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黄 娟

2016年3月6日 星期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翻开史册，苏联伯力法庭上，
!"#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供述了
#$%&年侵华日军发动“浙赣细菌
战”的一些细节：“根据石井将军的
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 #"'公斤
副伤寒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
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选带领大学生
志愿者和浙江省各地方志愿者团体
调查近 &'年发现，在浙江金华、丽
水、衢州等地集中存在相当数量的
烂脚老人。!'年过去了，医生们在
烂脚老人的伤口中并未发现炭疽细
菌。如何才能证明，幸存者的烂脚就
是由侵华日军所投毒菌造成的呢？

&'#(年 (月 #)至 #!日，第三
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文理学院举
行。会上，致力于研究细菌性传染病
病理学的美国医学史专家马丁·弗
曼斯基（*+,-./ 01,2+/34.）所作报
告从医学角度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
分析。

弗曼斯基的研究使用了王选
及学生对浙江金华汤溪镇全部村
庄所作的烂脚病田野调查，该项调
查共采访了 5!位烂脚病老人。其
中有 (例为其他疾病导致，& 例于
#$!'年至 &'#'年之间发生，此 !

例因而被排除。“被排除的案例体
现出这是一项好的调查。”
随后，弗曼斯基就剩余的 5'例

烂脚病幸存者进行分析，其基本情
况为：)"例男性、#!例女性；溃烂发
生部位有 !$例腿或足、"例手、"例
全身、& 例面部、# 例头部、& 例眼
部、#例背部、#例胸部；有 %(例痊

愈、#"例未知、&&例伤口仍为开放
状态。这些老人的发病时间，大部分
集中在 #$%& 年至 #$%% 年（见图
一），发病时间的年龄分布（见图
二），)岁至 #'岁组仅 &'人，##岁
至 &' 岁组明显超出其他组别，为
%(人多。值得注意的是，弗曼斯基
提示，由于采访作于 &''% 年至
&''5年，接受采访的老人发病时大
多还小，而那时的老人并非没有人
患病，只是在采访发生时早已经去
世了，因而在数据上无法体现。这
些老人接受采访时，大多还提到了
他们周围人：亲属、乡邻同时感染
烂脚病。

这些数据说明，#$%&年年中在
当地集中出现的烂脚病，既不是老
年人血循环不佳或者糖尿病所致病
例，也不是当地既有的流行病。“那

么，是什么导致了皮肤及腿足部溃
烂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包括孩子、
年轻人中的突然爆发呢？”
再来看症状。
弗曼斯基介绍，皮肤炭疽（61!

-+/7813 9/-:,+;）发病时，往往从一
处痒而不疼的小泡开始，小泡破裂
后，会形成无痛的溃烂，中心黑色且
硬，英语里“9/-:,+;”、“6:+,<8/”等
表示炭疽的词就是黑色的意思；引
起大量肿胀；仅危害皮肤，不伤及骨
头或软骨；通常只被感染一次，感染
者要么死去要么免疫；如果同时感
染了其他细菌，伤口疼痛且不愈合。
以上这些病理症状与被采访的烂脚
幸存者所述发病过程都高度吻合。
同时，某些幸存者的叙述中，还

出现了另一种细菌的影子：鼻疽。
慢性肌皮鼻疽，其发病特点为，

先从皮肤、肌肉的深处出现疼痛性
肿胀，此后肿胀破裂，“自上而下”释
放出黄色、油性的液体，并露出大而
深的溃烂腔道。鼻疽伤口愈合慢，好
了还会烂，且会在腿、臂、躯干、头、
脸等各处不断形成新伤。发病可持
续数年，还可蔓延至关节、骨骼。
在某些幸存者口中，烂脚是伴

随着高烧、剧痛的肿胀而来，且“自
上而下”破溃，会流出较稀薄的液体
而非脓水，所出现的溃烂腔道中心
为红色而非黑色。不少幸存者还记
得，烂脚之后数年之内，长好的地方
还会再烂，且还不断会有新的溃烂
出现。此外，有记录显示，#$%&年一
场奇怪的瘟疫暴发，染疾的婴儿唇
齿均被毁伤，活下来的幸存者则有
终身面部畸形。
弗曼斯基介绍，鼻疽主要感染

马、驴、骡的鼻、腿部，在水中或干燥
条件下数周仍能存活致病，且在此
类动物间传染迅速，“必须将马杀死
方能止住传播”。马夫或照料鼻疽病
人的护士也可能感染，但为个案。除
了在俄罗斯曾出现食用病马肉后集
体感染的事件，鼻疽并无人际传播
或在人群中大规模暴发的病例。当
时的浙江，村民家中一般养猪、牛，
并不养马、驴、骡，照理不应出现人
被感染鼻疽的情形。#$%&年以前，
当地也没有反常或反复发生的动物
瘟疫记录。反倒是 #$%&年下半年，
有中国军队回到村庄后，骏马和骡
子头部及身体溃烂后被销毁的记录
%例。那么，当地又为何会出现高度
疑似鼻疽的患病人群呢，侵华日军
发动的细菌战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见习记者 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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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
傅君华在九院治好后，丽水志

愿者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年 #

月、$月，丽水又先后送了两批 5位
老人往上海治疗。&'#(年 )月，经过
协调，丽水中心医院收治当地烂脚病
老人 )位，费用由民政、社保报销。

&'#% 年 ## 月的会诊结束后，
毗邻汤溪镇的金华市中心医院金西
分院被确立为烂脚老人的治疗点，
很快，金西分院迎来了瑞金医院派
来的两位年轻医生和智能远程可视
眼镜，他们与当地医生在上海“老法
师”们的实时指导下一起给老人手
术、换药。5月，金华举行历史遗留
“烂脚病”患者治疗经验总结会，汇
集了三位院士和行业内的“半壁江
山”。会上，院士夏照帆提示，衢州的
衢化医院在治疗创面上也相当有实
力。此后，衢州的志愿者与衢化医院
迅速建立起联系，衢州的烂脚老人
从此在本地就能治愈烂脚。

与此同时，&'#(年 )月起面向
全社会发起的募捐在腾讯公益频道
进展迅速，半年就筹到了善款 #''

万元，目前已经为近 "'位老人支付
了非社保覆盖的部分。每谈起这笔
钱，志愿者们都好不神气，王选总结
道，“有公募之后我们腰杆就硬了！
烂脚老人说收进来就收进来！”
与志愿者们的神采飞扬相映衬

的，是烂脚治愈后老人们由心底涌
出的快乐。再没有七十年来天天痛
醒的苦，再没有“自己都不想看”的
烂，再没有总是被乡邻回避的臭。傅
君华说，血压原来一直偏低，现在正
常了，人也精神了。涂茂江说，晚上

睡得着了，原来不敢吃“好吃的东
西”，怕会“发”，现在都能吃了。姜春
根、余敦祥现在很喜欢窜门。何遗祥
是由冯欢喜介绍着去上海看的烂
脚，现在两人都治好了，见面时冯欢
喜欢喜之余又添一分小小的得意，
“我介绍得没错吧”。徐朝顺说，以前
带着伤干农活，双腿全是血，晚上也
是自己包扎，“不好意思给老婆看
到”，现在不痛了，说完便一直笑。他
儿子徐世青解释，烂脚治好以后，老
人天天都“高兴死了”。

思索
一年多前，李仲明在九院接受

了医治。不少报道中，媒体叙述李仲
明的植皮手术是“师徒三代人共同
执行的一台手术”，“阵容难得一
见”，因为主刀的是肖玉瑞和其弟子
陆树良，助手则是陆树良的弟子、第
九人民医院创伤修复科副主任谢

挺。而时隔一年多，听到记者问“师
徒三代”时谢挺却笑了，他解释，“我
们确实非常重视，当时我们三个也
确实都在手术台上，媒体就那样宣
传了。但其实从医疗角度讲，李仲明
的腿并不难治，不要求‘阵容强
大’。”
并不难治，与谢挺有类似点评

的还有烧伤整形专家、衢州衢化医
院副院长张元海、伤口治疗中心副
主任叶春江。“原来现在的医疗技术
早就这么发达了，这些老人在乡下，
都不知道啊。”王选一遍一遍跟记者
感叹。叶春江则说，以前并不知道有
这些烂脚老人，而面向农村的广大
基层医疗单位知道老人们的病情，
却既不具备治疗的力量、也不知道
找谁。
医生们介绍，对待烂脚老人，典

型疗法是先打破伤口久未愈合形成
的纤维板，让血管长上来，再取割了

又长、不会留疤的头皮作植皮。“并
不难治，最重要的是后期护理。”谢
挺表示，除了普通的换药、清洁卫
生，由于大部分烂脚老人都有下肢
静脉高压问题，所导致的组织缺氧
会使皮肤再度破损，出院后老人们
还须使用弹力绷带或弹力袜。后期
护理做不好，就可能会复发。
丽水傅君华腿上的植皮部分是

干净、清爽的，但不重视穿着弹力袜
导致了部分疤痕增生。家住金华西
面的金岳宜则复发得厉害。由于离
地处金华城东的治疗点较远，他上
治疗点回访的频率很低，加上独居、
无人照料，当叶建华医生揭开他腿
上的纱布，溃烂的伤口散发出阵阵
臭气，众人都不敢相信，后期护理不
佳竟堪比未治。
记者在丽水、金华、衢州转了一

圈下来，所见八九只治疗后的“烂
脚”中，当属衢州涂茂江的最好，伤
口既干爽又平整，这要感谢经常为
他上门护理的高家镇卫生所。卫生
所医生吴伟荣介绍，护理并不难，此
前老人出院后，衢化医院的医生来
过一次，说过相关注意事项。
王选和李英、施俊、陈江苹等金

华志愿者已经在策划，推动在金华
西面也建立一个治疗点。在上海医
治的丽水病人要回访则更难。去年
$月，上海的医生们与王选、管理善
款的王正国基金会人员一同去丽水
回访老人，并带去了企业为老人定
制弹力袜。最近一次回访，发生在学
生志愿者去丽水调查时，为老人的
伤口拍照，传到医生们的微信群里。
“上海的医生毕竟鞭长莫及，需要当
地医护人员配合。”王选说。
“最理想的是，在基层就有受过

训练的护士。如果病人不能上医院，
就上门给他们做回访。”谢挺表示，而
有此类需求的，并不止是烂脚老人。

期待
烂脚的多是农民，媒体不能直

接传递到的角落，烂脚调查尚未触
及的土地，可以免费治愈烂脚的信
息通过乡土社会曲折的人情关系蜿
蜒而缓慢地渗透。傅君华的儿子傅
有平说，知道可以找丽水的志愿者，
是因为妹妹的女婿的母亲在一户知
情的、有烂脚老人的人家做家政。新
发现的丽水烂脚老人冯叶田，女儿
冯玉梅说，全因乡镇医院上有一个
人说起，才知道父亲的脚与细菌战
有关，而且有治愈的希望。
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常跟不上

生命本身的节奏。不断有老人带着
烂脚离世，当然，也陆陆续续有此前
未被记录的细菌战受害者出现。

丽水、金华、衢州，是目前救治
工作覆盖的区域。而翻开此前宁波
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所做的烂脚调
查地图，浙北的富阳、诸暨、萧山也
都有烂脚病例记录。金华中心医院
金西分院副院长叶建华说，曾经接
到过萧山打来的电话，经过协调，那
位老人住进了浙二医院。

且不论仍有幸存的细菌战受
害者尚未被发现，即便已经发现的
“烂脚”老人，不少还因种种原因未
能得到全面的治疗和康复。感谢浙
江和上海的医生、企业为救治烂脚
老人无私奉献了大量的心力，并创
造了历史性的奇迹。但救治抚慰细
菌战受害者，还需要更多政府部
门、更多社会组织、更多爱心人士
的倾情参与。

美国研究者对烂脚病的思考

! 汤溪镇烂脚病发病年份表# 此图从马丁$弗曼斯基博士已经发布的研

究成果中截取!图一"

! $##%年至 $##&年汤溪镇烂脚病幸存者发病年龄表# 此图从马丁$弗曼斯

基博士已经发布的研究成果中截取!图二"

! "月 !日入住衢化医院的烂脚老人张沙埠娜!今年 "#岁 吴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