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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党和政府多年努力，房山县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全县的病床数从 1960 年的 90 张发展到 1975 年的 236 张；卫

生技术人员从 654 人发展到 953 人；医师也从 366 人发展到 737 人。1965 年

起西医师的数量还首次超过中医师的数量。当时的房山县医院也从 1958 年的

38 个人 38 张床，发展到 1975 年的 232 人 119 张床，成为县属最大的医院。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年代，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仍坚持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热情为患者服务。在此期间，房山县医院四位 50 年代

末中专毕业的青年医生成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房山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群众，为了表达对他们医术的信任和医德的赞赏，

称他们为“四大金刚”。金刚，是佛教中对护卫佛门力士的称呼，因其手持斩妖驱

魔的金刚宝杵而得名。那时，到房山县医院看疑难重症，要找好大夫，有一句

口头禅，谓之:“内科崔李万，外科王庆堂”。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不知其里，到

医院就找崔李万大夫，孰不知，这崔李万是内科的三个顶梁柱: 崔鉴、 李景周、 

万连元, 加上外科的王庆堂, 这就是房山县医院的“四大金刚”。 

一 

纵观房山县医院的发展和“四大金刚”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四大金刚”其实

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1948 年 12 月 14 日房山县解放，政府接管了原国民党保安团在县城城隍庙

的一所卫生院，更名为河北省房山县人民卫生所，这就是现在房山区第一医院

的前身。1950 年县政府建立卫生科主管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又更名为河北省房

山县卫生院。1951 年从城内北大街迁至西大街营房胡同，开始分科诊疗，设：

内、外、中医三个临床科室。到 1952 年开设病床 23 张。1956 年房山县卫生院

改名为河北省房山县医院。1958 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设周口店区，

房山县医院又更名为北京市周口店区医院。1960 年周口店区更名房山县，医院

即更名为房山县医院。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79 年房山县医院更名为房

山县第一医院。1987 年北京市房山区成立，房山县第一医院定名为房山区第一

医院至今。 

“四大金刚”的称谓，开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传扬于 70 年代，延续到 80 年



代。 

房山县医院 50 年代末期开始分配医学中专毕业生，60 年代中期开始分配

大学生。西医师总数 1965 年 18 人，1970 年 28 人，1980 年达到 75 人。1978

年开始设立科主任，明确进行分科管理。四位中专毕业生从中脱颖而出，并被

称为“四大金刚”，既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为他们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也和他们贴

近百姓，爱岗敬业，不断进取分不开。几十年间，他们不但自己对技术精益求

精，是一个甚至几个学科发展的奠基人，还带领一个个团队创造了房山县医院

一个又一个“首次”、“第一”为患者治病救命。在为房山县医疗卫生事业所做的贡献

中，他们四位比别人付出更多，做得更好。 

理论联系实际，刻苦学习业务知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五六十年代，政

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想一心一意学习业务还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三年

困难时期，“瓜菜代”吃不饱，白天上班或者参加义务劳动，只能晚上学习。酷热

的夏天，寒冷的冬夜，没有电时还要点煤油灯。几个同学较劲地学，你留在科

室不回家，我也在家里学到过半夜。 

知识不断深入，不断更新，业务技能也不断提高。1958 年起，北京市卫生

局安排全市大型医院分别和各远郊区县医院建立业务指导关系。当时和房山县

医院挂钩的主要是北京友谊医院，这就给了年轻人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医院还

陆续安排青年医生到市级大医院专科进修。“四大金刚”是学用结合最突出的。每

一次进修回来都使他们的业务水平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亲人，这是“四大金

刚”赢得美誉的根本原因。 

1965 年到 1968 年，“四大金刚”都曾经参加房山县卫生局组建的流动医院赴

十渡、蒲洼等山区公社巡诊。那时公路只通到张坊公社，要去蒲洼得步行 40 多

里山路，有时夜里出诊还要再走几十里山间小路。睡的是农家土炕，吃的也是

野菜粗粮农家饭。王庆堂在蒲洼做手术的手术台竞是两个油桶上架着一块大石

板，无影灯是一个硬纸盒上挖了六个洞，插上六个手电筒做成的。流动医院办

公室主任崔鉴告诉来替换的伙伴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活动帐蓬手术室里，已经

做过阑尾炎，肠修补术，胃穿孔修补术等手术。 

1970 年华北地区乙脑大流行，仅房山县医院就收了 70 多名重症患者。“四

大金刚”与全院医务人员，发挥各自技术优势，用甘露醇、高维葡萄糖间断静脉

快速输注降颅压、物理降温、气管插管等技术，与全体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治

疗护理病人，吃在医院，住在医院。就这样从 7 月到 10 月坚持了四个月，使百

分之五十以上的患者成功康复。 

有一位羊耳峪村姓邢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虽然经过“四大金刚”全力抢救

一个多月保住了性命，但不能自主呼吸，只能用简易的人工呼吸器（俗称捏皮

球）维持呼吸。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生命不止捏皮球就不能停。

就这样，“四大金刚”带领医务人员，包括病人家属，一直捏了一年零三个月，直

到因肺部萎缩全身脏器衰竭去世。创造了那个时代生命的奇迹。 



1977 年，周口店公社一位姓赵的女社员，在平整土地时被砸成骨盆粉碎性

骨折，膀胱破裂，外伤性膀胱阴道瘘，阴道直肠瘘，出血性休克，生命垂危。

当时的外科负责人王庆堂带领全科人员，在其他科室大力协助下，积极投入抢

救。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不但挽救了患者生命，而且做了膀胱造瘘、乙状结肠

造瘘、阴道修补、尿道吻合等一系列手术。经过七个月零七天的精心治疗护理，

患者康复出院，后来还结婚生子。为了表扬这一显著成绩，树立全县医护人员

榜样，房山县卫生局特别 为医院外科记集体功一次。 

二 

“四大金刚”在为房山县人民群众服务和奉献的同时，也分别有着不同的成长

历程和特色。 

王庆堂，1935 年生于河北省固安县，1958 年毕业于北京市卫生学校，先

学公共卫生后学医士。从 1958 年 9 月分配到房山县医院从事外科专业至退休，

未改行，未离院。1968 年至 1978 年担任大外科负责人、科主任，是医院大外

科的奠基人之一。1959 年他参与友谊医院王鹏大夫主持的房山县医院第一例前

臂骨折内固定手术。1961 年在友谊医院进修普通外科和骨科半年，回院后的当

年 10 月即主刀完成第一例胆囊切除术，第一例剖腹产。1964 年完成第一例子

宫次全切除术。1966 年成功进行了第一例慢性脊髓炎病灶清除术，髋关节结核、

腰椎结核病灶清除术。1974 年以后，在友谊医院医生指导下，陆续开展了胃肠

吻合术，肠切除术，肾及肾上腺切除术，食道癌切除术，甲状腺肿瘤次全切除

术，甲亢甲状腺切除术，脾脏破裂切除术，胃次全切除术，肝脏修补术等手术。

从事外科几十年，手术涉及普外、 骨科、妇产、儿科、五官科各领域。技术精

湛，成功率高。1991 年晋为副主任医师。1968 年起，担任房山县医院副院长

直至 2001 年退休。 

崔鉴，1938 年生于河北省武清县，1958 年毕业于北京市卫生学校。先分

配在北京市急救站工作，同年 10 月份被派往周口店区负责建立急救分站，并带

来一辆急救车，是房山县急救中心的创始人。建站一年后，不顾家人和朋友的

劝阻，放弃回城工作的机会，毅然留在房山县医院。1959 年，为了更好地为患

儿治病，经过刻苦钻研，反复练习，熟练掌握了胫骨髓穿刺和头皮静脉穿刺技

术，以解决无法进行静脉注射的困难，深得患儿家长的赞誉。1972 年在友谊医

院进修神经内科后，开始侧重神经内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1974 年医院成立了

主要收治脑血管病和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内一科，崔鉴是负责人。1975 年又

在宣武医院进修一年，使神经内科的诊治水平进一步提高，成为医院神经内科

的奠基人。  

当时诊断脑梗塞还是脑出血，手段十分落后。辅助检查就靠腰椎穿刺，脊

液中有血液或红血球即诊断为出血性脑病。即使是友谊医院误诊率也在百分之

四五十。崔鉴为了提高诊断水平，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通过细致问诊和查房积



累经验，使自已的诊断符合率不断提高。友谊医院的同行曾对房山的患者说;“你

在房山县医院找崔鉴大夫就行了，不必再往这里跑了。” 

崔鉴 1978 年开始任大内科副主任, 1984 年调出房山县医院, 曾任良乡医院

副院长、院长。1991 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李景周，1935 年生于山东省武城县，1958 年北京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

到房山县医院。初来时还曾去友谊医院进修放射科，也在外科工作一段时间，

1960 年还做过首例肝脏穿刺手术。1971 年医院成立由李景周牵头的中西医结

合慢性气管炎防治小组。1973 年开始对肺心病的防治研究，并参加了北京市肺

心病防治研究协作组。1978 年成立呼吸病研究室，是医院呼吸内科的奠基人。

他主持的《县社队三级结合防治肺心病》项目，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1976 年期间，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收治肺心病人，并推出了“清热解毒”注射

液，临床观察平均病死率为 31.88 ％ , 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在北京市区县级

医院处于领先地位。1982 年参加全国肺心病功能协作组。1989 年成立以李景

周为主任的房山区心肺疾病防治中心，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治也逐步得到发展。

他主持的“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病社区综合防治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病及肺心病人

群防治研究”课题成果填补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空白。他与房山县气象站张广文合

作研究的《气压变化对肺心病发病和死亡的影响》课题，获得 1986 年房山县科

技进步二等奖；1987 年参加全国第五次肺心病专业会议作大会交流；又在 1995

年参加国际环境与生物气象大会进行学术交流，并收入英文版学术论文集。1995

年他与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房山区农民糖尿病流行特点研究项目获得房山区科

技进步一等奖。由于他的医术水平和对房山区医疗事业的贡献，多次被评为市

区先进工作者、 劳动模范, 当选房山县、区政协常委、北京市人大代表。1994

年被授予“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95 年获得“全国第四届地市级医院优秀

院长”称号。 

万连元，1934 年生于河北省固安县，1957 年毕业于河北省通州卫校。毕

业后分配到良乡县葫芦垡卫生所工作，因工作成绩突出，1959 年被评为北京市

大跃进先进个人。1961 年调入房山县医院内科担任内儿组组长。60 年代，他刻

苦钻研自学心电图知识，在诊断心脏病方面高人一筹。他还进修过精神疾病科，

因医院未开展此项业务没有发挥作用。1978 年他在友谊医院进修消化内科专业，

由于他善于理论结合实际，业务水平提高很快。1980 年率先在医院开展胃镜检

查。在此之前，胃溃疡检查主要靠钡餐造影。由于充盈缺损，一些小的病灶往

往检查不出来，漏诊率相当高。胃镜可直视病变部位，诊断符合率大大提高。

当时房山县只此一家，于是声名远扬。他在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消化道疾病

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因此成为医院消化内科奠基人。万连元在其他学科也颇有

建树。1980 年医院成立传染病房，他是第一任负责人。1985-1987 年期间，他

撰写的《虎杖治疗高血脂症 90 例》论文在《光明中医》杂志上发表。他还多次

抢救治疗无自主呼吸的危重病人，深得患者和家属的赞誉。万连元 1978 年任房

山县医院大内科副主任，1984 年任主任，1985 年调出，任房山县中医医院副



院长。1991 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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