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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穆教授 

 

何穆教授(1905-1990 年），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新中国结核病防治创始

人之一。1905年 4月 22日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县廊下镇郊。1926年 7月，何穆

筹款自费赴法国留学，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后于 1928年 10月转入

可由庚子赔款资助食宿和学费的里昂中法大学，就读于医学院。1929 年 5 月，

何穆患肺结核被校方免费送到邻近瑞士的高城疗养。高城法国公立肺结核疗养院

院长采用人工气胸术为何穆精心治疗，并成为促成他选择以结核病为专业的导师。

1930年 10月，何穆遵导师遗嘱到法国克勒蒙菲朗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1934年

4 月，何穆到图卢兹大学医学院参加毕业考试和通过毕业论文，1935 年 1 月毕

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5年年初，何穆从巴黎回国，在无锡开设诊所行医。1936年 10月，何穆

进入南昌法国天主教会圣类思医院任内科医生。1937 年年底，何穆随撤退的人

流到了重庆，1938 年 8 月，何穆在中共地下党党员李济安的帮助下，经八路军

驻重庆办事处吴玉章推荐，带着吴玉章的亲笔信，踏上了去延安的革命征途。何

穆到达延安时，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萧劲光、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等人的亲切接见，

何穆被安排到军委总卫生部下属的边区医院工作。因何穆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

边区医院特成立了肺科，任命何穆为肺科主任。不久，调他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

任主任。1939 年 7 月底，中央通过了何穆的建议，委托何穆筹备一个比较完备

的、尽可能现代化的中央直属医院。1940 年 12 月 12 日，陈云和中共中央办公

厅主任王首道找何穆谈话，宣布任命何穆为中央医院院长。1942年春，何穆兼任

中央医院内科主任。不久，中央决定中央医院设立肺科，以收容中央卫生处疗养

所的危重肺结核病病人，也由何穆兼管，何穆的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病房。年底，

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同意，何穆辞去院长之职，由傅连暲兼任。 

1943年 6月，何穆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肺痨病的疗养法》一文，用

极其亲切、通俗的语言，详细介绍了有关肺结核病的常识和防治方法，特别提出

了疗养的重要性，对当时延安地区的肺结核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何穆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提出大搞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提倡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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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医院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为了搞清延安地区结核病发病率，何穆亲自操作

X线机，先后为几千名干部和群众进行了肺部透视普查，对查出的肺结核病人及

时予以治疗。 

1945年 8月 30日，何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9 月初，何穆率中央医院的 5 位医护人员离开延

安赴晋冀鲁豫军区。何穆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46 年春在一

所日伪时期陆军医院的旧址上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预备医院，几个月后，医院奉

命迁至河北邢台一所师范学校内，同年 7月 1日，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和

平医院总院，何穆兼任院长。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总院更名为晋冀鲁豫边

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何穆被任命为晋冀鲁豫边区卫生局局长、太行行署卫生

处处长，兼任该医院院长。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后勤部部长

杨立三等，对这所医院的创建、发展极为重视，给予大力支持。在何穆主持下，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成为太行、太岳地区的医疗卫生中心，而且成为部队和

解放区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基地。1949 年 8 月，山西全境解放，何穆奉命率领

一批老解放区的医务人员赴太原接管山西省卫生行政、医疗机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何穆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省卫生厅厅长。何穆在改组、

整顿山西省立、太原市立几所较大医院的同时，将长治和平医专、川圣医专、太

原高级助产学校、山西大学医学院，合并为山西医学院，亲自兼任院长。当时山

西省麻疹、痢疾、回归热、伤寒、结核病等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何穆决定

在太原市开设有 150张病床的传染病医院，接着又成立了结核病医院，加强对各

种传染病的控制和治疗。 

1951年 8月，何穆奉命调到北京，担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55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任命何穆为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所长，负

责筹建全国唯一的一所专门全方位系统研究结核病的机构。从此，何穆便将自己

的全部才华和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 

创办结核病研究机构当务之急是网罗人才，培养人才。何穆多方奔走联系，

经卫生部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医学院校、医疗或学术单位抽调了一批专家。

这批专家绝大多数曾留学欧美、前苏联、日本。有的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有的是

享有盛誉的名医，有的是初露才华的中青年业务骨干，他们服从党的需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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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于受到何穆的精神感召，放弃了原单位较优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来到

位于北京远郊、刚刚创建的研究所。这批专家进所后，分别担任了副所长和各研

究室主任、副主任，使研究所的业务力量得到全面的加强。在何穆的争取下，卫

生部又先后给研究所分配来两批医学院毕业生。何穆给这些青年人提出了很高的

业务标准和明确的努力方向，让各研究室专家予以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还送他

们到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校或医院进行专业进修。这两批大学毕业生很快成为业务

骨干，以后从中产生了研究所第二代、第三代所领导和学科带头人。 

何穆非常重视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研究，在研究所内设立了

流行病学研究室。派出人员对城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及团体单位进行结

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研究，并对患者发现、不住院治疗、卡介苗接种及化学预

防等防治措施进行研究，以掌握我国结核病流行情况，提出适当可行的防治措施。 

何穆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在研究所内兴建了基

础研究楼，装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亲自设计动物房，设立了细菌免疫学、生物

化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室，从事与结核病防治有

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临床和预防服务。 

何穆还在研究所设立了内科、胸外科、骨科、小儿科等临床研究室，并附设

结核病医院收治疑难重症病人，使结核病临床治疗从单纯内科向综合科室发展，

从保守治疗向内外科结合、中西医结合发展。 

在何穆主持下，一个融防治、科研、临床为一休，图书资料丰富、仪器设备

齐全的结核病研究基地形成了。到“文化大革命”前，结核病研究所建所 10 年，

已经成为我国结核病专业人才荟萃之地，涌现了许多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何穆在

担任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的同时，还兼任多种学术职务：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

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防痨协会秘

书长，中国防痨杂志主编等。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有关结核病的一系

列学术会议的组织者。 

20世纪 50-60年代，何穆曾代表我国出访法国，赴前苏联考察，到印度、东

德等国家出席有关结核病防治的国际会议。1964 年，我国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何穆代表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者与

会，作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长篇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对比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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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前后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情况，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

时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新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在预防、治疗、科研方面的进展情

况与取得的成绩，并且总结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受到各国学者高

度评价。 

20世纪 60年代初，何穆带领科研医务人员多次深入农村，普查结核病，调

查农村防治结核病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据此，他提出将结核

病防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1966年，他编写了半农半医训练班参考教材《结

核病》，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并着手准备培训农村结核病防治人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何穆已年逾古稀。他又奋力投身于抢救遭到严重破坏，

陷于停顿的结核病防治事业中。1978 年 8 月，何穆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负责

统筹、协调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这一年，何穆参与筹备了卫生部召开的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何穆作了“贯彻预防

为主，消灭结核病，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发言。就在这次会议上，何穆支持开

展一次全国性的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建议，并取得卫生部的批准。1978年

11月，卫生部成立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领导小组，由何穆担任组长。何穆精

神振奋，亲自主持制订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并深入到各地进行现场指导，足迹

遍及华中、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及东北各地区。历时两年，完成了第一次全

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了各种与结核病防治有关的数据，获得了

全国结核病流行情况的宝贵资料，掌握了我国结核病的流行规律，为制定新的结

核病防治规划和措施，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声势之大影响面之广都是空前的。 

1979年，何穆参与组织全国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

加速开展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意见。针对一些省、自治区结核病防治机构没有

恢复或不健全，何穆特别强调建立健全结核病防治网。会后他四处奔波，力促这

一目标的实现。 

在何穆的积极推动下，卫生部于 1981年 1月成立了“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咨

询组”，何穆担任组长，组织全国著名结核病专家，承担卫生部交办的有关咨询

任务。在咨询组的推动下，1982 年 9 月召开了全国工矿企业结核病防治工作座

谈会。会议由卫生部、化工部、冶金部 8个等部联合签发了《关于加强工矿企业

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何穆还主持了 1984年全国农村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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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3年起，何穆负责《当代中国丛书》《新中国预防医学的历史经验》中结核

病防治部分小组的编审工作。他组织召开编审组会议，拟定提纲，确定编写人员，

亲自催稿、审稿、改稿、定稿。 

1990年 4月 11日，何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 85岁。1990年 4

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卫生系统广大共产党员、

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向共产主义战士何穆学习。通知说：我们要

学习何穆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不谋取私利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勤奋工作，拼搏进取，艰苦奋斗的坚强毅力；学习他襟怀坦白，诚恳待人，

诲人不倦的高尚风格；学习他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 

何穆年谱： 

1905年 4月 21日 出生于上海。 

1935年 法国图卢兹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6-1937年 在南昌圣类思医院工作。 

1938-1940年 任陕甘宁边区医院肺科主任及中央卫生处门诊部主任。 

1940-1945年 任中央医院院长，同时兼任内科主任。 

1945-1947 年 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任白求恩和平医院总院院

长。 

1947-1949年 任晋冀鲁豫边区卫生局局长、太行行署卫生处处长，兼任晋冀

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1949年 8月至 1951年 8月 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省卫生厅厅

长。 

1951年 8月至 1955年 5月 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55年 5月 任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所长。 

1978年 8月 任卫生部顾问，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 

1981年 1月 任卫生部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咨询组组长。 

1990年 4月 11日 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