稍做准备后，１９０３年在政府武装人员负责安保的前

提下，考察了山西与湖南长沙，并初定长沙为拓展地

点。德斯敦因病回美国后，席比义与布朗尼·盖吉等

协会人员来长沙，为该会的拓展选址做最后的定夺。

１９０５年，协会成员、在印度孟买行医的胡美博士携

妻儿来到长沙，加盟此项工作。该校联谊会早期来

湘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工作团体，每位成员在开展工

作之前都必须接受一定时段的汉语学习。当时，教

他们汉语的老师或其成员在对外交往时，每次念起

“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联谊会”这一名称都感觉较

累。之后，大家共同商议，按照《论语·述而篇》中的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的本义，结合ＹＡＬＥ一

词的译音，改“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联谊会”在长

沙的工作团体为雅礼协会，之后美国称雅礼协会总

部，长沙称雅礼协会分部或雅礼协会长沙工作部。

１９０４年７月１日长沙城宣布对外开埠，１９０６年

９月１９日胡美博士假他人之手买下长沙西牌楼罗

氏中央旅馆，１９０６年９月１９日开办雅礼医院，自任

院长。１９０６年９月以后，雅礼协会在西牌楼依次开

办了雅礼大学堂（１９０６年１１月开办，今雅礼中学的

初名）、雅礼男女护病学校（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５日开办，

今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的初名），构成了雅礼名下

独资经营的“两校一院”。

１．２　湘雅的成功创办与公共卫生一词的提出　

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８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宣告成立并

开学，首招张孝骞等１２名学生，加上一月份进校的

汤飞凡、梁鸿训等６名学生，共１８名学生。

１９１５年２月，按中美合办湘雅的协议，雅礼协

会将原独资所办的雅礼医院、雅礼男女护病学校，以

实体投资的方式由西牌楼原址迁入潮宗街湘雅临时

校区，构成了湘雅名下的“两校一院”。同月，在上海

举行的每两年一次的中国博医学年会上，颜福庆基

于雅礼协会成员的立场，宣读了自己的报告《与中国

人合作医学教育的一例》［１］。在谈到中美双方合作

的医学教育事项时，颜福庆说：“我想再次强调这样

的事实，合作协定的发展固然是由中国人发起的，但

雅礼会方面所采取的坚定而明确的方针、在铺平道

路上延展了七年多的时间，除了一所与西方标准相

同的医学校开布之外，在合作协定上，还创办了两所

男女各自的护士学校，一所医院，以及一所研究公共

卫生问题和中国特殊疾病的实验室”。在目前可检

索到的湘雅历史文献中，“公共卫生”一词首次在这

里由颜福庆提出［１］。

２　雅礼时期公共卫生的发端

２．１　雅礼时期公共卫生的史料痕迹，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２．１．１　雅礼医院基于临床的需要　这方面的史料

证据是该院发布的预防白喉、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

的宣传单。据邓铁涛主编的《中国防疫史》记载，白

喉作为一种时疫，在清朝的最后一次大流行是宣统

元年（１９０９年）。宣传资料见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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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０９年，雅礼医院胡美院长为扑灭时疫发布的预防白

喉病的广告［２］

图２　长沙雅礼医院发放给病友的预防肺结核、梅毒的宣

传单［３４］

２．１．２　颜福庆博士关于长沙市健康状况的报告　

１９１０年２月，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首位亚裔

医学博士颜福庆来长沙加盟雅礼医院，在主持医院

外科工作的同时，特别注重长沙市健康状况的统计

与报告。颜福庆博士发表的两篇关于长沙市健康状

况的最早报告分别是《长沙市截至１９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的六个月健康状况报告》《长沙市截至１９１２年９月

３０日的年度健康状况报告》
［５６］，颜福庆提到的病种

与专业名词有：阑尾炎（急性）、流感、热疮、黄疸（急

性卡他性）、鼻炎、疟疾、热激性皮炎、蛲虫病、腹泻、

阴虱病、阿米巴痢疾、胸膜炎（慢性）、食物中毒（蘑

菇）、口腔炎、胃肠消化不良、扁桃体炎（急性滤泡性）、

中暑、荨麻疹、天花、水痘、痢疾、伤寒、出生和死亡、霍

乱、红十字会、鸦片禁令等。《长沙市截至１９１２年９

月３０日的年度健康状况报告》一文中，在谈及红十字

会的工作时，颜福庆说“这是当年最重要的工作”。

２．１．３　颜福庆博士援鄂，遏制鼠疫建奇功　１９１０

年１１月初，哈尔滨报告了第一例鼠疫病例，震惊世

界的东北鼠疫为世人知晓。１９１１年４月３—２８日，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性科学会议———万

国鼠疫大会在沈阳召开，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在

东北，协助伍连德一起做防疫工作的中外西医有６０

多人，因公感染而死亡的有数十人，这一数据可能包

括当地的中医及其他防疫人员。支援东北的医务人

员除在北洋医学堂任教的法国医生梅斯耐外，还有

沈阳马克顿医学院来的英国人亚瑟杰克逊医生，北

京协和医学堂的学生陈成章、裴义珍等因公感染鼠

疫殉职。东北发生的鼠疫，造成了全国性的大恐慌，

夺去了５２４６２人的生命。鼠疫沿京汉铁路不断向

南蔓延。华中危急！１９１１年春，湖北省有关单位向

雅礼医院紧急请求———借颜福庆到鄂指导防疫。两

湖毗邻，如湖北发生疫情，势必威胁湖南。颜福庆与

了解此事的长沙城的士绅们进行商谈，并说明了防

止疫情蔓延的意义、办法，竭力劝说官员们早日开展

防疫工作，以防万一。长沙的士绅们坚决主张他去

湖北，并勉励他说：良医防病，其次遏病，再次治病。

１９１１年初夏颜福庆应邀赴汉口，这是华中地区一场

全民参与的有组织的防疫大战，总指挥是颜福庆。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临危不惧，圆满地完成了防

疫任务。事毕，湖北验疫公所赠给他一枚奖牌。颜

福庆为长沙、为雅礼医院赢得了荣誉，这也是湘雅筹

建前期专业人员援助湖北公卫事业的肇始。

２．１．４　颜福庆博士执教卫生学课程　颜福庆受命

加盟长沙雅礼医院临床业务，同时兼任雅礼大学堂

的卫生科教员。１９１２年，雅礼大学堂预科卒业文凭

上科目与教员名册中有“卫生科教员颜福庆”的记

载，为此说提供了历史佐证。颜福庆的卫生学教学

经历开始于雅礼时期，在湖南首开先河。

２．２　１９１６—１９４９年湘雅公共卫生课的开设　１９１４

年１２月湘雅成功创办时，按教育部部章规定，定学

制七年，其中医预科两年，医本科五年，全英文教学。

１９１４年开设预科，１９１６年开设本科。本科课程设计

于１９１６ 年，名称为 “卫生”的课程正式开课于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学年。湘雅馆藏历史文献中关于不同

时期“卫生”“系统卫生”“实验卫生”“卫生学”“公共

卫生学”课程设置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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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历史文献中湘雅公共卫生课设置情况

文件名称 时间 课程名称／开设年级 主持人及学时数 备注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则 １９１６年 卫生，第３学年 颜福庆，１０８学时 　　　　　　　　　　　　　－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章程 １９２０年 系统卫生学、实验卫

生学，第３学年

主任教员颜福庆，助教郑兰华，系

统卫生学４８学时，实验卫生学

９６学时

包括防病学及卫生学、传染病学、实验卫生学、卫生调查法

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

学校第八次校订章程

１９２３年 卫生学，第２学年第

２学期，第４学年第１

学期

卫生学教员艾华特，每周７学时；

防病学教员颜福庆，每周２学时

卫生学包括：（１）理论，包括卫生及防病之常识，生死统计，瘟疫、

消毒、学校卫生、工业卫生、公共卫生等。（２）实验，选择应详细

研究之各部以为实验。（３）参考，指定关于卫生最重要书籍广为

参考

私立 湘 雅 医 学 院 概 况

附：湖南省卫生实验之

计划

１９３１年 卫生学，第５学年 卫生学教员龙毓莹、萧元定（兼），

每周４学时

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防疫学

私立湘雅医学院章程 １９３５年 卫生学 专职龙毓莹，兼职许世钜 　　　　　　　　　　　　　－

湘雅医风．有志医学者

应有之认识与准备／杨

济时

１９３６年 卫生学，第４、５学年 　　　　　　－ 　　　　　　　　　　　　　－

私立湘雅医学院章程 １９３９年 公共卫生学，第 ５、６

学年

每周两学时计２学分，实习两个

月计６学分

　　　　　　　　　　　　　－

国立湘雅医学院要览 １９４２年

８月

卫生学，第５学年 专任赖斗岩，兼任李廷安，每周讲

授４学时，学生轮流实习１月

设有公共卫生科。（１）系统讲授生命统计、防疫流行病学、环境

卫生、妇婴卫生、卫生教育、公共卫生、护士原理、学校卫生、农工

卫生、军队卫生、个人卫生以及卫生行政。（２）参观卫生行政机

关。利用寒暑假参观各卫生机关。（３）公共卫生实习。赴贵阳

市及贵州贵筑县公共卫生教学区实习城市卫生及乡村卫生

　　注：此表所列的历史文献说明，湘雅医学教育自１９１６年开医学本科培养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由私立改国立之后，卫生学或公共卫生学都是学

生的必修课程。

２．３　卫生学被强化为必修学系　１９３０年６月，《私

立湘雅医科大学组织大纲》第二章第五条首次载明

“本大学课程包含下列各学系，不得选习：党义、数学

系、外国文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生理学

系、药理学系、细菌学系、卫生学系、内科学系、小儿

科学系、外科学系、产妇科学系”。在七年制医本科

教育必修的１４门学系中，首次将原课程设置的卫生

学强化为必修学系。再次说明湘雅医学教育对卫生

学的高度重视。１９３０年夏订立的《湘雅医科大学章

程》，１９３８年５月代理院长张孝骞对外谨具的《私立

湘雅医学院概况》均称卫生学系。直到１９３９年《私

立湘雅医学院章程》、１９４２年《国立湘雅医学院要

览》，又从卫生学系恢复到卫生学的表述。

２．４　湘雅公共卫生科的建立与坚守　湘雅公共卫

生科建立的具体年份虽无原始文献为凭，１９２３年１０

月，湘雅学生会出版部发行的《湘雅》杂志第一期，刊

载了湘雅组织系统表，表中有“卫生科”一栏。说明

湘雅医学教育系统，不仅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学年的首批

本科生三年级班开设了系统卫生学４８学时，实验卫

生学９６学时，主理这门课程的主任教员是颜福庆，

助教郑兰华，课程内容包括防病学及卫生学、传染病

学、实验卫生学、卫生调查法等。１９２３年至整个湘

雅办学的私立时期，行政与教学系统中就设置有“卫

生科”这一机构。１９４０年８月湘雅医学院私立改国

立后，“卫生科”仍是湘雅行政与教学系统中必设的

机构，但加了“公共”一词的定语。

３　湘雅公共卫生事业的拓展

在湘雅医学教育系统中论及这一主题，史料较为

丰富。创办之初，由于校长颜福庆博士推行的教育理

念是“公医制”“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以及后来历

任院／校长对这一理念的继承，除注重公共卫生学科

这一块的教学外，还特别强调湘雅学生的卫生学实习

与对外公共卫生业务的拓展。标志性事件如下。

３．１　在湘雅办学的早期阶段，颜福庆、胡美等除做

好自身的教学外，还提倡师生走向社会，服务于公共

卫生相关事业。１９１５—１９１７年，校长颜福庆在胡美

博士引来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ＣＭＢ）资金的帮助下，

于湘赣两省的煤矿开展钩虫病防治工作，使矿工们的

钩虫感染率从８１．６％下降到３９．５％。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

湘雅学生张维、谢葆灵等先后协助湖南卫生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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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卫生教育会湖南分会的成立和开办。

３．２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湘雅系统被迫停办时期），

同为学校与医院维持会会长的王子博士自任校

长，以湘雅医校为校舍，开办湘雅助产学校（原名产

科学校），招收女生５０名。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举行毕

业典礼，共毕业３０人，为湖南培养了第一批合格的

助产人才。

３．３　１９２９年，王子博士主持湘雅医学教育复办，

１９３７年卸任。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王子博士连续３年

以学院名义向政府提出“湖南全省或湘雅卫生实验

之计划”。１９３３年湘雅又协助雅礼、福湘、益湘、成智

四所中学的健康教育，使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

走进中学，将健康教育惠及黎民百姓。１９３３年３月

抗日长城之战暴发，王子院长率１５人组成的湘雅

医疗救护队赴前线救治抗日将士，这是湘雅临床救

护队走上战场一线的初始。

３．４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６日，湘雅董事会董事长陈润

霖、院长王子、卫生科长刘南山等作为发起人，协

助湖南教育厅成立湖南省会健康教育委员会，办理

省会各校卫生事宜。该委员会来自湘雅的工作人员

还有张维、谢葆灵、潘世等，这是湘雅在湖南公共

卫生方面首次大的举动。

１９３４年７月，湘雅倡议三年的“湖南全省或湘

雅卫生实验之计划”得以实现，湖南省政府在民政厅

下设立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并构建了省内五级医疗

事业体系（见图３）。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卫生实验处

各公立医院
及疗养院

湖南卫生
试验所

湖南传染病
医院

湖南产院

各县卫生院

卫生所

卫生室

省会健康教
育委员会

长沙市
卫生院

省会公安局
卫生科

直属

间属

　　注：经湘雅医学院多年努力倡导，１９３４年湖南省建立的公共卫生与医疗事业系统。

图３　湖南省成立的公共卫生与医疗事业系统（１９３４年）

　　湖南省会健康教育委员会与卫生实验处的成

立，以及公共卫生实质性惠民工作的开展，吸引了国

民政府卫生署长刘瑞恒到湘访问，使湖南成了卫生

模范省，政府饬令全国学湖南。

３．５　１９３５年，湘雅协助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建立长

沙县卫生院、湖南产院及传染病院，这是湘雅人首次

参与地方公共卫生机构建设。

３．６　１９３６年，湘雅医学院建立了北郊（今开福区新

河开福寺附近）卫生事务所，承担区域内的生命统

计、妇幼卫生、常见病防治等工作，并作为医学生的

实习场所。以上３．２—３．６部分是王子博士主政

湘雅期间公共卫生拓展方面的大事。

３．７　张孝骞主政时代公卫事业的拓展。１９３７年８

月张孝骞博士开始代理院长，１９４８年３月请辞院长

一职。张孝骞带领师生迁贵阳、转重庆，将学院由私

立改国立，除坚持抗战办学外，在公共卫生事业对外

拓展方面主要历史功绩如下。

（１）１９３９年春夏，湘西霍乱大流行，湘雅医学院

沅陵医院医务人员在街头设疫苗注射点为百姓服

务，１９３９年５月，沅陵医院又在县城东郊的三吾古

寺内增设湘雅传染病医院，以应对霍乱的流行，主持

院务的主任是吕静轩医师。当时国外文献记录，霍

乱的病死率是２０％，由于湘雅工作人员的及时干预

与救治，沅陵霍乱大流行病死率仅３．７％。因此，湘

雅沅陵医院受到国际联盟霍乱委员会的特别重视和

赞赏。此外，湘雅沅陵医院先后扑灭了流行性脑膜

炎及痢疾等流行性传染病对沅陵人民的侵害。

（２）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湘雅学子谭学华、吕静轩、

邓一韪、王祥麟、陈文贵等用科学实验的方法，确认

与揭露日军发动常德细菌战的原罪。

（３）１９４１年４—６月，湘雅医生谢陶瀛奉民国政

府卫生署的特派，参加赴缅手术组，赴昆明、楚雄等

地参加外科手术及防疫工作。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９４４

年１１月，湘雅医生谢陶瀛、唐家桢奉民国政府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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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令，两次参加红十字会赴滇缅抗战前线外科手术

队。谢陶瀛是六支手术队的总领队，唐家桢是第二

手术分队队长。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９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卫

立煌，致电在贵阳办学的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借

调湘雅公共卫生学教授赖斗岩前往滇缅抗日部队进

行防疫指导及服务工作。１９４４年，湘雅学子孙其

发、劳远、袁盛瑞三人的《１７００负伤将士之调查与

统计分析》一文，是抗战中湘雅人效力部队公共卫生

事业的历史记载。

（４）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６月，国立湘雅医学院

接中华善后救济署湖南分署余署长的特别通知：盼

该校即刻组成医疗队，参加湖南的紧急医疗救护工

作。湘雅快速组成的特别医疗队，携带器材，奉令直

扑衡阳市，６月２０日—９月２７日历时１００天，坚守

在衡阳第一育幼院，使院内每天曾出现五、六名难童

的死亡情况锐降至零名。同时，湘雅２２班已进入临

床实习阶段的学生李心天、熊宏恩医生，携带大量奎

宁赴零陵普爱医院，控制当地疟疾流行。这年，湘雅

眼科医生吴振中，首次对全省沙眼发病率进行抽样

调查，调查１３４０人中，沙眼发病率为７５．８８％。

４　国立湘雅医学院农村疾病防治研究委员会框架

下开展的系列工作

１９４８年４月，凌敏猷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

公共卫生拓展方面所做的大事如下。

（１）成立农村疾病防治研究委员会。１９４８年８

月美国援华机构“善后救济总署”下成立的“中国农

村复兴委员会”，与湖南省政府签署了修复洞庭湖堤

垸的双边协议，获款额度较大。湘雅利用部分资金

成立农村疾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开展湖南地方病的

防治研究工作。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湘雅发现长沙五家岭有阿

米巴痢疾与姜片虫病患者。国立湘雅医学院农村疾

病防治研究委员会拨专款，在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公

共卫生科、寄生虫学科等同仁的通力合作下，在五家

岭成立防治研究站，发现五家岭居民的粪便中有姜

片虫卵，查明全区有６４例姜片虫病患者，治愈率达

９８．４％。当时陈国杰、邓一韪两位教授主持，陈祜

鑫、吴彭年、朱掌书、王绍冰等湘雅人参与，这是“中

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地方病防治工作在湖南的开始。

（２）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入

湘，全军几乎人人感染血吸虫病，湘雅曾动员医护人

员协助诊治，当时张铮、吴彭年、蔡大力等人具体参

与并获部队致谢。

（３）１９４９年，陈国杰教授提交《国立湘雅医学院

农村疾病防治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防治实验计划草

案》，称洞庭湖区域是血吸虫的孽生场所，血吸虫病

在湖南蔓延之广，感染者之多，令人悚然。按全国流

行区域人口比例，湖南全省每年可能有７００万人患

该病，岳阳、城陵矶、华容、常德、沅江、益阳、湘阴、长

沙、湘潭、湘乡、衡阳及零陵等地都有血吸虫病的中

间宿主存在或病案的报告，患者多为农民、渔民及船

员等。

１９５０年３—４月，陈国杰、邓一韪教授带领胡培

卿，以及医生、技术生各１名，前往岳阳对血吸虫病

的流行作初步调查，１９５０年６月１日，湘雅医学院

决定在岳阳郊外黄沙湾设立“血吸虫病实验所”，开

始了后来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洞庭湖区域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陈祜鑫所长领导的岳阳实验所是现湖南

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前身。他带领大家总结推

广的围而不垦、垦即灭螺的“洲滩灭螺”法，在防治血

吸虫病中取得很好的效果，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是人民政府对陈祜鑫等湘雅人在送别“瘟神”工

作中努力付出、做出成果的肯定。

（４）建立多所公卫实验场所。１９５０年７月３—

１８日，湘雅陈国杰、邓一韪两位教授，实习医员陈

璋，检验技师王绍冰和蔡纪正一行５人前往郴县（今

郴州市）的株木山、陈家楼一带和郴县城区作疟疾的

初步调查，了解郴县疟疾流行的严重程度，为政府是

否在郴县设立防治实验站提供前期论证。调查结论

是郴县城区及城区以北的乡下都有疟疾的流行，特

别是乡下的情形更为严重，同时还发现有血丝虫病。

据此，在中央卫生部的资金补助及中南卫生部的领

导下，湖南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决定设立郴县实

验所，主要工作是研究防治疟疾及其他地方病（如血

丝虫病）的方法，同时担负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任

务，湘雅的学生还在这里开辟了实习园地。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陈国杰教授又带领实习医员方

振远、检验员蔡纪正、技术生杨继承、工友戴高东，冒

着冬日寒风，在郴县实地勘察，最后将许家洞作为工

作基地，１２月２５日，湘雅医学院主持的郴县实验所

在此正式诞生，条件十分艰苦。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的湘雅公共卫生科

与长沙市南区卫生所合作，建立了卫生试验区，相当

于现在的教学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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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首办卫生专业专修班

１９５２年，为贯彻中央“卫生工作以预防为主”的

方针，卫生部要求湘雅医学院举办“卫生专业班”。

为完成此任务，上半年湘雅医学院成立了“卫生学教

学研究室”，由彭继甫教授任主任，后任命王翔朴和

张文敏为副主任。在卫生部的支持下，从国家“第

一、二届卫生专业师资训练班”毕业生中分配６名来

卫生学教研室担任教师。当年暑期，在招录医学本

科新生中，选取优秀学生１２０名组成“卫生专业新生

班”（见图４）。这些学员在邓一韪和彭继甫等１３名

教职工的指导下，学习了劳动卫生学、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营养卫生学、环境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等

专业课，还走向社会开展传染病防治、职业病调查与

防治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多项研究。毕业生分配到全

国１５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我国卫生防疫和公共卫

生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骨干力量。

图４　第一届公共卫生专业班（一九五二级本科生）

６　湘雅积极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公共卫生工作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抗美

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湘雅公共卫生方面参

与的工作事务如下。（１）师生愿意效力祖国与自愿

献血。１９５０年１１—１２月，全校（含护校）共有３５０名

师生报名参加军政干校，表示愿意为国家急需出力。

同期，学校发起组织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医疗手

术队，踊跃报名者达２８１人。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４日，学

生会上报给院长一份自愿为志愿军献血的报名单共

２４４人。（２）组织与派出医疗队１４支。从１９５１年

１月５日—１９５３年８月初，学校派出的多支医疗队，

包括魏树华领队的志愿医疗手术队；刘泽民任队长，

柳培津、王振华任副队长的志愿专科队；包兰娴、周

丽芳两名护士参加的第三批抗美援朝手术队；眼科

医师龙沛之、护士曾小元前往江西为志愿军工作的

医疗服务队；医师伍汉文、陈秉谦、朱世铎三人获准

参加国防建设项目；林光亨教授奉命赴朝鲜参加火

线救护工作，在上甘岭战役中持续工作了２０多天；

刘泽民、邓兹年、郑兆兰、朱无难、肖剑秋参加的湘雅

援鄂卫生处联合医疗队；高铭文、王鹏程、李本庆三

人参加的中南军区手术队，完成任务后，与医生施联

义，护士宋慰宁、陈镜琼等三人一起获准参加国际医

防服务队，赴朝鲜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神经精神病

科李心天、兰维廉、薛启莫三人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

伤病员医疗地———河南新乡慢性病休养院工作组；

附属医院结核病学科主任单传烈医生、任梓良护士

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巡回专科医疗队第５队的工

作；手术室护士张德华奉命参加国际医防第３０队的

医疗工作。（３）接收志愿军伤病员来院休养、治疗。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７日，全校共接收２００

名志愿军伤病员来院休养、治疗。（４）湘雅防疫队赴

衡山参加防疫。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学校抽调谢祚永、

刘友斌、熊宏恩、李明俊等４６人，组成了湘雅防疫队

赴衡山１０区参加防疫工作；５月１８日，刘秉阳、邓一

韪等四人，前往衡山调查美帝侵略者空投毒物事件，

历时近一周。（５）参与地方建设的医疗工作。１９５０

年１２月—１９５１年３月，由中南区卫生部组织的湘

西访问团卫生组赴湘西永绥县，湘雅的吴达民、吴彭

年医师及王谷彬护士是该组成员。１９５２年，湘雅医

学院组建荆江分洪医疗队，赴工地救治民工。

·９３３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４年１１月第２３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２４



７　校名更改到卫生系成立的公共卫生大事

７．１　校名更改、隶属关系的变更与公共卫生大事　

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时期，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字

第３４２９号函到校，要求国立湘雅医学院的院名去掉

国立二字，称湘雅医学院。１９５３年中央人民政府卫

生部（５３）卫教字第４２８号文，要求湘雅医学院从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改称湖南医学院，１９８７年１２

月，湖南医学院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１９５８年１

月—１９７５年卫生系成立，湖南医学院在公共卫生事

业拓展方面所做的事情，不胜枚举，只能根据档案文

献，择期大事简述。（１）该校从１９５８年９月起，共派

出９支队伍１２５人，与长沙周边的农村人民公社合

办了１０所公社医院，于市内及郊区的１４个工厂合

办了保健站。同期，该校组织１４支支钢医疗队，分

赴湘赣两省，支援钢铁企业的医疗保障工作，直接为

大炼钢铁服务。如谢陶瀛带领队伍赴江西；彭继甫、

周昌泽到湖南涟源钢铁厂。由此开始，１９５８—１９６１

年该校曾数次停课，派出成批的师生组成医疗队，走

出校门，支援湖南省的工农业建设变成了常态，出师

的名义是“教育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２）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５９年８月，该校２７６１名师生

组成７５支支农医疗队，下放到湖南省５５个县或工

厂，做支工支农工作。（３）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５００多名

师生奔赴长沙市各区支援卫生基建工作。（４）１９６１

年１月，以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组织下放农村的

２６支医疗队按所在工作点的市、县命名，主要任务

是防治水肿病、妇女病和小儿病。（５）１９６１年５月，

该校师生再次动员，下放总人数为２７９７名，专做除

害灭病的医疗保健服务，为该校史上参与人数规模

最大的一次。

据馆藏的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４日《湖南医学院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生产劳动下放时间统计表》记载，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１年１月，先后以炼钢、修京广复

线；下放插秧、支援“双抢”；扑灭流感、防治水肿病等

名义耽误的各年级教学时间分别为：１９５６级７６．５

周，１９５７级６６．５周，１９５８级５２．５周，１９５９级２８．５

周，１９６０级２１周。辩证地回看该校历史上的“上山

下乡、支工支农”运动，不论是基于当时政府的决策，

教育的导向，还是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其对后世

的影响，应该是利弊双重。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当时

于公共卫生事业方面是拓展的巅峰时期，也是湘雅

这块金字招牌实实在在从都市传入三湘四水百姓之

家的最佳时期。

７．２　学子参军为国防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由于

中苏关系交恶，部队建设与国防巩固急需各方面的

人才加入，作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基地，时称湖南医学

院的湘雅，其毕业生的去向有件值得记载的大事。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湖南医学院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三

个年级学生在校完成４年医学课程后，分别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被大批特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医务人才，去部队为国防建设

效力。据不完全统计，三个年级参军总人数达７８９

人，开启了湘雅历史上成建制效力国防建设、拓展公

卫事业的先河。

７．３　卫生系成立前的公卫大事　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

有当事人文字可考的几件公卫大事是：（１）１９６６年３

月下旬，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中共湖南省委

紧急电话，组成以刘长业、王振华、柯铭清为负责人

的抢救组，成功解除了株洲农业机械厂１００多名职

工，因食用氯化钡所炸油条致集体中毒的事件。（２）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因人员大串联的盲动，导致“流脑”

大流行，其既是共和国史上的第四次流脑大流行，也

是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为遏制病魔，１９６７年１月

２７日，国务院下发国卫字第１０号电令；同年２月７

日，湖南省卫生厅与湖南医学院联合通知即将毕业

分配的１９６０级在校学生，要求大家立即持通知到省

卫生厅报到，参加防控流脑医疗队，分赴全省各地，

扑灭疫情。（３）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日，在湖南烈士公园

留下的湖南“六·二六”卫生工作队的合影，大部分

队员是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该队的组

建是对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

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

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的落

实。目的是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

医少药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这便是史称的

湖南对“六·二六”指示的落实，也是时称湖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对这一指示的执行，是湖南医学

院卫生系成立前有文字及照片可考的公卫大事。

７．４　湖南医学院增设公共卫生系发展沿流　１９５２

年湘雅医学院成立“卫生学教学研究室”，１９７５年４

月，经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湖南医学院增设公

共卫生系，其人员编制在校内调整。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７

日中共湖南医学院党委发文宣布，杜养志、王翔朴为

公共卫生系副主任，该系开设流行病学、劳动卫生职

业病防治学、环境保护学等课程；同年９月首批招生

学生５０名，学制为三年。１９８８年该系随国家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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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目录的调整，改称“预防医学系”，同时建立

了预防医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更名为“湖南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２０００年４月中南大学合并组建后，

更名为“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２０１５年更名为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至今。

８　湘雅人贡献大型公卫事务

８．１　防治麻风病　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慢性传染

病，在我国已流行了２０００多年，目前已处于极低流

行状态，很少危及人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党中央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麻风防治工作，从中

央到省（市、区）、地、县组成了万余人的防治、科研队

伍，建立了千余所麻风院、村、所、站，制定和及时调

整了防治方针。

湘雅人始终牢记党的号召，皮肤性病学专家熊

声忠教授坚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病友的心坎

上，在湖南省义务防治麻风病４０年；陈服文教授曾

走访全省每个麻风村，为当地患者造福；周娴君校友

曾在保靖“麻风村”坚持治疗患者，为此她荣获南丁格

尔奖章；现代湘雅人继续了对麻风病友的仁智关爱。

为帮扶麻风病患者，湘雅医院曾为湖南省３５个

麻风村患者捐赠物资，把“湘雅医院志愿者爱心活动

基地”建立到各个麻风村，定期组织志愿者为居民们

体检、健康咨询和送生活物资。湘雅二医院的志愿

者为距离湖南郴州资兴市１０５公里的江背山上的

“麻风村”老人送爱心物资，湘雅二医院皮肤科肖嵘

教授上门为老人们检查身体。

８．２　防治结核病　湘雅毕业生吴绍青、刘南山、钱

慕韩毕生从事肺结核病的研究，成了我国第一代防

痨抗痨先驱。钱慕韩１９３０年赴美进修回国后开展

肺结核分枝杆菌的试验研究、结核病的临床和流行

病学研究，对非典型耐酸分枝杆菌以及结核菌的快

速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３７年，吴绍青在《中华

医学杂志》上发表《全国普通医院内附设防痨科以推

广防痨工作之建议》，推动了全国防痨工作的开展。

刘南山赴美进修结核病专科，被吸收为美国结核病

学会会员，１９４８年底回国从事防痨工作，主要著作

有《结核病问答》《结核病的化学药物疗法》等。

１９４９年，单传烈教授总结自己多年对结核病学

的教学和临床经验，编著了《结核病学》，为该专业做

出了基础性的贡献。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国防痨协会湖

南分会在省卫生处成立，时为省卫生处处长的湘雅

第三班校友龙伯坚任会长，湘雅医院的单传烈为副

会长，总干事是湘雅１９３９届毕业的张为政。

８．３　沙眼衣原体与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造福全

人类　湘雅首届校友汤飞凡院士成功分离培养的

沙眼衣原体研究，得到世界医学界的承认，被誉为

“汤氏病毒”，并推动了人类对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

芽肿病原的研究，在微生物分类学中新增了一个衣原

体目，结束了国人十眼九沙的历史，载入了医学史册。

湘雅第五届毕业校友李振翩研制的脊髓灰质炎

减毒疫苗，为儿童小儿麻痹症的预防做出了贡献，造

福全人类。

８．４　防治钩虫病、包虫病与肝病治疗药　湘雅的陈

祜鑫教授及其团队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开

展的洞庭湖区域血吸虫病的普查普治及钩虫生态学

的研究，总结而成的围而不垦、垦即灭螺的“洲滩灭

螺”法，为伟人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政治号

召的实现，降低湖区人民血吸虫病的发病率做出了

突出贡献。

湘雅１９５１级校友蒋次鹏教授研究的包虫病保

守治疗的专利配方，结束了国际上包虫病患者靠手

术治疗，甚至一患者为了生存，累计接受１８次外科

切除包块的治疗历史。

湘雅１９５１级校友刘耕陶院士及团队研发的联

苯双脂第一代、第二代治疗肝病的药物，为人类肝病

的治疗带来了福音。

９　中南湘雅公卫大事敢担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是“南湘雅”乘中国教育体制改

革之风，融于中南大学的时代。此阶段，湘雅人以仁

爱仁心，继续护航国家的改革开放，致力于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齐心抗击的主要是“非典”、甲型流感、

埃博拉病毒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时疫。

９．１　抗击“非典”　２００３年“非典”肆虐中华大地，

湘雅人又一次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湘雅１９６０级校友谢金魁在广东河源市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最早发现和最先报告了非典型肺炎病例，并

及时开展防治工作，由其团队负责诊治的１９例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无一例死亡。２００３年６月，

谢金魁获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等

功，其事迹以“谢金魁创造四个最先”为标题载入南

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抗非群英谱》［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胡成平教授将１３

岁的孩子与身患晚期癌症的老母亲托于别人照料，

毅然奔赴排查现场，多次为湖南省“非典”群防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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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出重要建议，为湖南省培训了一批又一批“非

典”防治的一线医护人员，全国妇联、卫生部授予她

“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湘雅二医院第一时间决定组织三批“非典”防

治、抢救预备队，建立应急系统。号召发出以后仅一

天时间，１４５０名医务工作者、３００多名机关后勤职

工报名。老专家孙材江教授、泌尿外科陈仙博士、五

支部陈晓群书记，重症监护病房、消化内科全体同志

向党委递交了请战书。

９．２　出征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病　２０１４年，西非

暴发大规模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由于其传染性强、致

死率高，疫情不断扩大，防控形势极其严峻。２０１４

年８月初，西非三国特别是最严重的塞拉利昂埃博

拉病毒病病例数呈指数上升。

２０１５年５月９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组成

的中国（湖南）第五批援塞抗疫医疗队出征塞拉利

昂。在埃博拉病毒病病死率超过９０％的事实面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务人员依然踊跃报名，只花４５

分钟，便组建好队伍。援塞医疗队历经５０多天艰苦

卓绝的工作，最终在确保自身“零感染”的前提下，圆

满完成了３名埃博拉病毒病确诊病例的成功救治、

中塞友好医院改造转型、１．５万件援塞抗疫剩余物

资清点移交等任务，取得了“打胜仗、零感染、全治

愈”的可喜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２０１５

年８月６日，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拍摄制作的中国

（湖南）第五批援塞抗疫医疗队３０秒新闻片《使命三

万里，家国无限情》和图片，被美通社（ＰＲＮｅｗｓ

ｗｉｒｅ）采用，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ＮＹＴｉｍｅｓ

Ｓｑｕａｒｅ）户外巨型电子显示屏，进行过８次滚动播

出。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夫妇专程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行访问，感谢以湘雅为代

表的湖南援塞医疗队多年来对提高塞拉利昂卫生健

康水平所做的贡献。

９．３　抗击甲型流感 Ｈ１Ｎ１　甲型流感 Ｈ１Ｎ１对人

类致病性高，曾多次引起世界性大流行。《湘雅医院

成功救治一例重症甲流孕妇》（２０１３年）、《孕３７周

感染重症甲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助母子跑赢生

命赛程（跑）》（２０１８年）、《湘雅三医院“人工心肺”帮

助重症甲流患者正常呼吸》（２０１９年）……一则则新

闻报道反映出湘雅人在救治重症感染患者、防控疫

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２０１７年，湖南省 Ｈ７Ｎ９禽流感比以往流感患者

数量更多、病情更重，湘雅人依然是湖南省防治抢救

工作的“主力军”。湘雅三医院急危重症医学科杨明

施主任作为湖南省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医疗救治

专家组四个分组组长之一，负责长沙、株洲、湘潭、岳

阳４个市的临床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救治的技术指

导，以及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指导等相关工作。湘

雅医院抗击 Ｈ７Ｎ９专家医疗队多次下到湘潭、岳

阳、邵阳、株洲、益阳等地为当地百姓服务，还将

Ｈ７Ｎ９禽流感的诊治技术教给基层医务人员，帮助

提高防治水平。随着诊治技术的推广使用，医务人

员对 Ｈ７Ｎ９禽流感的警惕意识和防治水平大大提

高，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８］。

９．４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人民众

志成城，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效。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共派出６２９人驰援

省内外疫情防控一线，其中４６７人支援湖北武汉和

黄冈。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吴

安华教授第一时间驰援武汉，指导感染防控和医务

人员个人防护工作，他是湖南省首位援鄂医务人员，

被任命为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专家。这位年近

６０岁、心脏装着３个支架的医院感染监控管理专

家，２个月完成１００场医院感染防护培训，“先培训

再上岗”的策略保证医护人员“零感染”，４．２万医护

人员受益。

１月２６、２７日，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分别派出

５名护理人员，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２月４日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集结，４２

名队员和１０辆满载救援设备、药械的医学救援车出

征驰援武昌方舱医院。２月７日，湘雅医院组建的

１３０人医疗队驰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２月８日，湘

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各自组建的１３０人医疗队北

上增援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２月９日，湘雅三

医院派出３人，携５０件物资紧随其后奔赴武汉。２

月２１日，湘雅二医院又派出１５名精神心理科专家

出征武汉。２月２８日，湘雅医院派出６名医护工作

者出征湖北黄冈抗击疫情。４月１６日，两位湘雅援

鄂专家再赴哈尔滨指导新冠疫情救治工作。

湘雅各附属医院还参与制定了新冠肺炎防控专

家共识与指南５３篇，智库建议１８９项，出版专著２４

本，发表科研论文５８篇。湘雅师生出版发行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科普作品共１９２个，其中中南大学牵头

编撰的《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被教

育部指定为高校疫情防控“口袋书”［８］。

湘雅诊疗经验还驰援国际救治，通过在线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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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义诊等方式，为海外１６个国家的１０万余人次

提供了帮助，先后与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美国耶鲁

大学和美国雅礼协会举办了多场国际视频会议，分

享湘雅在疫情防控与救治中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抗

击疫情提供经验与建议。

１０　结语

时间上，基于１９０６—１９１４年湘雅创办前后史料

的回顾，与１９１５—２０２３年湖南医学院卫生系成立前

后的湘雅公共卫生学科史史料的梳理；病种上，从天

花、鼠疫、霍乱，到沙眼、结核、血吸虫病、麻风病，从

“非典”到甲流，从埃博拉病毒病到新冠肺炎的成功

防治，不仅历史将铭记湘雅人的赫赫战功，而且，湘

雅的公共卫生学学科史的结论如下：（１）颜福庆博士

是湘雅创办前后卫生学与公共卫生学的奠基人，公

共卫生一词提出的第一人。（２）湘雅的卫生学与公

共卫生学的课程设置于１９１６年，开课于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学年。（３）到１９７５年卫生系成立前，卫生学与

公共卫生学课程，一直是湘雅学生的必修科目。

感言：在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事件面前，湘雅人义

无反顾，逆行而上，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

搏、日夜奋战，以大爱无疆担起泰山之责，以妙手仁

心回应生命之托。湘雅人牢记孙中山先生“学成致

用”的教诲，用“公勇勤慎”的决心、“诚爱谦廉”的态

度、“求真求确”的治学精神、“必邃必专”的高超医

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

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位，

用生命挺起铮铮脊梁，用血肉筑起钢铁防线，用双肩

担起民族大义。就一门学科史而言，在湘雅已延续

近百年，因可检索到的历史文献与版面字数的限制，

加上笔者视野的狭隘，在此只能陈述其史源流的大

要，遗漏之处，敬请方家海涵。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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