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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间的卫生合作直接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与苏丹友好关系的重要内容之

一，中苏卫生合作较大缓解了苏丹卫生资源不足的局面，改善了贫困人

群的健康状况，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合作树立了榜样。本文依据历

史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中苏卫生合作的历史、规模、内容等进行了系

统梳理。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今，中国按照两国议定书内容持续向苏

丹派遣医疗队、派送药品和医疗设备、器械等物资，在苏丹建立了多家

友谊医院，赢得了苏丹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赏，也为苏丹卫生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 50 年，尽管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中苏双方始

终互相尊重，通过真诚的交流与务实的合作奠定了两国在卫生领域友

好合作的坚实基础。展望未来，中苏两国将在落实中非合作有关会议

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卫生合作，深化经验交流，共同推动两国卫生合

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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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丹于 1959 年 2 月 4 日建交。双方在各领域的友好关系始终平稳健

康发展，一贯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支持，两国关系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① 医疗卫生合作成为两国之间最成功

的合作领域之一，它不仅是中苏务实合作的“金字招牌”，也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

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梳理了过去 50 年两国卫生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成就，认为卫

生合作促进了两国官方与民间的友好关系，为中国在苏丹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

象。它不仅深化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两国的

友好关系，还为培训医生和传播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与苏丹的外交与卫

生部门紧密协作，中国医生在苏丹城乡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为双方建立了良好

的卫生合作关系，还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使命担当。

一、中国与苏丹卫生合作的起始期( 1970～1989 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积极面向广大发

展中国家开展卫生合作，非洲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卫生合作伙伴。1964 年 1 月，

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苏丹。苏丹政府也十分重视对华合作。到 70 年代，中国援

非医疗队的名声逐渐流传开来，更多国家向中国提出了提供卫生援助的要求。
1970 年 8 月 5 日，苏丹国家指导部部长奥马尔·哈吉·穆萨( Omar Hajj Musa)

陪同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 Gaafar Nimeiri) 访华，向中国提出卫生援助的需

求。中国积极履行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国际义务，同年 8 月 10 日同

意苏丹提出的援助申请，与苏丹商定包括派遣中国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等援助项

目。12 月 14 日，两国签署卫生合作议定书，中国医疗队以定点和巡回医疗相结

合的方式赴苏丹进行为期两年的工作，中苏开启卫生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同意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 中国政府承担医疗队成员赴苏丹的往返旅费

及在苏丹工作期间的工资和伙食费，苏丹政府承担住宿和交通工具、交通费用;

中国医疗队员在苏丹工作期间应尊重苏丹的法律和苏丹人民的习俗习惯。②

1971 年 4 月 2 日，中国政府首次向苏丹派出 20 人( 见表 1) 的医疗队，首站即为苏

丹的恩图曼百莱客医院( Albuluk Hospital in Omdurman) ，揭开了援苏医疗事业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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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连和:《奏响中国与苏丹关系新乐章 》，载《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

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1970 年 12 月 14 日，http: / / treaty．mfa．gov．cn / tykfiles /20180718 /
1531876466105．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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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五秩的光辉序章。①

1972 年 3 月 9 日，作为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苏丹外交部长曼苏尔·哈立德

( Mansour Khalid) 在喀土穆与外国驻苏丹使节会见时，单独召见了中国驻苏丹大

使杨守正，专门向他介绍亚的斯亚贝巴会谈成果，②称赞两国特殊而密切的关系。
曼苏尔还就苏丹南方问题最新进展及与苏丹南方武装反对派签署和平协定等情

况做了说明。杨守正大使就苏丹取得的“和平的胜利”表示祝贺，并宣布下一批

中国医疗队将在苏丹南方开展工作，③中国农业专家团队也将赴苏丹南方开展大

米种植实验工作。这次会面后，中国迅速、积极地协助安置苏丹南方返乡者，向

苏丹派遣医务工作干部，提供医疗设备，促进了苏丹卫生领域的发展。④ 1974 年，

中国持续关注苏丹南方局势，对《亚的斯亚贝巴协定》表示支持，并向苏丹南方城

市和村庄派遣医疗队。1974 年 10 月，中国红十字会捐赠 1，000 吨玉米赈济苏丹

南方洪灾受灾群众。⑤

1974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第二次苏丹大使会议在喀土穆举行，与会者赞赏

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政策和支持非洲解放运动的原则，赞赏苏丹和中国关系，并指

出中国正在苏丹以前所未有的宽松条件实施若干重要项目计划。⑥ 6 月 25 日，中

国和苏丹签署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医疗队由 60 名成员组成，

两年轮换一次。⑦ 8 月 18 日，苏丹卫生部预防与社会医学司司长沙克尔·穆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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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a Xinmin，“50 Years of Health Ties，”China Daily，April 29，2021，http: / /www．chinadaily．
com．cn /a /202104 /29 /WS6089f8bba31024ad0babb1b3．html，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

苏丹南北方在国际社会调停下于 1972 年 3 月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定》，南方停止武装

斗争，换取一定的自治权。
中国与苏丹南方的合作保持良好的态势。自 1972 年开始，中国向苏丹南方派遣医疗队，

包括医护人员、医疗设备和有关款项，并为医院、大学和水净化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然

而，1983 年苏丹内战爆发导致中国停止派遣医疗队到南方工作。2005 年和平协议签署后，中国再

次为苏丹南方卫生部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参见《中国石油集团苏丹石油项目宣传册》，第 56、
60 页; “‘Local Development’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CNPC in Sudan 2007
Annual Ｒeport，p． 20。2007 年 7 月，苏丹副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 Salva Kiir Mayardit)
访华期间，中方宣布支持苏丹南方卫生部门并捐赠价值 200 万元的药品。中国对苏丹南方的援助

持续到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参见［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苏丹—中国关系( 1956—
2011) 》( 阿拉伯文) ，黎巴嫩贝鲁特: 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2016 年版，第 286－287 页。

Sally Ann Baynard，Suda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Nimeiri，1969－1982，PhD Thesi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3，pp． 219－220．

《苏丹外交国务部长贾麦勒·艾哈迈德会见中国驻苏丹大使会议纪要》( 阿拉伯文) ，苏

丹外交部档案，1974 年 10 月 24 日。
《第二次苏丹大使会议报告》( 阿拉伯文) ，苏丹外交部档案，1974 年 1 月 12—1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

书》(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197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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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r Musa) 率领包括 6 名医生在内的卫生代表团到访中国进行实地考察。9

月 2 日至 3 日双方正式会谈后，宣布两国达成的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同意两国

间不超过 5 名成员的卫生代表团交流，在预防医学、环境健康和针灸领域进行为

期 3 个月的培训; 中国同意两国间交流医学报告和期刊; 中国同意两国间在国际

场合，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协调卫生政策; 中国同意加强两国间医学协会之

间的交流。①

1974 年，苏丹卫生部向外交部报告关于中国医疗队对卫生部门提供药品和

医疗设备的援助情况，指出中国医疗队在恩图曼百莱客医院勤奋工作，如在 1973

年 7 月 22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间完成 1，060 例大型手术、1，085 例小型手术、
10，795例针灸、1，844 次 X 光影像等。当时中国其他医疗队分别在苏丹北方的卡

里玛医院( Karima Hospital) 、中部的阿布欧舍医院( Abu Ushar Hospital) 、南方的

朱巴医院 ( Juba Hospital ) 、瓦 乌 医 院 ( Wau Hospital ) 、马 拉 卡 尔 医 院 ( Malakal
Hospital) 和武卫勒医院( Aweil Hospital) 工作。② 1979 年 12 月，苏丹第一副总统、

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 司 令 阿 卜 杜·马 基 德·哈 利 勒 ( Abdel Majid Hamid
Khalil) 访华期间，中国同意每年为喀土穆大学医学院的 3 名教师提供针灸治疗

和麻醉技术培训。③

20 世纪 80 年代，两国定期续签卫生合作议定书。1980 年 7 月 10 日，中国与

苏丹在喀土穆续签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国同意派遣由

45 人组成的医疗队( 包括译员、厨师等) ，为期两年( 1980 年 6 月 25 日 至 1982 年

6 月 24 日) ，工作地点是阿布欧舍医院、朱巴地区医院和马拉卡尔医院。④ 1982

年 6 月苏丹卫生部长访华期间，对中国提供给苏丹的卫生援助表示高度赞赏。⑤

1984 年 6 月 25 日，中国与苏丹续签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

书，中国同意继续向苏丹派遣由 30 人左右组成的医疗队，其任务是与苏丹医务

人员密切合作，协助开展医疗工作并交流科学和学术经验。该协议指出，中方将

为医疗队提供所需的部分医疗器械、药品，其费用从 1981 年 12 月 10 日中国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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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苏丹卫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报告》(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致苏丹外交部副部

长关于与中国会谈的月度报告( 编号: CCB /2 /12)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室，1974 年 8 月 21 日。
《关于中国援苏医疗队工作的报告》(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1974 年 1 月 17 日。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苏丹—中国关系( 1956—2011)》( 阿拉伯文) ，第 158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民主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1980 年 7 月 10 日，http: / / treaty．mfa．gov．cn / tykfiles /20180718/1531876560172．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关于苏中关系和政治关系发展评估》(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致苏丹外交部副部长

的报告( 编号: CCB /1 /14)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室，1985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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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签署的贷款协定项下支付。协议有效期为两年，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地点是阿

布欧舍医院。① 1984 年 12 月尼迈里总统访华期间，中国向苏丹卫生部门提供了

药品和医疗设备援助。②

1986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3 日，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丹并签署了实施项

目的双边协议，项目经费从 1984 年 12 月 15 日双方签署的苏丹从中国获得的贷

款中支出，其中包括在恩图曼市建立一家可以容纳 150 张床位的医院，以及派遣

技术小组研究、确定项目和医院需求。③ 中国在当年 7 月派专家研究在苏丹使用

草药的可能性，致力于促进该领域的合作。④ 1986 年，两国开始实施商定的医院

建设，中国医疗队在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进行了苏丹第一例心脏瓣膜手术，填补了

苏丹医疗界的空白。1987 年和 1988 年，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

作的议定书，其中提到中方每年向苏丹方赠送价值 10 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器械，

由医疗队保管使用。⑤

表 1 中国援苏医疗队情况( 1971～1989 年)

批次 工作年月 工作地点 医疗队人数

1 1971 年 4 月至 1973 年 8 月 恩图曼百莱客医院 20

2 1972 年 9 月至 1974 年 12 月 恩图曼百莱客医院和朱巴医院 19

3 1972 年 9 月至 1975 年 4 月
北加扎勒河省阿维利医院

贾巴尔省朱巴医院
20

4 1973 年 7 月至 1975 年 9 月
苏丹北方卡里玛医院

上尼罗省马拉卡尔医院
22

5 1974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2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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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民主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1984 年 6 月 25 日，http: / / treaty．mfa．gov．cn / tykfiles /20180718/1531876584613．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访华参加经济委员会会议纪要》(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

档案，1984 年 12 月。
《苏丹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专家交流协议》( 阿拉伯文) ，苏丹财政与经济

计划部长信函( 编号: MTA /China /5) ，苏丹财政与经济计划部文件，1986 年 11 月 25 日。
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条约 数 据 库，1987 年 2 月 8 日，http: / / treaty． 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615864．
pdf;《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条约数据库，1988 年 6 月 10 日，http: / / treaty．mfa．gov．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628493．pdf，上

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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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工作年月 工作地点 医疗队人数

6 1975 年 3 月至 1977 年 10 月 贾巴尔省朱巴医院 19

7 1975 年 8 月至 1977 年 10 月 西加扎勒河省瓦乌医院 22

8 1976 年 11 月至 1978 年 12 月 北部省卡里玛医院 29

9 1977 年 9 月至 1979 年 9 月 上尼罗省马拉卡尔医院 31

10 1978 年 10 月至 1980 年 9 月 苏丹各医院 29

11 1979 年 9 月至 1981 年 7 月 苏丹各医院 28

12 1980 年 9 月至 1982 年 8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14

13 1981 年 9 月至 1983 年 8 月 贾巴尔省朱巴医院 28

14 1982 年 8 月至 1984 年 7 月 上尼罗省马拉卡尔医院 18

15 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8 月 上尼罗省马拉卡尔医院 27

16 1984 年 10 月至 1987 年 4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10

17 1985 年 8 月至 1987 年 4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20

18 1986 年 9 月至 1989 年 5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自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还比较落后，但却高度重视与苏丹

的合作，积极为苏丹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这说明中国信守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庄严承诺。一方面，中苏在卫生合作的起始期，逐渐探索出

以派遣医疗队为主，并扩展到互派代表团、提供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援建医

院等多种形式的卫生合作模式。双方签订的卫生合作协议内容体现了中苏双

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的友好合作精神，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决

了中国医疗队在苏丹工作的所有费用支出。中方根据苏丹真实需求派遣医疗

队，根据苏丹实际医疗条件援助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充分尊重苏丹作为主权

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苏丹人民的文化传统，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赏。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对与包括苏丹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卫生合作不附带任

何政治条件。尼迈里总统曾评价道: “中国政府对苏丹的援助是真诚的，慷慨

的，巨大的，无私的。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令人放心。”①

另一方面，中苏两国多次签署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特

别是医疗队抵达苏丹之后体现出良好的医德医风和无私奉献精神，让苏丹人民

了解了真实的中国。中国派出的医疗专家和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为苏丹卫

·8·

① 刘宝莱:《记我援建苏丹项目竣工》，载《阿拉伯世界》2004 年第 5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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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只享有与当地医生同等待遇，并没有享受任何特权。① 他

们不仅树立了新中国的正面形象，也为苏丹在第 26 届联大会议上与其他 22 个国

家联合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增加了动力。

二、中国与苏丹卫生合作的发展期( 1990～2010 年)

1989 年巴希尔上台执政后，苏丹与中国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同时，中国的改

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卫生合作进入发展期。中国在继续派遣医

疗队、提供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的基础上，加大援建医院的力度，为苏丹人民改

善卫生条件提供了重要支持。1990 年 2 月，在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时，中国从为

苏丹政府提供的贷款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建设恩图曼友谊医院( Friendship Hospital

in Omdurman) 。1991 年，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提

到中方每年向苏丹赠送价值 15 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和卫生器械。② 1992 年，中方

每年向苏丹赠送药品和器械的价值已经提升到 22 万元人民币。③

在 1993 年至 1998 年间，苏丹卫生部从中国采购了价值 84．3 万美元的医疗

设备。④ 1994 年 1 月，两国开始探讨在制药行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就在苏丹建

立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机构及维修中国医疗器械工作室达成一致，同时还就医

疗用品供应及与上海医药公司合作制造药品和医疗器械达成一致。1995 年 1

月，恩图曼友谊医院交付使用，6 月对外开诊，中国医疗队从第 21 批开始成为该

院主要力量。⑤ 1996 年，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SPC ) 与苏丹国营医药公司

( CMS) 签署协议，合资筹建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 SSPC ) ，并于 1998 年在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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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Kong Minghui，“Sino-African Ｒelations and China Policy toward Africa，”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Afric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October 21－23，1998，pp． 1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条约数据库，1991 年 1 月 28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657780．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条约数据库，1992 年 6 月 24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670265．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苏丹驻华大使阿里·优素福( 1993 年 9 月—1998 年 6 月) 的工作报告》( 阿拉伯文) ，苏

丹驻华使馆档案( 编号: CCB /1 /15) ，1998 年 6 月 18 日。
《中苏 合 作 重 要 项 目》，中 国 驻 苏 丹 大 使 馆 网 站，2019 年 9 月 3 日，http: / / sd． china-

embassy．org / jmwl /201909 / t20190907_6756289．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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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穆奠基，这是中国医药企业投资非洲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苏丹第一家本土化生

产抗疟药的制药企业。它拥有 3 条生产线，年产量达 2 亿粒( 片) 。① 1996 年 10

月 16 日，两国在喀土穆续签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其中提

到于次年派遣的医疗队由包括译员、厨师、技师在内的 32 人( 见表 2) 组成。中方

在协议期内每年向苏方无偿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器械，用于恩图曼友谊

医院。② 1999 年、2001 年、2003 年和 2005 年，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

丹工作的议定书，并提到中方在协议期内每年向苏方无偿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的

药品、器械，用于恩图曼友谊医院和阿布欧舍医院。其中，恩图曼友谊医院占三

分之二，阿布欧舍医院占三分之一。③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两国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深化合作，中苏

双边友好关系全面发展。2006 年，苏丹卫生部和医学会代表团访华，学习中国在

医学、制药和疫苗方面的经验。2007 年，两国卫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非洲国际

大学与中国的中医药大学开始合作，包括北科尔多凡州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在内

的多个苏丹医学代表团访华。苏丹卫生部代表团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疟疾防

控方法研讨会。2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建议加强双方医疗卫生等领域

合作，宣布同意在苏丹南方青尼罗河州首府达马津( Damazin) 市新建中国教学医

院———中苏友谊医院。④ 2009 年 8 月，达马津中苏友谊医院项目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中国根据两国卫生合作议定书继续向苏丹派遣医疗队。2007 年，

中国第 28 批医疗队员抵达苏丹，分别在恩图曼医院和阿布欧舍医院工作。医疗

队除了为病人治病之外，还培训医院医生和工作人员。在此期间，由于对患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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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迟建新:《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治理: 基于医药投资合作的视角》，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1 期，第 94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条约数据库，1996 年 10 月 16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750266．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条约数据库，1999 年 3 月 19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799865．
pdf;《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条约数据库，2001 年 3 月 29 日，http: / / treaty． 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823322． pdf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

数据库，2003 年 3 月 29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856130． pdf; 《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

库，2005 年 4 月 7 日，http: / / treaty． mfa． gov． cn / tykfiles /20180718 /1531876870160． pdf，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苏丹驻亚洲国家大使会议文件》(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2007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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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奉献精神，在苏丹医院工作的中国医护人员赢得了苏丹人民更多的尊重。

中国医疗队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阿布欧舍地区的居民仍然清楚记得中国医

生在抗击“裂谷热”疫情时所付出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由 36 名医生组成

的医疗队大部分成员在抵达苏丹进行为期两年的工作之前对这个疾病毫不知

情。尽管严重疫情也让他们感到焦虑，但中国医疗队成员仍坚持在这里工作，没

有被这种可怕的疾病吓走。① 他们全力以赴、迎难而上，真正体现了国际卫生合

作中的大无畏精神。

随着中国的大型企业进入苏丹，它们开始在两国政府间协议之外为苏丹提

供医疗卫生援助。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在

苏丹喀土穆炼油厂附近斥资 120 万美元建了一家 2，874 平方米可容纳 60 张床位

的友谊医院，这家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包括多个科室及医生住所。该医院在苏丹

卫生部核验完成后交付使用，每年为 5 万多人提供医疗服务。③ 中国石油集团还

与苏丹政府在卡拉地区建立了一家能容纳 100 张床位拥有一体化现代手术室的

综合性医院，斥资 200 万美元建成了能容纳 100 张床位拥有现代化手术室、实验

室及分娩室、牙科的弗莱医院( Al Fula) ，为建设赫格利格( Heglig ) 医院和布卢志

( Bluge) 医院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为伊本·西纳医院提供了卫生援助，为其

他医院提供医疗设备和救护车，为苏丹哈桑( Hassan) 医院提供 40 万美元的资金

支持，为公司驻地附近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中国石油集团的报告显示，截至

2003 年，已有超过 102 万名来自( 1 /2 /4) 区块的苏丹公民受益于以上设施所提供

的服务，极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医疗卫生水平。

不仅如此，中国石油集团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控股的佩特拉达国

际集团( Petrodar) ④斥资 11．89 万美元在苏丹贾曼( Jamam ) 市中心建立综合性的

现代化卫生中心，为费卢杰新城( New Falluj City) 从马卢特( Malut) 站铺设水管，

配备水箱，为城市和医院供水。⑤ 中国石油集团苏丹分公司总经理王莎莉在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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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裂谷 热 吓 不 走 中 国 医 疗 队》，新 华 网，2007 年 11 月 10 日，http: / /news． sohu． com /
20071110 /n253175292．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5 日。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感谢奋战在苏丹的中国医生》，载《人民日报( 海外

版) 》2021 年 10 月 25 日，第 8 版。
相关数据参见［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苏石油合作: 兴起、发展机遇与挑

战》( 阿拉伯文) ，喀土穆大学工程学院网站，2015 年 8 月 14 日，https: / /ukengs． yoo7． com / t43－
topic，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该集团由中国石油集团控股 41%，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控股 40%。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中苏石油合作: 兴起、发展机遇与挑战》( 阿拉伯

文) ，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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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 2004 年 5 月，中方已为苏丹当地社区发展投入

1，600 万美元，包括建设三所医院及为麦乐威( Maroe) 医院提供设备和器械，以

及向苏丹高校捐款等。

表 2 中国援苏医疗队情况( 1990～2010 年)

批次 工作年月 工作地点 医疗队人数

19 1988 年 7 月至 1991 年 6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0

20 1991 年 6 月至 1993 年 7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0

21 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6 月
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喀土穆易卜拉欣马利克医院
30

22 1995 年 7 月至 1997 年 6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 30

23 1997 年 6 月至 1999 年 7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 32

24 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25 2001 年 8 月至 2003 年 8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26 2003 年 8 月至 2005 年 8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27 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8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28 2007 年 8 月至 2009 年 8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29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9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6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自制。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苏丹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后来还被联合

国进行经济制裁，但这一时期却是中苏经济合作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石油开发合

作方面。实际上，2000 年前后的二十年也是中苏卫生合作的重要发展期，中苏两国

赓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中国不间断地派遣了 11 批援苏医疗队，中国援助苏

丹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的规模持续扩大。中苏两国在卫生合作方面取得的重要进

展不但体现在中国给苏丹“输血”量加大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切实增强苏丹本地的

“造血”机能，即中国在苏丹各地建设了一批大中型医院，对苏丹医生和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此外，中国还与苏丹合作建设制药厂，在促进制药本地化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并在苏丹赢得良好口碑。在这一阶段，中国与苏丹进行卫生合作的渠道也得到

拓宽，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政府无息贷款和后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的援助等方

式，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参与到与苏丹的卫生合作中来。

三、中国与苏丹卫生合作的新时期( 2011～2021 年)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201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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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丹卫生合作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
■■■■■■■■■■■■■■■■■■■■■■■■■■■■■■■■■■■■■■■■■■■■■■■■■■■■■■■■■■■■■■■■

月 9 日，南苏丹独立建国。中国与苏丹继续务实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深入开展

卫生合作，两国卫生代表团继续开展各项交流活动。2011 年 2 月，达马津友谊

医院项目竣工; 同年 9 月，项目完成交接。该医院设有中国针灸和中草药中心、

中国—苏丹疟疾防治中心，①中国提供必要的疟疾诊疗设备、医用物资和青蒿

素类抗疟药品。10 月，中国派遣援苏医疗队 37 人( 见表 3) 。2012 年 5 月 15

日，中苏双方签署两份援苏项目合同: 一份是关于援苏医疗设备项目的供货合

同，用于达马津综合医院、恩图曼友谊医院和阿布欧舍医院; 另一份是关于援

苏综合医院增建医生公寓项目的施工合同，为达马津综合医院增建一所含 44

套医务人员宿舍和餐厅、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的医生公寓，以解决该院医务

人员的住房问题。② 2014 年 9 月 11 日，苏丹卫生部医疗司司长带领技术代表

团访华，寻求促进卫生部提升卫生健康安全的方法。代表团拜访了中国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方同

意帮助苏丹建设和升级实验室，派遣培训领域的技术专家。苏丹国家公共卫生

实验室与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 签 署 了 谅 解 备 忘 录，以 促 进 该 领 域 的 深 入

合作。③

2015 年，中国和苏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提到“扩大医疗

和公共卫生领域合作。中方在继续派遣援苏医疗队的基础上，加强与苏丹公共

卫生领域的合作，培训苏方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帮助苏方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④。2016 年 4 月 17 日，苏丹卫生部医疗司司长再次访华，跟进提高生物安全

三级( PSL-3) 水平项目，中方承诺尽可能提供援助和咨询服务。代表团还希望从

中国获取( PSL2 +) 等级的移动实验室，以覆盖偏远地区。⑤ 2016 年 8 月 15 日，中

国政府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决定，正式启动援苏“光明行”项目⑥。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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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苏丹—中国关系( 1956—2011) 》( 阿拉伯文) ，第

436－437 页。
《中苏双方签署 2 份援苏项目合同》，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12 年 5 月 16

日，http: / / sd．mofcom．gov．cn /article /d /201205/20120508128203．shtml ，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
《苏丹技术团队拜访中国卫生部的报告》(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 编号: CCB /

504)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条

约数据库，2015 年 9 月 1 日，http: / / treaty．mfa． gov． cn / tykfiles /20210712 /1626076579995．pdf，上网

时间: 2021 年 12 月 5 日。
《关于苏丹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总干事访华的报告》( 阿拉伯文) ，苏丹驻华使馆档案( 编

号: CCB /247) ，2016 年 4 月 21 日。
《援苏丹“光明行”项目正式启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16 年 8 月 17

日，http: / / sd．mofcom．gov．cn /article /d /201608 /20160801381306．shtml，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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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中国援苏医疗队开展三次“白内障复明工程”义诊活动。两项活动累计

为苏丹 1，300 多名白内障患者无偿提供手术治疗，帮助他们重见光明，使苏丹人

民真切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2016 年 10 月，中国援助阿布欧舍医院改扩

建项目开工。2017 年 8 月竣工后，该医院成为杰济拉州条件最好的医院。① 2017

年 8 月 25 日，中苏两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为新时期的卫生合作注入新动能。2019 年 4 月，苏丹

军方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但中苏卫生合作并未中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秉持两国卫生合作协议的精神积极支持苏丹抗疫。

疫情暴发后，习近平主席与苏丹过渡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互致信函，李克强

总理与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互通电话，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苏丹外长

阿斯玛互致问候。② 2020 年，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复信非洲第一夫人发展联

合会，感谢非洲国家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艰难时刻向中国人民提供宝

贵支持，并向非洲人民抗击疫情表示诚挚慰问。6 月 28 日，布尔汗的特别助

理、主席夫人的代表利德旺在回信中表示，苏医疗卫生水平较低，抗疫物资严

重匮乏，当地妇女儿童更易受到疫情影响，中国政府的善举将造福苏丹广大妇

女儿童。③

2020 年 5 月 28 日，由 20 名医护专家组成的中国援苏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

苏丹开展为期两周的工作，他们利用中国疫情防控和治疗的经验协助苏丹抗击

疫情。期间，中国专家组开展了 18 场讲座，为 2，500 名苏丹卫生机构员工提供培

训。专家组还访问了 7 家苏丹医院，并与当地政府官员、民众、民间组织和武装

部队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见了苏丹总理哈姆杜克。④ 中国成为苏丹可信赖的抗疫

合作伙伴，为苏丹多次提供新冠疫苗。截至 2021 年 9 月，中国政府向苏方捐助

19 批抗疫物资和 25 万剂疫苗，并承诺再向苏方提供 40 万剂疫苗援助。⑤

疫情期间，中国第 35 批援苏丹医疗队坚守工作岗位，积极投身当地抗疫，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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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苏 合 作 重 要 项 目》，中 国 驻 苏 丹 大 使 馆 网 站，2019 年 9 月 3 日，http: / / sd． china-
embassy．org / jmwl /201909 / t20190907_6756289．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16 日。

马新民:《无惧风雨，并肩战疫———携手打造中苏命运共同体》，载《中国投资》2020 年第

Z6 期，第 37 页。
《守望相助 团结合作———非洲国家积极评价中国政府捐助抗疫物资》，载《人民日报》

2020 年 8 月 20 日，https: / /wap．peopleapp．com /article /5863152/5782737，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
Coronavirus Pandemic，“China Willing to Collaborate with Sudan to Further Improve Public

Health Services，”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June 11，2020，https: / /news． cgtn． com /news /
31637a4e7a514464776c6d636a4e6e62684a4856 / index．html，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12 日。

马新民:《携手并进谋发展，同舟共济创未来》，载《国际商报》2021 年 9 月 24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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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完成任务。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国派出第 36 批援苏丹医疗队，援助的科别包

括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等 14 个专业。援苏医疗队 42 名队员全部是来自陕西

省三级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单位一线临床业务骨干，他们凭借精湛的医术为当

地患者带去福音。6 月 1 日，第 36 批援苏医疗队医生在恩图曼友谊医院为一名

62 岁的苏丹男性患者成功完成了颅脑手术。当时病人已经出现间断性昏迷，不

能说话，无法独立行走，右侧肢体不能活动，但经过中国医生 30 分钟的手术之后

病人很快就能开口说话，配合手术的当地工作人员非常佩服地连连说: “好极

了!”患者及家属非常满意，对中国医生高超的医术竖起了大拇指: “谢谢中国医

生，中国医生太好了!”①

表 3 中国援苏医疗队情况( 2011～2021 年)

批次 工作年月 工作地点 医疗队人数

30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37

31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32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33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34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35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 月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36 2021 年至今
恩图曼友谊医院、杰济拉省阿布欧舍医院、

达马津医院
42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自制。

如前所述，中国和苏丹谨守 1974 年 1 月签订的卫生合作议定书，在国际场合

协调卫生政策，互相支持，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2021 年 8 月，苏丹与

其他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一起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书面陈述，反对将新冠病

毒溯源政治化，呼吁国际抗疫合作，进一步展现双方兄弟般的情谊。

中国与苏丹在卫生合作的新时期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以心相交的好朋

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中国对苏卫生援助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旨在改善苏丹民

生，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援苏医疗队将治病教学一体推进，为苏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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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 Xinmin，“50 Years of Health Ties，”China Daily，April 2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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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出一支由当地医护人员组成的“带不走的医疗队”。①中国与苏丹卫生合作，除

了常见病的诊治之外，还开始组织专项行动，如实施“光明行”、“白内障复明工

程”、设立疟疾诊疗中心、派遣抗击新冠疫情医疗专家组等，为提高苏丹医疗卫生

水平、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中国与苏丹的广泛合作涵盖了石油、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文教、卫生等各

个领域。50 多年来持续的卫生合作是两个友好国家之间最成功的合作形式之

一。在此期间，中国医生奔走在苏丹城乡，孜孜不倦地为苏丹人民服务，与疾病

和疫情作斗争。苏丹人民以热情好客、赞赏和包容给予中国医疗队最高荣誉。

为此苏丹政府还授予中国医疗队荣誉勋章，以感谢和表彰他们的无私奉献和不

懈努力。
50 多年来，中国从未间断向苏丹派遣医疗队，共计 36 批次，总人数达 1，000

余人次，为 830 万苏丹公民提供诊疗服务，收治患者 30 多万人次，完成免费大型

手术 20 多万例。② 中国援苏医疗队一直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组建和派

遣。中国医生工作在苏丹的众多医院，包括分离前的苏丹南方地区医院和苏丹

北方的卡里玛医院，目前的恩图曼友谊医院、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和达马津友谊医

院，为支持苏丹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在 1971 年至 2021 年间坚持向苏丹

派遣医疗队和提供卫生援助，并没受到 2011 年南苏丹独立等重大变化和巴希尔

政权垮台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尽管苏丹国内条件艰苦、形势复杂，中方坚持

周恩来总理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3 月出访亚非欧 14 国时提出的中国政府对

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③一直强调中国卫生专家与苏丹同行享受平等待遇，

他们通常住在廉价的集体宿舍之中，仍勤勉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中国医疗队队

员以“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践行着医者誓言。

中国医生用事实证明，他们在行为、文化上最贴近苏丹民心，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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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 陕西) 第 36 批援苏丹医疗队成功为苏丹经济困难患者进行颅脑手术》，新华网，

2021 年 6 月 15 日，http: / /www ． xinhuanet． com /world /2021-06 /15 /c_1211201824． 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8 日。
Ma Xinmin，“Boost China Sudan Medical Cooperation，”Khartoum Today News Paper，

August 18，2020，https: / /khartoum-today．net /wp /? p= 1990，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10 日。
《和平使者———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中国网，2008 年 12 月 30 日，http: / /www ．

china．com．cn / fangtan /zhuanti /2008-12 /30 /content_17033176．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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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丹人都对他们表示尊重、友好和关心。笔者曾通过调查受益于中国医疗队

的苏丹人了解到，在阿布欧舍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给苏丹民众和苏丹同事都留

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中国医生所到之处，悄无声息地赢得了苏丹人民的真

心。苏丹人民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赞赏，更加坚定了中国医生在“裂谷热”疫情

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信念。
“真、实、亲、诚”是中国对非合作一贯秉持的理念。展望未来，中苏要在中

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开拓卫生合作新思路和新领域。首先，中国

与苏丹都设立了热带病研究中心，两国科学家可以开展联合研究，苏丹可以在

这方面向中方提供科研支持，作为非洲最古老、最重要的医学院之一的喀土穆

大学医学院可以为中国医学生提供奖学金。其次，中国科学家可探索苏丹草药

的药用可能性。苏丹高教科研部研究司设有一个专门研究苏丹草药的科研中

心，可与中方交流草药利用，研究苏丹草药生产，推广苏丹草药相关知识。再

次，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合作空间。中国早已在利用包括现代微创骨科手术

在内的现代医学治疗疾病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而苏丹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最

后，双方应加强医疗基础设施的合作，恢复和改造苏丹国家实验室，并帮助苏

丹建立更现代、更专业的医院。中国提供培训机会，派遣中国专家到苏丹实验

室工作，为苏丹实验室建立工作机制和培训工作人员，甚至可以考虑援助苏丹

建立中国实验室。

继往开来，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充分认识到

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任何国家不能独善其身。要维护全球卫生安全，

必须互帮互助，加强友好合作，务实推动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只有不断推动两国卫生合作再上新台阶，才能为两国人民的生

命安全和卫生健康做出新贡献。

(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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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03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health cooper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ife safety
and health of people in all countries，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ealth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nd it also sets
an example for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archival materia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y，scale and content of China-Sudan
health cooperation． From the early 1970s to the presen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China has continuously dispatched medical teams，medicines，med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materials to Sud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protoco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it has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dan’s health services． In the past 50 years，
despite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China and Sudan have
respected each other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riendly cooperation in the health
fiel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sincere exchanges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China and Suda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deepen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new level
by the outcomes of the relevant meetings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ina; Sudan; Health Cooperation; Chinese Medical Team in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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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act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on Middle East peace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in the new era
focuses on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its cor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pin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dhering to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and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perspectives on
history，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hina’s role as well as the new vision of security，
to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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