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早期医疗卫生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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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 世纪末%中国大陆东北部的哈尔滨依然是传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区域&

NY\Y 年中东铁路修建%其g欧亚大陆桥g和东北铁路网的交通枢纽位置加快了哈尔滨的发展%国外人

员和资本涌入%至 TO 世纪 PO 年代%哈尔滨已拥有 N\ 个国家的领事馆%TO 多个国家的侨民近 NO 万

人& 在这个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国际性城市%西医快速传入和传播%为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发挥了

突出作用%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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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NUOOYN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对于哈尔滨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国内外可借鉴

的文献比较丰富& 历史学硕士邵华的学位论文

#NY\YGN\PN 年哈尔滨早期现代化研究$

8N9

%把哈尔

滨现代化发展历史分为早期现代化)中期现代化和

后期现代化 P 个阶段%!早期"系指 NY\Y 年中东铁

路的修建到 N\PN 年!九一八事变"PO 余年时间& 笔

者拟追溯哈尔滨这一历史阶段的医疗卫生发展进

程%以汲取经验%提供借鉴&

哈尔滨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点形成于旧石器时

代晚期%而!城市"出现却是在金朝建立前后& 当时

哈尔滨地区的社会)经济有过空前的发展%居民居住

区集中在运粮河)何家沟)马家沟和阿什河河流沿

岸& NTPV 年蒙古灭金之后%这里繁荣的城市生活嘎

然而止8T9

& 清初%旗人入关后东北封禁%导致了哈

尔滨地区人类文明大倒退%道光年间东北驰禁%呼兰

河下游和阿什河沿岸一带才有大批人丁移入%来自

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纷纷到此垦荒和从事渔牧业

及手工业生产%村屯数目逐渐增多%有的已经逐渐形

成乡镇规模& 清政府 NY\Y 年测绘完成的#黑龙江

舆图$记载%当时在哈尔滨一带已建立了近百个村

落%哈尔滨则是这近百个村落中的一个%地临松花江

南岸的滩地上%人口极其有限8P9

& 根据有关资料记

载%当时哈尔滨的人口状况是/!田家烧锅"周围有

TOO 余户人家%约 N TOO 余人*秦家岗!乃久无人迹

之地%丘陵起伏%茅舍三五"%人口有限*埠头本是低

洼的江滩%路径崎岖%人烟稀少*傅家店 NY\O 年前后

形成村落%到 NY\Y 年已有二三百户人家%约 T OOO

人左右8P9\

&

NY\R 年%清朝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御

敌互相援助条约$%沙皇俄国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吉

林)黑龙江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确定以

哈尔滨为中东铁路东西和南北交叉的枢纽%同年 R

月 \ 日%俄国把中东铁路局从海参崴迁到哈尔滨%从

此哈尔滨成为中东铁路中心& 沙俄当局把香坊'田

家烧锅()秦家岗)埠头划入哈尔滨的地域范围之

内8P9

& 之后沙俄政府为了满足侵略扩张的需要%不

断扩大征用土地%并把哈尔滨划分为老哈尔滨'今

西香坊()新市街'今南岗一部分()埠头'今道里一

部分()马家沟'今南岗一部分()兵团村'今西大桥

一带()卫戌医院村'今王兆屯车站一带()桥头村

'今道外八区(和阿列克耶夫村'今铁路印刷厂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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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等 Y 个区%为中东铁路附属地%属沙俄势力范

围%也成为俄国大批勘察)气象等方面专家)制材)机

械规划)建筑等方面技术人才和工人的聚居中

心8P9\

&

中东铁路修建前%哈尔滨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是

一个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小渔村%人口只有

P OOO ]U OOO 人& 中东铁路修建后短短 PO 多年的

时间里%人口迅速增长%城市现代化进程迅速加快%

其医疗卫生事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时期&

笔者分别从卫生行政机构沿革)中医的传入和发展)

西医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卫生防疫与中国公立医院建

立 V 个方面% 对 NY\YGN\PN 年间哈尔滨的医疗卫

生情况进行梳理讨论&

879卫生行政机构的沿革

由于哈尔滨地区的行政建制较为特殊'N\TN 年

以前%哈尔滨划分 T 个地区%分别由清政府和中东铁

路局管辖*N\TN 年以后%中国政府收回了中东铁路

管辖地区(%其卫生行政机构的沿革可分为 T 个阶

段&

87898HKH+8K:8 年哈尔滨卫生行政机构

中东铁路开工之后%随着沙俄当局征地范围的

不断扩大%哈尔滨地区江南一带原属清朝政府地方

机构管辖的区域仅剩傅家店& 而在清朝时期的哈尔

滨施政机构中%没有专门管理卫生的行政机构& 直

至 N\NO 年%清政府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在滨江厅设防

疫局%N\NT 年%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在哈尔滨成立%

N\TN 年%组成滨江地方卫生局%清理城区垃圾)沿江

秽物%管理公共卫生事宜8V9

&

中东铁路附属地在 N\OO 年就开设公共卫生机

构%由 P 名医官)V 名助手和 TO 名警士组成8P9\

&

N\OP 年%中东铁路管理局先在哈尔滨组成!城市公

共事业管理委员会"%对哈尔滨进行管理%包括卫生

方面& N\OQ 年 V 月 T 日%中东铁路公司决定设立民

政处%下设卫生兽医部门& N\OY 年%哈尔滨自治公

议会举行会议%此后%中东管理局民政处把卫生事务

移交给自治公议会管理'该机构管理俄国划入铁路

附属地的新市街地段的 YSNO%共 V PUY O\O 平方米%

埠头区地段的 \SNO %共 P VRQ PVV 平方米为辖境%总

面积约 Q7Y 平方公里(%其余的香坊)顾乡屯)八区)

正阳河等地区%仍由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直接管

辖8R9

& N\O\ 年%哈尔滨市公议会决定%设立医务卫

生局%办理公共卫生事宜& 局内设事务)检验)防疫

P 部& N\TO 年%经市公议会决定%哈尔滨市董事会设

置卫生科%管理全市卫生事务8U9

&

87:98K:8+8K;8 年哈尔滨卫生行政机构

N\TN 年 T 月 U 日%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成

立%收回原中东铁路局掌管的地方行政& N\TR 年 P

月 PO 日%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发布第 NO\T 号公

告%宣布解散被俄国人把持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及

其董事会%V 月 N 日成立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

隶属东省特别区%其辖境为原哈尔滨自治公议会所

辖范围8U9

& N\TR 年 R 月 NQ 日%哈尔滨实行自治%埠

头区%新市区划归哈尔滨特别市管辖%NN 月 N 日%哈

尔滨特别市政局成立%并设置卫生科%下设检查部)

防疫部& 检查部检查饮料)食品)街道庭院)菜坊)酒

肆)旅馆)浴场)剧院)妓院及娱乐场所的卫生*防疫

部负责卫生宣传教育)生育统计)传染病来源调查和

预防(%N\TQ 年%防疫部)检验部合并为保健股8P9\

&

N\TY 年滨江市政筹备处成立%内设第三科社会股管

理卫生%具体负责慈善公益的管理和取缔*公共卫生

的指导宣传*医院)市场)商店的检查和取缔*中西医

术营业和取缔的有关事项*中西药品营业)检查取缔

及化验的有关事项*传染病预防的有关事项*督促牛

痘注射的有关事项*人民保健及死亡检验有关事项

等8U9

& N\T\ 年%将保健股改为卫生检验所%设救护

队)消毒队)秽物处理场%共有医官)检查员)消毒员

PQ 人8V9

& N\PN 年%市政局各部改组卫生科%设置保

健股)医药股)化验股%同时撤销卫生检验所8U9UR

&

:79中医的传入和发展

金收国元年'NNNU(%在哈尔滨地区定居的女真

人%有养猪食肉)用猪脂涂肤以防治冻疮和皮肤皱裂

的习俗8U9UR

& NRVV 年%呼兰)阿城一带%百姓患病多

请!萨满"医治%#黑龙江述略$称/!巫风盛行%家有

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相

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 云病由某祟%飞镜区之%向

病身按摩数次痊愈& 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

异"

8R9

& 直至清代末年%清政府向东北地区移民%促

进商业)矿业兴起%才有关内中医来哈尔滨地区行

医%哈尔滨地区中医中药萌生%开始是以!走方医"

的形式%背囊挟裹%流动于民间%走街串巷治疗一些

小伤小病%后来逐渐发展为!坐堂医"和个人开设中

医诊所8U9\N

& 如 NYQ\ 年%回族中医刘凤翔于哈尔滨

开办!明善堂"眼科诊所8Q9

& N\OP 年%吉林省吉林市

世一堂药铺在尚志大街开业%这是道里区最早的中

药店%之后又在今道里区西十道街开办分店8U9\N

&

N\OV 年%又有永德堂)春和堂%分别在今道外区靖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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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街和太古街开业& 由于这些中药铺的先后开

业%道外区始有坐堂医%一些名医相继来此开诊%他

们有渊博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高

仲山的内科)韩百灵的妇科)高式国的经典研究)冯

金封的外科)陈占魁的骨科%都有很高的造诣8Y9

&

N\OV 年以后%随着中医中药业逐步形成与发展%从

医者先后发展到 NOO 余人8NT9TN

& N\NT 年%王之林在

洁净街 TR 号%创办南岗区第 N 家中医诊所GGG!济

生堂"

8\9

& 同年%义顺堂在安埠街 \N 号建立%有职

员)店员各 N 人%资金 N \NT 元'哈大洋(

8NO9

& N\NT

年%辽宁锦县人任郁洲最早来到平房义发源屯开业

行医%立号广济中医诊所8NN9

& N\N\ 年%鲁子清在吉

林街开设福寿堂中医诊所8\9

& N\TP 年%湖北红安县

人黄少卿在乔家窝堡开设了黄少卿中医诊所%主治

内)外)儿科等病症8NN9

& 此后还有阿城人关瑞亭在

平房屯开设的瑞亭诊所%双城县人赵殿祥在大乔家

窝堡开设子迁诊所%肇州县人韩光复在平房火车站

附近开设的韩光复诊所%湖北红安县人江善承在平

安村正黄旗二屯开设的连善中医诊所8NN9

& N\PT 年

统计%仅傅家甸'道外区(共有个体行医和坐堂医 VO

多人8Y9

& TO 世纪 TO 年代末%哈尔滨市已有中药铺)

中医诊所)中医院百家之多8U9\N

&

;79西医的传入及其发展

西医传入哈尔滨始于 N\ 世纪末%俄国和欧洲一

些国家的西医来此为铁路员工治病行医& N\OO 年%

俄国人在哈尔滨火车站东南处秦家岗医院街 PQ 号

'今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 NU 号& !颐园"取医院谐

音(修建的中东铁路中央医院竣工%占地 Q7T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UU \OR 平方米%由 TO 多栋房屋组

成& 该院由俄国医学博士雅信斯基任总医师%中国

医师李梦夫任副总医师%门诊设 NO 个观察室%住院

处有 R 个病房%设床位 TYO 张%工作人员 NRQ 人'大

多是俄国人(%这就是哈尔滨最早的由俄国人创建

的公立西医医院8U9PQ

& N\NP 年 \ 月 \ 日%哈尔滨市

董事会接收中东铁路俄国妓女疗养院%改称哈尔滨

市董事会第一医院%地址位于秦家岗邮政街与一曼

街之间%占地 PP YYR 平方米%设病床 RU 张%门诊设

内科)外科)传染科%N\NY 年%市立医院添设妇科%

N\TV 年%市立医院添设产科%N\TU 年%市立医院添设

皮肤花柳科8NT9

& NY\YGN\PN 年间哈尔滨创建的西

医医院还有若干所'表 N (&

表 N!NY\YGN\PN 年哈尔滨创建的西医医院

建立日期 医院名称 医院地址

N\NN 年 U 月 TN 日 哈尔滨俄国红十字医院 道里地段街

N\NN 年 NT 月 哈尔滨俄侨私立第一齿科学校'附设牙科医院( 道里中央大街

N\NR 年 NN 月 NV 日 哈尔滨市立产院 道里水道街

N\TQ 年 R 月 NQ 日 东省铁路护路军军医院 王兆屯

N\TY 年 Q 月 TO 日 哈尔滨医院 道里中国六道街

N\T\ 年 哈尔滨俄侨私立第二齿科学校'附设牙科医院( 道里石头道街

!!N\OP 年前后私人西医医院开业的有俄德医院)

郭鲁别夫医院& 之后陆续开诊的有俄国红十字医院

和特区医院8U9VP

& N\NN 年%俄国人在西巴扎市'现复

华街一带(%成立秦家岗医院8\9

& 同年%犹太人恩.

埃斯.拉赫里在义州街'现奋斗路(开设拉赫里药

局8\9

& 从 N\TN 年开始筹建犹太医院%直到 N\PP 年

NN 月 U 日正式开业%医院位于埠头区东商市街'今

哈尔滨 道里区西五道街 PV 号(%占地面积 UTO 平方

米%建筑面积 \RO 平方米%医院设有手术室)外科)内

科)放射线科)口腔科)药房及化验室%可接收 TU 人

入院%医院的医生大多是犹太人8U9PQ

& N\N\ 年%俄国

人在邮政街与阿什河街拐角处%开设福罗夫牙科诊

所8U9PQ

& N\TR 年仅道里区就有外侨开设的诊所 RT

处'表 T(

8\9

&

除了大型的公立医院和部分私立医院外%还有

为数不多的教会医院%如/N\OV 年%英国人余克信在

呼兰开办基督教医院8U9PQ

*N\NT 年%英国苏格兰教会

牧师毕德治%在阿城西岗子开办博济医院%设内科)

外科)产科%病床 PO 张8U9PQ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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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N\TR 年道里地区外侨医生开设的诊所

医师姓名 科别 诊所地址

阿依恩国林 日本街 NV 号

阿杰里那阔夫满 妇产科 斜纹街拐角 V 号

阿林金 五官科)性病 面包街 Q 号

列尔拉德司基 皮肤)传染)性病 商市街 Q 号

所集司满 透笼街)中国大街

波鲁协尔 皮肤)传染)性病 药铺街 PQ 号

本吉阔夫 中国大街 N 号)新城大街

约合洁尔 内科)儿科)理疗 贸易街 NT 号

约尔执比次基 皮肤)内科)传染 中国大街对 NT 道街口

周阔乌斯基 五官科)内科)外科 俄国街 Y 号

里也'日( 妇科)内科)传染科 田地街 U 号

依杂克依依 眼科 工厂街 NO 号

阔执乌泥阔夫 内科)儿科 斜纹街 TP 号

盖外'日( 性病)皮肤 水道街 T\ 号

阔列聂夫特 内科)性病 商市街 V 号

克里窝鲁医阔 妇科)皮肤科 药铺街 N 号

协米也夫 内科)儿科 短街 NP 号

毛诺士转 妇科)内科 商务街 TO 号

敖格罗博里娜'女( 妇科)儿科 马街 Y 号

坡儿村 皮肤)内科)性病 商市街 Q 号

包包夫 内科)性病 保险街 NV 号

怕土生司磕牙 妇科)内科 中国大街 PN 号

克阿冈 皮肤科 马街 NT 号

阔列鲁饮 内科)儿科 斜纹街 PQ 号

列士你克 性病)内科 商市街 PU 号

连次乃尔 内科)五官科 面包街 PR 号

米和列夫 妇科)儿科 面包街 V 号

马金 妇科)儿科 地段街洛西牙客栈

盘医士 内科 沙曼街中国大街拐角

杯沙活夫 面包街 U 号

坡尔特也尔 妇科)儿科 俄国街及新成大街拐角

拉金娜'女( 内科)性病 道里八杂市街 V 号

镇那列夫 眼科 田地街 \ 号

数而知阔瓦'女( 妇科)外科 商市街 P 号

斜面道夫士及 妇科)内科 俄国街 Y 号

锡福来 内科)妇科 商市街 NO 号

沙为次及 内科)妇科)性病 马街 NN 号

铁列古克夫 皮肤)内科 八杂市街 V 号

梯赤也尔 儿科 第四趟街 Y 号

法伊尼次基 皮肤科)性病 面包街 NT 号

克夫斯曼 皮肤)内科)性病 炮队街 \ 号

法窝尔士基 内科)皮肤)性病 外国六道街

黑碗 内科)性病 三趟街 NP 号

黑里斯田阔 内科 沙曼街 TQ 号

吉罗夫副医 皮肤)性病 中国大街里木旅馆 V 号

伯格达诺夫列医 皮肤)内科)妇科 水道街工厂街拐角 V 号

起依夫父子合组分行奉天 地段街 UQ 号

什事克罗特 残废用器 药铺街 N 号

马尔杰金沃尔洛维'德( 牙科 满洲火磨院 N 号

鲁滨什铁依那 炮队街 PN 号

车拉和沙耶夫 外科)内科)妇科 马街 Y 号

寿立铁依司 内科)外科)妇科 石头道街 VY 号

牙次金 皮肤)内科 马街 T 号

吉今诺夫器古医 索博街

产克 产科 斜纹街 UQ 号

起活米罗瓦北立那 产科 面包街 U 号

道不立满 牙科 商务街 PP 号

米海依洛司托尔七洛 牙科 田地街 TT 号

其保维依德国牙科 牙科 保险街 NT 号

拉道民司克牙 牙科 药铺街 PN 号

巴国尼那 牙科 宽街 NR 号

福立得里哈别浦列格里尼 牙科 宽街 R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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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9卫生防疫与中国公立医院建立

N\ONGN\NN 年哈尔滨第 N 次鼠疫大流行%其原

因是由从疫区'当时俄国的贝加尔州大鸟利亚爆发

鼠疫(回国的 T 名中国木工传入%之后中国的东北)

山东)河北等地爆发流行& 哈尔滨市第 N 例病例出

现在 N\ON 年 NN 月 \ 日%N 周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

在滨江厅组成防疫局%于驷兴为总办%谭兆梁为坐

办%宋春熬为会办& 对傅家甸!严绝交通%厉行隔

离"& 同时%俄方的市公议会开会讨论防鼠疫问题%

向俄京彼得堡请拨防疫用品& NT 月%鼠疫猖獗%每

日死亡不下百余人%法籍医生摩赛尼也染疫而死%中

外居民十分恐慌& 此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

国医生伍连德博士奉清政府之命来到哈尔滨指挥防

治鼠疫& 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滨江厅分防司

同知章绍洙%因!防疫不力"%先后被撤职& 疫情到

N\NN 年 T 月扑灭%发病者共 U R\P 人%无一幸存& 毗

邻阿城县发病 N Q\U 人%全部死亡8U9VP

& 为商讨防疫

事宜%世界防疫专家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会

议通过的决议中有 P 项是关于建立防疫机构与医

院& 清政府采纳各国专家建议%拟设哈尔滨)三姓)

拉哈苏苏)瑷珲)胪滨'满洲里(等 U 处防疫医院8NP9

&

哈尔滨滨江医院于 N\NN 年 \ 月动工建设% NT

月 NR 日开诊%医院分为东西 T 个院落& 西院的建筑

为办公和普通病房%以及容纳 VOO 人的检疫病房&

东院有安置 PO 个疑似病人和 VO 个鼠疫患者的隔离

病房%每人 N 个独立房间%初建时均为平房& 后在西

院陆续兴建了 P 座新式楼房& N\TO 年%N 座现代化

办公大楼落成%可临时作为实验室和手术室& N\TT

年%又 N 座 P 层大楼建成%用来收治普通病人& N ]T

层各有 T 间病房%P 层 V 间病房%共 VU 张病床%还有

设备先进的手术室)@线摄像室等%这座造价 P 万元

的建筑就是现存的滨江医院旧址& N\TV 年%又建成

现代化的大楼%实验室)图书馆和博物馆各得其所&

这些安装了蒸汽供暖和供排水系统的新式楼房%在

当年付家甸低矮的建筑中如鹤立鸡群& N\TR 年%在

东院兴建了 N 座模范鼠疫病房%便于更准确地观察

和治疗病人%以及最大程度地保障医务人员的安

全8NV9

&

滨江医院建立后%先后又建立了宏仁)北洋和庆

生等一些较正规的医院& 虽然这些医院设备都比较

简陋%但却也在疫病流行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宏仁医院于 N\NY 年 \ 月 N 日在四家子'现道外

靖宇十六道街哈尔滨第四医院(开业%院长陈子宣&

该院是哈尔滨市第 N 家由中国人开办的西医私人诊

所8U9VP

&

北洋医院于 N\TO 年 T 月 N 日在道外公园附近

成立%有楼房 PO 余间%设有内科)产科)儿科)外科)

花柳科)五官科)眼科%聘请医学博士李敬恒)赵振铭

为主任8NT9UU

&

庆生医院于 N\TO 年 Q 月 N 日在道外平康里开

业%赵子庆任院长%有房屋 PO 余间%分 Q 个科

室8NT9UU

&

慈善医院于 N\TN 年 N 月 TP 日在道外七道街开

诊& 由绅士富商筹款%捐赠药品8NT9UU

&

吉林军医院于 N\TT 年 R 月 N\ 日%由吉林军驻

滨江第六旅在道外十四道街设立8NT9UU

&

仁寿医院于 N\TT 年 NT 月 NO 日开业& 由南满

铁路贷款%中日合资在道外六道街开办%院长钱石

樵)副院长屈江8NT9UU

&

大陆医院于 N\TQ 年 R 月 TY 日在道外景阳街开

设8NT9UU

&

大成祥医院于 N\PO 年 V 月 N 日在道外许公路

'景阳街 NP 号(开诊& 其宗旨是从事慈善事业%施

医施药%只收挂号费%不收药费8NT9UU

&

这时期除上述医院%还有一些个体行医和私人

诊所%如 N\NY 年%中国医学博士陶菊溪在外国六道

街创办中西医院8NU9

*N\TY 年%孔宪武自办孔氏医院

'在中国三道街(

8NR9

&

G79哈尔滨早期医疗卫生特点

G789发展较为迅速

NY\Y 年%哈尔滨仅是一个拥有 P OOO ]U OOO 人

的非中心地区%当时该地区的医疗主要依靠蒙医)中

医及回族医生 & 中东铁路和哈尔滨大规模的城市

建设同期动工%大批劳工从四面八方进入哈尔滨%

NY\\ 年哈尔滨人口已达 V 万人以上& N\OP 年中东

铁路建成通车%哈尔滨人口达 Q 万之多& N\OQ 年哈

尔滨开埠通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使哈尔滨人口迅

速增长至 NO 万人%至 N\NN 年%哈尔滨人口已超过

NN 万人8P9\

& 东清铁路建成后%哈尔滨已发展成为

近代都市和交通枢纽%这时无论是中东铁路的俄国

人)各国的侨民%还是中国的劳动者%都迫切需要解

决医疗问题%城市卫生问题也迫在眉睫& 各相关国

家分别自筹资金建立医院%以解决自己民众的医疗

问题& 通过各个医院的建立情况可以看出%雄厚的

财力支持是哈尔滨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首要原

因%如中央铁路医院的建立和筹备仅仅用了 N 年时

间%而犹太医院的建立却用了 P 年多的时间%因为犹

.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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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院的资金是通过犹太贫病患者救济会在哈尔滨

犹太社区中通过募捐筹集的& 其次%人才的引进%城

市进程化的加快及优厚的收入%也促使许多医生来

哈尔滨行医%如留学美)英)法)日等国的医师伍连

德)林嘉瑞)陈永权)孔宪武)李希珍等人%以及 TO 世

纪 TO 年代后期毕业于南满医学堂的医师阎德润)张

柏岩)郑宝琛)杨振国)刘凤石)贾连元)石增荣等人%

都先后来哈尔滨行医& 另外%重大疫情的爆发%也促

使清政府加大了对哈尔滨医疗卫生的投入%东三省

总督赵尔巽拨出奉天库银 NV 万两'TN 万元(作为开

办费%其中 U 万两用于建设滨江医院8NQ9

&

G7:9西医作用突出

西医发挥突出作用%与哈尔滨人口的构成有一

定关系& 当时哈尔滨人口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外侨人

口数量大%国别多%占总人口比重高& 如 N\NT 年%仅

俄国侨民就有 VP O\N 人%占当时哈尔滨总人口的

RT7YRf& N\TT 年哈尔滨市的外侨人口 N\R UNO

人%占当年 PY 万总人口的 UN7U\f

8P9

& 哈尔滨外侨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N\TT 年之前接近 UOf%N\TT 年

以后虽有下降%也均在 TOf以上8P9\

& 当时南岗)道

里是外侨人口最多的地区& N\TQ 年)N\TY 年)N\T\

年%南岗区外侨人口分别占本区总人口的 R\7RRf)

RT7VVf)UT7PPf

8P9\

& 而外侨大多相信西医技术%

诊治疾病选择西医医院和西医医生& 这一时期的人

口年龄构成也有显著特点%即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

人口比重低%青壮年人口比重高& N\TQ 年哈尔滨特

别市人口中% NU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NV7TTf%

RN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 T7NVf%NR ]RO 岁的青壮年

人口占 YP7RVf%年龄中位数为 T\7\R 岁8P9\

& 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NY\Y 年中东铁路建设之始%大

批劳动力涌入哈尔滨%这批劳力绝大多数为男性%且

少有携带妻子儿女者& 因此这一时期人口性别比例

失调十分严重%加上能从事较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身

体素质都较好%所以中国人当时对医疗的需要较低&

这一状况到 N\ON 年第 N 次鼠疫爆发后发生转变%而

当时伍连德在此展开的医疗活动使人们认识到了西

医%并且开始相信西医&

由于 N\ON 年之后筹建的防疫设施和防疫制度%

在 N\TOGN\TN 年哈尔滨第 T 次爆发鼠疫时'这次是

由内蒙古海拉尔沿滨州铁路传入(发挥了作用%才

使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得到较好的控制& N\TN 年 N

月 TT 日%在傅家甸发现首例后%立即断绝市内外交

通& T 月 T 日%哈尔滨鼠疫防疫处成立& T 月 NU 日%

马家沟中国居民区发生鼠疫& P 月%因鼠疫流行%各

学校延期开学%戏园停演%火车站控制售票%严格检

查& V 月 N 日%因!疫气较前大炽"%官厅发布戒严

令%机关停止办公一星期& 鼠疫流行到 U 月 T\ 日扑

灭& 发病者共 P NTU 人%全部死亡8NY9

&

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当时传统中医学缺乏快

速有效的手段%而西医所采用的技术却能比较迅速

地切断传染源%控制其蔓延扩散%在哈尔滨多次出现

鼠疫)霍乱等疫情的情况下%人们看到了西医优势%

使当时哈尔滨西医的地位显著提高&

G7;9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北京卫生机构太医院%金代天会四年'NNTR(设

立时不过 NO 余人%清代发展到百余人& 自 NR\\ 年

聘西医罗德先慎斋'6-)'*#-6#9&-1(为太医后%北京

的西医诊所)医院)医学堂相继建立%太医院日趋衰

落%于 N\NT 年结束了 QYU 年的历史而消亡& 北京西

医诊疗技术起源于 NYRT 年%英国伦敦教会医生洛克

哈脱'>7%)C,&-'(来北京建立的双旗杆医院& NYYR

年美国美以会在北京崇文门孝顺胡同开办同仁医

院& N\OR 年由伦敦教会与美国 U 个教会合作开办

协和医学堂%N\NU 年%改为协和医学院& N\PU 年北

平有西医院 RU 所%西医 RTU 人%有中医 N NTO 人*北

京卫生防疫机构起源于 N\NN 年成立的防疫局%N\N\

年成立中央防疫处%N\TU 年成立北平市第一卫生事

务所负责防疫工作%相继成立第二)第三)第四卫生

事务所%分布全城8N\9

&

广州市在 N\T\ 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公私立医

院已达 UQ 间'其中公立医院 NO 间%外国教会医院 V

间%军医院 T 间%集体或团体办的医院 NO 间(%私人

医院 PN 间%床位共 V UON 张%广州西医医疗事业一

时鼎盛8TO9

&

上海在 N\PR 年%全市有中西医寓)诊所千余家%

医院 NOY 所%病床 \ OOO 余张%高等医学院校 NY 所

'占全国总数 TP7Nf(%医药社会团体 UT 个%卫生报

刊数十种%成为全国中西方医学交汇中心& N\T\

年%全市约有中医 P OOO 人& 中医习医传统靠祖传)

师承%一般从师 P ]U 年%出师挂牌行医& 上海开埠

后%外籍传教士)医生在沪上开设诊所)医院%西方医

药传入& 清道光二十四年'NYVV(正月%上海首家西

医院中国医院创办& 同治十一年'NYQT(%出现了第

N 家中国人创办的西医院GGG体仁医院& 宣统二年

'N\NO(%上海有西医院 N\ 所%床位 TNOO 多张%占全

国医院数 Y7Vf

8TN9

&

N\PT 年初%哈尔滨中医私人诊所有 VO 多家%西

医私人诊所也有 PO 多家& N\PR 年%当时全市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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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共 \YU 人%其中中国医务人员 VYP 人8NV9

&

通过与北京)广州以及上海这些西医传入较早

的区域相比较%哈尔滨同期的西医医疗水平与其相

近%居全国前列&

L79结语

综上所述%哈尔滨早期的医疗卫生状况有别于

同时期国内其他城市%这是由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

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另外哈尔滨位于寒冷的边塞%

长期的游牧生活方式和封禁使医疗卫生的开发和发

展相对滞后于国内其他城市%直到中东铁路的修建

给哈尔滨带来强大的外部动力%随后的开埠通商更

使哈尔滨与外界广泛接触%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人才

的涌入%先进的文化技术在哈尔滨的传播促使哈尔

滨的医疗卫生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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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为什么查不到近几年#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文章

本刊编辑部

TOOY 年%中华医学会与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数据库"独家合作协议& 万方数据开发

完成了覆盖中西医学全领域的信息内容产品体系%搭建了开放)和谐)创新的医学知识链接全开放平台GGG万方医学网& 万

方数据通过多渠道资源合作)互链等形式%整合文献数据)知识库资源和各类多媒体资源打造了包括在线产品)镜像产品)移

动产品)分析报告和光盘等其他产品的综合产品线%促进了以万方医学网为媒介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全媒体联动%从而为

医护人员)医学科研人员)企事业用户以及普通大众提供了具有个性化的专业信息服务%同时开拓性地致力于公众的健康信

息素养培育&

#中华医史杂志$同其他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一样%所发表的文章不再为中国知网收录%特此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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