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
此影像集《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内含61幅老照片，照片内容介绍了1910年12月

至1911年3月间在哈尔滨发生的特大瘟疫实况及防疫队进行实地治疗工作的场景，这是

早期中国纪实报道摄影书籍的珍贵实物。此本应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刊印。

相册全名：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
December 1910 - March 1911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

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

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

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

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

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

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陆续抽调所能调动的

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

生，源源不断前往东北。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

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

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

在这期间，清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整个华北按伍连德的建议进行防疫，成功

地控制鼠疫的扩散。俄国方面也积极配合，在阻止鼠疫在俄人居住区流行的同时，控

制鼠疫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传播。在华的外国医生和医学生，更是义无反顾志愿去疫区

参与防疫工作，多人殉职。当地的中医也勇敢地主动医治鼠疫病人，伍连德组建的防

疫队伍也付出巨大牺牲，直接接触病人的护理和救护人员将近一半人员殉职。

由于各种防疫措施处理得当，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

死亡人数达６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指挥这次防疫的伍连德也因此名扬世

界，而清政府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尽管在初期存在缺乏应急措施、个别官员渎职等问

题，但在其后的措施处理可圈可点，不但尊重专家建议，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

组织保证，甚至在冲破世俗偏见上所表现出的开明，在今天看来也令人钦佩。（文字

介绍参考：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纪实照片）

注：此PDF文件内页图片宽度为3000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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