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迎来了

七十华诞。70年，既是一圈漫长的年轮，也是一家医院成长的足迹。

从建院之初仅40张病床的“小儿科”，发展为如今华中地区最大的“全能

型”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医院现已形成香港路主院区、沌口西院区、光谷院

区“一院三区、一体两翼”格局，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儿科第一方阵。

70年来，医院一直在变——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设备提档升级，诊疗环境日新

月异。同时它也坚守着“不变”，那就是儿医人守护妇女儿童健康的初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医院党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引擎驱动科技创

新，坚守“守护妇女儿童健康”的使命，着力打造现代化医疗高地，不断向“新”提

质，持续筑牢全民健康基石。

2020年，医院被授予市属医疗机构唯一一家“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医院先后被授予“全国百佳医院”“全国爱婴医院”“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全国人文医院”“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湖北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

赓续七秩初心，勇担健康使命。站在建院70年节点远眺未来，

拼搏奋斗没有终点，只有连绵不断的新起点。

武汉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周爱芬表示，将继续加强临床专

科能力建设，全面提高诊疗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建设

妇女儿童友好医院，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服

务需求。

岁月鎏金，医路芳华，呵护妇儿，初心如磐。

七十年步履坚实
1954年12月 武汉市儿童医院正式成立

1976年10月 武汉市儿童保健所成立

1988年 武汉市儿童保健所获批成为“中国儿童保健卫生指导中心”（为全国三个中心之一）

1992年12月 武汉市儿童保健所、武汉市妇女保健所合并，组建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1996年10月 通过三级甲等医院评审，为全国首批通过三甲评审的儿童专科医院

2003年9月 武汉市儿童医院和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强强整合为“武汉市妇女儿童医
疗保健中心”

2009年9月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获评“三级优秀妇幼保健院”

2016年3月 牵头建设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

2016年10月 挂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第
六临床学院

2016年12月 “武汉市儿童医院”更名为“武汉儿童医院”

区域影响力更为深远

2018年10月 获批“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

2019年7月 牵头建立“武汉市妇幼健康共同体”

2022年12月 沌口西院区投入运行

2023年9月 武汉儿童医院光谷院区暨

武汉新城儿童医院项目开工

2024年12月 医院建院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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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从“小儿科”到“全能型”七十载医心如磐

守正创新 护佑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

光谷院区规划图。
沌口西院区。

今年4月，在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第九期“百名儿
科医师高级培训班”暨小儿外科师带徒项目上，出现了
一位“老面孔”——黄石市中心医院儿科医生陈细武。
10年前，他在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返院后，
他和同事创建小儿神经内科亚专科，癫痫患儿的脑电
图检测、复查在当地就能解决。今年，他又报名参加了
心血管内科的培训班。“学成之后，我回去再‘创业’，让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陈细武说。

近年来，依托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这个“大摇篮”，
培训班已走出300多位“陈细武”，这些儿科骨干如火
种在荆楚大地星火燎原，有力提升湖北儿科整体医疗
服务水平，让妇女儿童实现“大病不出县”。

时钟拨回到2016年3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
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4天后，经湖北省卫健委
批准，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成立。湖北省儿科医疗联
盟理事长、时任武汉儿童医院院长邵剑波，是它的蓝图
规划者。如今，联盟单位已有229家，形成1家核心医
院（武汉儿童医院）+17家地市级核心医院（专科分联
盟、质控分中心）+N家基层医院的“1+17+N”模式，形
成覆盖全省、辐射中部、落地基层的区域性儿科三级医
疗服务新格局，儿科分级诊疗得以进一步推进。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方面，专家团定期“走下

去”。武汉儿童医院党委领导班子带领省内知名妇儿
专家，每年开展“湖北儿童健康行”下基层专项行动，调
研基层儿科发展情况，义诊筛查患儿就医需求，巡讲儿
科疾病诊疗规范，推进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活动足迹
覆盖湖北省及周边省份，下沉专家1200余人次，开展
健康义诊169场，服务患儿2.4万余名。

另一方面，医院积极将基层儿科医生“请上来”。
开设百名儿科医师高级培训班、联盟空中课堂、生命支
持培训班及急救技能比赛等，为基层儿科培训“火炬
手”。联盟免费开展进修2000多人次，巡讲培训1.6万
人次，培养学科带头人300余人，线上培训45万人次。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中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
平，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为提高基层
妇幼医疗服务能力，织牢织密妇幼健康守护网，2019
年，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牵头启动“妇幼健康共同体”建
设，为12家区级妇幼保健院量身定制专科发展规划，
服务母婴健康。以产科发展为例，该院产科主任周洁
琼等产科专家，定期到黄陂区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
指导，卓有成效。11月19日，在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
妇幼保健院与黄陂区妇幼保健院建设紧密医联体签约
仪式上，该院亮出“成绩单”：近几年，医院产科分娩量
大幅上升，位居区内第一，成为周边群众分娩首选。

两个月大的恩施先心病患儿小恩病情危重，急需
转院手术！一场三地联动救援开始：以宜昌为“中间
点”，救护车将小恩转运到宜昌，同时武汉的救援直升
机赶赴宜昌后，再将宝宝接来武汉治疗。2019年，武
汉儿童医院这场地空接力转运，引发全国关注。如今
5岁的小恩正茁壮成长。

依托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平台，武汉儿童医院自
2016年开展儿童和新生儿重症转运工作。此后，这条
人工开凿的“生命通道”持续开放。

暴雪天气里，河南省信阳市6个月大的女婴因重
症肺炎、呼吸衰竭合并先天性心脏病，鄂豫两地多部门
打通转运“生命通道”，孩子得救了；出生仅8天的襄阳
女婴患有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转运至武汉救治后走向
新生；荆门早产双胞胎突发胃破裂，转运来武汉手术后
转危为安；黄冈红安县胎龄不足7个月的早产三胞胎、
平均每人出生体重仅1公斤，转运到武汉儿童医院新
生儿内科治疗3个多月，全部健康出院。跨越距离，全
力守护，一个个小生命通过这条绿色通道重焕生机。

“2022年，转运工作进入‘2.0时代’，设置专职转运
团队，开通24小时生命热线；今年，我们的转运工作进
入‘3.0时代’，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武汉儿童医院急
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孙丹介绍，中心今年组建了EC-
MO转运团队，重点加强夜间危重症的转运以及偏远

地区、外省的转运能力，同时不断扩充转运的病种，帮
助更多患儿得到及时救治，为湖北及周边危急重症患
儿的救治托底。

8年来，联盟实现双向转诊1.5万余人次，转运危
重症患儿3000余例，跨越80余万公里。2023年，联盟
上转疑难危急重症比例达 84%，下转患儿增长超过
800%。下转患者病种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涵盖新生儿
外科、神经外科、血液科等18个专业50余类疾病，基层
承托能力明显增强。《国家妇幼卫生年报表》湖北省基
础数据显示，全省的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24小时守护，地空立体转运网络
武汉儿童医院转运中心升级“3.0版”托举

“以亲情服务，用爱心施术”，是武汉儿童医院的服
务理念。走进武汉儿童医院，小公园绿影婆娑，长颈鹿
童趣十足，儿童乐园般的医院环境让孩子不再害怕；建
设“智慧医院”，市民用一部手机就完成就诊全流程；不
知挂哪科？“院长热线”提供预检分诊、医疗咨询等服
务，让患者少跑路；在阳光音乐台旁，悠扬的钢琴曲传
递关爱和温暖，家长抱着孩子们驻足聆听；在血液内科
和肿瘤科的“病房学校”，老师们在给长期治疗的孩子
们上课；新妇幼综合大楼的大产房均为独立分娩间，家
属可陪产，医护24小时守护，让新妈妈在轻松舒适的
体验中迎接新生命；“互联网医院”实现在线图文咨询、
视频问诊、慢病复诊开方、药品配送等多元化功能，为
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医院既要有医疗技术，也要有人文温度。”武汉儿
童医院院长陆小霞介绍，近年来，医院致力于打造妇女
儿童友好医院，在全面加强内涵建设、提升临床专科能
力的同时，通过改善服务细节，提升群众就医幸福感，
建设更有温度的妇女儿童医院。

2023年，武汉市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
院妇儿工委办发布的第二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
单。前不久又传来喜讯：武汉儿童医院入选2024年市
级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温暖的妇女儿童友好医院，妇
儿在这里得到身心疗愈。

在更广的层面，医院想方设法给患儿家长减轻经济
压力，让孩子们看上病、看好病。2017年，武汉儿童医
院推出“阳光宝宝”慈善救助项目，通过引进慈善基金项
目、设立专项慈善基金、搭建社会爱心资金资助平台，将
社会慈善资源与医院对接，让更多困难家庭的妇女儿童
得到救治机会，将公益性写在医院发展的旗帜上。

救治一名孩子，挽救一个家庭。7年来，该院救助
款已落地2.3亿元，救助患儿1.5万余名。“今年恰逢医
院建院70周年，我们将筹备发起全国多家顶级儿童医
院参与的‘儿童友好基金’，集合群体力量，进一步探
索大病救助的研究，同时加强基层医务力量的培训，
让儿童慈善和人文公益在全国遍地开花。”党委书记
周爱芬说。

“1+17+N”模式为基层“造血”
肩负区域儿科医生“摇篮”担当引领

建设有温度的妇女儿童友好医院
让孩子就诊不怕 产妇幸福分娩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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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特色技术惠及万名患儿
向“新”提质勇夺第一创新

打造全市“15分钟妇儿医疗圈”
“一院三区”让优质医疗资源触手可及布局

当年就诊的小朋友如今已“抱孙”
江城“大摇篮”守护几代人健康成长年轮

武汉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沈先涛，至今难忘他接诊的一位患儿家长。
当时他检查完孩子的骨折处，无意中发现，炎炎夏日，患儿爸爸满头大汗却穿
着长袖上衣。一问才知，这位父亲小时候手臂骨折，受当时医疗条件限制，骨
头愈合畸形，蜷曲的手臂上还留有长长的疤痕，留下终身遗憾。“听说您这里
有‘绝招’，我吃过亏，一定不能再让孩子遭罪！”他说。

吸引患儿和家长赶来求诊的“独门秘诀”，就是沈先涛团队研究12年之
久、在全国首创的“肌骨超声引导微创治疗儿童创伤骨折”。他将B超机“请
进”手术室，创新性使用肌骨超声技术替代术中X线透视定位，采用闭合微创
复位手术治疗儿童骨折，不仅能让孩子“少吃射线”，还能使创伤更小，手术更
加精准。至今，沈先涛团队已施行上万例超声引导骨折复位手术。

今年的湖北省科技大会上，沈先涛团队的《基于超声的儿童骨折安全、精
准、微创诊疗关键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应用》与中西医结合科鄢素琪团队的《婴
儿胆汁淤积性肝病的中医辨证诊疗体系及利胆合剂的关键分子机制》项目，均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医院成为2023年度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省科技进
步奖数量最多的武汉市市属医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武汉儿童医院以技术创新培育发展新动
能，不断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提升临床服务能力。2017年医院开设湖北首
个小儿神经外科，国内首创神经内镜下大脑半球离断手术，为两月龄婴儿实
施脑肿瘤手术，手术门类可覆盖小儿神经外科所有病种，患儿不用远赴京沪
求医；小儿心血管内科开展全球首例经导管全降解室间隔缺损封堵器封堵
术，儿童心脏病介入（包括先心病、心律失常等）手术超2500例，为孩子们不

开刀除“心病”；耳鼻咽喉科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术近400例，把听力残障的孩
子们带回有声世界……

2020年，武汉儿童医院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引进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儿外
科领域进入“机器人时代”，为患儿降低创伤、减轻痛苦。医院完成国内年龄最
小、出生仅9天患儿的机器人胆总管囊肿手术，及最低体重1.9公斤机器人肠旋
转不良手术等，迄今超1000人受益。今年7月，医院被授牌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中国儿外科临床手术教学示范中心，同日启动限制类技术第一期儿外科培训班，
成为全国儿外科领域的“重量级”医教平台。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科研与临床并进，为医院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2019年，医院成立妇女儿童健康研究所，积极开展临床和基础
研究，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加速提升。近五年来，医院已获批立项科研项目
392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6项，获批湖北省
重点项目5项；登记发表学术论文1600余篇，其中SCI收录670余篇，中文核
心收录520余篇；多次获省级科技进步奖、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华夏医学科技
奖、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等重量级奖项。

在中国医学院校/医院科技量值（STEM）排名中，武汉儿童医院百强学
科数突破6个，儿科学五年综合科技量值（ASTEM）2023年度排名湖北省第
一。

12月23日，武汉儿童医院召开第五届科技大会，表彰为医院科技创新事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团队和优秀科技工作者。科技兴院、人才强院，武汉
儿童医院向“新”发力，不断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三镇没有儿童专科医院，孩子生了病，只能去成
人医院或私立诊所。1954年，我国进入“一五”时期，经济蓬勃发展，出生人
口大增，加快儿童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步伐迫在眉睫。同年12月26日，武汉

市儿童医院于黎黄陂路43号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儿童专科医
院。当时，医院只有40张病床、几十副听诊器、几台显微镜和1

台最基本的X光机。艰苦条件下，首任院长马仲柟带领
儿医人筚路蓝缕，开创基业。

1961年，医院创建小儿外科，覆盖普外
科（含泌尿外科、新生儿外科）、骨

科、烧伤科等专业，孩子们可以
在儿童专科医院接受手

术了。
1970 年 ，医

院迁至现址，发
展进入稳定期。

内、外科设置
日益精细化，

步入全国
先进儿童

医院行
列 ，逐

渐涌现出一批以江泽熙、董宗祈为代表的颇具影响力的专家；1986年，医院
在省内首创小儿心胸外科，填补了省内乃至华中地区空白；20世纪90年代，
新的住院大楼拔地而起，牧童雕塑、喷泉景观、成荫绿树，让孩子们流连忘
返，“花园式”医院为市民提供更为完善的医疗服务。

1992年，武汉市儿童保健所与武汉市妇女保健所合并，组建武汉市妇幼
保健院，承担起全市儿童保健、孕产妇优生优育的管理和指导工作。

1996年，武汉市儿童医院通过三级甲等医院评审，成为当时华中地区唯
一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是家长和孩子们心中坚实的“医靠”。

2003年9月，武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
年，在武汉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与武汉市儿童医院强强
联合，组建为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妇女儿童
专科医院。2016年，医院挂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第六临床学院。2018年10月，获批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2022年，武汉儿
童医院沌口西院区开诊，次年光谷院区正式动工，“一院三区、一体两翼”格
局初步形成。

2023年7月，医院硬件再次升级——新妇幼综合大楼投入使用，这是当时
华中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妇产及妇幼保健综合大楼之一，进一步提升
武汉妇幼医疗保健服务水平，改善市民就医条件，提升市民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70年，儿医人披荆斩棘，风雨兼程，砥砺奋进。当初人烟稀少的球场路，
如今已成为繁华市区，3条轨道交通直达武汉儿童医院，院内绿树成荫，芳草
鲜美，犹如花园。手术间里，医生操作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孩子恢复得又
好又快；输液室里，护士穿刺“一针准”，爱哭的宝宝也不怕打针了；家庭化产
房里，新爸爸陪着妻子迎来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交通便利、技术优良、诊
疗环境温馨，70岁的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犹如江城“大摇篮”，

呵护着一代代儿童健康成长。
如今，医院设有47个临床科室和16个医技科室，年门急诊量300万余人

次，出院量11万余人次，手术量4万余台次，分娩量超1.1万人次，建设有儿
童危急重症医学中心、儿童神经中心、儿童心脏中心、儿童肾脏泌尿诊疗中
心、儿童微创诊疗中心、母胎医学中心等11大多学科诊疗中心，为妇女儿童
提供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服务。

家住汉口的王先生今年62岁，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儿时在儿童医院就
诊的场景：笑吟吟的护士阿姨，逗自己玩时就扎了针，又快又准。自己长大
后成家立业，当上爸爸，孩子病了仍是往儿童医院抱。“现在我当外公了，我
家孙女是在市妇幼生的，体检还是在儿童医院。我们家里三代人都是儿童
医院的粉丝，它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做手术！我们先与你本人进行术前沟通……”这段录
音来自2023年12月29日早晨，武汉儿童医院沌口西院区产科。紧随其后的急
救惊心动魄，10分钟内，多学科团队联合完成紧急剖宫产，帮助怀孕32周、严重
先兆子痫、胎盘早剥的孕妇产下体重1.6公斤的男婴，孩子立即被无缝衔接送至
新生儿内科，母婴平安！

彼时，武汉儿童医院沌口西院区开诊刚一年，已救治类似危重孕产妇数
十例，稳稳托起周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

为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均衡的问题，方便妇女儿童就医，武汉儿童
医院多年来一直在探索。

1958年，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已经通车，但武昌、洪山、青山居民来汉口，
轮渡仍是过江的主流交通方式。武汉儿童医院为方便孩子就医，在临近码
头的胜利街开设门诊部，受到居民欢迎。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大，根据群众的
健康需求，医院还先后开办或联合开办江汉二桥门诊部、百步亭门诊部、洪
山分院、武昌门诊、汉阳门诊等。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武汉儿童医
院高举公益性大旗，推进优质资源均衡分布，落子沌口和光谷，展开“一院三
区，一体两翼”新蓝图，启航新征程。

2022年12月24日，沌口西院区开诊，可提供主院区所有重点专科和特色专
科的医疗保健服务，补齐了武汉西南片区妇女儿童医疗资源紧缺的短板。此
后，汉阳、蔡甸及周边群众可在家门口享受到与香港路主院区同质化的医疗保
健服务。2024年，沌口西院区服务妇女儿童54万人次，大大提升武汉经开区的
宜居指数和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在武汉版图的东南部，“武鄂黄黄”都市圈的核心位置，光谷院区正在如火
如荼建设中。这所“未来医院”外形童趣十足，它将建设成为湖北省儿童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同时承担光谷妇幼保健公共卫生职能，服务光谷片
区、辐射鄂东南地区。建成后，将实现儿童医院布局武汉三镇、形成全市15分
钟妇儿医疗圈的新格局。

地空接力，转运重症患儿。

新妇幼综合大楼门诊温馨舒适，提升市民就医幸福感。

香港路主院区规划图香港路主院区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