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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刚的家在南昌大楼名医

周边漫步

朱仲刚，皮肤病学
家，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朱仲刚教授是国内公认
的、首屈一指的职业性皮
肤病专家，中国现代皮肤
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朱
仲刚的家在南昌路茂名
南路路口的南昌大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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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达公寓
地址：茂名南路   号

与南昌大楼遥遥相对，

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现代

建筑风格，设计者为列文。

其平面沿道路布置，呈现不

规则形状，中间设圆弧形楼

梯，底层为商铺，二至四层为

住宅。立面采用黄色光面

砖，密缝，造型简洁，无多余

装饰，转角立面左右对称，中

部设凸窗。

希勒公寓
地址：茂名南路   、   号

希勒公寓平面呈矩形，

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

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风

格，由法商赉安洋行设计。

立面为釉面砖，有竖向纹理，

浅红色平缝，窗洞周围做仿

石装饰线脚，阳台出挑较大，

形式简洁。

职业性皮肤病专家
1937年，朱仲刚从震旦大学医学

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次年赴法

国巴黎大学圣路易医院学习。1942

年，29岁的朱仲刚回国，13年后出任

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皮肤科主任、

教授。在朱仲刚去广慈医院之前，彼

时的广慈内科由邝安堃教授领衔，尚

未细分出真正意义上的皮肤科，只有

一个越南人兼任着皮肤科医师。朱

仲刚去后，一周看3次皮肤病门诊，

其余时间到震旦医学院用法语教书。

当时，日本人曾经带进来一种被

称为雅司病的皮肤病，起先人们都以

为是梅毒，它在上海及苏北地区迅速

蔓延，带来极大恐慌。朱仲刚通过研

究发现，这种病不是梅毒，但只要有

接触就可传染，其实打一针两针就好

了。1949年之后，朱仲刚便将与工农

大众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性皮肤病

作为了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

朱仲刚研究的第一个职业性皮

肤病是沥青皮炎。1954年夏天，医院

里一下来了六十多个急诊病人，大都

是皮肤暴露部位有红斑且伴有疼痛

以及流泪、呕吐等症状，而且都从事

搬运柏油工作。朱仲刚和他的同事

一起调查研究，首次对沥青皮炎的发

病原因、发病情况和预防措施作了系

统的阐述，制定了预防措施和治疗方

案，并提出了改进沥青的包装盒和加

强对工人的防护的建议，以减轻皮炎

的发生。这一成果获得了卫生部嘉

奖，这也是1949年后广慈医院和上

海第二医学院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

成果奖。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朱仲刚陆

续为炼焦、电镀、印染、筑路、制药、稻

农行业的职业性皮肤病的预防和治

疗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和措施，制成20多种防护油膏及工

业洗手剂，使一大批工人、农民从中

获益。之后的30余年，又对橡胶、塑

料、钢铁、石棉、制药、纺织、香料、染

料等工业系统的职业性皮肤病作了

大量调查，提出防治措施。

南昌大楼名家云集
位于南昌路茂名南路路口的南

昌大楼，原名阿斯屈来特公寓，由外

籍建筑师列文设计，装饰艺术风格，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永安地产公司

投资，1933年竣工，是一栋保姆楼和

公寓楼分开的8层公寓大楼。

1949年阿斯屈来特公寓改名之

后，上海艺术界、医学界知名人士陆

续搬入，除了朱仲刚教授之外，还有

京剧余派老生陈

大镬、整形外科专

家张涤生、钢琴教

育家丁杏仙、胃肠

道专家唐振铎等。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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