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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

治疗成效评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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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

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

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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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目前学术界除对１９４１年日军在常德地区实施细菌战有较多研究外（如湖南
文理学院陈致远教授的系列研究论著），其他专题研究湖南历史上疫灾的论文尚不多见。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４９年）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
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　疫病治疗
１９２２年开始设立的长沙市防疫医院，“以其专为防疫而设，故每年工作，以五月至十月较为繁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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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较众，以此时疫症，往往多于平日，而以七、八、九月为尤甚，故有时昼夜忙迫，犹不足以应付之。故

在此三个月中，于门诊处之外，并另设分诊所三处：一设南门外陶公祠，一设樊西巷弥罗阁，一设北门雷

祖殿，藉便市民，兼期普遍收效。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夏季，以霍乱流行，且于三分诊所之外，另组巡防疫
注射队，派遣医员，分赴各区及岳麓山等处，挨户劝导注射，卒遏疫势之蔓延。至于门诊处，凡属急性传

染病，概予留院，隔离治疗。此两年来之就诊人数，二十二年（１９３３）约七百一十余人，二十三年（１９３４）
约五百八十余人。”［１］７３６虽名曰防疫医院，实则具有防与治的双重功能。

１９３５年二三月间，长沙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湖南卫生试验处于三月一日成立“长沙市预防脑膜
炎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预防事宜，“由湘雅医院担任治疗工作，辟院中四层楼为此项病人诊所，同时

即将预防方法广为宣传，使市民有预防常识。一面由省政府增拨临时防疫费三千五百元，至四月后此病

绝迹”。其时常德也发生此病，卫生实验处处长龙毓莹率医师３月１５日抵常办理防治事宜，半月后此病
肃清［２］５３７。

各县市发生瘟疫上报省府，省政府卫生部门会及时采取措施，派出医疗队或拨发防治药品。１９４６
年１月沅江“北部疫疠流行，日有死亡”［３］，遂向省府报告求援，省救济署即拨发沅江霍乱疫苗，可供
３２８０人注射［４］１０。月省救济署拨发防治药品计：牛痘苗１２．４万份，霍乱疫苗４３万毫升，饮水消毒药
（漂白粉）１３４４磅，治痢药２．８万粒，治疟药２．８万粒，驱蚊药２００６８两，灭蚊幼虫药７９２０两，预防肠热
症疫絉４２．５万毫升，预防斑疹伤寒疫絉１．３７６万毫升［５］。

各乡保发生瘟疫，则由县卫生院派医生前往指导治疗。如１９４８年９月初“零陵和平乡各保人民染
患疟疾者甚多，日有十数人死亡”。县卫生院即“派护士携药品前往防治，治疗疟疾患者５９５人，消耗阿
涤平５３００粒，扑疟母星５００粒，奎宁１０００粒”［６］。同年１０月２９日，浏阳卫生院报告保庆乡八、九两保
因疟疾死亡１２０余人，省卫生处１１月５日即批复：“拟饬该院迅即派员赴驰疫区加强宣导防疟常识，并
发动扑蚊运动及有关环境卫生事宜。”［７］

表１为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湖南省部分县市法定传染病患者治愈率统计表［８］。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湖南省部
分县市法定传染病患者总计发现７２００９人，治愈５５５０５人，治愈率７７１％，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
和医疗卫生条件下可算差强人意。其中治愈率较高的依次为疟疾、回归热、赤痢、伤寒、斑疹伤寒、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和天花，均超过了５０％。治愈率最低的为鼠疫和霍乱。
表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湖南省部分县市法定传染病患者治愈率统计表

年份 种类 霍乱 伤寒 斑疹伤寒 赤痢 天花 鼠疫

１９３７
发现人数 １２６２ ２８２ ０ １９１１ ６５８ ０

治愈人数 １９４ １３０ ０ １２０６ ２４５ ０

１９３８
发现人数 ２１１８ ６７３ １６ １８７８ ６２４ ０

治愈人数 ３０８ ６７ ０ ９４８ ４０１ ０

１９３９
发现人数 ２１３５ １０３２ ０ １３０８ ６５４ ０

治愈人数 ３７３ ３０４ ０ ５８１ ２６５ ０

１９４０
发现人数 ５８６ ８５９ １５１ ３１２４ ８６１ ０

治愈人数 ２２４ ３７５ ７４ ２２８２ ３６５４９６ ０

１９４１
发现人数 １２０ １０７２ ２３ ５１５９ ９０７ ２３

治愈人数 ７６ ８０３ １８ ４６４４ ５０９ ３

１９４２
发现人数 ２４０２ １１３０ １６ ３９２４ ４５８ ２９

治愈人数 １６４９ １１６２ １４ ３７２０ ３７８ ６

１９４３
发现人数 １９１２ １３３０ ５９ ７２２５ ３１９ ０

治愈人数 １５７３ １２２８ ５６ ６８０８ ６１ ０

总计
发现人数 １０５３５ ６４０８ ２６５ ２４５２９ ４５４３ ５２

治愈人数 ４３９７ ４００９ １６２ ２０１８９ ２４３６ ９

治愈率 ％ ４１．７ ６２．６ ６１．６ ８２．３ ５３．６ １７．３

６０１



第１８卷 杨鹏程，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表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湖南省部分县市法定传染病患者治愈率统计表（续）

年份 种类 白喉 腥红热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回归热 疟疾

１９３７
发现人数 １２８ ９４ ４６ ０ ０

治愈人数 ２７ １６ １４ ０ ０

１９３８
发现人数 １８９ １９７ １２６ ０ ０

治愈人数 ６９ ７６ ３９ ０ ０

１９３９
发现人数 ２３２ １１３ ９８ ０ ０

治愈人数 ４１ １３ ３９ ０ ０

１９４０
发现人数 １５５ １９３ ７７ ０ ０

治愈人数 ５０ １１９ ３１ ０ ０

１９４１
发现人数 ７３ ５９ ２２３ ０ ０

治愈人数 ３２ １５ １９６ ０ ０

１９４２
发现人数 ３２ １１ ３６ １６８ ８８４７

治愈人数 ２７ １１ ２０ １５９ ８８３６

１９４３
发现人数 ３４ ２３ ６７ ２７８ １４１６１

治愈人数 ３３ ２１ ５６ ２６１ １４１００

总计
发现人数 ８４３ ６９０ ６７３ ４４６ ２３０２５

治愈人数 ２７９ ２７１ ３９５ ４２０ ２２９３８

治愈率 ％ ３３．１ ３９．３ ５８．７ ９４．２ ９９．６

２　水旱灾害之后的疫病防治
瘟疫防治往往配合水旱等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灾活动进行。如１９３５年全省水灾惨重，“迄大水既

退，魼秽泥浊，被阳光熏蒸，以致各县疫疠丛生，死亡枕籍”［２］５７７。“被灾各县，居民多患疾病”。湖南水

灾救济总会深恐疾疫蔓延，特饬卫生组（湖南卫生实验处兼办）组织工作队四队，“于７月２１日分别出
发被灾各县实施诊治工作，以一个月为期”，“除诊疗疾病外，并实施环境卫生，如清洁街市，疏通沟渠，

饮水消毒，以及厕所粪便之料理”［２］５３８。卫生工作队第一次每县携带济世仙丹３１２包、济世奇方７０８包、
叶公活人丹１１２５包、疟疾圣药１２０８包，分赴益阳等１０县。第二次每县携治疟疾丸８００袋、治痢疾丸
２４００袋，分赴常德等３县，第三次每县携治痢疾丸１００袋、治疟疾丸６０袋、救济水１７００瓶、雷击散５００
包、人丹１００包、如意油１００瓶，赴沅江等６县［２］５７７－５７８。其治疗工作成绩如表２所示［２］５３８。

表２　１９３５年湖南水灾地区卫生工作队医治患者统计表

队名 地点 疟疾 痢疾 流行性感冒 外伤 其他 总计

水灾难民巡回医队 省会 ３６ ８５８ ９８ ２０６ ２２９９ １４２７

第一卫生工作队

常德 ８１６ １１６８ ３７９ ２４９ １３２９ ３９３５

汉寿 ９８ ４１０ ４２２ ３１２ １２７９ ２５１１

益阳 ３２８ ３３９ ５５７ ２９０ １５１１ ３０２５

第二卫生工作队

沅江 ２３５ ８３３ ２７６ ３８７ １６４２ ３３７３

南县 ２０５ ４５４ ７００ １７８ ４６８ ２００６

华容 ５０５ １７２９ ２０５ １２６ １１５２ ３７１８

第三卫生工作队

澧县 ３２８ １５５２ ２９１ ２１２ １３６７ ３６５０

石门 １５９ ９０６ ３６９ ４９４ １５９４ ３５２２

安乡 ４８４ １３２８ ５３８ ８４３ ２９８８ ６１８１

第四卫生工作队

岳阳 １０７９ ８２１ ６２５ ７７ １４１８ ４０３０

湘阴 ９９０ ７２７ ４５０ ３３７ １６５５ ４１６６

临湘 ９１９ ３３３ １５９ ３１８ １７７７ ３４０６

　　以上各队自７月２１日至８月２０日止，共治疗４５０６０人，其后又由湖南卫生实验处代行政院卫生署
组织巡回医疗队，继续办理防治事宜，自９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２２日，共治疗８３３４人（见表３）［２］５３８－５３９。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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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３５年湖南水灾地区巡回医疗队医治患者统计表

医疗队 县别 疟疾 痢疾 流行性感冒 其他 合计

第一医疗队

澧县 ２９６ ２５８ １６６ １７９ ８９９

汉寿 ２９６ ２７４ ２２０ ２９１ １０８１

益阳 １１９ １０５ ８１ ２６２ ５６７

湘阴 ２１４ ２０９ １３０ ２０５ ７５８

第二医疗队

沅江 ２７１ １９２ １８４ ５４６ １１９３

南县 ５１７ ３５０ ３０３ ４１０ １５８０

华容 ４７０ ３３３ ２３６ ３５２ １３９１

安乡 ３１２ ２５７ １９５ ９７ ８６１

尽管这一时期疫病的治愈率并不理想，施医送药未能惠及每个患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毕

竟采取了较为有力的防疫治病措施，挽救了不少生命。以１９４０年为例：６月发现霍乱，全省设立１２所
隔离病院，１０所检疫所。由于措施得力，全年仅发生病人４２５例，“十月中旬疫情肃清”；平江九十月赤
痢流行，“经检发赤痢血清迅予救治，旋告扑灭”；年底“武冈发现脑脊髓膜炎，经检发大量血清极力防

治，幸未蔓延”；湘乡发现白喉数例，当即赠予白喉血清，“卫生院防治得力，未致流行”；在疟疾严重的通

道、靖县、茶陵、酃县、浏阳等县发疟疾丸６万余粒，全省发出牛痘苗２００万份。这些举措有效控制了
疫情［９］。

３　不利因素制约瘟疫防治疗效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疫病治疗也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包括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

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仅以卫生经费为例，即可窥见一斑。表４为１９２９～１９４８年湖南省
卫生费支出情况表［１０］９６６。从表中可知，湖南省政府支出的卫生经费很少，除１９４１年由于常德地区发生
鼠疫，为防御鼠疫而使得该年卫生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超过２％外，绝大多数年份不到地方财政支出的
１％，加上法币不断贬值，各地更无力有效开展防疫病防治工作。

表４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年湖南省卫生费支出情况

年度 币制单位 省地方财政支出数 卫生费支出数 卫生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１９２９ 银元万元 １４５１．４ １２．２ ０．８４
１９３０ 银元万元 ８２７．３ ８．１ ０．９８
１９３１ 银元万元 １１５７．８ ６．４ ０．５５
１９３２ 银元万元 ２４４５．６ ８．９ ０．３６
１９３３ 银元万元 １５２７．８ １９．７ １．２９
１９３４ 银元万元 １５２７．３ ２３．４ １．５３
１９３５ 法币万元 １７２９．７ ３０．０ １．７３
１９３６ 法币万元 ２５０２．８ １４．３ ０．５７
１９３７ 法币万元 ４７１４．７ １０．９ ０．２３
１９３８ 法币万元 ２０７５．５ ８．６ ０．４１
１９３９ 法币万元 ６９５３．３ ８．２ ０．１２
１９４０ 法币万元 ４９８２．１ ２７．３ ０．５５
１９４１ 法币万元 ８６８６．４ １９０．１ ２．１９
１９４５ 法币亿元 ３７．２ ０．１ ０．２７
１９４６ 法币亿元 ３２１．５ ０．５ ０．１６
１９４７ 法币亿元 １４６０．９ ４．８ ０．３３

１９４８（上半年） 法币亿元 ６００８．５ ６．５ ０．１１

　　注：缺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度的卫生费支出表。

表４显示了卫生经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但没有反映卫生经费中专门用于瘟疫防治经费的
情况。我们有幸从湖南省档案馆查到一份１９３４～１９４６年湖南省卫生经费统计表［１１］，兹录于此（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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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９３４～１９４６年湖南省卫生经费统计表

种类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省
　
　
　
款

省卫生机关经常费 ２７３０７ ３５１２１ ５９１６０ ４２１６９ １６７３４ ３５３６８ ８７２９８ ２１００７２
省卫生机关临时费 ５９３００ ５４７８５ １２２４５ ２９６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 ２９７７２５ ２３３７３５３
各医院经常补助费 ８５５４０ ８５５４０ ３９４８０ ３９４８０ １２０５４ ２１０６４ ３７７６４ ４５５６４

防疫费 ８１０８ １０７３８ ３１２４ ３０５０ ４５１７０ ７３４０５ ８９５６８ ２１８６１６
县卫生院所开办费 ７２００ ８４８１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８１８９０
县卫生院所经常费 ８５４０ １１７６０ ３２５６０

小计 １９５９９５ ２０６４２５ １１４００９ １３３３０５ ８３９５８ １８６４８７ ５９４２４５ ２８１１６０５

县
　
　
市
　
　
款

市卫生院经常费

市卫生院临时费

县卫生院所开办费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 ７０１６８ １６５８１４
县卫生院所经常费 ２１００ １４１００ ５４４１０ ２７２０５ １０１８７８ ２５３２２０ ７０７２１４
县卫生院所临时费

小 计 ３１００ １４１００ ５４４１０ ２７２０５ １１３４７８ ３２３３８８ ８７３０２８
中央补助费 ９２４８ ２５８５３６ １１１６８０
其他

总计 １９５９９５ ２０９５２５ １２８１０９ １８７７１５ １１１１６３ ３０９２１３ １１７６１６９ ３７９６３１３

表５　１９３４～１９４６年湖南省卫生经费统计表（续）

种 类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合计

省
　
　
　
款

省卫生机关经常费 ８６５９６７ １５３３８０６ ９０７８０３ ２６９３４８４ ４５８１０００ １１０９５２８９
省卫生机关临时费 １６８３３２０ １５８３０１５ ７８４００４ １１７６００６ ５３２２０００ １３３５２６４９
各医院经常补助费 ３８２０５ ６５７５６ １４６９１２４ ５２６７７５８ １３９３９０００ ２１１４６３２９

防疫费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１７７９
县卫生院所开办费 １３７３７１
县卫生院所经常费 ５２８６０

小计 ３６８７４９２ ３４８２５７７ ３９６０９３１ １０３３７２４８ ２５０４２０００ ５０８３６２７７

县
　
　
市
　
　
款

市卫生院经常费 １５４８００ １７３５２０ ３３８３２７ １７５４８９９０ １８２１５６３７
市卫生院临时费 ２１８８００ ８９００００ ７６９８０００ ８８０６８００
县卫生院所开办费 ７３７８１１ ９８６３９３
县卫生院所经常费 １５９８０５９ ５９７９１４１ ８７０７６９３ ７９８６９２５４ ９７３１４２７４
县卫生院所临时费 ４３０７０５ ２５８７６８４ １７５０４５３６ ２１２２２９２５

小计 ２４９０６７０ ７５０２１６６ １２５２３７０４ １２２６２０７８０ １４６５４６０２９
中央补助费 ４４０００ ２７０７６４ ６９４２２８
其　他 １００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００００
总　计 ６２２２１６２ ２１３４５５０７ ３９６０９３１ ２２８６０９５２ １４７６６２７８０ ２０８１６６５３４

　　说明：１９４３年各市县经费因本省沦陷卷宗遗失无从查填。

表５与表４差异很大，因不知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所编《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上述材料出自何
处，故无法作出判断。但此表反映出，历年湖南省卫生经费本极有限，防疫费又仅占省款的９９％，可怜
至极，与动辄上十万、百万的疫病患者比较确为杯水车薪。试举数例：

１９３３年平江“疫疠流行，疟痢并举”，估算全县患者约７２０００人，另有疟疾重灾区长庆供桥一带尚
未计入。使用治疟特效药金鸡纳霜每磅可治３００人，７２０００名患者需２４０磅，仅此一项即需１万元。湘
雅医院医师赴平江疫区调

"

后建议联合各区区长呈报县长向省府求援，募款救治，集中经费购买金鸡纳

霜及红色补丸，派人入乡村挨户送诊。但据表５，１９３４年全省防疫费仅８１０８元，怎么可能拨给平江一
县１万元呢？［１２］其结果如同该县１９３７年的情况一样：“县府令饬卫生院派员驰赴该地诊断，该地人民太
苦，无钱买药，院方为经费所限，不能施药，为之奈何？”［１３］

南京国民政府历年对湖南购买霍乱、牛痘疫苗均有补助，自１９４３年度起中央不再零星补助，本省亦
未将疫苗费另行列入预算，而由４０万元防疫费中开支。根据往年统计，全省需霍乱疫苗３万瓶，每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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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４０人，也仅能注射１２０万人，只及全省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而购３万瓶疫苗则需１０５万元，超过
防疫费２．５倍。何况４０万元防疫费还要办理检疫站及购买其他防疫药品及材料，不可能全部用来购买
霍乱疫苗。由于经费“不敷实属过巨”，只好将疫苗减至５０００瓶分发使用，其余部分由各县市自行解
决，防治效果大打折扣［１４］。

经费短缺，造成缺医少药，严重影响疫病防治。１９３５年湖南省长何键以本省疫情不亚于鄂省，中央
虽拨款７０００元，“惟灾区广大，病民众多，杯水车薪，不敷应用。”［１５］３４１９４２年会同县分设若水、堡子、朗
江、广坪、永安等卫生所，一年后，因经费困难，全部撤销［１６］８。１９４３年茶陵溪水乡“因牛痘苗有限，未能
普遍施种，乃至天花成灾，遍及全乡。”［１７］６１０

４　结语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及社会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湖南历史上饱受瘟疫的蹂躏。民国

以前的政府和社会也采取过某些应对措施，但由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作

用有限，民间则寄希望于神护佛佑，“死生有命，存亡在天”。民国时期，在现代西方医学和防疫观念的

影响下，湖南省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防疫体系。尽管受到当时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

政局纷乱、财政拮据、卫生防疫经费投入非常有限，使得所采取的措施成效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瘟疫肆

虐、疫灾横行，湖南省及各县市地方政府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应对，采取了多种有效的防疫措施，尤其是公

共卫生建设的推进，虽然还远未能满足民众防疫治病的需要，但基本控制了疫情，减少了死亡，瘟疫防治

对兵燹连年、水旱自然灾害不断的湖南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时期，湖南没有爆发大

规模的瘟疫流行，发生的疫灾均在可控范围，功不可没。民国时期湖南省公共卫生和现代化防疫制度的

建立，使以往应对瘟疫主要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局面逐渐改变为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多方面协同努力，

旧时瘟疫发生时的被动、消极应对逐渐改变为重视预防、防治结合的科学应对，对民众防疫观念和行为

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民族独立，消除战乱外患，彻底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改善民生才

是防止疫灾频繁暴发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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