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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热病是民国时期肆虐淮河流域的一大传染病，夏季最为盛行。该病几乎每年都会发
生，自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灾之后，患病人数逐年增加，患病区域不断扩大。受经济条件及生态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患者大多散布于乡村，城市较为少见。总体而言，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以３０岁以下
的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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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热病为近代舶来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清末民
初已传入淮河流域，多分布于乡村。传入初期人们
对其知之甚少，同时也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灾后，黑热病开始在淮河流域疯狂
蔓延，至 １９３７ 年，淮河上下游一带，“几无县无
之”［１］。黑热病在淮河流域不仅发病率高、传播速度
快，而且在年份和季节分布、城乡分布、年龄分布及
性别分布上还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与规律性。本
文拟对此问题做一系统考察。

一、年份与季节分布
据笔者所见资料，早在１８８０年山东省济宁一带

即有黑热病流行，随后在临沂等县都证实有黑热病
的存在。至１９２３年，已蔓延至３６县［２］１。１９１２年，

Ｌｅｓｌｉｓｅ在河南省发现一病人，经肝脏穿刺查见利什
曼原虫，证实为黑热病，此后河南省内陆续有黑热病
例报告［３］２２８。１９２３年，Ｙｏｕｎｇ根据安徽省怀远县民
望医院收治的１７１例黑热病病例分析，确定亳县、涡
阳、宿县、灵璧、泗县、太和、阜阳、蒙城、颍上、凤台、
怀远、五河、寿县、凤阳等 １４ 县为黑热病流行
区［４］３１８。据乡民遗老陈述，１９２８年前后，江苏省淮
阴渔家沟、夏家湖及泗阳来安集等地，曾发现类似黑
热病局部流行，患者多为幼儿，因无法医治，死亡较
多［５］。

疾病本身的传染性与传入早期的不可治性，导
致黑热病的传染蔓延有如星火之燎原，不仅年年都

有发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从整体趋
势上看，患病区域越来越广，患病人数越来越多，罹
疫县数与患病人数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

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灾后，“该病之流行日广一日，患额
年年有显著之增加”［６］，对淮河流域影响日趋扩大，
呈现大范围蔓延迹象。据当事人回忆：“淮阴一带被
水冲毁的生命财产，不晓得有多少。虽然大水在几
个月后完全退去了，但是荒芜的田园，带病的人畜，
一直残留到现在还触目皆是，大地是充满了饥寒和
贫困，呻吟和疾病，于是隐藏了好几年不曾猖獗的黑
热病，便趁这机会猖獗了起来。”［７］故时人称黑热病
“大流行开始，即在此期”［８］。在安徽省，洪水过后，
黑热病开始蔓延于太和、蒙城、涡阳、颍上等县［９］。
河南省受水灾影响，患黑热病者极多［１０］。江苏省涟
水县下辖的大沈家集１９３１年患者尚且很少，至

１９３４年已蔓延至附近的沭阳、淮阴、泗阳、淮安、宿
迁、高邮、宝应、阜宁、东海、灌云等县，据估计，患者
至少在１０万人以上［１１］。至１９３５年６月，仅苏北各
县患者已达１８万人，一年间竟增加７万人［１２］。至

１９３６年，在淮阴、泗阳、涟水、宿迁、淮安、睢宁、沭
阳、灌云、阜宁、东海、徐州、萧县、砀山、沛县、丰县等
黑热病大流行区域，估计患者不下３０万人，有的县
一年之内激增达３８倍之多［５］。至１９３７年，苏、鲁、
皖、豫４省黑热病患者达５５万人以上［１３］。

此后，由于兵燹与天灾不断，黑热病持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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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前后，泗县斜路郭庄有居民１１０户，其中１０１
户有黑热病病人，为躲避病魔，举家外迁的有４０余
户，全村死于黑热病的有１２０人［１４］２３４。在河南省，
抗战前黑热病分布仅限于接近苏北东部区域，抗战
以后，由于人口迁移，天灾人祸，使该病西延，涉及省
境全部。据初步估计，至１９４７年，河南省患者约达

５０万人之多［１５］。据卫生部报告，１９４８年全国流行
黑热病的地方有１８个省和９个城市，患者共有２００
万人［１６］。其中，苏北各县患者即达１２０万人，仅淮
阴、淮安、泗阳、涟水４县就有３０万人感染黑热
病［１７］。

从季节上看，通过调查发现，５、６、７、８月为黑热
病猖獗期［１８］，病人发病以６、７、８月为最多［１９］。黑热
病呈现典型的季节高发性，与其病原及传播媒介密
切相关。其时，黑热病在全世界的流行区域较广，早
在１８３５年，印度就已发现黑热病，此后，意大利、法
国、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埃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及
俄国等国均遭黑热病侵袭。为了弄清黑热病的病原
与传播媒介，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一直致
力于黑热病研究。１９０３年，英国学者利什曼（Ｌｅｉｓｈ－
ｍａｎ）与爱尔兰学者朵诺（Ｄｏｎｏｖａｎ）发现黑热病的
致病之原为黑热病小体［２０］。关于此病原如何传染
至人体，专家学者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其通过
一种叫金铃子的小虫子传染［１１］，有的认为通过砂蝇
传染［２１］，还有的认为通过犬传染［１５］。１９３５年６月６
日，黑热病研究队成员孙志戎在清江浦黑热病病人
家中发现中华白蛉，并在中华白蛉胃中发现鞭毛体
的天然感染［２０］。此后，关于黑热病传染媒介的研
究，专家学者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多数认为，黑热
病原以白蛉为媒介，侵入人身，在病原进入白蛉胃中
后变为鞭毛形，然后将鞭毛形染入人体［２２］。

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今天我们已确知，在中
国，中华白蛉为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主要分布在
北纬１８ｏ—４２ｏ，东经１０２ｏ—１２４ｏ的广大地区，淮河流
域恰好位于此区域。中华白蛉属一类较小的吸血昆
虫，成虫较小，与蚊类相似，性喜阴暗，多居于潮湿的
房屋，夜间出来叮人，飞行时没有声音，不易察觉。
雌蛉吸吮患者血液后即能传播黑热病。中华白蛉通
常在５月中下旬出现，６月中旬达到高峰，９月中下
旬消失。白蛉以幼虫越冬，凡隐蔽、温湿度适宜、土
质疏松且含有机物的场所，如屋角、畜舍、厕所、窑
洞、墙缝、地窖、桥洞等，均适于白蛉幼虫滋生。民国
时期，淮河流域民众居所多为草屋土墙土地，墙面不
粉刷，且多缝隙，成为白蛉栖息越冬的极好场所。此
外，民众卫生意识淡薄，对于卫生极不讲究，厕所粪

坑紧临住房，垃圾盈门，便溺遍地，一到夏季臭气熏
蒸，蚊蝇乱舞，“暑季人民夜间袒背露宿，与白蛉以吸
血之机会，而病人即增多乎”［５］。可见，无论是自然
环境还是人居环境，淮河流域均是白蛉滋生的理想
场所。黑热病在淮河流域的季节暴发性，表明其自
然传染期与白蛉繁殖时间刚好吻合。

二、城乡分布
据史料记载：“南起江苏及安徽北部，东北至辽

宁，西北至甘肃，这一个长江以北的辽阔区域内：农
村青年和儿童们感染黑热病的人数，异常众多，尤以
河南、山东及江苏与安徽的北部为甚。”［２３］由此观
之，民国时期，地跨豫、鲁、皖、苏４省的淮河流域是
染患黑热病的主要区域之一，且多分布于农村。

“走进苏北黑热病流行区，尤其是农村，满眼可
以看到一个个因染患黑热病而面目黄肿、胀大肚皮
的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随处可见”［２４］。１９３５
年，在流行最严重的淮阴，“村落间以人数为比例，有
百分之三十以上之患病人数”［８］。为深入了解黑热
病流行的相关情况，黑热病研究队对流行较盛的大
渡口、鞠集子、刘庄、陈庄等１５个村庄挨门逐口进行
详细调查，若以户为单位，患病率为４０．７４％至

８３．３３％，以 人 口 为 单 位，患 病 率 为 １０．７１％ 至

３１．８５％，甚至有全村或全家无一幸免者。与农村相
比，淮阴城内人口稠密，但患黑热病者较少。黑热病
研究队每次在淮阴城设置门诊时，由四乡进城求治
的病人不下３００人，然而自研究队成立后的１年多
时间里，城内并未呈现黑热病流行的趋势。虽然淮
阴、宿迁及泗阳所属的农村黑热病极其盛行，但城区
患此病者极少，“因此本病在苏北方面，似系一乡村
之病”［５］。

为什么黑热病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患者较少，而
在人口相对分散稀疏的农村却长期肆虐盛行？黑热
病调查团认为，这与当地的经济及生活情况密切相
关。在其报告中，即对苏北黑热病流行地区民众的
生活状况作了详细描述。兹不避冗长，移录于下：

我国农村之贫苦，当未有甚于淮北各县者，以致
强暴者铤而走险，殷富者迁避都会。患黑热病者，大
都为农村中最贫苦之农民，其生活状况至为艰窘。
关于日常之普通卫生，尤有不堪言者，饮料均为塘
水，其不洁自可设想，且取水不易，甚至饮用之水，即
取自洗涤倒便桶之处。最可叹悯者，乡村小孩因不
知沐浴为何事，甚至有数年而未洗面一次者，漱口刷
牙更无论矣。饮食品，有以野菜、蒣菜、七角菜等为
食料者，有以南瓜、番瓜皮等为食料者，有以芦秫面、
玉蜀黍面（名棒子面）或山芋为食料者。其以豆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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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者，已百不获一，遑论美面荤辛。稀粥一锅举家
争食，惟求果腹而已，安问其他？偶有途中病死之
狗，则剥皮煮食，视为美肴。所着之衣更复单薄，破
絮棉袄已视为无上珍品。里衣每经月不洗，自无怪
虱蚤丛生。住则茅屋数椽，不蔽风雨，而阖家大小蛰
伏其间，屋内既暗无天日，屋外尤泥泞狼藉，垢污满
目。床则铺以芦秫高粱，败絮一床，数人同宿。不悬
蚊帐者极多，即间有张悬者，亦复多年不洗，灰尘吊
搭，遍处皆是。日中捉虱，几已成乡村惯常之点缀。
蚊、蝇、虱、蚤、臭虫、老鼠尤到处跳梁。随地涕唾便
溺，更触目皆是。其畜有鸡、鸭、猪、犬等者，往往距
离宿所仅隔一之蓬壁耳，几与人喧夺几席。一家患
病数人，则择其最紧要者，押去农具，或出售粮食，博
得数元，为医药之费用，其余数人则束手待毙。入市
求医，有往往徒步数十里，而未食一餐者。民生贫
困，笔不胜述，此黑热病之所以独盛于淮北也。［２５］

民国时期，苏北、皖北、鲁南、豫西一带，“风土气
候相类似，人民生活，不甚相远”［２６］。以上虽是黑热
病调查团对苏北农村衣食居住情况的描述，实际上
也是淮河流域乡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１９４３年８
月，李宗仁来皖北视察后感叹：“本省民众卫生，尤以
淮北乡村公私卫生极不讲求，厕所粪坑逼近住房，垃
圾盈门，便溲遍地，夏令臭气熏蒸，群蝇麇集，居室低
湿阴霾，不辟窗牗，厨厩混一，人畜同处，虫蚤蚊虻无
处无之，宜乎疠疫猖行。”［２７］

透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黑热病流行于淮河流
域农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经济贫困，生活艰窘，衣仅蔽体，食难果
腹，茅屋破陋，数人同床，不仅抵抗疾病能力低下，而
且患病后无钱医治，只能束手待毙，任其发展蔓延。
其时，虽然由德国进口的特效药 Ｎｅｏｓｔｉｂｏｓａｎ（新斯
锑波霜）可以治愈黑热病。但是，该药价格较高，又
需长期注射，需要数十元才能治愈，“破产乡民焉能
有此力量，因无治病之资而死者十居八九”［２８］。

第二，生活条件简陋，民众卫生意识淡薄，饮食
不洁，衣被肮脏，污秽遍地，居室低湿阴霾，厨厩混
一，人畜同处，虫蚤蚊蝇触目皆是。白蛉作为黑热病
的传播媒介，最喜居于潮湿而光线黑暗、空气窒闷的
动物厩内。淮河流域农村的人居环境恰好为白蛉提
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与农村相比，“城内家畜既
少，缺乏繁殖牲畜之场所，白蛉必少，或竟无此种昆
虫。且白蛉喜在黑暗处及夜间吸取人血，即使城内
有是项中间宿主，而病人多昼间往来城中医治，城内
之人，亦少受传染之机会”［５］。

除上述原因外，时人在调查时还发现“苏北各县

以沿黄河故道之村落，有沙土之区，病者较伙，尤以
淮阴、泗阳、涟水、宿迁等县分布为多，但城厢少
数”［８］。如泗县，１９１７年以前未闻有黑热病发生，但
自１９１７年开掘新河（上流接江苏西北部的濉河）后，
先是新河北渐发此病，之后新河南逐渐传染，几乎蔓
延泗县的大半部，而沿新河一带病势尤为猖獗［２９］。
比照地图，可以发现，淮阴、泗阳、涟水、宿迁、淮安、
睢宁、沭阳、灌云、阜宁、东海、徐州、萧县、砀山、沛
县、丰县等黑热病流行区域多位于黄河故道与运河
沿岸。这些地方多沙多水，加之卫生条件恶劣，非常
适宜白蛉幼虫滋生，故沿岸村落成为黑热病肆虐的
重灾区。

三、年龄分布
纵观民国时期世界各地黑热病患者报告，可

以发现，某一流行区域患者在年龄上有着显著的
差别。１９２７年Ｃａｔａｎｉａ　Ｐａｒａｄｉｓｏ报告的地中海一带

１　３７６个病例中，１岁以下婴儿患者占１３．７％，１—５
岁占８０．１％，６—１５岁占６．２％，１６岁以上则无人
染病。可见，地中海一带感染黑热病以婴儿及幼
童为多。１９４３年 Ｎａｐｉｅｒ报告的印度３８７个病例
中，１岁以下婴儿为０，１—５岁占１２．４％，６—１５岁
占５０．１％，１６—３０ 岁 占 ２９．２％，３１ 岁 以 上 占

８．３％［３０］。显然，儿童与青少年是印度黑热病的易
感对象。

在淮河流域，黑热病患者亦多为儿童及青少
年。有关史料对黑热病在苏北地区的年龄分布状
况作了一些记载。如１９３５年铜山区督察专署调
查发现，徐州所辖７县患黑热病者达３　０００余人，
以儿童占多数［３１］；淮阴区行政督察专员电文称，江
苏以淮阴、涟水、泗阳、宿迁４县黑热病患者最多，
估计达１０余万人，以壮丁占最多数［３２］；江苏省民
政厅会同医政学院调查，江北各县染有黑热病症
者，年龄以２０岁以下者居多，尤以儿童为甚［３３］；江
苏省政府调查，黑热病患者达十数万，以青年及儿
童占多数［３４］。淮阴乡民遗老回忆，１９３６年，在淮
属渔家沟、夏家湖及泗阳来安集等地，曾发现类似
黑热病局部流行，病者多为幼儿［５］。

１９３４年１月，为了解黑热病在苏北重灾区的
具体流行情况，卫生署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
验处派专家到清江浦、涟水、宿迁、铜山等地乡村
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各地医院的诊治记录发现，

１—６０岁均有人染患黑热病，但３—２０岁的患者最
多［３５］。同年４月，组织成立黑热病研究队，于６月
开始治疗及防治工作，至１１月止，研究队在下乡
调查过程中共施诊４４８人，就年龄而言，分布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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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３４年黑热病研究队诊治的黑热病患者

年龄分布统计表

患病年龄／岁 患病人数／人

０—１　 １

１—１０　 １５２

１１—２０注 １３８

２１—３０　 ８５

３１—４０　 ５０

４１—５０　 １４

５１以上 ８

合计 ４４８

　　注：１１—２０岁年龄段原文记载为２—２０岁，按照表格中

年龄段的衔接及总人数进行判断，应为１１—２０岁

资料来源：《苏北黑热病之概况》，《医药评论》，１９３５年

第１２２期第５１—５２页

由表１可见，１—１０岁患者最多，占总人数的

３３．９２％，１１—２０岁次之，占３０．８０％，２１—３０岁又次
之，占１８．９７％，１—３０岁患者合计３７５人，占总人数
的８３．７１％。再以黑热病肆虐的泗县为例，其中，１—

５岁占８％，６—１５岁占４０％，１６—２５岁占２８％，

２６—３０岁占１５％，３１—４０岁占８％，４０岁以上的患
者不足１％，１—３０岁患者合计占９１％［２９］。从以上
统计数据看，患者多为儿童及３０岁以下的青少年，
其余年龄段虽都有染病者，但所占比重极低。黑热
病研究队除赴黑热病流行乡村调查诊治外，还在县
城选址施诊。如在淮阴，１９３４年６月至１２月，门诊
初诊患者６９１人，后又有患者７　０９８人，留病室治疗
者２０１人。从年龄上看，１—１０岁患者最多，１１—３０
岁次之，３１—４０岁又次之，５１岁以上较为罕见［１９］。

在河南省，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在善
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第一防治队通过门诊诊治的

８１１名黑热病患者中，１—１０岁为３８１人，占总人数
的４６．９８％；１１—３０岁为３３９人，占４１．８０％；３１—５０
岁为８９人，占１０．９７％；５１岁以上仅有２人，占

０．２５％［１５］。在山东省，１９２６年在Ｐａｔｔｏｎ＆Ｈｉｎｄｌｅ报
告的３０１个黑热病病例中，１—１０岁患者占３２．２％，

１１—３０岁患者占 ５６．３％，３１ 岁以上患 者只 占

１１．５％；１９４４年在Ｓｃｏｖｅｌ报告的５８８个黑热病病例
中，１—１０岁占４０．２％，１１—３０岁占５０．９％，３１岁以
上占８．９％［３０］。在安徽省，１９２２年在Ｃｏｃｍａｎ统计
的１７８个黑热病病例中，１—１０岁占２０．２％，１１—２０
岁占４６．５％，２１—３０岁占２４．７％，３１—５０岁占９％，

５０岁以上仅占０．６％［４］３１９。根据上述调查报告，可

以看出，河南省黑热病患者的年龄分布情况与苏北
基本一致，１—１０岁患者最多，１１—３０岁患者次之。
而山东省、安徽省黑热病的高发年龄段为１１—３０
岁，１—１０岁次之。很显然，在淮河流域，儿童及３０
岁以下的青少年最易感染黑热病。

四、性别分布
关于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患者的性别分布

问题，虽因缺乏全面的调查数据，而说法不一，但比
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黑热病患者男多于女，且多为年
轻力壮的男子。有报道称：江苏北起海州，南止扬
州，均为黑热病流行区。患者多为少壮男子［１２］。据
苏北黑热病研究队调查统计，患染黑热病，以性别
论，则男多于女［１９］。在１９３４年６月至１１月诊治的

４４８例患者中，男子为２８８人，女子为１６０人，男性
占总人数的６４．２９％［３６］。至１９３６年３月，在淮阴、
泗阳、涟水、宿迁等黑热病流行区域约３０万患者中，
男性占总人数的６３％［５］。

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第一防治队对１９４６年

１０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的８１１位门诊患者的年龄与性
别统计如表２。
表２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

第一防治队诊治的黑热病患者年龄与性别分布统计表

年龄／岁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计／人

１－１０　 ２５４　 １２７　 ３８１

１１－２０　 １５４　 ３５　 １８９

２１－３０　 １１６　 ３４　 １５０

３１－４０　 ３３　 ３１　 ６４

４１－５０　 １９　 ６　 ２５

５１－６０　 １　 ０　 １

６１－７０　 １　 ０　 １

合计 ５７８　 ２３３　 ８１１

　　资料来源：王伯欧《黑热病之流行及防治》，《善后救济总

署河南分署周报》，１９４７年第６６期第２７页

从表２看出，每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患者均比女
性患者多，其中，１—１０岁男性占总人数的６６．６７％，

１１—２０ 岁 男 性 占 ７９．６５％，２１—３０ 岁 男 性 占

７７．３３％，３１—４０岁男性占５１．５６％，４１岁以上男性
占７７．７８％，合计各年龄段男性占总人数的７１．２７％。
在山 东 省，男 性 所 占 比 例 更 高，１９２６ 年 在

Ｐａｔｔｏｎ＆Ｈｉｎｄｌｅ统计的３０１个病例中，８７％为男性；

１９４４年在Ｓｃｏｖｅｌ统计的５８８个病例中，９１％ 为男
性［３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男子患黑热病比重较高
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男子作为家庭的劳动主力，
为了养家糊口，交际应酬、外出的机会相对较多，与

·５３１·

杨立红，等：民国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分布研究

ChaoXing



人接触较为频繁，故被传染的概率更大。其二，受重
男轻女习俗的影响，在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普通家
庭中，男女同时染病，男子接受医治的概率相对更
高。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黑热病在淮河流域几乎年
年都会发生，１９３１年前患病人数较少，发展缓慢，

１９３１年后患病人数逐年递增，患病区域肆意蔓延。
从季节上看，全年都有发病，尤以５、６、７、８月发病率
最高，全年普发性与季节爆发性并存。受经济条件
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患者大多散布于乡村，城
市相对较少。从整体上看，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以
儿童和３０岁以下的青少年居多。

参考文献：
［１］　皖北黑热病流行蔓延盱眙等十余县［Ｊ］．光华医药杂

志，１９３７（７）：４４．
［２］　山东省寄生虫研究所．山东省黑热病防治研究资料汇

编［Ｇ］．济南：山东省寄生虫研究所，１９６２．
［３］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卫生志［Ｍ］．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卫生志［Ｍ］．合

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　蒲南谷．清江浦黑热病研究队工作经过［Ｊ］．中华医学杂

志，１９３６（１２）：１２２４－１２２７．
［６］　势将南下之黑热病［Ｊ］．天德医疗新报，１９３１（８）：２５０．
［７］　星　火．可怕的黑热病［Ｊ］．社会评论，１９３６（８）：１４．
［８］　史志元．中国黑热病之诊疗及其流行状况［Ｊ］．医事公

论，１９３５（１８）：１－２．
［９］　黑热病蔓延皖北［Ｊ］．导光，１９３７（１１）：４４．
［１０］　苏皖鲁豫四省联合防治黑热病［Ｊ］．中国医学，１９３７

（２）：６３．
［１１］　曹天纵．江北的黑热病［Ｊ］．广济医刊，１９３４（１１）：１２－１３．
［１２］　苏北患黑热病者十八万人［Ｊ］．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５

（２０）：４０９．
［１３］　苏北黑热病蔓延三省［Ｊ］．虫情，１９３７（３）：２３．
［１４］　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安徽卫生志［Ｍ］．合肥：黄

山书社，１９９３．
［１５］　王伯欧．黑热病之流行及防治［Ｊ］．善后救济总署河南

分署周报，１９４７（６６）：２６－２７．
［１６］　黑热病可怕［Ｊ］．科学儿童，１９４８（１８）：６９．
［１７］　江苏流行黑热病［Ｊ］．中美周报，１９４８（２８７）：４８．
［１８］　黑热病猖獗［Ｊ］．科学，１９４８（５）：１５３．
［１９］　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防治苏北黑

热病之经过概况［Ｊ］．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３５（２）：１８７－
１８８．

［２０］　姚永政，孙志戎．黑热病历史上之回顾［Ｊ］．中华医学杂

志（上海），１９３５，２１（１２）：１３６８－１３７０．
［２１］　石井信太郎．黑热病之预防及检查［Ｊ］．同仁医学，

１９３８，１１（５）：３３０．
［２２］　黑热病感染经路之研究［Ｎ］．申报，１９４４－０９－１０（０２）．
［２３］　金　奎．白蛉带来了黑热病［Ｊ］．文汇丛刊，１９４７

（６）：４２．
［２４］　邨　夫．流行在苏北地“黑热病”（续）［Ｊ］．江苏广播周

刊，１９３７（２３）：１０．
［２５］　苏北黑热病调查团报告书（续）［Ｊ］．国医正言，１９３６

（２３）：３７－３８．
［２６］　苏皖鲁豫四省：防治黑热病会议［Ｊ］．中国医学，１９３７

（１）：６８．
［２７］　李宗仁．怎样改善乡村卫生［Ｊ］．安徽政治，１９４３（９）：４．
［２８］　苏北黑热病之危机 ［Ｊ］．兴华，１９３５（２６）：３９．
［２９］　贺寿康．就地调查黑热病之情形［Ｊ］．神州国医学报，

１９３５（１１）：１３．
［３０］　何观清．西北黑热病流行病学之概要 ［Ｊ］．中华医学杂

志，１９４８（７）：２９９．
［３１］　苏北黑热病［Ｊ］．康健杂志，１９３５（８）：１５．
［３２］　恐怖之黑热病［Ｊ］．长寿，１９３５（１４２）：３３３．
［３３］　苏北黑热病之调查［Ｊ］．广济医刊，１９３５（４）：１３．
［３４］　 苏北黑热病有渡江南侵势 ［Ｊ］．康健杂志，１９３５

（３，４）：５７．
［３５］　举行江北黑热病调查［Ｊ］．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３４（２）：

２８３．
［３６］　苏北黑热病调查 ［Ｊ］．广西卫生旬刊，１９３５（２５）：２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Ｌｉｈｏｎｇ１，ＺＨＵ　Ｚｈｅｎｇｙ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ｌａｃｋ　ｆ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ｌ－
ｍｏｓｔ　ｅ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１９３１．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ｍａｌｅ　ｔｈ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３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ｂｌａｃｋ　ｆｅｖ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吉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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