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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政府被迫增开了包

括南京、镇江在内的十一个通商口岸。1895年《马

关条约》签订后，苏州也开始开埠通商，中国东南的

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撬开，江苏地区被迫卷入了

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江苏通商口岸《海关医报》

（Customs Medical Reports）的编写从 1876年持续到

1910年，7名海关医官共编写了25篇医疗报告。近

年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的兴起，《海关医报》开始为一

些学者所重视。杨祥银等［1］依托《海关医报》对近代

温州的疾疫进行了研究。高晞［2］利用海关医官的报

告解读了西方人眼中19世纪80年代朝鲜的医疗卫

生与生态环境。《海关医报》对地方的医疗卫生条

件、气象数据的记载相比传统地方志更加科学详

细，文中的报告还能反映各国的医学文化与医学技

术发展。《海关医报》记载了1871—1910年西方医生

在华通商口岸的医疗活动、晚清时期“西医东渐”与

中西医学交流，是中西方医学双向互动的历史缩

影。《海关医报》提供了一个以医疗社会史和疾病生

态学视野观察晚清江苏通商口岸的绝佳文本。本

文以江苏南京、镇江、苏州三座通商口岸城市为中

心，通过《海关医报》研究晚清江苏通商口岸的医疗

卫生情况，梳理这一时期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脉

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

一、《海关医报》资料概述

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从1863年起担任海关

总税务司，此后执掌中国海关权柄长达近半个世

纪。在他的任期之内，中国海关的外籍雇员开始

出版涉及中国通商口岸城市贸易、气候以及社会概

况的各类报纸。上海海关医官詹美森（Alexander
Jamieson）在 1869年向赫德建议收集各个港口城市

的医疗卫生情况，从而为外国在华侨民提供医疗

卫生信息。1871年，赫德要求各地海关汇报当地

的医疗卫生情况，同年《海关医报》第一期正式出

刊［2］。镇江海关医官普拉特医生于 1876年编写了

江苏通商口岸最早的医疗卫生报告。在一般情况

下，《海关医报》半年一刊，出版时间为每年的3月末

与9月末。截至1910年《海关医报》停刊，一共出版

了 80期，篇幅超过 300万字，其中有 25篇关于江苏

南京、镇江、苏州的医疗卫生报告。《海关医报》中大

部分通商口岸的医学报告都采用英文记载，但法国

医生担任海关医官的城市，如云南的蒙自、思茅、腾

越等地的医学报告使用法文编写。《海关医报》不仅

涉及全国29个通商口岸，还有对朝鲜以及日本部分

海关医官与晚清江苏通商口岸的医疗卫生
——以《海关医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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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报告。

南京、镇江、苏州相继开关之后，针对海关职员

以及当地在华侨民的健康需求，海关会聘请外国医

生负责医疗卫生工作。除日常工作，他们还要遵守赫

德发布的“总税务司函”，将通商口岸的医疗卫生情况

汇总后在《海关医报》上发表。在25份医报中，镇江

口岸以 20份报告占了绝大多数，其原因有：南京在

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摧残殆尽，直到1899年才正式设

立海关；苏州开关同样较晚。表 1为《海关医报》中

有关南京、镇江、苏州报告信息的汇总情况。

表1 江苏通商口岸海关医官与医学报告汇总表

医官姓名

A.R.Platt（普拉特）

A.R.Platt（普拉特）

A.R.Platt（普拉特）

A.R.Platt（普拉特）

R.G.White（怀特）

R.G.White（怀特）

R.G.White（怀特）

R.G.White（怀特）

R.G.White（怀特）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W.H.Park（帕克）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J.A.Lynch（林奇）

W.H.Park（帕克）

J.B.Fearn（费恩）

W.E.Macklin（麦克林）

J.A.Lynch（林奇）

J.B.Fearn（费恩）

J.A.Lynch（林奇）

M.Urbanek（乌尔巴内克）

报告发
表日期

1876年3月31日
1876年9月30日
1877年9月30日
1878年9月30日
1880年3月31日
1881年3月31日
1886年3月31日
1887年3月31日
1888年3月31日
1888年9月30日
1890年9月30日
1891年3月31日
1892年3月31日
1895年9月30日
1897年3月31日
1897年9月30日
1898年9月30日
1900年3月31日
1900年3月31日
1901年9月30日
1902年3月31日
1902年3月31日
1902年9月30日
1903年3月31日
1910年9月30日

资料收
集时间

近7个月

近半年

近半年

近半年

近半年

近半年

近半年

近1年
近1年
近半年

近1年
近半年

近1年
近1年
近半年

近1年
近半年

近1年
近3年

近10个月

近半年

近1年
近1年
近半年

近半年

口岸
城市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镇江

苏州

镇江

镇江

镇江

苏州

苏州

南京

镇江

苏州

镇江

镇江

资料来源：《海关医报》（第12~80期）。

《海关医报》一般分为三部分撰写：第一，报告该

通商口岸过去一段时间中的健康卫生情况，其中包括

各种疾病的流行与防治，外国在华侨民患病与死亡的

统计，该通商口岸的公共卫生设施情况以及气候状

况；第二，该通商口岸的社会百态；第三，对罕见疾病

的研究，一般会配有患者的照片或者插图，比如一些

体外生长了巨大肿瘤的患者（图1）。医官们会根据通

商口岸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对当地流行的疾病进

行分析，进而开展对患者的救治。

资料来源：《海关医报》第50期。

图1 患者绘图

二、海关医生眼中南京、镇江与苏州的医疗卫生

（一）疾病的流行、医治与分析

海关医官对本地疾病的记录十分详细且具

体。晚清的镇江、南京、苏州时常暴发霍乱、天花与

疟疾，此外常见的传染病还有登革热、猩红热、白

喉、麻疹和伤寒。除去传染病之外，发热、腹泻、眼

疾、皮肤病、风湿、梅毒、中风、胃病、象皮病等普通疾

病医官们也会进行记载。1900年苏州海关医生帕

克就将患各种疾病患者的人数进行了统计（图2）。
中国海关普遍雇佣西方医生，这些在西方医学

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医生，医学技术与本地医生截然

不同，许多治疗方法对于中国居民而言更是十分新

奇。普拉特医生认为外国医学技术具有决定性的

创新作用［3］。1877年初，面对20名症状严重的天花

患者，普拉特医生放弃了传统的内服疗法，他把患者

安置于一座使用明火的房子内，打开窗户但是隔绝光

线，在患者的面部、脖子、手臂涂抹上高浓度甘油酸

溶液，患者全身也需要用甘油酸溶液擦拭2次，到第

6天时患者的脓疱就完全愈合，体温也在 37.2摄氏

度之下［3］。1878年普拉特医生曾接诊过4位皮肤病

患者，她们的症状是此前普拉特医生从未见过的。

4名患者均从事盐业走私活动，她们习惯于把大量

的私盐直接系到身上以方便隐藏。普拉特医生据

此猜想是患者吸收了太多的盐分导致严重的紊乱，

导致皮肤病的出现［3］。

江苏通商口岸常年流行伤寒，其中一些病例是

从外地传入。1880年以来镇江报告了数起斑疹伤

寒病例，怀特医生判断病例是由北方传入镇江。1881
年，佩嘎索斯（Pegasus）号轮船停泊于镇江港口，怀

特医生为一名斑疹伤寒患者接诊，并从船员们口中

印证了他的猜测：斑疹伤寒发源于干旱的长江以北

地区［3］。怀特医生还认为繁忙的航运加上轮船上恶

劣的环境加剧了霍乱、痢疾的传播。他是如此形容

当时运输士兵的货船：“士兵们饱受折磨，在一艘运

输船上，他们像许多鲱鱼一样被关在一起”［3］。

由于公共设施落后、医疗条件差、百姓卫生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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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不佳等因素叠合，晚清江苏通商口岸传染病屡次

暴发，江苏通商口岸的25篇报告全部有传染病病例

的出现，报告中以天花、霍乱、疟疾、白喉居多。致

死率极高的天花病毒直到 1980年才被人类社会消

灭，为了免疫恐怖的天花，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出现

了“人痘”接种法。被世人尊称为免疫学之父的英

国医学家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在1796年发

明了安全高效的牛痘接种技术，该技术在19世纪初

传入中国，清代著名的种痘师邱熺就是在澳门学习

牛痘接种技术后在广东为人接种，他所著的《引痘

论》影响巨大。所以在《海关医报》中不乏百姓接种

天花疫苗的记录，“天花患者主要以接种疫苗的形

式在每年的 1月至 4月有规律地出现，他们的头都

用红色的棉布包着，有时候甚至脸上和四肢都有干

燥的痂皮”［3］。

在抗毒素（Antitoxin）被发明之前，无数患者因

为没有特效药而被白喉夺去了生命，就连拥有最顶

尖医疗服务的英国爱丽丝公主（Alice Maud Mary）都
因感染白喉在 1878年不幸殒命。直到德国医生贝

林（Emil von Behring）于1890年发明了抗毒素后，人

类终于获得了对付白喉的“神器”。抗毒素很快就

传入了作为中西交流窗口的江苏通商口岸，海关医

官们立即把这一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医学科技成果

运用于医疗活动中。苏州的帕克医生在 1900年就

使用抗毒素治疗了一名儿童重症白喉患者。“与欧

洲和美洲的大城市一样，不久前我获得了一种白喉

抗毒素的供应，并在今年 2月份将其用于一个濒临

死亡的患者之后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孩子的父

母同意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即将死亡，情况不会

变得更糟。所以在孩子康复后，他们欣喜若狂，父

亲送给了我一块珍贵的玉石，母亲为我磕头，祖父

则把一块特别优质的土地赠送给了我们在苏州的

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3］1901 年的冬

天，苏州再次暴发白喉与猩红热疫情，导致抗毒素

的需求量剧增，根据费恩医生的记录抗毒素再一

次救斯民于水火。根据《海关医报》，1903年夏初，

镇江的白喉疫情就已被扑灭，医生用抗毒素对 2名
症状明显的儿童患者进行治疗后，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3］。

《海关医报》出版以来，江苏各海关先后有 7名
医官任职，所以《海关医报》中有大量他们对疾病的

治疗方案，整理这些行医记录可以了解晚清时期西

方国家医学文化、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生的行医

风格、用药习惯等。1901年费恩医生在治疗苏州的

疟疾患者时，使用的还是18世纪就已经被发明的特

效药奎宁（Quinine），而仅在11年后的1912年，德国

化学家埃尔李希（Paul Ehrlich）就发明了化工合成

药物“914”针剂来应对疟疾。另外，海关医官们还

习惯使用吗啡来缓解胃痛患者的痛苦，虽然这种治

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法可能使患者染上毒瘾，但讽刺

的是在一个鸦片泛滥的国度，被救治的当地居民可

能本身就是个滥服鸦片的瘾君子。在林奇医生的

医治记录中，还能发现19世纪末英国医学文化的改

变。1890年面对镇江的流感，林奇医生认为患者

通过自身的免疫力就能痊愈，他最终给出的治疗

方案是：患者卧床休息并打一针没有药效的安慰

剂［3］。假设是 19世纪 60年代之前的英国医生来镇

江医治，他给出的方案大概率是让患者多服用一些

鸦片酊（laudanum），因为在 1868年英国《毒品药店

法案》颁布前，毒品就像面包一样是商店里的普通

商品，医生们习惯用它来缓解患者的痛苦与症状。

不过1891年流感泛滥时，林奇医生还是使用了兴奋

资料来源：《海关医报》第59期。

图2 1900年苏州疾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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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治疗患者，毕竟在 19世纪末，流感特效药奥司他

韦还未问世，用兴奋剂应对流感并不失为一种有效

手段。

《海关医报》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是医生们对通

商口岸疾病流行、医治与分析的报告。海关医官不

仅详细记录了江苏各口岸常见的疾病类型，医生们

对疾病暴发的分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江苏通商口

岸社会的真实面貌。另外，医生们的治疗方案反映

的是当时西方各国医学文化以及医学技术的发展

水平。

（二）公共卫生设施

清代官府已经有了一定的防疫观念，清初时北

京就设有专职防备天花的“查痘章京”［4］，但是地方

上医疗系统的建设直到晚清时期都十分迟缓。比如

惠民药局、医药局等并不是常设的医疗机构，其实质

是大疫之年才会运转的临时性机构。直到清末，官府

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才明确和制度化［5］。海关医生或

者教会组织所开设的医院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时

国家医疗卫生职能的缺失。如1876年，普拉特医生

在镇江富绅与外国侨民的帮助下为镇江的贫困患者

开设了一家小药房与小型医院［3］。今日南京鼓楼医

院的前身便是南京海关麦克林医生所创建，此外在南

京的费兰德·史密斯纪念医院，仅在 1898年就有 19
775人次就诊与776人次住院的记录［3］。

镇江海关的普拉特医生对镇江的公共卫生系

统十分不满。他笔下 1876年的镇江城内不仅排水

不畅，而且日夜排放的污水中还混合着大量人畜粪

便。普拉特医生在 1877年的报告中再次表达了对

镇江排水系统的不满，“大量腐烂的染料、垃圾和公

用小便器的排水管直接流入排水沟，最终排放到外

滩前面的河岸上，产生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无

独有偶，1888年刚刚上任的林奇医生也在报告中抱

怨了镇江的公共设施与卫生设施，“港口的排水系

统令人不满，在一个拥挤的中国居民居住区，数英

里内的污水都被排入只有八九平方米的排水沟，大

量腐烂的有机物积累于此却无法被处理……中国

百姓迫切需要一家医院”。两任海关医官对镇江排

水系统的不满不无道理。落后的排水系统可能使

得污水污染居民的饮用水，在炎热的夏季容易滋生

病菌，造成疟疾、霍乱流行。

南京、镇江、苏州三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

达、贸易繁忙。《海关医报》中不乏江苏通商口岸贸

易导致或者外地输入传染病的案例，但是本地官府

却对公共卫生事业漠不关心，而此时外国人成立的

市政委员会能执行一些市政职能。市政委员会对

公共卫生事务的重视可从林奇医生的记录中略见

一二。林奇医生在 1895年记录道：“一项令人十分

满意的改革措施出台后，所有不卫生的旧厕所和马

桶都已经消失了……清洁和消毒由市政委员会负

责。很容易导致污水渗入土壤的原始的排水管，正

在被地面排水沟或者水泥排水管取代。目前正在

为外国人定居点提供更好的供水设施。”林奇医生

认为市政委员会行使的卫生监督权力，对于外国侨

民来说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对于中国居民来说无疑

也是一个福音［3］。

（三）气象数据

接受西方医学系统培训的海关医官受当时西

方流行的热带医学理论影响深刻［6］，因此《海关医

报》的编写特别重视气温、降雨量等气候因素。南

京、镇江、苏州的报告也不例外，海关会雇佣专业的

测量人员，以保证气象数据的准确性。

1. 气温记录

人体内部的平衡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会出现变

化，自然界的病菌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也

是不同的，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疾病暴发可能性也

不尽相同。苏州海关的费恩医生指出：疟疾多发生

于夏季；霍乱在夏季到初秋泛滥；流感则是冬季在

居民中流行偏多。南京、镇江、苏州属于典型的亚

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酷热且冬季湿冷，气温季节变

化极大，因此海关医官对当地温度的记录十分上

心。 表2为1901年4月至1902年3月南京、镇江每

月的气温记录。

表2 1901年4月至1902年3月南京与镇江每月气温记录表

时间

1901年4月
1901年5月
1901年6月
1901年7月
1901年8月
1901年9月
1901年10月
1901年11月
1901年12月
1902年1月
1902年2月
1902年3月

南京（℃）
最高温
30.5
27.7
29.4
31.6
32.7
30.0
24.4
20.0
13.8
16.6
20.0
28.3

最低温
9.4

15.0
19.4
22.2
23.8
17.7
9.4
4.4

-0.5
2.7

-1.1
3.8

镇江（℃）
最高温
27.7
31.1
32.7
33.8
35.0
31.1
28.8
21.1
15.5
16.6
22.2
30.0

最低温
5.0

11.1
16.1
20.5
21.6
16.1
6.6
3.3

-5.0
-1.1
-3.3
0.0

资料来源：《海关医报》第63期。

2. 降水量记录

南京、镇江、苏州地处江南，境内河流较多，其

水系之发达可谓“水如棋局连街陌”。降水量的变

化会影响当地河流的水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当地的环境条件。尤其是雨季来临酿成水灾后，居

民的饮用水受到污染，病菌也容易繁殖，此时霍乱、

麻疹、疟疾等传染病频频发生。镇江的普拉特医生

就抱怨过江南梅雨过后镇江疾病泛滥，“春雨异常

猛烈，持续了好多天，房子和院子的墙壁都被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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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很快低矮的植被也被大水覆盖，紧接着暴发

了疟疾之类的疾病”。表3是南京与镇江在1901年
4月到1902年3月每月的降水记录。

表3 1901年4月至1902年3月南京与镇江每月降水记录表

时间

1901年4月
1901年5月
1901年6月
1901年7月
1901年8月
1901年9月
1901年10月
1901年11月
1901年12月
1902年1月
1902年2月
1902年3月

镇江降水量
（英寸）

1.74
3.28
7.75

18.65
1.62
0.76
1.19
0.69
0.91
1.38
1.45
1.11

南京降水量
（英寸）

2.12
2.69
5.34

14.46
0.67
1.01
2.67
0.74
0.83
1.36
0.54
5.69

南京降水时间
（小时）

38
538
49

122
19
29
33
18
22
31
22
50

资料来源：《海关医报》第63期。

从海关医官的报告可见，南京、镇江两地夏季

高温且冬季寒冷，两地6、7月份处于梅雨季节，降水

集中，但是 8、9月份因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北移使得

当地降水稀少。这种气候特点能很好印证上文提

及的费恩医生的观点。夏季的高温方便了蚊虫的

滋生，增加了传播疟疾的媒介；水灾、高温导致的水

源污染、食品变质是霍乱暴发的主要原因；冬季流

感多发是因为江苏地区冬季气温偏低，适宜不耐热

的流感病毒生存。清代地方官对于气温、降水量有

量化的记载，这被称为“雨雪分寸”，奏报会采用“雨，

入土一分”的计量方式表示［7］。所以《海关医报》中

利用较先进的仪器测量得到的气温、降水量的准

确数值就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计量单位也更加直

观。普拉特医生曾抱怨过“海关配备的测量仪器

太少，许多测量仪器要么是数量不足，要么是不够可

靠”［3］。可见海关医生们对于气象记录的重视程度。

三、通商口岸的社会与医学发展

（一）《海关医报》中江苏通商口岸的社会百态

《海关医报》展现了晚清江苏通商口岸的社会

面貌，报告中居民的避疫行为为我们打开了医学人

类学的视野。南京海关的麦克林医生对南京居民

崇拜痘神、驱邪避疫的文化十分不满，“挂在门口或

者戴在感染者头上的红布并不是警示人们，而是一

种对天花之神的崇拜”。所以麦克林医生认为南京

居民重新接种天花疫苗十分必要。最令麦克林医

生感到惊讶的是南京居民十分害怕冰水，他记述了

南京居民即便是在患者发热的情况下也会用热水

擦拭患者身体的做法，麦克林医生观察到这种方法

的降温效果却很好。可见海关医官在与中国居民

的接触中也能学习到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

镇江海关的普拉特医生则记录下了中国患者

的观念，在他的报告中，当地百姓反对医生在治疗

外科疾病时对他们做的限制性医嘱，通常选择保留

溃疡、畸形部位，而不是选择接受治疗或者延长治

疗周期。从帕克医生的记录中也能看出晚清时期

苏州居民医疗卫生观念的淡薄，“中国这一地区的

人们似乎不害怕麻风病的传染，麻风病患者也从未

被隔离”。

此外，吸食鸦片的风气在镇江、苏州社会中泛

滥。镇江海关的林奇医生对于中国患者宁可吸食

鸦片缓解痛苦也不接受治疗的做法深恶痛绝。苏

州海关的帕克医生则直接用“一片鸦片泛滥的土

地”来称呼苏州。

海关医生在工作中势必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

居民。怀特医生曾在报告中回忆起了一位善良的

患者，她在 1884年接受了怀特医生的妇科手术，痊

愈之后为怀特医生送来了特意染红的鸡蛋以表达

自己的感激。当然也会有无礼的患者做出让人匪

夷所思的事情，让怀特医生不禁感叹“仁慈的门难

以打开”。怀特医生在报告中多次记录下自己为当

地妇女医治时受到保守又愚昧的家属排斥的尴尬

场面，对此他直言不讳道：“中国妇女不仅会遭受病

痛折磨，许多人还因为暴力以及迷信而逝去。”

1895年，林奇医生还抱怨镇江当地不配合市政

委员会的工作，导致排水系统的故障无法被处理。

1903年林奇医生在报告中写道：“镇江整个夏天的

卫生活动主要是维护排水沟的有效工作状态。”海

关医官对城市内排水系统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通商口岸居民的卫生

观念得到了提升，百姓们意识到污水横流、运转不

灵的排水系统存在极大的卫生隐患。

我国古有“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

一说，但《海关医报》中的江苏口岸社会，却是一副

乞丐成群、贫者无力入殓的破败景象。普拉特医生

于 1876年记载：“贫苦百姓将家人的尸体向外人展

示以乞求帮助，死者无法很好安葬，而是被放置于

结构拙劣的棺材中，任其腐烂，最后产生致病的细

菌。”1910年，乌尔巴内克医生笔下的镇江是乞丐、

难民遍地的城市，因洪灾从京杭大运河北段逃难至

镇江的大量灾民给城市带来天花、斑疹伤寒、猩红

热等疾病。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尚且如此，晚清时

期中国其他地区的贫瘠可想而知。

（二）《海关医报》中的医学文化与技术

海关医官在江苏通商口岸的医疗活动反映的

是该国的医学文化与医学技术发展。江苏通商口

岸的海关医官均是英国人，他们的医疗活动能够体

现英国医生的治疗思路。如镇江口岸普拉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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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奇医生，他们在治疗中经常采用新的治疗方法

或在诊断中提出假设。1890年夏季，镇江脚气病患

者剧增，林奇医生认为这是某种特殊的病菌造成

的，但是镇江匮乏的医学设备制约了他去印证自己

的猜想。林奇医生的治疗活动也能体现英国医学

文化的转变，他在治疗中并没有像19世纪中叶之前

的英国医生一样滥用鸦片酊、吗啡、兴奋剂等药物，

以免对患者造成巨大伤害。

从海关医官在江苏口岸的工作中，可以了解到

中国的医学文化、医学技术。怀特医生就详细记录

了中国医生的医治特点，“中国医生行医的风格注

重于外科治理，如果对一些疾病的内在更加注重就

不会导致后续患者病情的恶化。比如 12名患者出

现下颌骨问题后，中国医生忽略了牙龈脓肿，结果

导致了骨骼坏死”。林奇医生认为中国医生对一些

疾病的医治效果不佳，“患结膜炎的患者很多，当地

医生医治后却使得很多人的角膜脱落”。

四、结 语

海关医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晚清中国海关大

权为列强所控制，作为海关职员的医生们势必要为

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海关服务，间接地帮助列强在

华的侵略活动。而他们编写的《海关医报》是江苏

通商口岸社会医疗卫生条件的真实写照。赫德创

立《海关医报》的初衷是促进中西方医学研究，进而

有利于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健康。海关医官们不

仅把国外先进的医学技术以及多样的医学文化带

到了江苏口岸，他们在工作中也从本地医生与居民

中了解学习到了中国的医学文化与医学技术。在

长达数十年的双向互动之下，江苏通商口岸的医疗

卫生条件也在中西方的交流中得到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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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medical officers and medical health of Jiangsu trade ports in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ZHAO Chengbin，LIU Yax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Customs Medical Reports were medical and health reports of various trade ports in China
compiled by Chinese customs medical officers from 1871 to 1910. They recorded the disease prevalence and
treatment，public facilities，meteorological data，social features，and other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hree trade ports of Jiangs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ncluding Nanjing，Zhenjiang and Suzhou. Customs
medical officer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sailed across the ocean， bringing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a.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Western medicine spreading to
the East”，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Jiangsu trade port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certain extent，
which has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local society.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compiled by the customs medical
officer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eign langu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trade ports in modern
China，but also reflect the medical culture and medical technology level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medical social history.

Key words：Customs Medical Reports；trade port；customs medical officer；medical and healt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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