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抗战时期成部的防疫行政与地方实践

郭京湖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成都瘟疫频发，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给城市社会带来了沉重

的灾难。在抗战的"实际语境"中，成都市政当局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的现代防疫

行政，有效地防止了瘟疫的传播，稳定了大后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

透。同时，因历史局限，成都防疫行政的不健全，影响了防疫效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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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前，成都市的防疫行政并没有完全过渡到市政系统，而是处在警政、市政共管的状态。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战争需要，成都地方当局设立了专门掌管卫生防疫的常设机构，使得防

疫行政在市政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并逐渐走向专门化轨道。防疫行政的专门化，不仅对成都

市民旧有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冲击，也逐渐的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本文拟对抗战期间成都防疫

行政的构建和地方防疫实践问题做一个尝试性研究，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抗战时期成都瘟疫流行状况及其成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定传染病在成都均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其中最典型的是霍乱。

1939 年霍乱病症"由湖南、贵州传播而来，再由水路两途分布于各县，重庆市发现最早，近已传至成

都"，最先出现在东外沿江居民及船夫中，继而传遍全城。造成 2337 人死亡。① 1942 年夏秋，成都

霍乱大流行，慈善团体联合会根据各慈善团体病人姓名的登记，全市霍乱病者有 4000 余人之多，而

据警察局报告，当时成都死亡人数超过了 7000 人。② 1945 年 6 月，霍乱再次奇袭成都。至 7 月 14

日，霍乱已蔓延到 114 条街道，直到 10 月中旬止。关于此次疫灾造成的人口损失， 1946 年夏，卫生

运动大会主席报告中说"去年吾人当忆及霍乱流行之际，由 6 月至 9 、 10 月，据市府报告共死者

2000 余人，占全年死亡数三分之一，有计算及患者达万人。"③可见，霍乱是当时成都所出现的疫灾

中毒性最强、传染最快、致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

① 《省市政府关于防疫工作、注射防疫针、设立防疫周刊、妨害公共卫生呈报的世11令批示0939-1940门，成都市档案馆藏 z

《成都市政府民国卫生档))，全宗号 38 ，目录号 5，案卷号 215. <<解放前四川疫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

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第 16 辑， 1965 年版，第 176 页 g而《成都市志·卫生志》记载死亡 900 多，见成

都市地方志编篡文员会编:((成都市志.J!生志))，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3 页。

② 苏友龙:((忆 1942 年成都霍乱大流行>>，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编:<<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队第 1 期， 1986 年版。

③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档>>，全宗号 34，目录号 1 ，案卷号 120。另外， 1945 年 8 月 24 日《新华日

报》报道成都霍乱死亡 4000 多。原因在医院少，经费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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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荆疾、天花、伤寒、白喉等。摘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肠道传染病，分"菌荆"、"虫病"两种，

成都于"菌病"最多见。 "1943 年成都公立医院，四川省立传染病院以及华西齐鲁大学联合医院 269

例住院瘸疾病人，‘菌桶 '245 例，占 91% ， '虫病 '24 例，占 9%"。①笔者依据当时的报纸、档案等资

料对成都主要疫病流行状况做了不完全统计。

除了病疾之外，其他疫病也时有发生。 1943 年 6 月 21 日《新新新闻》报道称"各医院就诊之

天花、白喉、猩红热、伤寒等病者甚多，尤为结核、麻摩为最"。②这一时期疫病的发生率与过去相比

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各种疫病交相侵袭、并发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与抗战的特殊背景有

着一定的关联。

(一)抗战时期人口大量集聚、流动性增加了疫病传播的几率。

余新忠教授对明清时期江南瘟疫的研究表明:瘟疫与人口流动及密度有着相当高的相关度，这

一点也同样为现代医学所证明。③具体到成都，时人研究认为"四川人口作数层环状之分布，由外

至内而递增，自东向西而渐密，大堪灌溉区为其最密之一环，而成都乃全川人口之密集核心，战前人

口已达五十万以上"。③抗战爆发后，困难民迁移、空袭、征兵、灾害等因素交互影响，成都人口虽有

其下降年份，但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到 1945 年成都市人口已高达 742188 人。⑤人口的大量集中

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抗日战争产生的大量难民涌入成都，不仅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膨

胀，也往往会携带疫菌，使得这一时期瘟疫频繁发生。

(二)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无力承担医药费。

市民的身体素质与瘟疫流行有一定的相关性，影响市民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消费水平。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居民的消费水平做一说明。有学者研究，在战前成都市民大多能维持温饱。

抗战之后，成都人口激增，物价上涨，市民生活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1944 年，国民党社会部统计

处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对成都皇城坝 540 家贫民进行了生活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

基本职业为工人、小商贩、手工业者、各类苦力、佣工，还有少量的教职员和迷信职业者。其中，月收

人 4000 元以上者仅有 4 家，占家庭总数的 0.7% ，月收入在 1000-1500 元者为最多，计 170 家，占

家庭总数的 31. 5% ， 1500一2000 元者次之，计 149 家，占 27.5%; 500-1000 元者又次之，计 135

家，占 25% 。平均每家月收人为 1340 元。若以每家人口 3.62 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为 370

元，每日收入为 12. 3 元。⑥ 1944 年成都各医院的初诊费涨到 4元，复诊费 2 元，急诊挂号费 10 元，

若医生往病家出诊，要先交挂号费，另外缴出诊费 20 元，出诊里程以 5 华里为限，这还不包括药费、

卫生材料费哇。⑦可以推测，大多数底层民众是付不起医药费的。另外，加上战争时期物价高涨，

所得的粮食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当时成都市价米每升为 20 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所得，仅可购得米

① 《成都瘸疾之病原与症候比较))，((现代医学》第一卷 3 、4 期合刊，转引自《解放前四川疫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 16 辑， 1965 年版，第 196 页。

② 《传染病流行市民应注意))，((新新新闻))1943 年 6 月 21 日，第 6 版。

③ 瘟疫的发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前提的。人类特有的人传染源疾病如麻参、天花、霍乱、伤寒等，均必须在人群聚集

增加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例如水症病毒，要在几十人以上的人群聚落中才能生存s牛天花病毒可存在于千人以上的聚落;瘪贯穿病

毒要求 2000 人以上的聚落;麻彦病毒需要 50 万人以上的群体居住条件，见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

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55 、 164-168 页。

④ 四川大学建国前报刊阅览室藏:((地理学报》第 14 卷合刊，第 22 页。

⑤ 四川大学建国前报刊阅览室藏:((地理学报》第 14 卷合刊，第 23 页。

⑥ 憔珊:((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M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19-123 页。

⑦ 《各市县卫生院所收费规则))，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处档>>，全宗号 113，案卷号 123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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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升①，势必会造成市民体质衰落，抵抗力下降。据时人的观察， 1945 年成都大疫中"据统计自六

月二十四日发现以来，死的人已达四百多，这里面以苦力为最多"。②

(三)民众卫生防疫观念淡薄给瘟疫流行以可乘之机。

研究成都的学者注意到，小贩们的叫卖声是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在街角、寺

庙、茶社、路口到处都有小贩们的身影，挑水工、人力车夫、鸡公车夫们经常在这些地方吃早餐，但是

这些食摊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蚊蝇飞遍全市在饮食上面拔过或叮咬在人身上，极有传染霍乱、伤

寒、躏疾症的危险"。④ 1942 年一位成都市民这样写道"昨天我在一个糖食店买糖，他们好像怕苍

蝇飞起走样，他们很精致的玻璃厨内，装满了各色各式的糖，同时把飞进去的苍蝇也关在里面，让他

们在里面饱餐，不得其门而出……在目前号称四川重镇的成都市，大家要知道，一个苍蝇等于一架

轰炸机，或者还不止。"⑤饮食不洁成为瘟疫流行的潜在威胁。

在民众E生观念淡薄的情况下，官方对卫生改良的状况，往往会出现反复。直到抗战爆发，成

都城市仍然存有不少"卫生死角气警察多次劝告街民不要在街上养猪，仍有不少住户对此仍置若

罔闻"喂有敞猪，屋子里有大尿缸灰堆，左右或后面有臭水园或滥渣津和猪屎堆，上面还有死猫、死

鼠、死狗，聚集苍蝇成千成万，行人经此，其味无穷，尽皆掩鼻而过之"。⑥各街的太平水桶内面的

水，肮脏握艇，有碍观瞻，并且又易生蚊，蚊可以传染症疾，(春)熙路还是全市的精华，太平水桶里面

的水亦然⑦，这→时期，大人们随地大小便的现象比以往明显减少，然而仍时有小孩子在街上拉屎

撒尿的现象。至于街面洒水，有些市民竟然用厨房臭水，结果"热气熏蒸，其臭难当"。③"死鼠死猫

虽不如往常之多，总常有发现"。⑨因此，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维持街道清洁也就成为官方防疫行

政构建的一个着力点。

(四)水灾引起或助长瘟疫的爆发与流行。

瘟疫虽然不是因为水灾引发，却是因水灾延长了疫情时间。一般情况下，霍乱多从 6 月开始出

现到 9 月基本绝迹，但是成都 1945 年瘟疫与水灾有着密切的联系。霍乱却因水灾直到 10 月中旬

才被扑灭。⑩其原因在于水灾的发生延长了霍乱病菌的存活期。@二是水灾影响了疫势的强弱变

化。@ 1945 年 7 月下旬，成都连降暴雨，霍乱疫情呈现时缓时重的状态，"蓉市虎烈拉病症，前此三

周来，以天气转凉，患者大减，各医院临时设置隔离医院，亦纷纷撤销，殊近日突又转趋猖獗，市立医

院每日收容人数，大为增加，且死亡率亦剧增高。咱对此，时人已有所认识"成都市疫情雨后转剧，

① 诛珊，<<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② ((成都4乱猖獗>>，<<新华日报》肌5 年 8 月 1 日，第 3 版.
③ 王笛，((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一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 页。

④ 《新新新闻 ))1943 年 11 月 1 日，第 8 版。

⑤ 《苍蝇与轰炸机>>，<<新新新闻>>1942 年 6 月 4 日，第 8 版.

⑥ 《新新新闻>>1 943 年 11 月 1 日，第 8 版。

⑦ 《新新新闻>>1943 年 11 月 1 日，第 8 版。

③ 《街面的清洁))，<<新新新闻>>1942 年 6 月 23 日，第 8 版。

⑨ 《街面的清洁))，((新新新闻 ))1942 年 6 月 23 日，第 8 版.

⑩ ((市府函送各机关第十次防疫会议记录(1945沟，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政府民国卫生档>>，全宗号 38 ，目录号 5 ，案卷号

214;据市卫生事务所统计，此次霍乱最终扑灭时间为 10 月 13 日，见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档案>>，全宗号 34，目录

号 1 ，案卷号 110 ，

@ 霍乱弧菌在河水中的存活期是 2 周，是在蔬菜、水果上的 3 至 5 倍，见李梦东编，<<传染病学>>，科技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4 页。

@ ((气候炎凉不正常蓉市霍乱转猖獗>>.<<黄埔日报>>1945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

⑩ 《霍乱症死灰复燃))，((新新新闻>>1945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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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一、大雨冲人不洁之水井中;二、霍乱弧菌宜于水中生活，故雨后日光照耀，繁殖最'快;三、

秋雨后之日光下苍蝇活跃而易感染;四、或因日本投降后狂欢狂饮。"①

总之，这一时期的成都，疫病流布及危害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严重，这就为当局构建防疫

行政提出了急切要求，也加快了防疫行政建设的步伐。

二政府对瘟疫的应对措施

瘟疫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给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直接影响了大后方的

稳定。面对瘟疫的流行，国民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一种新型的防疫行政在成都逐渐确立。

(一)建立健全以防疫行政机构和医疗救助机构为依托的防疫行政。

抗战之前，成都并没有专门掌管防疫事业的常设机构。"窃查本市凤以天府著称，为西南交通

重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病患之发生传播，易滋流行，接其原因大多与卫生一事，未能讲求所

致…...在民廿九年以前，并无专设机构办理"，医疗救助机构更是匮乏"医院虽有数所，均系私家开

设，且以营利为目的，欲求实惠人民，以救济为宗旨者实为不多翻"。②抗战爆发后，成都作为大后

方"省会"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四川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将来要踏平三岛，振兴中国，无疑的要

负起莫大的使命和重任，而成都又是四川文化政治中枢"。③加之蒋介石于 1939 年 10 月 7 日出任

四川省政府兼理主席④，成都也因此成为"委员长兼理省分首善之区且为中外人士观瞻之地"。⑤故

而，中央政府对成都的卫生防疫事业极为关注。 1940 年 3 月，行政院孔院长(孔样熙)表示为关心

成都的防疫事业，拨款 15 万来充实卫生设备，并希望成都市当局能及早成立卫生组织，以防止疾疫

流行，必要时中央亦可酌予拨助。⑥ 1939 年，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曾多次与警察局、市政府切磋

成立市卫生事务所，终未见效。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⑦，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特拨款十万元，设

立卫生事务所，并嘱省卫生实验处陈处长志潜筹划，赶速进行"。③ 1941 年，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的设

立成为成都防疫行政初步构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务所下设总务科、环境卫生科、防疫保健科三科，

其中防疫保健科的职责包括对各公私立医院、诊所、药房及医药人员的管理及监督;牲畜肉食品及病

源菌的检验;传染病的预防、调查、管理;防疫检疫的设计实施;人口的出生死亡统计等等。⑨成都市卫

生事务所成立后，从过去警察机构以及民间组织中接替了不少防疫职权，使得防疫行政进一步从警政

系统分离，但具有不彻底性。因此，这一时期成都防疫行政的构建呈现"府局合作"的特征。

防疫的系统复杂性决定了防疫行政机构必须与医疗救助机构相衔接，才更具实效。 1939 年 5 月

《四川经济建设纲要》记载"川省人民大部缺乏卫生常识，故传染病时常流行，死亡率较高，其生命摧

伤，体力消麓，实为经济建设之重大障碍，为补救起见……应设立传染病院，以研究传染病之防治方

① 《蓉市虎疫转剧)}，(新中国日报>>1945 年 8 月 14 日。

②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档)}，全宗号 34，目录号 1 ，案卷号 5 。

③ 《成都市政)}，(新新新闻>>1938 年 6 月 4 日，第 8 版。

④ (()II政新纪元>>.<<新新新闻>>1939 年 10 月 8 日，第 5 版。

⑤ 《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一月至三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处档)}，全宗号 1日，目录号 1 ，案卷号 49.

⑥ 《孔副行政院长关心川省E生工作)}，((新中国日报>>1940 年 3 月 2 日，第 4 版A孔院长关心川卫生工作)}，((飞报 )}1940 年 3

月 1 日，第 3 版。

⑦ 《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筹备成立经过)}，((卫生通讯》第 8 期， 1941 年 10 月，第 13 页。

③ 张群对市卫生事务所的关注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及其家属得病的缘故，见陈志潜著:((中国农村的医学一一我的回忆))，四

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4 页必张主席拨款十万元设省立卫生事务所))，((新中国日报>>1941 年 4 月 24 日，第 3 版。

⑨ 《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暂行组织规程)}，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档)}，全宗号 34，案卷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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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指导各卫生院之防疫工作。"同年 8 月 8 日，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 330 次会议批准传染病院组织

大纲"为研究治疗传染病起见，特设本医院。"1940 年冬，四川省传染病院由成都署华公司修建完竣，

初设病床 50 张①，设治疗和研究两部。"治疗部负责治一切传染病人和收住法定传染病，研究部负

责研究调查传染病之地域、流行情形和检验传染病人之粪、便、痰、唾及血液等"。②该院成立后，一

方面积极开展防疫工作，仅 1940 年至 1942 年 3 年就治疗病人 2690 人，种症 596 人，预防注射 310

人③;另一方面进行细菌检验工作， 1940 年研究部检查蓉市上市鲜菜 141 斤，发现有寄生虫卵及包囊

占 26% ，有烟虫卵占 11%，钩虫卵占 10%，肠阿米巴占 4.5%;检查泡菜 298 家，其中 10%有烟虫卵;检

查家蝇 2092 只，查出荆疾阿米巴 0.4%，结肠阿米巴 4%，思杜林马阿米巴 2%，嗜腆阿米巴 0.9% ，人.

字形鞭毛虫 2%，肠滴虫 2.4%，梨形鞭毛虫 0.9% ，钩虫卵 8%，蛐虫卵4.9%，鞭毛卵 2.4%，证明家蝇

为传染媒介。④传染病院的"研究部"体现了疫病防治的"技术"特性，为防疫实践提供必要的依据。

(二)采用科学的防疫方法，创建规范化的管理机制。

防疫行政的实施需要接种、隔离、消毒、检疫、疫情报告等诸多环节的相互衔接。任何一个环节受

阻，都会影响防疫的绩效。这一时期，现代防疫手段在成都均被采用，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第一，预防接种，增强人群免疫力。 1939 年成都不断出现霍乱病人，省卫生实验处与警察局合

设预防霍乱注射处，注射材料由卫生实验处供给，全城共分五区设 38 个注射处，每处由医师义务担

任注射，并由军宪机关派军警协助，据报纸报道当时"前往各处注射的市民非常踊跃"，而外东中和

场一带发现霍乱病患而不治者甚多，省卫生处专门派第七防疫队前往该场注射防疫针"一般民众

深表欢迎"。⑤

第二，隔离染疫者，防止疫情扩散。 1939 年当局规定"对病者之处置，在发现患病后，即须报告

主管卫生当局，以便送入医院隔离"⑥，并多次劝告市民不要和霍乱病人接触。⑦ 1945 年政府对隔

离之法又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1)"传染病人应实行隔离治疗" ;(2)"传染病人之亲属邻居或其他

接触之人，或认为有传染病之疑似者，由E生机关予以留验，必要时限制其行动" ;(3)"传染病人死

亡或痊愈，原居病室住所，传染病流行时禁止集会演剧及其他集团活动，必要时停止疫区交通，传染

病流行时，卫生机关应调查检验，确定疫区范围"等。⑧此外，政府伤令各大医院特开隔离病室，凡

死亡者应请警局依据传染病预防条例第 13 、 14 条督伤病者家属掩埋。@ "若发现病人，不送医院就

医者，处罚金 20000 元"。⑩当实难控制之时，警局甚至把整个街道都封锁起来。⑩

第三，对疫区进行消毒，切断传染途径。 1945 年 8 月 18 日午后 4 时，省卫生处陈志潜处长召集

各成都市卫生机关负责人谈话，检讨这→段时间的防疫工作，并指出当前中心业务为集中全力对水

‘ 
①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院史简编))，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编:<<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1986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②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院史简编))，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编:<<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1986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③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院史简编))，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编:((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1986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④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院史简编))，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编:((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 ))1986 年第 1 期，第 13 页。

⑤ 《夏令卫生运动工作大纲))，((新新新闻))1939 年 7 月 18 日，第 8 版。

⑤ 《市府积极推行防疫工作))，((新新新闻))1939 年 7 月 24 日，第 8 版。

① "成都市政府告本市民众夏令卫生注意事项及传染病预防须知"明确规定"不要与霍乱病人接触慎防传染飞参见《省市政

府关于防疫工作、注射防疫针、设立防疫周刊、妨害公共卫生呈报的训令批示0939-1940门，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政府民国

卫生档))，全宗号 38 ，目录号 5，案卷号 215民严密注意夏令卫生))，((飞报 ))1939 年 8 月 2 口，第 3 版刊市政府注意防疫特赶印告市民

书))，((捷报))1939 年 7 月 31 日，第 3 版刊市府告民众书原文))，((捷报))1939 年 8 月 2 日，第 3 版。

③ 《防止传染病流行当局规定防治法))，((新新新闻))1945 年 3 月 21 日，第 7 版。

⑨ 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档))，全宗号 34 ，目录号 1 ，案卷号 148 。

⑩ 《疫势猖獗益甚>>.<<黄埔日报))1945 年 8 月 21 日，第 3 版。

@ "死的人太多，警察局把市医院所在地的君平街、蜀华街封锁了起来飞见(("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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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进行消毒。会上，卫生事务所发布水井消毒统计，自 8 月 11 日至 17 日，该所派消毒人员 12 人，

已消毒 675 口公私水井，每井消毒次数最高者为 5 次，少者 3 次，总计消毒次数为 2983 次。蓉市公

井已普遍消毒，但是被雨水淹没或发现霍乱区域之水井，尚未举行消毒。①政府实感消毒人员"不

敷分配"不能在短时间内对市区内的水井进行普遍消毒，影响防疫的实效，遂要求街民用漂白粉对

水井自动消毒，并制定了消毒方法告之街民，"水井直径在 1 尺半，水深 8 尺至 1 丈时，每口用漂白

粉 1 钱 6 分，水深在 1 丈 2 尺到两丈时投两钱，若无法测量，每日每口井加人漂白粉 2 钱"。②

第四，设置交通检疫站，对流动人口进行检疫。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内迁西南，一些难

民、新兵等将疫菌带到成都，导致瘟疫的出现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设立检疫站，查验流动人口，就

成为这一时期疫病防控的重要措施。 1939 年 7 月，四川霍乱流行甚剧，"值此人民迁动频繁之际，

传染甚虞，亟应于冲要各地检查旅客，并普施预防注射"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刚刚成立，人员有限，

只能由所属各县政府派员担任注射工作，所需疫苗由卫生实验处筹拨。③ 1940 年，川省卫生处公布

了"四川省各市县设定检疫站办法"，其中第一条、第四条规定 z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为防止传染病流行起见，于必要时得指定适当地点设立检疫站，并得责由当

地或邻近卫生机关办理之;检疫站应检查来往旅客以断定其有无患染疫病者，如有发现时，应立予

隔离并设法运往医院治疗。④

正值此时，"(剑阁)县虎疫流行甚炽，每日死亡约在两三百人以上，全县死亡现已达四千人左

右"。⑤为防避瘟疫传来，乃于绵阳、成都等地设立检疫站，对旅客进行注射，否则不许通过。由于

措施得当，成都虽发生脑膜炎，但霍乱却未被延及，事后，陈志潜总结这次防疫工作认为，设立检疫

站是其一个重要原因。⑥

第五，完善疫情报告制度，及时掌握防疫动态。首先，成都地方当局依据中央颁布的《传染病预

防条例))，进一步规定了各级义务报告组织及个人的责任。(1)旅馆经理责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

鉴于霍乱之传播多由旅馆之客人带来，特令店主经理多加注意，凡旅客或他人有上吐下泻，应立刻

报告卫生处(惜宇宫南街 84 号。电话 902 号) ，病人吐泻之物用石灰盖，店中之人(店员工人旅客)

暂住，听候医师检查，如因路远送信不便，电话屡叫不通时，即可将病人送人省立传染病院叭 (2)防

疫人员责任。保甲长及警察如发现传染病人或因传染病而死之尸体时，应在 24 小时报告当地卫生

机关，埋葬叭居民若发现霍乱病人，于 3 小时内报告分驻所叭 (3)医院医师责任。凡本市各公私立

医院开诊医师若发现有该病或类似该病之患者应该从速报告成都市卫生事务所。⑩其次，实行奖

罚措施。 1945 年霍乱袭蓉之际，当局再次要求城市居民在市区若发现患者，必须立即向当地保、甲

长报告，不报啻罚款，已报者领奖，并由保、甲长将患者送市内西医医院。当时政府规定，送病人一

① 《实行水井消毒>>.<<新中国日报>>1945 年 8 月 21 日必疫势猖獗益甚>>，({黄埔日报H945 年 8 月 21 日，第 3 版。

② 《井水消毒市民自理>>.<<黄埔日报)1945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③ 《省市政府关于防疫工作、注射防疫针、设立防疫周刊、妨害公共卫生呈报的训令批示0939-1940门，成都市档案馆藏，

《成都市政府民国卫生档>>，全宗号 38，目录号 5，案卷号 215.

④ 《四川省各市县设定检疫站办法公告>>，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档>>，全宗号 113 ，目录号 1 ，案卷号 129.

⑤ 《剑阁虎役流行>>，<<新中国日报>>1940 年 7 月 30 日，第 3 版必全县死亡已达四千>>，({新新新闻>>1940 年 7 月 30 日，第 6 版。

⑥ 《成都防疫委员会三十年度第一次会议>>，({卫生通讯》第 3 期 .1941 年 5 月，第 19 页。

① 《旅馆防疫))，((建国日报>>1940 年 8 月 24 日，第 3 版。

③ 《防止传染病流行当局规定防治法>>，({新新新闻>>1945 年 3 月 21 日，第 7 版。

⑨ 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处档>>.全宗号 113. 目录号 1.案卷号 1676.

⑩ 《市民慎防脑膜炎>>.<<新中国日报>>1945 年 3 月 2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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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给奖金法币若干元，并按日津贴患者法币 1000 元，不送医院治疗者，以保甲长是问。①

(三)吸纳民间防疫力量，补充官方防疫行政之不足。

疫病防治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官方或社会力量均无法单独应对，只有官民合作，

才能克服疫病。抗战时期，官方已有意识地吸纳民间防疫力量，以补充官方在防疫中人力、物力、财

力之不足。 1939 年 7 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邀请警察局、三大学联合医院、医师业公会、西药公会、

青年会、红十字会等 10 余个机关团体、医院及各大学医学院等组成蓉区防疫委员会，统筹办理成都

一切防疫事宜。②蓉区防疫委员会下设预防注射组、清洁消毒组、隔离治疗组、登记追源组、宣传表

演组，检疫组、总务组等 7 组。③在瘟疫流行期间，该会为成都最高防疫机构，职掌成都市的一切疫

病救疗工作。

第一，高度关注疫情，对瘟疫易发区域重点防范。该会成立伊始，便令成都市的警察、医生以警

察分所为单位，对各区内的居民实行强迫注射防疫针，每日注射时间定为午后 2 时到 5 时，连续注

射 10 天。根据该会估计，每日每医师注射 200 人，按警察分所 30 所计算， 10 天可以注射 10 万人。

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要求对经过城门、车站的旅客必须注射方可人境，如果遇到已患病者，立刻送往

医院或隔离病院诊治。第一期工作以车站为限，第二期推广到全成都区范围。该会还进行了掩埋

尸体，扑灭苍蝇，清理厕所等工作④，对瘟疫流行起到了一定的遏止作用。

第二，召开防疫会议，随时解决疫病救治中的问题。 1939 年 7 月 27 日，蓉区防疫委员会在省

卫生实验处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了疫病救治中的相关问题z

(甲)本市饮食店铺，及冰冷食品饮料，应如何管理取缔，以免传染时疫案。决议 z由成都市政府

通知各酒店、咖啡馆、冷食店，须厉行清洁，冷食物品一概不售，卖口由警察局严格检查取缔。(乙)

霍乱病症患者及死亡，应如何严密统计案。决议z 由警察局负责，将霍乱患者及死亡人数，按时报告

本会，再病者及死亡住地，应由警察局派警切实实行消毒，以防传染病。(丙)贫苦住户怀疑预防注

射，应如何强制执行挨户注射。决议z由卫生实验处组织注射队，由警局、警备部、宪兵营派兵分五

区，挨户强迫注射。(丁)霍乱病者三大联合医院，及卫生实验处，赁租之房，因床位有限，不能尽量

收容，应如何扩充案。决议z 由市政府向甫澄纪念医院洽谈尽量予以收容。⑤

第三，及时总结工作，了解疫病救治工作的动态。 1939 年 9 月 14 日，蓉区防疫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卫生实验处召开，各防疫小组报告防疫成绩:(1)宣传组报告除文字宣传外，并组织宣传队

10 个，分赴市区宣传;(2)隔离治疗组报告隔离病院 8 月 3 日成立，截至 9 月 13 日止，共计门诊 470

人，内有 184 人住院，因送至过迟而死亡者计 14 人，此外在大学医院门诊者 182 人，住院者 66 人;

(3)注射组璀告，自开始以来，成都市区共计注射 139975 人，已注射而尚未报告到会者，计约 10 万
余，合计约在 25 万人左右登记刊的追源组报告，成都霍乱，始于 6 月下旬，由外东区一带之船夫及

① 文琢之:((忆中医的存亡斗争和发展)}，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科教文卫卷上·科教艺苑)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6 页。

② 《组蓉区防疫委会))，((新中国日报))1939 年 7 月 13 日必成都区防疫委会成立))，((新新新闻))1939 年 7 月 13 日刊昨成立防

疫委员会))，((捷报))I939 年 7 月 13 日，第 3 版;<<四川省卫生处预防霍乱报告，省历年疫病流行情况，防疫环境，卫生工作疾病分类，

卫生人员训练成立卫生院所数，成都区防疫委员会成立会议记录(1939-1943门，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卫生处档》全宗号 113 ，

目录号 1 ，案卷号 228 0
③ 《夏令防疫会分组工作))，((新新新闻))1939 年 7 月 25 日，第 8 版刊夏令防疫会儿《飞报))1939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

④ 《组蓉区防疫委会))，((新中国日报))1939 年 7 月 13 日试成都区防疫委会成立))， ((新新新闯))1939 年 7 月 13 日儿昨成立防

疫委员会))，((捷报))1939 年 7 月 13 日，第 3 版。

⑤ 《强迫预防注射))，<<新中国日报))1939 年 7 月 28 日，第 4 版刊全市强迫预防注射))，((飞报))1939 年 7 月 28 日，第 3 版;((挨

户强迫注射机《捷报))1939 年 7 月 2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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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平民，传染而来，渐及全市，因霍乱死亡人数，根据近警察局发出之出丧统计，自 7 月至 9 月上

旬，共 2125 人，城外死亡因无须领证，故无法统计。①

总之，蓉区防疫委员会将党、政、军、宪、团、医、教、慈善等官方、民间力量吸纳进来，整合防疫资

源，注重发挥各组织的优势，分工合作，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界防疫力量应对瘟疫的发生与蔓延，充分

地显示了官方与民间在防疫领域的密切关系。

(四)改善城市卫生状况与加强防疫宣传并举。

公共卫生管理与瘟疫防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1940 年 4 月，刘慰农在《新新新闻》上发表的一篇

题为《环境卫生之重要性》的文章，明确指出，"考疫病流行之原因，故由于国民卫生常识缺乏，不知

事先预防，但究其底口，实由于地方环境卫生之不修，有以致之" "法定九种传染病中，择其由环境

卫生之恶劣而引起流行者，其数有五吻，反映了时人试图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来达到预防疫病

的认知。抗战时期，成都市政当局除了继续开展管理厕所、清洁街道、扑灭蚊蝇、取缔不洁饮食摊担

等工作外，还兴建自来水厂，改善居民饮水卫生。成都的河水和井水中含有大量的大肠杆菌，极易

引起霍乱等传染病。 1942 年 11 月，卫生部门将河水与井水标本五种送华西齐鲁联合大学检验科，

检验结果是河水每∞含细菌总数 240 至 1080，井水每回含细菌 330 至 9700③，因为饮食而患疫死亡

者占 63% 。④ 1943 年，市府卫生事务所防疫保健课课长王慎之及公共卫生医师庸文远，亲赴重要

水码头及公共水井，采集水样，送省立传染病院检验，其结果亦含有大多大肠杆菌。⑤ 1942 年和

1945 年成都两次霍乱大流行，死亡枕藉，均与饮水不洁有关，当时市政当局认识到"市民饮水或就

河挑运，或掘井取水......未经清水工作，疫病繁生，所以建设自来水工程，不仅便利市民饮水，而且

清除疫菌，防止病患。"⑥因此， 1943 年市政当局正式批准了"成都市自来水工程计划"当时的《新

新新闻》社报道， "1944 年成都市自来水工程准备就绪，估计 8 月初装设水管，明年 2 月完成"。⑦

1945 年 6 月份，中山公园所建筑之自来水现完竣。③自来水厂的兴建不仅便利了市民饮水，更重要

的是降低了疫病死亡率。

在加强卫生管理的同时，对民众进行防疫宣传也至关重要。 1939 年，成都市政府颁发"成都市

政府告本市民众夏令卫生注意事项及传染病预防须知"，在开头部分这样讲到:各界同胞，近来霍乱

流行，本市已有许多人受到传染不治而死了，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此种灾害有甚于敌人的轰炸，

若不赶紧预防，则人人都有生命的危险，并且影响民族的健康，关系实非常重大!⑨

与以往防疫宣传不同的是，官方有意通过抗战来激发民众的防疫热情，"战争"与疫病的隐喻之

4区

① 《防疫会报告成绩比《新中国日报>>1939 年 9 月 16 日刊防疫委会>>.<<飞报>>1939 年 9 月 16 日，第 3 版。

② 随着西方防疫知识的传播，时人对疫病的病因、病原、传播途径已有更充分的认识，也由此加深了时人对卫生与防疫关系

的认知。

③ 当时美国的标准是饮水每∞不得超过 100 细菌， 10 个水样中不得有 1 个大肠杆菌，可见成都市无论、河水还是井水含菌之

多，均不宜饮用。见《成都市自来水工程计划j概要>>.<<新新新闻>>1943 年 4 月 19 日，第 8 版。

④ 4成都市自来水工程计划概要比《新新新闻H943 年 4 月 19 日，第 8 版。

③ 《新新新闻 ))1943 年 8 月 9 日，第 8 版。

⑥ 《成都市自来水工程计划j概要比《新新新闻))1943 年 4 月 18 日，第 8 版刊成都自来水与市政建设)).((成都市))(创刊号) • 

1945 年，第 2 页。

⑦ 《蓉市自来水工程)).<<新新新闻H944 年 6 月 13 日，第 6 版A明年三月将完成自来水全部工程>>. <<新新新闻>>1944 年 11

月 1 日，第 9 版。

⑧ 《预防传染病症>>.<<新中国日报H945 年 6 月 21 日。

⑤ 《省市政府关于防疫工作、注射防疫针、设立防疫周刊、妨害公共E生呈报的训令批示 0939-1940))).成都市档案馆藏z

《成都市政府民国卫生档)).全宗号 38. 目录号 5，案卷号 215;<<严密注意夏令卫生)).<<飞报>>1939 年 8 月 2 日，第 3 版川市政府注意

防疫特赶印告市民书)).((捷报))1939 年 7 月 31 日，第 3 版刊市府告民众书原文>>.<<捷报))1939 年 8 月 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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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某种被认为是恰当的政治关联性已被建立起来。①

三 防疫行政实施中面临的困境

(一)医疗条件落后，影响防疫行政的实效。

虽然成都的医院等医疗救助机构的数量增长迅速，但在应对大的疫灾时，却显得捉襟见肘。

1939 年，成都染患霍乱者甚多，据统计，前后死者共约达 2000 左右，其中贫者占十之八九，患者虽

经本市东新街医院救治，但因该院病室有限，及医药缺乏，故病人送到后，常需等候五六个小时之

久，方得救治。② 1945 年成都霍乱流行，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承担救疗责任的有两个主要医院一

传染病院与市立医院，但病人却太多......单说市立医院，就容纳了 600 多人，但这小小的医院，实在

容不下这么多人......只好让病人东横西趟躺在走廊、草坪上，一片臭气 J那就难说了。医生只有五

六人，霍乱又是急症，医生要按次序来，一个挨一个，这样一来，轻病转为重病，重病就不免死亡。前

几天单说市立医院，每天就得死几十个人，医院对死掉的人连姓名都搞不清楚。"③

就成都各医院而言，无论是医务人员数量还是医疗技术水平都有待完善。所谓的住院治疗，只

不过将病人集中起来，以免蔓延，并未采取急救措施，故死亡不断增加，当时成都各医院，病死率都

在 10%以上。④医院救治病人的方法局限在用石灰进行简单的消毒，或对病人注射生理盐水。

1942 年，成都霍乱流行，当时对霍乱治疗的机构，包家巷有一甫澄医院。收治各处送来的霍乱病

人，对吐泻失水者，当时尚无输液补水之法，死者甚重，后多以石灰掩盖消毒。⑤

尽管政府一再要求院方对赤贫居民减免治疗费用，但社会人士反映"至于医院么，告诉你，贫

苦小市民你就休想进去医病，但是假如达官贵人的眷属去养恙的时候，那他们可就欢迎之至，先以

90 度的鞠躬礼迎接，然后竭力服侍，无微不至，真所谓‘医院大门开，有病元钱休进来'"。⑥

疾疫救治中乱收费现象层出不穷。 1939 年成都霍乱期间，有一个名叫左会嘉的成都市民详述

了自己打防疫针的经过，"在路过暑袜北二街时，就下车来口氏医院，打一针霍乱防疫针，进门就叫

我挂号，真是出我意料外，要缴挂号费 2 角，不特此也，还要交什么针药 1 元，这与三大学联合医院

比起来要高出整整 8 倍，所以有人怀疑价格太高，去问执事先生，又告诉我挂号费可以不要......本

来花 1 元 2 角去打一针防疫针在我与性命比起来倒不算贵，三次也不过才 3 元 6 角，可是那拉洋车

做苦力的人来说，就未免有点过苛了"。⑦ 1942 年，仍有民众抱怨"到医院看病，仅挂号费就五六十

元，请医生出诊，连同车费，也非花上几十元不可，药又是那样的贵，谨防付出高价而购口假药，患虎

疫的人，又不精E羁延时间，这个年头儿，要想保持高贵的生命，就非拥有大量的现钞不可，传染病之

魔，又好像专门欺压贫苦的人们，在如此环境之下，不幸而虎疫流行，不知道枉死城中，又将增加若

干冤鬼"。③ 1945 年 8 月 18 日，成都市各界召开防疫大会，报告中称"公立医院对霍乱病人仍有收

① 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6 页。

② 《外商发现鼠疫症>>，((飞报))1939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

③ (("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④ 《解放前四川疫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 

第 16 辑， 1965 年版，第 193 页。

⑤ 苏友龙:((忆 1942 年成都霍乱大流行>>，成都市卫生局卫生志办公室:<<成都卫生志资料汇编>>1986 年第 1 期。

⑥ 《求医难))，((新新新闻))1942 年 6 月 9 日，第 8 版。

⑦ 《关于打防疫针M新新新闻))1939 年 7 月 22 日，第 8 版。

⑧ 《虎疫))，((新新新闻))1942 年 8 月 1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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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情事"。①同年，四川省政府在成都设站检疫，成立临时隔离病院，但是在给部分团体机关人员及

街民注射时，名为"免费注射"但实际仍借此剥削，向人力车公会、旅馆业公会强索苗浆费。②

(二)政府防疫行政运作中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防疫不力，防疫政策难以贯彻、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政当局虽然已经具备了初

步的现代防疫行政。但无论从疫情的蔓延范围还是从疫病致死人数看，政府的防疫工作并不成功，

尤其表现在 1945 年成都霍乱防治中。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并未树立"以人为本"的防疫理念，并未

将民众的生命放在应有的位置。依照相关规定，警察有责任对病人尸体进行及时处理，但在实际工

作中未必就真正贯彻。 1945 年 7 月 25 日"福兴街，竹林小餐馆门外倒下了一个，围住一大堆人，七

嘴八舌，一个警察在旁边‘参观'，一言不发"。③有时候警察也不仔细检查，就把活人抬到棺材里，

当时有一家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公务员本不是霍乱，家里以为是霍乱，抬到医院里，大

灌盐水针，医生一面灌，他一面叫，越叫越灌，灌得奄奄一息，抬回家里，胸前还有热气，警察来了，说

是霍乱，要立刻掩埋，没有断气就硬抬进棺材里去了。"④

不仅医务人员对政府的防疫行为提出了质疑"在医院的病人，十九都是没有事先打过预防针

的，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能打防疫针呢?这是当政者应该负责的"。⑤民众们对政府的环境治理不力

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慨"成都市整理厕所，已不知闹过若干回，然而到今天仍然是臭气熏天、屎尿横

流，若不加以整理，实在是传染疾病的大本营。"⑥成都邮政局大门前有厕所一座，破烂不堪，粪水

满坑满谷，沿街倾流，行人踏了粪和污水，带到满街。有市民指责说"派出所所长老爷们和保甲先

生们，都掩鼻而过，不间不理。我们希望当局在霍乱猖獗的时候，多多做些实际卫生事业，不要虚张

声势，做各种漂亮文章。"⑦

其次，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每当疫病大流行之际，政府也适当增加防疫经费的支出力度。 1945

年政府筹集的经费情况是，先由政府拨付 800 万元，再由各界机关团体、市民捐款及将扑蝇费用移

作防疫费共 1000 万元。③文琢之老人回忆道，"这次霍乱流行期间，政府竟多次在报上公布拨防疫

费多少万元⑨，外国援助多少万美元，以示关怀，但这些经费层层贪污之后，用于病员者已等于零

了，以致出现死者累累，冤鬼无数的惨状"。⑩

另外，有个别官员假借政府名义敛取钱财， 1943 年，有一个笔名"城外人"的市民写道，他们乡

长发动了一件动员全乡人民的事情一一清醺会，每户由保甲长最少抽征 5 元，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

满。@ 1945 年，会府东街地方上的负责人(地方保甲) ，接着打清醺的名义，"挨户摊派，每家一千元，

.尊

① 《霍乱死亡率最大>>.<<新中国日报>>1945 年 8 月 19 日儿谈虎变色>>.<<黄埔日报>>1945 年 8 月 19 日，第 3 版。

② 《解放前四川疫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 

第 16 辑， 1965 年版，第 193 页。

③ (("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④ (("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⑤ (("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⑥ 《整理厕所))，<<新新新闻>>1945 年 1 月 10 日，第 10 版。

⑦ 《希望市当局改善厕所>>.<<新华日报>>1945 年 7 月 23 日。

③ 《蓉霍乱更猖獗>>， <<黄埔日报>>1945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⑨ 据市府统计，成都市防疫费用到"8 月为止，总计开支已在 1000 万元左右，而预计设立之隔离病院，依华大新医院院长李

延安预算，每所开办费即需 200 余万，按月经常费在 400 万元左右"。见《增设临时防疫病院>>.<<新中国日报))1945 年 8 月 5 日。

⑩ 文琢之:((忆中医的存亡斗争和发展))，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科教文卫卷上·科教艺苑)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6 页。

@ ((清蘸会>>.<<新新新闻))1943 年 6 月 14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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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也不甚其扰"。①

(三)财政经费掣肘，改善环境卫生步履维艰。

抗战期间，战争频繁，政府财政匮乏，无力对城市卫生建设进行足够的投资。例如，政府向来将

街道清洁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街道卫生状况较之以前改善不少"

但是各巷子卫生恶劣的现象，因经费不足，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1943 年，有市民对自己居住地的

公共卫生状况做了描述"我们小巷子和本市其他许多小巷子的卫生问题，很少被照顾，未设垃圾

箱……时常弄得很脏，有时几乎满巷都是死鼠、秽物吻"走进巷内，臭气源源侵袭，使人头昏，角落

垃圾堆积如山，口口苍蝇周旋，蚊虫飞口，行人实难经过"。③直到 1945 年，市区各街住户门仍是

"垃圾倍增，病鼠菜皮，堆积甚多，臭气冲天，行人掩鼻……僻坊当街晾晒皮张，肉铺随地倾倒污水，

粪车尿担停放街面，鸡鸭猪狗上街觅食，遍地洒下粪便"。④

抗战时期，在中央的支持下，成都防疫行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专门性防疫机构和医疗救

助机构的建立，使成都防疫行政的构建有了质的突破;交通检疫制度被广泛的运用到防疫实践中，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瘟疫的扩散;随着市一县一乡(镇)一保四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完善，疫情报告更为

迅速。各种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和调动，防疫行政运作的诸多环节实现了有效

衔接。此外，成都卫生事业也取得显著进步，如自来水厂的兴建，改善了居民的饮水环境，客观上起

到疫病预防的作用。

然而，防疫经费匮乏使得成都市政当局在构建防疫行政时心有余而力不足，街巷的卫生状况并

没有得到彻底改观E医疗设备增设有限，无法应对大规模疫灾;政府人员在防疫实践中贪污、腐化现

象严重，损坏了政府在防疫实践中的公信力;有些防疫政策虽颁布却未实施，或实施不力，影响了防

疫行政实施的效果。

‘ 

① (("虎"在成都))，((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4 日。

(作者郭京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② 凡因:((勿让死鼠吓活人>>.<<新华日报>>1943 年 10 月 13 日。

③ 《谈谈公共卫生问题))，((新新新闻))1943 年 6 月 19 日，第 8 版。

Ø) ((新新新闻 ))1945 年 7 月 1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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