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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外籍医生与医疗团队的国际
人道主义援助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
识到， 想要彻底赢得抗战的胜

利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
要依靠更为广泛的国际力量的支持，而
外籍专家和医疗团体正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国际力量。 外籍医生和医疗团体为推
动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身
八路军抗敌第一线救治伤兵； 二是在后
方医院工作， 提高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
生水平； 三是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医护人
才。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
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
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
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才能打倒帝
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这些
外籍医生和医疗团体主要通过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以及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参与
陕甘宁边区的战地救护， 他们所从事的
人道主义事业奉行了“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与延安精神高度契合。

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医

疗援助是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印度国

大党领袖尼赫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共同

努力下实现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于 1939
年 2月到达延安，由具有高超的医学技
术的 5名医生组成，是到达延安的第一
个国际代表团，他们在延安地区工作生

活 9个月后于 1939年 11月 4日受邀前
往晋东南前线。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

安后首先参观调研了附近大约 50公里
范围内的所有医疗机构，不仅对延安的

整体医疗状况和水平做了全面了解，而

且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医疗援助

的工作方向及主要内容，即：一是参与扩

建延安八路军军医医院，建成后的八路

军军医院能同时容纳上百人的病床和病

房，新建的窑洞（即病房）共 25间，其中
16间连成一排，每间能容纳 5位病人。
二是承担主要岗位的医疗工作。三位经

验丰富的印度医生主管外科病房，他们

承担的各科室的医疗任务在一定程度上

填补了八路军军医技术空白。三是培养

医护人员。卓克华和木克华两位印度医

生在距离军医院 130公里外的八路军卫
生学校为八路军军医院培养合格的医护

人才。四是救治伤兵的医疗任务。5名印
度医生承担了繁重的医疗救治任务，如

巴苏华大夫每天门诊接诊量 20人以上，
7 个月他在五官科共实施大小手术 86
次。爱德华和柯棣华平均每天在前线承

担 10多次外科手术。五是印度援华医疗
队带来了大批药品，而且其中很多是边

区政府稀缺的药品。

美国医生马海德

马海德于 1937 年 1 月到达延安，2
月 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随八路军
奔赴陕西前线，与中国红十字医疗队队

员一起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并建立了战地

医疗组织。1937年年底，马海德从前线

回到延安，承担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

生工作，这是马海德在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贡献之一。在担任保健医生期间他建

议以晒太阳的方式来恢复人体抵抗力，

组织各种体育锻炼调节长时间处于紧张

状态下的中共领导人，同时组织爬山活

动并练习抬担架爬山。此外，建议中央领

导人耕种一块土地，既可以补贴日常蔬

菜供应，也可以适当运动，一举多得。筹

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是马海德的另一重要

贡献。1937年年底，马海德将自己改善
八路军和边区医疗卫生条件、健全军队

医疗网络的构想提交给中央，最终在“因

陋就简，自己动手，勤俭办医疗事业”的

方针下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他以白求

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先后建立了 8所中
心医院、24 所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
10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值得一提的是，马海德还积极向延

安中医李鼎铭学习针灸、中药药理等中

国传统医学，并将其与西医结合救治伤

病员。他运用在延安时领悟的动员群众

的办法，向群众宣传梅毒的治疗办法，大

胆尝试用青霉素治疗梅毒取得了很好的

治疗效果。此外，马海德医生还培养了大

量医疗辅助人员，要求他们学习掌握症

状学、涂片法、血清实验及初期治疗的相

关医疗卫生知识。建国后，马海德又将精

力放在治疗麻风病上，为一线医务工作

者做出了表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白求恩与美加援华医疗队

白求恩与美加援华医疗队受美国与

加拿大共产党委派于 1938 年 1 月下旬
抵达中国，在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负责

人林可胜的帮助下美加援华医疗队前往

抗战一线救治八路军伤员。这支医疗队

由白求恩、加拿大护士尤恩与外科医生

帕森斯组成，但由于帕森斯反对前往敌

后根据地，后经史沫特莱劝说加拿大传

教士布朗医生加入该医疗队，3 月底他
们到达延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工作：一是设立战地医疗队。白求恩深知

战地救护的时效性在野外战场对于救治

伤兵非常重要，伤兵救治的越及时，康复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要在前线附近拥

有战地医疗队，75%的重伤员都可以救
治。此外，他还提议将国联资助的能容

纳 50张床位的外科医院建成一所一流
的模范战地医院，每月 1000 美元的运
营经费由美国援华会承担。但由于国民

党的阻挠，国联无法在八路军后方建立

模范医院，美国援华会的资金未能汇给

白求恩。直到 1938年 6月，在晋察冀军
区司令聂荣臻以及“保盟”的支持下得

以建立模范医院救治八路军伤兵。二是

建议为延安干部建立病历系统以便于

定期检查身体。三是建议改进医院条

件。白求恩深刻认识到手术不是治疗的

重点，而术后护理更为重要，因而决定

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流动手术队。1939年
2月，他率领 18人组成的“东征医疗队”
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步行 1500余里山
路，实施大小手术 315次，建立 13 处手
术室和包扎所，救治伤员 1000余名。四
是为适应八路军游击战的特点，白求恩

医疗队发明了一种“药驼子”，足够做

100次手术、换 500次药和配置 500个处
方所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大大提高

了伤员救治率。

傅莱对青霉素的贡献

1942年 12月傅莱抵达晋察冀根据
地，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教员。由于

他出色的教员经历，1944年调往陕甘宁
边区后被派往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从

事传染病教学工作。1945年初，傅莱同
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助手组成科研团队

创建了生化实验室，利用美国援华会寄

来的高压汽锅、青霉素芽孢、培养液原

料以及各种珍贵的参考资料，用当地土

炕作为保温箱，经过数十次反复试验，

试制成功“青霉素”。青霉素研制成功并

应用于临床，有效缓解了八路军战地用

药匮乏的困难，对于有效治疗由细菌引

起的肺炎、脑膜炎、淋病等传染病发挥

了巨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伤

口感染的概率，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对

边区的医药封锁，对抗战胜利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傅莱还认识到滥

用抗生素药物的危害，他在《灵药的危

险》一文中指出磺胺类药丸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的最大危险不在于药物本身，而

在于不经医生开具处方患者随意用药，

可能在原病的基础上引发更为严重的

病症。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

后，聘请傅莱任顾问。

阿洛夫对规范医疗技术的贡献

1942年 6月，阿洛夫抵达延安后在
中央医院工作。阿洛夫具有高超的医术

以及丰富的战地救护经验，他认识到必

须消灭病菌，首先是整洁和消毒，再组织

训练外科护士和医生使其达到可以进行

手术的标准。阿洛夫对中央医院医疗卫

生水平的改善有诸多贡献：一是阿洛夫

以身作则，教导并规范所有医务人员都

应该遵守手术和治疗的操作规范，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医院医生和护士原

本粗糙的操作状况。二是阿洛夫还否定

了天天换药的传统做法，推广延期换药

的新方法，提倡术后病人早拆线、早下床

活动以促进伤口早愈合，这一治疗方法

被称为“动静疗法”。三是尽可能不损害

病人的生理机能，这是阿洛夫所奉行的

行医原则，他对病人生命和健康高度负

责，在给病人治疗过程中坚持科学的医

疗方法，尽最大可能性降低中央医院的

死亡率。四是阿洛夫将自己在苏联卫国

战争中的野战救护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护士与实习

生培训过程中阿洛夫将学习与工作相结

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综合性教

育到专门培训，先教授基本的医疗卫生

知识，再引导学员由浅入深向专业化发

展。他还介绍最新的科学成就，主张吸收

各种医学理论，提倡无论医生还是护士

都要努力接受新知识。

概而言之，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外

籍医生和医疗团队，具有丰富的战地救

护经验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医

疗理念和方法不仅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

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培养了大批合格

的医生和护士，大力推动了陕甘宁边区

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抗战胜利乃

至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

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外

籍医生和医疗团队在延安工作期间对病

人生命和健康高度负责，精益求精，体现

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博爱、奉献”的

人道主义精神。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红十字运
动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

■ 文姚丽

图为印度医疗援华队成员：（左起）卓克华、木克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

白求恩在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