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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的春節，疫情的爆發，使得人們人心惶惶。這次的疫情是由一種新的冠

狀病毒透過呼吸道傳染所引起的。人們對於中國大規模的爆發傳染病疫情可能只會想

到 2002 年的非典型肺炎，但事實上，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有許多大規模疫情的

發生，例如：1902 年的黑龍江璦琿霍亂、1910 年的東北庚戍鼠疫、1952 年的遼寧瘧

疾等等。在這份報告裡，筆者將詳細介紹中國歷史上幾場重大瘟疫和辨析中國人在奮

戰瘟疫的過程時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關鍵字 

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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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指大型且具有傳染力又會造成死亡的流行病，在廣大區域

或全球多處傳染人或其他物種，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

好所引起的。現代醫學衛生發達，許多會造成大量死亡的瘟疫都

有效控制為流行病等級。 

 根據中國古籍著作《集韻·平聲·魂韻》：「瘟，疫也。」，而唐代作

家柳宗元於《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行文》：「南方多疫，勞者先死。」，

至於瘟疫一詞乃自古沿用至今，最早運用此字的著作，可能為《抱

朴子·內篇·微旨》：「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 

 

 

 

 

 

 

什麼是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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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重大瘟疫（其五） 

瘟疫名字/ 

瘟疫導致的疾病 

時間 地點 內容 

黑死病 
至正四年（1344

年） 
中國淮河流域 

《明史》卷一，太祖

本紀，「至正四年，旱

蝗，大飢疫。太祖時

年十七，父母兄相繼

歿，貧不克葬。」 

疙瘩病 
崇禎十六年二月

（1643 年） 
中國北京 

大疫，人鬼錯雜。薄

暮人屏不行。貿易者

多得紙錢，置水投

之，有聲則錢，無聲

則紙。甚至白日成

陣，牆上及屋脊行

走，揶揄居人。每夜

則痛哭咆哮，聞有聲

而逐有影。 

肺鼠疫 
崇禎十六年八月

（1643 年） 
天津 

上天降災，瘟疫流

行，自八月至今（九

月十五日），傳染至

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

不下數百人，甚有全

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門逐戶，無一保

全。 

霍亂 
光緒二十八年

（1902 年）六月 
京津地區 

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京津地區

爆發霍亂。死亡超過

一萬餘人。直隸總督

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

給徐世昌的信函中

說：「近日疫症大作，

傷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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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肝炎 1988 年 上海市 

發生於 1988年春季的

上海市，主要由市民

食用受到 A 肝病毒污

染的毛蚶引起，此次

疫情共造成 310,746

人感染和 31 人死亡，

一度引起社會恐慌，

並給當時的上海衛生

防疫系統以很大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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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大瘟疫 

東漢人口 

瘟疫前 5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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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地
點 

中國長江以北 

公元 204 年至 219 年 

緣
由 

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疑似流行性出血熱。

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

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

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 

由
此
引
發
的
事
情
和
影
響 

瘟疫不單單在地方上流行，在曹魏的政

治中心許昌也造成了較大的危害。著名

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

死，除孔融、阮瑀早年死去外，其他如

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都得了疫病

去世。“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

哀”就曾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

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長安，悟

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 持續多年

的大瘟疫還對三國格局的形成發生了

相當影響。曹操兵敗於赤壁，在眾多的

解釋中，有一種重要的觀點，即認為是

曹軍發生大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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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年 SARS（非典）事件 

緣
由 

 

 

 

  

時
間 

地
點 

由
此
引
發
的
事
情
和
影
響 

2002 年 

中國廣東、台灣、香港、北京最為嚴重，其他省份都有被感染的

人。 

該病最早於 2002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出現，第一

例報告病例（世界首例）的患者是於 2002 年 12 月 15 日在河源

市發現患病的黃杏初。起初，廣州市人民政府和廣東省人民政

府一直沒有發布相關訊息，亦沒有向香港方面通報情況。2 月

10 日上午，廣東省政府新聞辦首次發出新聞通稿，正式公布非

典型肺炎。2003 年 2 月 21 日，病毒傳入香港，導致香港感染

人數增加，疫情擴大。 

一些 SARS 患者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但留下了嚴重的後遺

症，如骨頭壞死導致殘疾、肺部纖維化以及精神方面的疾病，

例如憂鬱症。他們大多仍然生活艱難，有六成家庭發生變故。 

而且，有一批奮戰在防疫一線的醫護人員英勇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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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 

緣
由 

 

  
時
間 

地
點 

由
此
引
發
的
事
情
和
影
響 

2019 年—2020 年 

中國湖北武漢、廣東、北京、湖南等最為嚴重，其餘省份都有

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在疫情的最初期，社會普遍相信中國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是

病毒發源地。2019 年 12 月 26 日，武漢市呼吸與重症醫學科醫

生張繼先最早發現和上報此不明原因肺炎，並懷疑該病屬傳染

病。其後該病在武漢市出現大規模疫情。在 1 月 30 日中國境外

證實有 3 個國家出現社區傳播，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病毒引發

的疫情宣布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空氣污染因經濟活動停頓而緩解（二氧化氮濃度顯著下跌） 

 餐廳、汽車銷售點等生意慘淡 

 旅遊業受災嚴重 

 許多國家領導人和對國家有貢獻的人都感染了病毒，影響

了許多國家的發展，例：伊朗副總統、醫護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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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
瘟
疫
特
點
的
異
同 

 

 

 

 一例是古代時的瘟疫，另兩例是現代的瘟

疫 

 醫療程度不同，擴散病毒的快慢也不同 

 症狀、發病不同 

 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 

 

 

 

 三場瘟疫都發病急劇、病情險惡、有強烈的傳

染性，易引起大流行 

 病源都與動物有關 

 病毒出現大量人傳人的案例 

 病毒導致多人死亡 

 瘟疫導致中國經濟發展放緩 

 瘟疫使國家的傑出人物和醫療人員因公殉職 

 都體現了中國人齊心協力共同抗疫的精神：不

畏懼、不妥協。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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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抗擊瘟疫時遇到的  問題 

 

 

  

 

口罩、防護服等防護裝備短缺怎麼辦？ 

 

 
國家發改委正在積極

協調解決口罩短缺問

題，重點是做好兩方面

工作，一是增加供應，

二是科學、合理使用。 

解析 

中國對於疫情的發展十分緊張，對於物資短缺的問題，中國政府極力著手解決。在

疫情爆發時，口罩和防護服等防護裝備短缺是意料之中，因要應對疫情，所以需要

大量防護裝備運用在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中。中國政府提出兩個方面的解決方法：

一是增加供應，二是科学、合理使用。說明中國政府注重疫情爆發後的資源短缺問

題，第一時間就提出解決方案。我覺得增加供應有利有弊，好處是提高生產量，快

速提供大量防護裝備給前線人員，壞處是減少生產防護裝備工人的休息時間，但增

加供應利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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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花可以說是消滅了，脊髓灰質炎

是基本消除，部分消滅。」戴科說。 

那時候要求 60 歲以下，除了有禁忌症、外

出、臨時發病等情況外，必須普種，接種

率必須要達到 80%。北京在 1950 年天花

疫苗接種率就已經達到了 80%。那一年，

北京有 80 萬人接種了牛痘，再加上 1949

年接種的 31 萬人，已經建立起了預防天花

的屏障。 

 

 

 

 

 

1952 年，首都人民進行滅蠅活動。首先推廣

東郊區三里屯小學在廁所、牆邊、污水池等

處挖蒼蠅蛹的辦法，在全市春天開展了挖蛹

活動。共挖蛹約計 2 億多個。夏、秋季採取

捕打和藥物滅蠅活動，對 53172 個陰溝、污

水池、糞坑、糞場、垃圾堆和 56000 戶住宅，

噴灑殺蟲藥劑滅蠅。全年滅蠅 1 億 4 千萬頭。 

 

 

 

 

 

1958 年初，蘇德隆在上海血吸蟲病最為嚴重的青浦

擺開戰場，成立了「血防試驗田」。蘇德隆的隊伍

開始發動群眾，抽乾河水，鏟除淺灘，重砌石岸與

碼頭。並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鈣，噴藥滅螺。

那時候，他們提出的是「毀其居，滅其族」的滅螺

方針。3 年之後，他們取得了成果，家家戶戶敲鑼

打鼓送瘟神。 

 

 

全民種痘，防天花 

滅蠅 1 億 4 千萬頭 

消滅釘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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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奮戰重大瘟疫的過程中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經驗和啟示 

 

解析：國家強，防疫手段自然也強。有專業人員協助，制定完善的現代化的衛生防疫體

制，防疫會事半功倍。我覺得可以引入國外一些成熟的衛生體制，去更好地完善我國衛

生體制。制定一套完善的現代化衛生防疫體制，對於以後再次應對疫情的時候，才不會

兵荒馬亂。 

防控疫情的過程中，不但要發揮國家的主導作用，更要重視社會力量，尤其是由

民間士紳商人發起的慈善組織，這樣可以有效地在國家治理的框架內發揮作用，

彌補國家政權力量的疏漏。 

 

 

 

 

 

 

 

1 

國家治理重在國家，疫情出現時需要由政府方面的專門機構進行治理和

防控，而專門機構需要專門人才管理，其背後的制度保障則是現代化的

衛生防疫體制。 

2 

解析：防控疫情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是公眾、每一個人的責任。有些國家做得不足的，

就由組織去彌補。利用團結的力量，去作鬥爭。我覺得政府可以提供獎勵給有支援和有

幫助過抗疫的組織，這樣可以激勵人心和等到以後再次應對疫情的時候他們還會出手相

助。 

 

3 

全球化趨勢下，傳染病不再單單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問題，極易造成廣泛

性的傳播和恐慌，這就需要各國之間的密切合作，需要發達國家提供技術或人

員援助，攜手對抗瘟魔。因此，國際合作在疫情應對的國家治理中也極為重要。 

解析：在疫情發展到全球性的時候，尋求國際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國際會提供醫療

技術和經濟援助，還會制定防疫計劃供他國參考。我覺得政府應更加緊密地與國際合

作，因這對抗疫百利無一害，經常與國際專家、學者交流，那對下一次應對疫情時會

更加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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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總結 

瘟疫，一個讓人聞風喪膽的詞，每個人都避之不及。在古代，

多少人因它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因為當時醫療水平不高，瘟疫在

古代爆發時往往都很難控制。但即使是醫療水平發達的現代，因

傳播速度快和病毒毒性強，不少人聽到或談到瘟疫也會談之色變。 

但這個詞不僅包含著死亡，還包含著團結。一般人聽到瘟疫

就會先想到一個畫面：街上、路中間老老少少死傷無數、橫屍遍

野。但鏡頭一轉，你會發現有很多人並不畏死亡，「爭先恐後」地

衝進隔離區，他們大多數是醫護人員和志願者。這並不代表其他

人貪生怕死，因為他們雖不在前線支援，但他們都在前線的背後

做他們堅強的後盾，提供足夠的資源，讓前線人員無後顧之憂。

這體現出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共護家園的堅定決心和永不服輸的

中華精神。 

雖然抗疫之路「崎嶇不平」，但我們仍然相信翻過這個「山頭」

就能雨過天晴，將來一定會變得更好、更強大。因為我們是中華

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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