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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祖源教授 

 

裘祖源教授(1904-1988 年），结核病专家，中国防痨事业创始人之一，为中

国防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北京。10岁时考入

中华圣公会开办的崇德学堂，连续学习了 8年，1922年 18岁时高中毕业。高中

毕业那年因未得到大学的助学金，便当了一位牧师的打字员。一年后，他从中华

圣公会得到助学金并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1925年转燕京大学医科，1926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接着他又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于 1931年毕业，获

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做了两年住院医师。1933 年 6 月按中

华圣公会发给助学金的规定，被派到山西大同中华圣公会办的首善医院内科工作

了两年。他在这 4年的临床工作中，每天接诊很多结核病患者，且多为晚期不易

治愈的，加上自己的母亲和舅父先后死于痨病，便开始萌发了献身防痨事业的念

头。 

1935 年春，协和医院内科霍尔副教授约他参加结核病在家庭传播的调查工

作。裘祖源遂在当年 7月回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任助教，并到公共卫生科教

学示范区（现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任职。在霍尔和袁

贻谨（当时为公共卫生科主任）的倡议下，动用了在民间捐募的结核病院筹建基

金，在卫生所内创立了防痨门诊处，由霍尔和裘祖源主持，开展防痨工作。这是

结核病在中国第一次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工作联系起来。裘祖源不定期地到

西山福寿岭霍普金斯疗养院（后改名同仁疗养院）和香山疗养院（红十字会办的）

以及其后由他创立的北平结核病院住院部巡诊。1937 年，他出国到美国明尼苏

达州立医学院，在麦尔斯教授的指导下，专攻结核病流行病学和防治 8个月，随

后又到美国东部、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考察各国结核病的防治机构和措施。

1939年年底回国后，裘祖源仍到协和医学院，任公共卫生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结

核病的防治工作。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勒令协和医学院和

协和医院解散，而第一卫生事务所仍继续维持。1944年，裘祖源与天津郭德隆发

起组建了平津防痨协会。1946 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任命裘祖源为北平结核

病防治院院长。1947年协和医学院复校，裘祖源被聘为副教授，并兼任北平市第

一卫生事务所所长及防痨门诊处主任，后又兼协和医院院长。1948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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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防痨协会门诊部在北平北池子成立，裘祖源任门诊部主任，开展群众防痨宣

传和防痨门诊工作。 

裘祖源在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防痨门诊处，参考国外的经验，遵循公共卫

生的“医疗服务要适应社会实际”和“对传染病要抓流行规律和传染源管理”等公

共卫生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探索、开拓了在中国防治结核病的工作。

主要方面有：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进行集体 X线肺部健康检查，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改变过去那种“求医给治，不求不管”的状况，把已发现的患者登记管

理起来；加强宣传教育，告诉群众结核病是可以预防的，若能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是可以治愈的；在家治疗者由公卫护士定期访视，指导家庭隔离消毒工作，以

防传染他人；要求患者按期来门诊复查，到期不来则去人、去信催促。裘祖源十

分重视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的检查。动员密切接触患者的人作 X 线肺部健康检

查，等等。 

在创立防痨门诊处的初期阶段，裘祖源和何观清、朱宗尧、蔡如升等人先后

用相当多的时间对卫生示范区内的部分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孕妇、

各行从业人员以及西城的辅仁大学、西北郊的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和河北省定县

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结核菌素试验和 X 线肺部健康检查相结合的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他们历经两年时间，共检查 21000多人，明确了 20世纪 30年代北平和河

北省定县一带的结核病疫情是：15 岁的儿童结核感染率高达 80%以上；大学生

的患病率在 5%以上；疫情最高的是理发业从业人员，患病率在 19.2%-27.3%之

间；农村居民的感染率和患病率远低于城镇居民。这一系列数据首次为中国分析、

比较结核病疫情变化提供了基线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祖源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兼教育长。由

于人民政府重视防痨工作，他十分振奋，积极献计献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防

痨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有重点、有部署、先城市后农村、先团体后居民，裘祖源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积极的建议。他协助中央卫生部组织拟定了结核病防治工作条

例和全国卡介苗接种方案，为中国防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晚年，他任全国

结核病防治咨询组副组长，积极参与结核病防治决策的论证，积极参与筹划 1979

年和 1984/1985年两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在这些工作中，他都作出

了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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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裘祖源受卫生部指派，协助筹建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北京市

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前身）。1954年，他服从工作需要，转入该研究所，任第

一副所长兼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在他亲自领导、指导下该所进行了很多有价值

的工作，获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裘祖源直接领导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多年来一直采用典型

调查和在实验地区有系统地、不断地开展防治工作的方法，成效显著，有多项突

出的成果。如：对北京市东城区城市居民、河北省涿县农民、青海少数民族等三

项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不作结核菌素试验直接皮上划痕接种卡介苗的研究，红

星公社农村地区控制结核病流行的研究等，分别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奖。 

裘祖源十分重视防痨人才的培训。早在 1935年任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防

痨门诊处医师期间，他就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公卫（防痨）护士。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他多次主持举办防痨骨干人员学习班，在北京先后与蔡如升主持举办

了三期防痨骨干学习班和防治所长研究班，邀请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讲授课

程。其后，由于全国防痨工作的蓬勃发展，对于专业人员的需求成倍增多，裘祖

源和许多同事一起，走出学府大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辞辛苦地参加培训在

职医生或各级医务人员。据粗略估算，受过他直接培训的学员不下 1000人，他

们大多成为国内防痨工作中的骨干。 

裘祖源还积极参与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工作。1948 年 1 月，中国防痨协会恢

复大会在上海召开，裘祖源被选为理事。1951 年 1 月中国防痨协会由上海迁到

北京，裘祖源被委任总干事的重任，直至 1984 年。裘祖源在 1952-1956 年间，

任《防痨通讯》主编，1953-1987年间，担任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副主任委

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华结核病科杂志》总编辑、名誉总编辑。 

裘祖源还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北京市防痨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裘祖源酷爱读书，勤于写作，除撰写大量讲义、讲稿外，先后公开发表论文

44篇，还与范秉哲主编了 

《结核病学》一书，并为《内科理论与实践》一书撰写了呼吸道疾病的内容。 

1988年 11月 15日裘祖源在北京逝世，终年 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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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祖源年谱： 

1904年 9月 25日 出生于北京。 

1931年 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1-1933年 任北平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1933-1935年 任山西省大同首善医院内科医师。 

1935-1937 年 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助教，兼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

所防痨门诊处（后改防痨科）医师。 

1937-1939年 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医学院，并到美国东部、英国、法国、

瑞士、意大利考察结核防治工作。 

1939-1949 年 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副教授，兼任北平市第一卫生

事务所防痨科主任、所长。 

1944 年 与郭德隆等一起发起创办平津防痨协会 ，1948 年 5 月 1 日 成立

平津防痨协会北平门诊部，任门诊部主任。 

1946-1948年 任北平结核病防治院院长。 

1947-1949年 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协和医院

院长。 

1950-1955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教授兼教育长。 

1950-1986年 任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

委员，中国防痨协会总干事、副会长、顾问。 

1950-1954年 任《防痨通讯》主编。 

1951年 1月 中国防痨协会总干事。 

1951-1955年 任北京市防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1988年 任《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后改《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

辑、名誉总编辑。 

1955-1988年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第一副

所长、顾问，兼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1980-1988年 任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咨询组副组长。 

1988年 11月 15日 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