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志未酬留青史  

----记我国近代结核病防治先驱—卢永春医

生 李亮 唐神结 杜建 刘宇红1   

 

摘要：卢永春医生是民国时期我国结核病防治的先驱。在当时医

疗资源匮乏及医疗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他开办了多家医院及疗养院，

救济贫困患者、学生和进步人士，出版医书，普及防病知识，为我国

结核病的防治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本文回顾了卢永春医生

的主要成就。   

 

 

 

民国初期，北平有一位非常有名气的医生，他叫卢永春，是那个

时代最优秀的医学家、结核病临床专家之一。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相

当落后，医疗资源贫乏。痨病（结核病）是当时谈病色变的绝症，被

称为“白色瘟疫”，“十痨九死”。随着西方医学及先进的诊疗方法陆

续传入我国，结核病的治疗也开始引进国外新的治疗方法。卢永春医

生便是北京结核病防治事业的杰出代表和先驱。（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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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卢永春医生 

一、 立志防痨  

卢永春医生 1892 年出生在湖北宜昌。父亲从事船运生意，家

境殷实。他自幼聪颖好学，刻苦努力，为人敦厚善良。1918 年，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后考入美国人开办的湖南湘

雅医科大学，1922 年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医学博士学位。毕业

后他来到北平，在刚刚成立的协和医院内科工作。当时的协和医

院是北平最早开展结核病防治的机构，开设了结核病的教学及临

床治疗并设有门诊及研究室。当时的中国缺医少药，在美国 Korns 

教授的影响下，卢永春医生开始潜心从事结核病的研究及临床工

作。1929 年，卢永春医生为了使更多的“平民”患者有治病的机

会，更好地拓展防痨事业，毅然辞去了协和医院高薪及待遇优厚

的工作，在北平创建医院和疗养院。离开协和医院后，协和医院

的结核病工作由唐希尧、王叔咸两位医生继续承担。  

二、 开办疗养院  



  

 

卢永春医生受过良好的医学高等教育和训练，是最早掌握结核病

西方治疗先进方法的医生之一。他对中国结核病防治最大的贡献就是

创办了多家结核病疗养院，使当时中国落后的治疗方法得到改善，为

缺医少药的结核病人带来了希望。  

1930 年，他与放射科医生邓贤祥在北海西养蜂夹道红十字会医

院内合作创办了第一家结核病医院，率先开展人工气胸治疗结核病。

这也是北京最早成立的疗养院之一（图 2）。随后，卢医生又集资在

西山八大处虎峰岭下建立了一处天然疗养院（图 3-4）。 

 

图 2  北平红十字会天然疗养院及北海公园（来源：《痨病论》） 

 

图 3  西山八大处天然疗养院原建筑（来源：《痨病论》） 



  

 

 

图 4 西山八大处天然疗养院结核病人在晒太阳（日光疗法）

（来源：卢世璧院士） 为了使更多的贫穷病人得到良好的治疗，

卢医生又在西山福寿岭建立了一家“平民疗养院”。那里环境优美，

空气新鲜，条件良好。办院宗旨就是为平民服务，只收取低廉的

诊疗费（图 5）。卢医生高超医术及高尚医德为人称道，因此，一

些贫苦大众、学生以及教育界、学术界、革命进步人士等都慕名

到这里治疗肺结核病。美国友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提到

的“建立于福寿岭的平民疗养院”便是这里。   

 



  

 

图 5 原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病房旧址（2002 年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拍摄

照片）。邓颖超同志曾居住在此处治疗。现已拆除。 

1932 年，卢永春医生又与邓贤祥医生在西四缸瓦市大街开设

了一处更大、条件更好的医院，取名“中华医院”。医院内有假山、

水池和花园，环境很适合病人休养。有病床 50-60 张。  

1935 年，卢永春医生在羊肉胡同开办了“卢永春医院”。这

是当时全北平设备最完善的结核病医院。设有门诊、住院部、手

术室、消毒室、护理部等。医院还可以进行胸部外科手术，如胸

廓成形术、人工气胸粘膜烙断术、外科萎陷治疗等。同期在香山

静宜园来青轩开办了疗养院（图 6）。他还在天津开设了门诊部，

不顾辛劳定期到天津为病人诊治。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查封了

协和医院。为了救治病人，一些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便借助“卢

永春医院”的手术室开展手术治疗。 

卢永春医生不仅医术高超，为人更是善良正直，一切为病患

着想。开办这些疗养院的费用，都是卢永春个人或与朋友自筹解

决的。在那个混乱年代极为难得。来医治的不少结核病人都是贫

困学生或市民，卢永春就降低诊疗费用，尽力帮助他们，体现了

他的良好医风和品德。  

1950 年，“卢永春医院”被并入北大医院，成为北大医院的

结核科病房。 



  

 

 

图 6 北平香山静宜园来青轩疗养院旧址 

三、医学教育  

1929 年，工作不久的卢永春大夫就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输血

疗法》。  

1930-1932 年间，他先后编著出版了《肺痨咯血》、《痊愈日记》、

《痨病论》等书籍。其中《肺痨咯血》是编译本，由北洋协医社出

版；《痊愈日记》则是专供病人使用的治疗手册，设计得非常合理、

实用，病人可逐日记录体温、病情，书中还有专门的痨病疗养知识，

通俗易懂，每本可使用半年左右，是我国最早期的结核病人教育材

料（图 7-8）。《痨病论》因为内容详实，很受医患欢迎，先后发行

五版，销售近万册，是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结核病专著。该

书内还有当时的疗养院照片以及出诊信息，也是研究结核病历史不

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图 9）。  

 

 



  

 

  

图 7  《痊愈日记》封面（来源：上海中山医院 杨震）  

 

图 8《痊愈日记》内页（来源：上海中山医院 杨震）  



  

 

 

图 9《痨病论》封面。可见“北平西山八大处天然疗养院”

印章及卢永春医生签名  

 

卢永春医生除了日常的医疗工作之外，还经常深入到广大师

生中去，对贫病交加的学生十分关切。他经常不顾诊治的繁忙劳

累，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地讲授卫生课程，做防

痨演讲，与广大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还为《大公报》主办

的医学周刊写稿，孜孜不倦的进行防痨宣传，影响很大。 



  

 

1932 年，卢永春联合投身于防痨事业的有识之士，成立了北

平结核学社，他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主席，用社会各界募捐的资金，

设立了防痨基金，并免费发放防痨画册以扩大宣传。 

四、为邓颖超治病  

邓颖超同志在长征途中不幸患上了结核病，到延安后由于工

作繁忙且条件艰苦，得不到治疗和静养，身体非常虚弱。1937 年

5 月她碾转来到西山平民疗养院，化名“李知凡太太”（周恩来同

志化名“李知凡”），入住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病直到七月底。在治

病期间，邓颖超同志没有间断革命工作，除了谈病情，她还经常

与卢永春医生交流思想，从结核病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再谈到

当前时局。卢永春医生从邓颖超及进步人士那里接受了很多“新

思想”，在结核病的防治方面也得到了她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卢

永春大夫的精心诊治和照顾下，邓颖超同志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身体得到了恢复。有关邓颖超住院的情况，她住院期间的室友，

清华大学学生胡杏芬女士于 1939 年写成了文学作品《李知凡太太》

（图 10-11），并发表于 1941 年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  



  

 

  

图 10  文学作品《李知凡太太》封面  

图 11 

胡杏芬在西山平民疗养院住院期间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同志在接见曾在卢永春医院工作过的谢

遇霁医生时，当得知卢永春医生不幸病逝时，非常难过。她高度评

价了卢永春医生的医术及敬业精神，满怀深情地连连说道：“卢大



  

 

夫是好人，卢大夫可是个好人啊！”。邓颖超还关切地询问卢医生的

家人情况。谢医生告诉她，卢医生的三个儿子都学医且很有成就，

邓颖超欣慰的说“这就好，这就好”。 

邓颖超同志一直挂念着“西山平民疗养院”及卢医生的家人，

经常书信保持着联系。上个世纪 70 年代，她和周恩来同志曾专程

去八大处“故地重游”，遗憾的是那时平民疗养院已经废弃了。1986 

年，邓颖超同志还专门委托秘书到家中问候卢永春大夫的夫人雷

学玉女士。  

 

五、宝贵财富  

卢永春医生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是医学史上的春

天。他一生为人刚正不阿，正直善良，为民所及，救死扶伤，坚

贞不屈，爱憎分明。在抗战期间他多次为抗日的将士们送去医疗

器材、药品、棉被、生猪和青菜等紧俏的必需品，为此遭到了日

本宪兵的抄家、毒打和关押，后来经社会各界多方营救才得以出

狱。卢永春医生品德高尚，为广大患者日夜奔波，呕心沥血，积

劳成疾，于 1945 年 12 月患肝硬化英年早逝，享年只有 53岁。卢

永春医生对患者的深厚感情，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工作的勤奋

认真，对医术的精益求精，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他的不计回

报、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卢永春医生和夫人雷学玉有三子一女（图 12）。家教非常严格，

他常训导儿女们：“身祗此身，要珍重留为家国用；学须便学，莫

等闲白了少年头。”父严母慈。卢医生去世后，夫人雷学玉一直秉



  

 

承着丈夫的遗愿，以她仁爱宽厚之心教导、影响着她的子女们，

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的三个儿子

和儿媳都是我国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其长子卢世璇是我国著名的

呼吸科专家。卢医生去世后，他秉承父志在“卢永春医院”继续

从事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地

坛结核病院、积水潭医院从事肺结核的研究和诊治，是我国职业

性肺部疾患学科的带头人、全国矽肺病小组组长，为我国结核病

和职业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次子卢世莹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

生。医术精湛，曾被同行们誉为“外科一把刀”。他也和父亲一样，

经常深入基层，兢兢业业地为病人服务，协助贫困地区扩建医院、

创建科室、培训医生；三子卢世璧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解放

军 301 医院骨科主任，并创立了全军骨科研究所。三兄弟均是医

务界杰出的精英，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图 12  卢永春医生全家福（图片来源：卢世璧院士）  

今天，卢永春医生离开我们已经 70 多年了。当今的结核病

防治体系和治疗方法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卢永春医生为我国的防痨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

远缅怀像卢永春医生这样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病人及医

学事业的先驱。他不朽的精神和事迹，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以卢永春医生为榜样，继续投入到

终结结核病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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