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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表·

中国古代疫情
(公元前674年至公元

王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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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674年，惠王三年，丁未年，齐国传染病流行．摘

自《公羊传》庄二十年。

公元前655年，惠王二十二年，丙寅年，赵国大疫流行，

摘自《史记·赵世家》。

公元前544年，景王元年，丁已年，真霍乱流行，摘自《公

羊义疏》引《考异邮》。

公元前369年，烈王七年，壬子年，秦国大疫，摘自《史

记·六国年表》。

2秦汉时期

公元前243年，秦始皇赢政四年，戊午年，天下疫．摘自

《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181年，汉高后七年，庚申年，南粤暑湿大疫，摘

自《汉书·南粤传》。

公元前142年，汉后元二年，己亥年，十月，衡山国、河东

郡、云中郡民疫，摘自《史记·孝景本纪》。

公元前64年，汉元康二年，丁巳年，因疾疫之灾，宣帝赦

令免收今年租赋，摘自《汉书·宣帝纪》。

2年，汉元始二年，工成年，设置医院专收患疫病者，摘自

《汉书-平帝纪》。

11年，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摘

自《后汉书-刘玄传》。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

士卒死于疾疫者{^有六七，摘自《后汉书·王莽传》。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

议书·刘吉传》。

3东汉时期

25年，建武元年，乙酉年，疾疫流行，摘自《后汉书·李善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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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建武十三年，丁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

甚，摘自《后汉书·五行志》。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成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摘

自《后汉书·钟离意传》。

“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

者十之四五。摘自《后汉书·马援传》。

49年，建武二卜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

自《后汉书-马援传》。

50年，建武二十六年，庚戌年，郡国七，大疫，摘自《后汉

书-五行志》。

89年，永元四年，壬辰年，时有疾疫，摘自《后汉书·曹褒

传》。

110年，永初四年，庚戌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摘自《后

援书-杨厚传》。

119年，元初六年，己来年，四月，会稽大疫，摘自《后汉

书·孝安帝纪》。

124年，延光三年，甲子年，九月，京师大疫，摘自《后汉

书·顺冲质帝纪》。

125年，延光四年，己丑年，冬，京师大疫，摘自《后汉书·

安帝纪》。

129年，永建四年，己巳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摘自《后

汉书·杨厚传》。

151年，元嘉元年，辛卯年，春正月，京师大疫；二月，九

江、庐江大疫，摘自《后汉书·桓帝纪》。

161年，延熹四年，辛丑年，正月，大疫，摘自《后汉书·五

行志》。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

者十有三四，规亲人庵庐巡视，摘自《后汉书·皇甫规传》。

169年，建宁二年，己酉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摘自《备

急千金要方·伤寒》。

171年，建宁四年，辛亥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至

医药，摘自《后汉书·灵帝纪》。

173年，熹平二年，癸丑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至

医药，摘自《后汉书·灵帝纪》。

179年，光和二年，己未年，春大疫，使常俦中谒者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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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医药，摘自《后汉书·灵帝纪》。

182年，光和五年，壬戌年，二月，大疫，摘自《后汉书·五

行志》。

185年，中平二年，乙丑年，春正月，大疫，摘自《后汉书·

五行志》。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阳白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

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1，死者竟达三分之二，摘自《伤寒

杂病论·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

死，摘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15年，建安二十年，乙来年，吴疾疫，摘自《三国志·吴

志·甘宁传》。

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年，大疫，曹植作《说疫气》以

描绘当时惨景，摘自《后汉书-献帝纪》、丁晏《曹集诠评》。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吴大疫，尽除荆州民祖

税，摘自《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4三国时期

222年，黄初三年，壬寅年，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摘自

《三国志-魏志-夏候尚传》。

223年，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摘

自《三国会要》、《宋书·五行志》。

234年，青龙二年，甲寅年，夏四月，大疫，摘自《三国志-

魏志·明帝纪》。

235年，青龙三年，乙卯年，春正月，京都大缦，摘自《三国

志·魏志·明帝纪》。

242年，正始三年，壬戌年，吴，大疫，摘自《三国会要》。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

者大半，摘自《三国志·吴志·孙亮传》。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

自《宋书·五行志》。

255年，正元二年，乙亥年，吴，大疫，摘自《三国会要》。

5西晋时期

269年，泰始五年，己丑年，大疫，摘自《疫症集说》。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竟达

十万，摘自《宋书·五行志》。

274年，泰始十年，甲午年，大疫，吴土亦同，摘自《宋书·

五行志》。

275年，咸宁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

人，摘自《宋书-五行志》。

282年，太康三年，壬寅年，春，疫，摘自《宋书·五行志》。

29】年，元康元年，辛亥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

摘自《宋#·五行志》。

292年，元康二年，壬子年，十一月，大疫，摘自《宋书·五

行志》。

296年，元康六年，丙辰年，关中大疫，摘自《晋书·惠帝

纪》。

297年，元康七年，丁巳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

摘自《宋书·五行志》。

300年，永康元年，庚申年，秦雍二州痪疫，摘自《宋书。五

行志》。

310年，永嘉四年，庚午年，五月，秦雍二州饥疫，挚秋，摘

自《宋书·五行志》。

312年，永嘉六年，壬申年，大疫，摘自《宋书-五行志》。

6东晋时期

317年，建武元年，丁丑年，天行发斑疮流行，摘自《外台

秘要》。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二二，

河朔亦同，摘自《宋书·五行志》。

330年，成和五年，庚寅年，五月，大饥且疫，摘自《宋书·

五行志》。

353年，永和九年，癸丑年，五月，大疫，摘自《宋书-五行

志》。

356年．永和十二年，丙辰年，罄于疾疫流行，期庭规定，

朝臣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也要隔离百R，摘

自《晋书-王彪之传》。

369年，太和四年，己巳年，冬，大疫，摘自《宋书·五行

志》。

375年，宁康三年，乙亥年，冬，大疫，摘自《疫痛集说》。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

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

绝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夫疫，人与马牛死

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纪扎

405年，义熙元年，乙巳年，十月，大疫，发赤斑乃愈，摘自

《宋书·五行志》。

411年，义熙七年，辛亥年，春，大疫，摘白《宋书·五行

志》。

7南北朝时期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众大疫，死者十有_

三，摘自妇E史-魏本纪》。

427年，宋元嘉四年，丁卯年，五月，京都疾疫，摘自《宋

书-文帝纪》。

447年，宋元嘉二十四年，丁亥年，六月，京邑疫疠，摘自

《宋书吱帝纪》。
451年，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年，部下疾疫，摘自《南史-

宋文帝本纪》。

457年，宋大明元年，丁酉年，四月，京邑疾疫，摘自《宋

书·武帝纪》。

459年，宋大明三年，己亥年，会军大疫乃还，摘自《魏书·

天象志》。

460年，宋大明四年，庚子年，(四月)都邑疫疠，摘自《宋

书-文帝纪》。

466年，魏和平元年，丙午年，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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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摘自《魏书·高帝纪》。

468年，魏皇兴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

万，摘自《魏书·灵徵志》。

495年，齐建武二年，乙亥年，剡县发现母子俱得之赤斑

病(天花的最初称谓)，摘自《南齐书·武帝纪》。

503年，梁天监三年，癸来年，是夏多疠疫，摘自《梁书·武

帝纪》。

5嘴年，梁天监三年，甲申年，是岁多疾疫，摘自《梁书·武

帝纪》。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和襄陵

二县太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529年，梁中大通元年，己酉年，六月．都下疫甚，摘自《南

史·梁本纪》。

547年，粱太清元年，丁卯年，旱疫两年，扬、徐、充、豫尤

甚，摘自《南北史补志·五行志》。

565年，北齐天统元年，乙酉年，(十二月)汤南大疫，摘自

《北齐书·后主纪》。

8隋唐时期

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

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书·高帝纪》。

612年，隋大业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摘自《北史·隋本纪》。

636年，唐贞观十年，丙申年，关内，河东大疫，摘自《新唐

书·五行志》。

641年，唐贞观十五年，辛丑年，三月，泽州疫．摘自《新唐

书·五行志》。

642年，唐贞观十六年，壬寅年，夏，谷弪徐戴虢五州疫，

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643年，唐贞观十七年，癸卯年，夏，潭濠庐三州疫．摘自

《新唐书一五行志》。

644年，唐贞观十八年，甲辰年，庐濠巴善郴五州疫，摘自

《新唐书·五行志》。

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戊中年，卿州大疫，摘自《新唐

书·五行志》。

655年，唐永徽六年，乙卯年，三月，楚州大疫，摘自《新唐

书·五行志》。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

不可胜数。死者枕藉于路，摘自《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

高宗纪》。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白京师至山东疾疫，民

死者众，摘自《旧唐书-中宗纪》。

707年，唐景龙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

死者千数，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762年，唐宝应元年，壬寅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

《新唐书·五行志》。

763年，唐广德元年，癸卯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

《旧唐书·代宗纪》。

789年，唐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

早，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摘自《旧唐书·德宗纪》。

790年，唐贞元六年，庚午年，夏，淮南、浙西、福建道疫，

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摘

自《新唐书-五行志》。

832年，唐大和六年，壬子年，春，自剑南至浙西大疫；五

月，给民疫死者棺摘自《薪唐书·五行志》、《新唐书·文宗纪》。

840年，唐开成五年，庚申年，夏，福建台明四州疫，摘自

《新唐书·五行志》。

869年，唐咸通十年，己丑年，宣、歙、两浙疫，摘自《新唐

书·五行志》。

880年，唐广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

多丧。赋众疫疠，摘自《旧唐书·僖宗纪》。

891年，唐大顺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

者十三四，摘自《旧唐书·昭宗纪》。

9宋金元时期

963年，宋乾德元年，癸亥年，湖南疫，赐行营将枝药，摘

自《宋史·太祖纪》。

992年，宋淳化三年，壬辰年，六月，京师太热，疫死者众，

摘自《宋史·五行志》。

994年，来淳化五年，甲午年，六月，京师痤，遣太医和药

救之，摘自《宋史-五行志》。

996年，宋至道二年，丙申年，扛南频年多疾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1000年，宋咸平三年，庚子年，江南频年旱歉，多疾疫，摘

自《文献通考·物异》。

1003年，宋成平六年，癸卯年，五月，京城疫，分遣内臣赐

药，摘自《朱史·真宗纪》。

1叭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年，(三月)陕西民疫，遣

使蛮药赐之，摘自《宋史·真宗纪》。

1019年，辽开泰八年，己未年，燕地饥疫，民多流殍，摘自

《豇史·杨佶传》。

1023年，宋天圣元年，癸亥年，五月，行都疫，摘自《宋史·

五行志》。

1027年，宋天圣五年，丁卯年，夏秋大暑，毒气中人，摘自

《宋史-五行志》。

1033年，宋明道二年，癸酉年，南方大早，因饥成疫，死者

十有二三，摘自《文献通考·物异》。

1036年，宋景裙三年，丙子年，广南兵苦瘴毒，为置医药，

摘自《宋史·仁宗纪》。

1046年，束庆历六年+丙戌年，官军久戍南方，夏秋之交，

瘴疠为虐，其令太医定方和药，遣使给之，摘自《宋史·蛮夷

传》。

1049年，宋皇佑元年，已丑年，二月，以河北疫，遣使颁

药，摘自《宋史-仁宗纪》。

1054年，宋至和元年，甲午年，春，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

万方数据



天津中医学豌学报：J帆皿丑l 0f髓anjin

第22卷 第3期2003年9月

Uni硎押0f咖由nal clIine卯Me出cim

v01．22 N0f3 Jum2003

疫，摘自《宋史·仁宗纪》。

1060年，宋嘉佑五年，庚子年，五月，京师民疫，选医给药

以疗之摘自《宋史·仁宗纪》。

】075年，宋熙宁八年，己卯年，南方太疫。两浙贫富皆病，

摘自《梦溪笔谈·神奇》。

1078年，宋元丰元年，戊午年，邕州疫疠，摘自《宋会要辑

稿-瑞异》。

{094年，宋绍圣元年，甲戌年，京师疾疫，太医局熟药所

派遣医官至病家诊视，给散汤药，摘自《宋会要辑稿·职官》。

1109年，宋大观三年，己丑年．江东疫，摘自《宋史·五行

志》。

1113年，宋政和三年，癸己年，江东早疫，摘自《文献通

考·物异》。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

疫死者几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己酉年，虏骑破淮，疫疠大作，摘

自《伤寒九十论·风温》。

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

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

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壬于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

会稽时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癸丑年，二月，永州疫，资荣二州

大疫，摘自《来史·五行志》。

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丙辰年，四川疫，摘自《宋史-五

行志》。

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戊午年，岭北、太原、燕蓟鼠疫流

行，摘自《普济方·肿毒类》。

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己未年，京师大疫，汗下皆死，服

五苓散可愈，摘自《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1146年，南宋绍兴十六年，丙寅年，夏，行都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148年，南宋绍兴十八年，戊辰年，(常州)疫大作，衡单

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动者甚众，摘自《宋史·叶衡传》。

1】49年，南宋绍兴十九年，己巳年，金，大疫，广平尤甚，

摘自《金史-李庆嗣传》。

】15i年，金天德元年，辛未年，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

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

赏，摘自《金史·张浩传》。

1156年，南宋缁兴二十六年，丙子年，夏，行都大疫，高宗

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已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

不可胜数，天下骚然，摘自《金史·完颜匡传》。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

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

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65年，南宋乾道元年，丁酉年，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

疫，浙米西亦如之，摘自《宋史·五行志》。

1170年，南宋乾道六年，庚寅年，春，民以冬燠疫作，摘自

《宋史·五行志》。

1172年，南宋乾道八年，壬辰年，夏，行都民疫，及秋未

息；江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摘自《宋史·五

行志》。

1176年．南宋淳熙三年，丙申年，鼻闻臭秽，能致温疫传

染，已为当时注意，摘自《医经正本书》。

l】77年，南宋淳熙四年，丁酉年，真州大疫，摘自《宋史·

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丑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

国府民疫，死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7年，南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年，春，都民禁旅大疫，浙

西郡国亦疫，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己酉年，潭州疫，摘自《朱史·

五行志》。

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数千人，摘自

《宋史·五行志》。

1192年，南宋绍熙三年，壬于年，资荣二州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1195年，南宋庆元元年，乙卯年，(四月)临安大疫，出内

帑钱为贫民医，药棺敛费及赐诸军疫死者家，摘自《宋史·宁

宗纪》。

1196年，南宋庆元二年，丙辰年，五月，行都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1197年，南宋庆元三年，丁巳年，三月，行都及淮浙郡县

疫，摘自《宋史·五行志》。

“99年，南宋庆元五年，己未年，久雨，民疫，摘自《续资

治通鉴》。

1202年，金泰和二年，辛酉年，四月，民多疫疠，摘自《昔

济方·时气疫疠门》。

1203年，南宋嘉泰三年，癸亥年，五月，行都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1208年，南宋嘉定元年，戊辰年．夏，淮甸大疫，官募俺骼

及二百人者度为僧。是岁浙民亦疫，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难

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

《宋史·五行志》。

1211年，南束嘉定四年，辛未年，三月，亦如之(指嘉定三

年)，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3年，金贞桔元年，癸酉年，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

之民死者百余万，摘自《金史-宣宗皇后传》。

1222年，南宋嘉定十五年，壬午年，赣州疫，摘自《宋史·

五行志》。

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癸未年，永道二州疫．摘自《宋

史·五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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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年，南宋宝庆二年，丙戌年，元，下灵武，既而军中病

疫，服大黄辄愈，摘自《续名医类案·疫门》。

1231年，南宋绍定四年，辛卯年，姑苏春疫，吴渊设济民

药局，摘自光绪三年《苏州县志》。

1232年，金天兴元年，壬辰年，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

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摘自《金史·哀宗上本纪》。

1237年，南宋嘉熙元年．丁酉年，怀州大疫，士卒多病，摘

自《新元史-纯只海传》。

1258年，南宋宝佑六年，戊午年，饥疫，摘自《续文献通

考-物异》。

1271年，元至元八年，辛未年，侵宋播州士卒，遇炎痒多

病，摘自《新元史·兀良合台传》。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甲成年，(’江陵)城中疾疫，诸军

疾疫已十四五摘自《新元史·贾居贞传》、《新元史·郝经传》。

1275年，南宋德佑元年，乙亥年，(六月)四城迁徙，流民

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灭宁寺死者尤多，疫疠大作，服大黄

者生，摘自《采史·五行志》、《宋史-刘黻传》。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数月问城中疫气薰蒸，

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丁丑年，江南大疫．摘自《新元

史·徐师颜传》。

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戊寅年，河南大疫，摘自《新元

史·史铁哥术传》。

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问早

疫；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

疫，兵多死于瘴疠，摘自《元史·成宗奉纪》、《新元史·史耀

传》。

1304年，元大德八年，甲辰年，六月，乌撒、乌蒙、益州、芒

都、东川等路饥疫，摘自《续文献通考·物异》。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戍申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

者二万六千余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13年，元皇庆二年，癸丑年，冬，京师大疫，摘自《元史·

五行志》。

1321年，元至治元年，辛酉年，京师疫，摘自《元史·英宗

本纪》。

1322年，元至治二：年，壬戌年，恩州水，民饥疫，十一月，

岷州旱疫摘自《元史-英宗本纪》、《续文献通考·物异》。

1323年，元至治三年，癸亥年，春，岷州疫，摘自《续文献

通考·物异》1325年，元泰定二年，己H年，岷州春疫，摘自《元

史-泰定帝本纪》。

1329年，元灭历一年，己巳年，集庆河南府路宁疫，摘自

《元史-文宗本纪》。

1330年，元至顺元年，庚午年，(八月)河南府路新安沔池

等十五驿饥疫，摘自《元史·丈宗本纪》。

1331午，元至顺二年．辛未年，疫疠死哲十九，摘自《元

史·文宗本纪》。

】332年，元至顺三年，壬申年，宵山县饥疫，死者众，摘自

《元史·文宗本纪》。

1334年，元元统二年，甲戌年，杭州错I江、嘉必、常州、松

江、江阴水旱疾疫，摘自《元史·顺帝本纪》。、

13“年，元至惟网年．甲申年，福卅l、t|j|i武、延平、¨州州

郡夏秋大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345年，元至正五年，乙酉年，春夏，济南大疫．摘自《元

史-五行志》。

1352年，元拿丁F十二年，壬辰年，正月，冀宁、保州、德州

大疫、夏，龙兴大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癸巳年，黄州、饶州大疫；十二

月，大同路犬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1354年，元至正十网年，甲午年，(夏四月)扭两、湖r1大

饥，民疫疠者甚众；京师大疫，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摘

自《元史·顺帝本纪》。

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阿申年，春，河南大疫，摘自《儿

史·五行志》。

1357年，元至正f_七年，]‘酉年，六月，莒州、蒙阴县凡

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年年，夏，掰州大疫，京师大

饥疫，摘自《元史·五行志》、《元史·朴小花传》。

1359年，元至正卜九年，己亥年，春夏，藤州并胤县．甘州

沂水、日照二县及广东南雄路大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年，夏，绍兴⋯阴、会稽二县

大疫，摘自《元史-五行志》。

1362年，元至正：_卜年，壬寅年，山阴、会稽又大疫，摘自

《元史·五行志》。

(待续)

(收稿日期：2003—05一】8)

科研工作再创佳绩

——“复方丹参方药效物质及作用机理研究”荣膺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榜首

张伯礼教授、王永炎院士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973)子课题“复方丹参方药效物质及作用机理研究”

课题荣获2002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且为一等奖第1名。这是2000年度张伯礼教授主持的“血管性痴呆临床和

基础研究”课题获灭津市中医界第1个-一等奖之后，天津中医科研上作的又一佳绩。

经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犬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办公会审核，我院获2002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

奖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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