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伍式”口罩物美价廉，在鼠疫中挽救了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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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式”口罩。

口罩的诞生与发展：
从纱布到N95，人类战疫第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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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浩然

公元前430年，古希腊雅典暴发
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几近三年，
脓疮与呕吐物的气味飘散在这座文
明城邦中，尸体与施法念咒的巫师随
处可见。30岁的“医学之父”希波克

拉底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冒着
生命危险来到雅典，脸上除了浓密的
胡子略作遮掩，几无防护。

时隔2500年，公元2019年，农历
庚子年春节前不久，中国湖北武汉暴
发了一次疫情，一种不为人知的新型
冠状病毒袭击了这个被称为“九省通
衢”的交通枢纽型城市。不到1个月
时间，病毒快速扩散，但这一次，古希
腊的惨剧并未重演。疫情的有效控
制，除了归功于希波克拉底后继者们
的不懈努力外，一种名为口罩的东西
成了遏制疫情蔓延的法宝。

公元 16 世纪，
为应对黑死病，法国
医生查尔斯·德洛姆
发明了形似鸟嘴覆
盖全脸的面具。

服务帝王的御用装备

公元 13 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
行家马可·波罗千辛万苦来到元大
都，见到了正值壮年的忽必烈大汗。
也许是与大汗意气相投相见恨晚，也
许是东方文明的绚烂，让这个 21 岁
的外国小伙流连忘返，在旅居中国
17 年后他才返回祖国，并写下了举
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
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在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元代宫廷侍者使用
的这种“蒙口鼻的绢布”，或许便是有史
可查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批“口罩”。

不过在彼时，这种由“蚕丝与黄
金线”织成的巾，可是非常人能使用
的稀有器件，而功能与用途也仅仅是
避免侍从们的唾沫星子与气息“污
染”了尊贵帝王的食物。

黑死病阴影下的鸟嘴医生

就在马可波罗返回家乡后不久，
黑暗降临了中世纪的欧洲。伴随着
巫术、火刑和黑死病，在整整 200 多
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人类的平均年
龄几乎被拉低了 20 岁，人口锐减了
近5成。在那个年代，活着就是命运
最大的恩赐。

公元 16 世纪，黑死病的阴影依
然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一种特殊的

“口罩”被查尔斯·德洛姆发明了。为
应对黑死病，这个生于法国的天才医
生制造出了形似鸟嘴覆盖全脸的面
具，以及配套的连体“防护服”。

为达到隔离效果，这一“装备”从
上到下都用浸过蜡的油布制成，标志
性的鸟嘴里填充了樟脑、棉花、薄荷等
物，以此来过滤空气，起到消毒作用。

而另类的鸟嘴设计，大致是能让空气
在这个长长的管道中进行有效净化。
毕竟在当时有限的认知里，人们普遍
认为黑死病是通过有毒的“瘟气”来传
播的。

口罩与医学首次亲密接触

1876 年，医学的进步已经让医
务工作者，尤其是外科手术医生们意
识到，避免与病患的直接接触有多么
重要，无菌外科因时而生。

无菌外科的规范虽然已包括用
石炭酸消毒手术器械，外科医生得穿
手术衣，戴帽和橡胶手套，但并没有
被要求使用口罩。

这导致医生常把自己口鼻腔中
的细菌传染给患者，从而引起伤口感
染。不过，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没人能想到，“病从口出”。

1895 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
奇让医生和护士在手术和护理时，戴
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
具。果然，病人伤口感染率大幅减
少。而这，也就成为了近代医学史上
第一款医用口罩。不过，这口罩的功
能并不是保护医务工作者，而是反向
保护病患。

中国“伍式”口罩的诞生

这边是欧洲跨越向前，而另一
边，从元代到清末，鲜经瘟疫的中国

在口罩革新方面一度落了下风。直
到 1910 年，一场肺鼠疫从俄国贝加
尔湖地区沿中东铁路传入中国，并以
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4个月内波
及5省6市，死亡达6万多人。

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剑桥
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负责
调查处理此次疫情。

在东北疫情一线，伍连德发现这
场瘟疫主要通过飞沫进行传播，于是
他发明了一种简易口罩用于阻绝。
这种口罩将外科纱布剪成3尺长，每
条折成双层，中间放置一块棉花，再
将纱布的每端剪成两条，使之成为两
层状的纱布绷带。用时以中间有棉
花处掩遮口鼻，两端的上、下尾分别
缚结于脑后。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
格低廉，成为当时东北人民抵御疫情
的必备法宝。

西班牙流感与口罩大众化

中国东北肺鼠疫疫情平息后不
到 10 年，黑暗中世纪的故事在欧洲
重演。1918 年，在一战的漫天炮火
中，一场大流感在美国堪萨斯州暴
发，并通过战争流传到欧洲一战战
场，随后席卷全球，感染了全世界
30%的人口，超2000万人因此丧命。

在大部分参战国家封锁疫情消
息的情况下，西班牙作为中立国放开
了对疫情的新闻报道，当时，有数以百
万计的西班牙人在疫情中丧生，因此
这场人类历史上惨烈程度排名前三的
瘟疫，被后世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这次流感在世界范围内，让原本
专属于医务工作者的口罩全面走向
了普罗大众。

科学细分的现代口罩标准

尽管样式在不断进化，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口罩的主要原材料一直
是纱布。直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无
纺布的诞生，为口罩制造材料带来了

“史诗级”的变革。这一次，美国人走
到了最前面。

1970年，美国颁布了《职业安全
卫生条例》，同时成立了国家职业安
全卫生研究所（NIOSH）和职业安全
卫生管理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各类工种健康的条例和标准相
继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口罩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口罩也因其制作标
准和功能用途的不同逐步细分为：普
通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
外科口罩、颗粒物防护口罩、医用防
护口罩、防护面具。

在2003年“非典”和2019年“新
冠肺炎”疫情中声名大噪的N95型口
罩，便和NIOSH发布的9种颗粒物防
护口罩技术标准密切相关。

知微见著，防护用品标准和种类
的变迁，反映出人类在和传染病斗争
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宝贵的经验，以
及永不停歇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