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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抗战 时期 的 四 川 ，
民众营养不足 、生 活不合 常态 、人 口 大规模流 动 与 聚集 、卫

生设施 与 卫生观念落后等 因素成 为疫病 流行最重 要的原 因 。 疫病流行造成 了 大量的人员

病 亡 、 物质财 富 的 损 失 、社会心理 的 动荡 ， 以及社会秩序 的破坏 。 因 此 ，
卫 生行政机关 将疫

灾 防控作为 头等 要事积极应 对 。 为 防控疫灾 ，
卫 生行政机构釆取 了预 防接种 、 改善环境卫

生 、加强卫 生宣传 、 限制 人 口 流动等 一 系 列措施 。 由于经费 短 绌 、人才缺乏等 历 史条 件的

制 约 ， 疫灾 防控 的 实 际效果也是极其有 限 的 。

关键词 抗 战 时期 四川 公共卫 生 防疫

抗战时期是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大发展时期 。 作为卫生工作之
“

急要
”

与
“

首图 疫灾防控

既是推动战时四川公共卫生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 ，
也是战时 四川卫生工作最重要的 内容之

一

。

年底 ， 国府迁渝 ，以重庆 、四川为中心 的西南区域
一

跃而成为 中 国新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 心 ，

是名副其实的
“

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
③ 四川的疫灾防控工作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 所以 ，

抗战时期 四川疫灾防控问题研究不仅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也是深化抗战史的一个不可忽视

的方面 。 目前 学界着眼于抗战时期 四川全省疫灾防控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有限 。
④ 本文拟根据所

掌握的史料 ，对此作一探讨。

一

、 战时四川疫病流行的原因及概况

军兴与瘟疫如影随形 。 历史上因瘟疫不败而败的战例 ， 已不鲜见 。 抗战时期 已有有识之士

本文 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 目
“

抗战时期公共卫 生建设及其 意识 变迁研究
”

（ 、四川 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

“

川 陕医药卫生史研究 （ 、 川 北 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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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撰文警戒 。
① 国民政府卫生部总监容启荣指 出 ：

“

由于战争直接或 间接所推动之各种 因素
‘

足使抗战之前后方诱发重大疾疫流行 。

”

②抗战 时期 的四 川 ， 导致疫病流行 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

四点 ：

一 民众营养不足 ，体质衰弱 。 战争所弓 丨起的人 、财 、物损失 与 日 俱增 ，

“

所得粮糈 ，每不足维

持其最低生活限度 ， 以是体质衰弱 抵抗力减弱 造成瘟疫流行之内在原 因
”

。
③ 据统计 ， 自抗战以

来 物价高涨 平均每 个月 物价可 以上涨
一

倍 。 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平民家庭生活费指数 ，截至

年 月 ，较战前涨了 倍 战前 口之家 ，在节约生活情况下 ， 每月 需 元
，在 年底

需 万余元。
④ 物价上涨 ，

生活水平下降 ，
民众营养不足 以致身体抵抗力 低 ，成为疫病的 易感

人群 。

二 生活不合常态 ， 民众精神紧张 。 战时四川是 日机空袭的重灾区 。 从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止 ， 日 军对四川施行历时 年的轰炸 。 据 民 国四川政府统计处资料统计 ，在

此期间 日本至少出动飞机 架次以上 对四川的 个市 、县进行 了至少 天的战略轰炸和扫

射 ，投下炸弹至少有 枚 。
⑤ 频繁空袭致使民众起居失节 ， 产生离合莫测 的恐慌情绪 ， 引发 民

众精神失常 ，成为易于感染传染病的重要因 素 。

三 人 口 大规模流动 、聚集 。 战时四川大规模人 口迁移 主要有 以下两种情况 外地民众的

大量迁入 。 战时 中 国东部人 口 大规模 向西北 、西南迁移 ， 被学者称为 近代 中 国人 口 的
“

西进运

动
”

。
⑥ 以难民而论 战区各地难民及流离民众数量达 余万人 ，

约 占战区人 口总数的 。
⑦

四川因 自然地理 、生活环境等条件较好 ，成为沦陷区政府机关 、学校 、企业、难民等迁人最多的省份

之一 。

“

战事地区难民相率迁徙 ，颠沛流离 ，失所依寄
”

，极易诱发传染病 。 再加上难民
“

转运频繁 ，

正在潜伏期 中之传染病人每藉交通工具 人于千万公里之外
”

。
⑧ 难民的迁入和聚集使传染病原传

播的速度 比平时要快得多 。 四川难民分布的密度大 、数量多 ， 因而极易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 。

新兵征募产生的人 口流动 。 作为兵源大省 战时四 丨前后共计出兵约 万人 ，征兵数量占全国的

以上 。 大量的军事移民引起的人 口流动 ， 是战时四 川人 口 大规模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

新兵征募来 自 四方足使各地之传染病因新兵变动 疫疠流行
”

。

四 ） 卫生设施 、卫生观念落后 。 年 月 ，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 以前 ，

“

省 内 没有任

何类型的公共卫生组织机构 ， 即使省会成都市也没有卫生部门
”

。 斯时 ， 四川 民众还没有接受

现代的卫生常识 、卫生观念的启蒙 。 不洁饮食 、饮用水常能酿成肠 胃传染病之流行
；
由 于衣服

身体之不洁 灭虫沐浴之不完备 常致酿成回归热 、斑疹伤寒之爆发 。 而 民众卫生设备简陋 知

识水准低下 易于招致各种传染病流行 ，再加上四 川公共卫生设施之不完备 ，遂使星星之火 ，足

以燎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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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第 版 。

② 《抗 战六年 来全国 防疫工作概况 》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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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种法定传染病在 四川都有
一定范 围的流行 。 其中 ，又以霍乱为害最为惨烈 ，染

病及死亡人数最多 。 天花仅次于霍乱 居第二位 。 根据战时四川相关档案 ，笔者整理出战时主要

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表 见表 。

表 战时四川主要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表③

年度

霍乱 余市县 县 县 县 县市 县 县市

伤寒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天花 一 一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麻疼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疟疾 —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痢疾
一 一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县市

需要说明 的是 ，表 反映的战时主要传染病流行情况是极不完整的 年 、 年因 四川

省卫生实验处还未成立 没有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资料 。 年 、 年 由于四川公共卫生机构

数量少、疫病报告制度 尚不完善 所统计的情况遗漏尤多 。 根据表 仅能窥见战时四川疫病流行的

大概情况 。

二 、 疫病防控的主要措施

年 月 ，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博士受邀回 四川 主持川省 的公共卫生工作 。 同年 月

日
，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正式成立④ 陈志潜担任处长 。 他上任后 开始筹建川省公共卫生机构 网络 。

川省卫生实验处及其附属的公共卫生机构是战时四川疫病防控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 。 为弥补政府

力量的不足 ，公共卫生机构也积极整合在川医学高校 、红十字会四川分会 、教会卫生力量等其他卫

生力量参与疫病防控 。 其他卫生力量参与政府组织的公共卫生工作 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论述⑤ ，本

文主要论述公立卫生行政系统疫病防控问题 。

战时 四川疫病防控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

一

） 预防接种

通过预防接种来阻止疫病的发生 、发展 是一种经济的 、有效的 、必要的防控手段 。 作为
一

种卫

生福利 ，公立卫生机构给民众预防接种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 为使民众周知 ，卫生机关往往采用在报

刊上刊登广告 、张贴布告 、散发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 。 如 年 月 日
，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即在

全川第一大报
——

《新新新闻 》 的卫生周刊上发布 《市 民注意万事莫如防病急 ！ 免费注射 ，勿失 良

① 年国 民政府颁发 《传染病预防条例 》 ，规定霍乱 、鼠疫
、
天花

、
伤 寒 、斑疹伤寒 、赤 痢

、
白喉 、流行性脑脊髄膜炎、猩红 热

共 种 急性传染病为 法定传染病 年增加回 归热为法定传染病
。

② 《 四 川 省卫生处工作 总结》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③ 表 根据李仕根 《
巴 蜀 灾情 实 录》 （ 中国 档案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整理 横线表示 未统计 。

④ 年 月 ，
四川 省卫生 实验处改组为四川 省卫生处

，
直属 省政府 。

⑤ 张玲 《抗战时期教会卫生力 量参与公共卫 生事业 考察
——

以四川 省 为 例 》 ， 《
医学与哲 学 》 年第 期

， 第
—

、

页
；
张玲 、 李健 ： 《抗战时期多 种主体参与公共卫生事 业考略

一

以四川 省 为例 》 ， 《 医学与 哲 学》 年 第 期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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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广告 ， 向 民众晓喻注射伤寒 、霍乱疫苗的重要性 ，免费注射的地点及时间 。 在各县卫生院未

成立之前 ，省卫生实验处往往会
“

派队赴各县免费注射防疫针
”

。 县卫生院成立后 ，

“

预防接种
”

则是其最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 。 年至 年间 ， 四川预防伤寒 、霍乱注射人数达 人 ，

其他疫病接种人数总计 人 。
③ 年是四川抗战时期疫病接种人数最多 、接种工作统计

最完整的一年 。 但从统计的数据来看 ，
四川省各区接种工作开展得并不平衡 。 年接种人数以

第一区 、第三区 、第十五区最多 以第十四 区 、第十六区 、第五区最少 见表 。

表 年 四川省各区市接种人数④

区市别 办理县市局数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 计

省辖市

第一区

第二区

第三区

第四 区

第五区

第六区

第七区

第八区

第九区

第十 区

第十
一

区

第十二区

第十三区

第十四区

第十五区

第十六区

二
）
改善环境卫生

改善环境卫生是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为防疫而采取的
一

项 日常工作 。 四川省卫生处不但设有直

属 的环境卫生队 ，专司改善环境之责 其所属的防疫救护队也承担部分环境卫生工作 。 行政院 、 四

川省政府公布的各项卫生法规对市卫生事务所 、县卫生院 、卫生分院 、卫生所 、保卫生员 ，
也均有开

展环境卫生工作的职责要求 。
⑤ 环境卫生工作主要包括水井消毒 、处置垃圾 、扑灭蚊蝇 、厕所改良 、

① 四川 省卫生 实验处 《 市民注意 万事莫如防病急 ！ 免 费 注射 ，
勿失 良机》

，
《新新新 闻 》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② 四川 省卫生 实验处 《 简讯 》 ， 《新新新 闻 》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③ 四川 省档案馆编 ： 《
四 川 省抗战 时期各类情 况统计 》 ， 第 页 。

④ 四川 省档案馆编 ： 《四川 省抗战 时期各类情 况统计 》 ， 第
—

页 。

⑤ 参见 《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 》
，

四川省档案馆藏
，
民 《

四川 省各县卫生院组 织视程》 （ 年 月 日公布 ）
、《四 川

省各县卫 生分院及卫 生所组织规程》 （ 年 月 日公布 ） 、 《
四川 省各县卫生 员设置 办法 》 （

年 月 日 公布 ） ， 《卫 生通讯 》

法规专号 ） ， 年第 期
， 第

—

頁
；
《 四川省卫生行政组 织与执掌》 （ 年 月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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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沟通渠 、清洁检查等 内容 。 省卫生 （ 实验 处要求各市县卫生机构在工作月报中反映环境卫生工

作开展的情况 。 表 反映了战时四川改 良水井和改良厕所两项环境卫生工作开展的情况 。

表 四川 历年改 良水井 、厕所工作情况统计②

改 良水井 口数 改良厕所座数
年份

共计 成都市 各县 共计 成都市 各县

总计

— —

— —

—

—

—

加强对公共饮食及摊贩的管理 ，
也是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 在传染病 ，尤其是以食物

为传染媒介的 胃肠道传染病肆虐时 ，卫生行政机关往往会采用加强饮食管理的措施 。 清凉食品如
”

冷馒头 、冷饼 、冷肉
”

等 清凉饮品如酒 、生水 、茶水 、水果等 皆易成为胃肠道传染病的感染媒介 。
③

在 年霍乱肆虐剑阁县城时 防疫队报告称 ：

“

对于饮食检査 ，吾人非常注意 ，除由警察按 日 清查

外 ，并由吾人偕同县长 ， 随时亲往各街检査。

”

经过
一

段时 间后 ， 防疫 队认为该项工作
“

收效颇

大
”

。
④ 江津县卫生院也上报省卫生处 ，

“

饮食店检查
”

为其防疫的一项常规工作 。
⑤ 年 月

日
，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主持召开成都防疫委员会会议 通过了

“

如何取缔饮食店及食物
”

提案 ，决

议
“

由省卫生实验处拟具办法 警宪负执行责任
”

。 年 月 以来 ，
四川各县

“

相继报告发现霍

乱 尤以长江上下游城市为甚
”

， 四川省卫生处在 《卫生通讯》上发布 《各市县卫生院所注意 》 的通

告
，
要求

“

尚未发现 霍乱 县份之各卫生院
”

，采取
“

即时会同有关机构取缔清凉饮食品
”

等预防措

施 。 年 月 ， 四川省卫生处收到
“

云南卫生处代电通知
”

， 得知
“

大理于五月 廿九 日 发现霍

乱
”

，

“

鉴于川滇距离匪远
”

，省卫生处遂再次在 《卫生通讯 》上发布《各市县卫生院所注意 》 的通告 ，

提示各市县卫生机构采取
“

禁止出售冷食
”

等预防措施 ，

“

以 防患 于未然为要
”

。
⑧ 至抗战后期 ，卫

生行政机关对公共饮食及摊贩的管理逐渐制度化 、规范化 。 在有条件的地方 ，卫生机构 中往往设有

卫生稽査员专司其职 。 尤其是在成都 ， 负责
“

卫生商店摊贩
”

等事项指导的卫生稽査制度 在市卫

生事务所成立后建立起来 。 卫生稽査员应具备的资格 、工作的职责等都有明文规定 。
⑩ 年

① 参见 《各县卫生院所工作概况报告表》 ， 《卫生通讯 》 （
四川 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 四

川省各市县卫生院所工作 月报统计表》 （ 年 月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页

；
《 四川 省各县 市卫生 院工作月 报统

计表》 （ 年 月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② 四 川省档案馆编 《 四川 省抗 战时期各类情 况统计 》
，
第 页 。

③ 临时防疫队 《二十九年秋剑 阁三 台等 处扑疫记》 ， 《卫生通讯 》 年第 期 ，第 — 頁 。

④ 临时防疫队 《二十九年秋剑 阁三 台等 处扑疫记》
，
《卫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⑤ 《江 津县卫生院工作报告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⑥ 《成都防疫委 员会三十年庋 第
一次会议》

，
《卫生通讯 》 年第 期 ，第 页 。

⑦ 四川省卫 生处 ： 《各市县卫生院所注意》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⑧ 四 川 省卫 生处 ： 《各市县卫生院所注意》
，
《卫 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⑨ 参见《成都 市政府卫生事务所卫生稽查规则 》
，
成都 市档案馆藏 。

⑩ 《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卫生稽查 员服务规则 》
，

成都 市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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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 《战时县卫生工作评判标准》在环境卫生条 目下列有
“

食物及清凉饮食
”

项 目 的考核 ，并规定
“

夏令用纱罩盖食物及水果
”

、

“

细菌检査
”

、

“

饭店管理
”

为其三项具体内容 。 该文件第二章 《 战时

县卫生工作测验标准细则》对各项内容在考核中所占的 比例及每年应实施该内容检查的次数均作

了细致的规定 。

三
）
加 强卫生 宣传

卫生行政机构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过程中非常注重卫生宣传 ，希企通过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

与普及 ，使其成为民众主动参与的事业 ， 以减少开展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的阻力 ，收事半功倍之效 。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群众对于卫生知识更见缺乏 边区医疗队在实践中认识到 ，

“

实施保

健防疫 ，
卫生宣传实居首要

”

。 卫生宣传与疫病防控 、妇幼卫生、学校卫生 、疾病医疗等 内容一起

并列为市县卫生院所五大常规性工作 ，并贯穿于其他各项卫生工作之中 。 如 大竹县卫生教育开展

的情况是 该卫生院将卫生教育置于
“

推动卫生事业之基础
”

的地位 ’

“

工作开始以来 ， 即 以最大努

力 ，从事于是项工作之推进
”

。
③ 卫生行政部门采用卫生运动 、家庭访视 、候诊谈话 、散发传单 、卫生

讲演 、卫生壁报 、新闻撰稿及散发卫生传单等种种方式向 民众灌输卫生保健观念。

战时四川各公共卫生机构普遍采用的卫生宣传资料《快种牛痘》 ，
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民间

语言艺术——金钱板的形式 ，
将天花的危害性 、种痘的方法 、注意事项 、种痘的时间等用通俗易懂的

大白话向 民众宣传 ，极易为民众所接受 。
④ 年 月 国 民政府公布之 《种痘条例 》第五条 、第七

条规定 ：

“

遇有天花流行时县市卫生机关得施行强迫种疸 ，
不论儿童或成人均应

一

律受种
”

，

“

非 因

疾病或其他正当理由未于规定时期种痘者除 自请补种外 县市卫生机关得强迫补种 ，其不补种者得

对其父母或监护人处三十元以下罚金 。

”

⑤但战时四川 由于宣传工作贴近民众 ，
还未 曾见到卫生机

关强迫神痘 、民众强力抗种等事例报道 。 遂宁县卫生院报告通过在种痘前
“

满贴标语
”

、

“

种痘宣

言
”

等大力宣传后 ，

”

地方民众对于种痘可防天花
一事 ， 多已 明 了

”

。
⑥ 连屏 山 、茂县边区医疗队也

报道 ，

“

推进种疸工作 ， 尚形顺利
” ⑦ 种痘人数较多 ， 因 民众对种痘认识较深

”

。
⑧ 由此可见

，
战时

四川 的卫生宣传工作发挥了启迪 、教育 民众的积极作用 。

四 ） 限制人口流动

限制人 口流动是隔断疫源的重要措施之
一 也是疫病防控的

一

项常规性措施 。 在交通沿线设

立交通检疫站 、在农村集市禁止赶场 ，是疫情来袭时限制人 口 自 由流动而采取的两种最常用的方

法 。 年
，省卫生实验处公布《 四川省各市县设定检疫站办法公告 》 ，

共计 条 其中第八条规

定
“

检疫站于必要时有停止旅客出人县境之权 。

”

年 月 ，省卫生处设置检疫站 的办法进一

步完善 并重新公布 《 四川省各县市设置临时检疫站及实施检疫办法》 ， 由各交通干线之卫生院负

责办理 ，检疫工作内容由 条扩展为 条 。
⑩ 新办法在保留检疫站强制力 的 同时 ，较 年的

办法更细致 更便于操作 。 设置交通检疫站 目的是为了阻止疫病感染人群的流动 ，并将检疫出的传

① 《 战时县卫 生工作许判标 准》
，
《卫生通讯》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② 《 四川 省卫生处边区 医疗 队总队部及所属各队三十年度工作报告 》
，
《卫生通讯》

（
边区卫生医疗 工作专号 年第 期

，
第 页

。

③ 周戎敏 ： 《 大付卫 生院二 十九年度工作概况》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④ 子 涵 ： 《快种牛痘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⑤ 曾 宪章 编 ： 《卫 生法规》
，
大东 书局 年版

，
第

—

页 。

⑥ 康容楚 ： 《遂宁县卫生院工作概况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⑦ 《边 区 医 疗 队第二队在屏 山展开工作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頁 。

⑧ 《边区 卫生工作 近况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 页 。

⑨ 《 四川省各市县设定检疫站 办法公告 》 ，
四川省 档案馆藏 ， 民 。

⑩ 《
四川 省各县 市设置临时检疫站及实施检疫办法 （ 卅三年八 月 卅 日 公布 ） 》 ， 《卫生通讯》 年第 期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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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人立即隔离治疗 以防止疫情扩大 。 在疫情肆虐地设立检疫站主要是为了禁止该地民众流出 ，

在非疫区设立检疫站则是为了 阻止传染病人的流人 。 以 年川北霍乱为例 ，剑 阁设立检疫站
“

除对往来旅客加以检视及预防注射外 并商得当地县长同意 ，
于 即 日起 八周之内禁止剑阁人民

出境 以免将疫症带至他处
”

。 而斯时邻近川北的三台县城附近
“

无霍乱病例发生
”

，
但三 台

“

与

盐亭接壤各乡镇 则流行颇剧
”

。 三台防疫组织遂在临时防疫队的协助下 ，

“

在沿盐亭三台公路之

富顺场 设立检疫站
”

。
② 设置三台检疫站的 目的是为了阻止盐亭霍乱病人的流入 。 斯时成都市也

设有交通检疫站 其 目 的与三台检疫站相同 。
③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陈志潜认为 年川北大

霍乱 ，

“

成都未被蔓延
”

，设立检疫站为重要原因之
一

。
④

在乡镇及其附近区域 ， 赶场是人 口 聚集最重要 的方式 ，
也是引 发和扩大疫情的主要原因 。

“

每届场期 ， 四 乡居民均来赶场
”

，使乡 镇人 口流动大大加剧 且赶场民众
“

多集于茶馆 ，并购零

食
”

， 不洁饮食 、茶水成为传染病传播的媒介 。
⑤ 如 年剑 阁金仙场大霍乱 从地理分布上看 ，

“

以金仙场为中 心 ， 四处蔓延
”

；
从时间上看 ，

“

每次霍乱病菌发现 ，均在场期后
一二 日

”

。 此两点

说明
“

此次霍乱之蔓延 ，
多与赶场有关

”

。 临时防疫队即 向剑阁
“

县长及第十四 区专署林专员建

议
，
通令所属 如有霍乱流行之乡镇及其附近区域 ’

一律禁止赶场
”

。
⑦

“

梓潼县城及有疫症流行区

域
”

、三台等地 也
“

仿剑 阁办法
”

，

“
一律禁止赶场 以免疾症蔓延他处

”

。
⑧ 禁止赶场减少了乡 镇人

口聚集的机会 ，使外来人 口流人极少 ，
且附近的乡 镇 由于具有

“

交通素阻之山 地
”

的特点 ，其人 口

流动大大趋缓 ，对传染病 ， 尤其是因人群密切接触和饮食食用而感染的各种传染病的控制效果

尤佳 。

三 、 疫灾防控面临 的困难

一

）
经 费短绌

“

经费乃事业之母 。

”

⑩经费短绌是制约战时四川疫灾防控工作的最大障碍 。 省卫生处在评议

战时卫生经费时指 出 ： 由于组织发展过速 ，

一切条件均未能作适当之配合 尤 以经费
一端 更常

感捉襟见肘之苦 。 经费为发展事业之源泉 ，
卫生事业 ’更非有大量之经费 ，

不能收理想之效果 ，惟

以川省为配合战时需要 ，百政待举 各部均需费浩繁 。 对卫生经费 ，亦只能为 紧缩之支 出 。

”

⑧在

四川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上 ，各市县卫生机构提出的最大困难
“

大半都是感到经费缺乏问题
”

。

四川省历年卫生经费绝对数虽在增加 ，但 占全省 岁 出 总数的 比率 ，却在 年略有上升后呈下

降趋势 （见下页表 。 从历年省卫生经费的变化情况看 年 、 年 、 年这三年省卫生

① 临时防疫队 《二十九年秋剑 阁 三台等 处扑疫记 》 ， 《 卫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② 临时防疫 队 《二十九年秋剑 阁 三台等 处扑 疫记》 ， 《卫生通讯 》 舛 年第 期
， 第 页

。

③ 李仕根 ： 《 巴蜀 灾情实 录 》 ， 第 页 。

④ 《成都防疫委 员会三十年庋第 一次会议》 ， 《卫 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⑤ 临时防疫队 《
二十九年秋剑阁 三台 等处朴疫记 》 ， 《 卫 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一 页 。

⑥ 临时防疫队 《
二十九年秋剑阁 三 台等处朴疫记》 ， 《卫 生通讯》 年 第 期

， 第 一 頁
。

⑦ 临时防疫队 《
二十九年秋剑阁 三 台等处扑疫记》 ， 《卫 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一 頁 。

⑧ 临 时防疫队 《
二十九年秋剑阁 三 台等处朴疫记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⑨ 临时防疫队 《
二十九年秋剑阁 三 台等处扑疫记 》 ， 《卫 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

页 。

⑩ 《 东郊重伤 医 院敬呈省卫 生处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陈志潜
： 《 川省卫 生业务》 ， 《卫生通讯》 年第 期

， 第
—

页 。

省卫生处编
： 《提案 （

四川 省第二届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 ）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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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增加 比率最高 分别为 ，而 年 、 年增加最少 ， 只有 、 ；

。

表 四川省历年卫生经费及増加 比率① 单位 ：元

占全省 岁 出总数的 较上年度卫生经费 较上年度卫生经费

百分比 ％ 增加的金额 增加的百分比 （ ％

“

卫生经费 ， 中央曾经规定按省预算百分之五列支
”

②
，但四川省历年卫生经费占省预算均不足

。 因此 ，省卫生经费能够按总岁 出 列支
一直是战时 四川省卫生处奋斗的 目标 。 省卫生处

多次向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增加卫生经费 。 直至抗战结束 ’ 陈志潜尚致函参议院议员陈紫兴 说明省

卫生处
“

兹为顾及省府 ，伪造单位分配预算 ，列数过少 无济事功
”

，

“

欣值贵会开幕在即
”

，希望
“

为

今后本省卫生建设前途计
”

，代为提案
“

所需经费应照中央规定省预算岁 出百分之五核列
”

。
③ 并

附提案
一

份 。

年后 ， 四川省实行财政制度改革 ，省县经费分开 县卫生经费开始列入县预算 。 各市县卫

生经费岁 出总数及与上年度增加 比率情况见表 。

表 四川省各市县卫生经费历年增加比率④ 单位 ：元

年度 各市县卫生经费 比较上年度增加金额 比较上年度增加百分率 ％

省 、市县卫生经费虽逐年有所增加 ，但增加 的比例远远赶不上同时期物价的增长 比率 ，有限的

① 年至 年省卫 生经费数据 来源 于卫生处会计 室 ： 《 本省卫 生事业与 经费 》
，
《卫 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年 、 年 两年省卫 生经费数据来源于《
四川卫 生处工作报告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② 《 为本省卫生建设经 费应照省 总预 算百分之五核列 函请领街提案 由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③ 《为本省卫生建设经费应照省 总预 算百分之五核 列 函请领衔提案 由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④ 年至 年各市县卫生经费 数据 来源卫生处会计室 ： 《本省卫 生事业与 经 费 》 ， 《卫生通讯 》 年第 期 ， 第
—

页
；

年 、 年各市县卫生经费数据来源 于 《 四川 卫生处工作报告 》 ，
四川省档案馆藏 ， 民 。



	

张 玲 抗战 时期 四川 疫 灾 防控 问题研 究

增长往往因物价上涨而抵消 。 以疫苗为例 ， 年 月后
“

疫苗价格忽高涨数倍
”

。 药价的高涨

不仅受战时物价上涨的影响 ，也受战事的影响 。 因为战时 四川省公立卫生机构有相当一部分药品

来 自香港 而
“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市面药价狂涨不已 药价的上涨更加剧了卫生经费不足的矛

盾 。 广汉县卫生院痛陈
“

抗战迄今 转瞬 四年 后方物价狂涨至十倍以上 ，
以原有之预算 ，应付 目

前
一

切 令人不寒而栗 。 年来增购一个痰盂一双扫帚 ，均须加以考虑 ，
经济束缚如此 如何敢放手做

事
”

。
③ 卫生经费的短缺 严重影响了疫灾防控工作的开展 。

二
）
人才缺乏

正如省卫生处回复省临时参议院对卫生工作的质询时所指出 的 ，

“

卫生组织需要高级技术人员 ’

进展速度 完全以人才为基础
”

。
④ 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跨越发展 合格人才的供应量与需要量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 口 。

一方面公立卫生机构经费短绌 ，人员待遇菲薄
“

技术人员因生活的关系 ，
不

愿在政府服务
”

从而
“

优良人才 不易罗致
”

。
⑤ 另一方面

“

中央政府一再命令短期 内完成新县制组

织
”

，导致
“

卫生院增加速度 不能按方法管制
”

，
使公立卫生机构需要的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增加 。

尽管政府
“

不仅征求而且用征调办法
”

来扩大公立卫生机构的用人来源 ，但
“

合格人员太少
… …无

论征求征调 均未能有显著之成绩
”

。

承担疫灾防控工作的卫生机构虽然功能齐全 ，但机构规模小 ，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其功能强弱

与组织规模大小极不相称 。 打一个形象的比方 即疫灾防控机构从组织上说只是
一

个先天不足的

婴儿 但从功能上看却要承担
一个健步如飞的青年人的任务 。 为 了说明这一特点 笔者将疫灾防控

机构的人员配备与功能加以对比 ：

表 省卫生处直属机关职员人数及职责功能对比⑦ ■

机关名 称 职员数 人 ） 职责与功能

—

负责本省名 种传染病之
、

冶疗及收；容 种传染病人 ，
并办理检查 便 、疲唾 、血液

‘通病院
及调綱寄生虫厕究防治方法等事项

防疫救护队 负责全省防疫宣传 、饮水消毒 、预防接种及扑灭疫病事项

环境卫生队 负责本省各县市改 良水井及厕所设计 、推进及指导事项

县卫生院
一 办理全县环境卫生事项 ；办理全县防止传染病事项 ； 办理全县卫生教育事项

从表 看 ，疫灾防控机构 的职责与功能规定大而无当 ，在效力上一般要求覆盖全省或全县 ；
但

从职员数量上看却极为有限 。 县卫生院
“

掌理全县防止传染病 、环境卫生 、卫生教育等
一切事

项
”

⑧
，但人员配备却少得可怜。 年底 巫山 、西充 、仪陇 、潼南 、平武 、通江等 个县卫生院工作

① 省卫生实验处 ： 《小 消 息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页 。

② 《四川 省卫 生处签条 》 ，
四川 省 档案馆藏 ， 民 。

③ 王世开 ： 《广汉卫生院半年来工作概况 （ 民 国二十九年九 月
一

曰 至三十年二 月二十八 曰 ） 》 ， 《卫 生通讯》 年第 期 ， 第

—

页 。

④ 《四川 省卫 生处回复四川 省临时参议院 》 ，
四 川省档案馆藏 ， 民 。

⑤ 《 四川省 临时参议会第 二届第 二次大会决议对于本府 卅三年庋工作计 划卫 生部分审查意见办理情形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⑥ 《 四川省卫 生处 回复四川 省临时参议院 》 ，
四川省 档案馆藏 ， 民 。

⑦ 职 员数量以 年统计为 准 。 表 中职员数量 、职 责与 功能均参见 《
四川 省卫 生工作统计 》 ，

四川 省档案馆藏
，
民 。

⑧ 《 四 川 省各县卫 生院组 织规程 （ 年 月 日 公布 ） 》 ， 《卫生通讯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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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数均仅为 人 。
①

物价高涨 ，医务人员食不果腹 ，加剧了人才问题解决的难度 。 人才缺乏以各县卫生院和边区医

疗队最为严重 ， 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对
“

医学院毕业学生多不愿到卫生 院工作 只愿 自 己开

业 ，因之卫生院的人员无正当来源 ，
现在人员全凭私人感情拉凑

”

②这一现象深感无奈 。 各县卫生

院和边区医疗队关于人才缺乏的反映比 比皆是 。

“

卫生技术人员 ，根本不够需要
”③ 使公立卫生机构用人存在着参议院所说的

“

鱼 目混珠情

形
”

④ 导致公共卫生工作得不到人才保障 影响工作质量 。 同 时 ，用征调 、征求 、 自行训练等办法招

募来的医师 ，
也因生活无法维持

“

不安心工作
”

⑤
，或

“

工作近于敷衍
”

，有的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

事情 。 战时各县民众控告县卫生院长及工作人员 的案件涉及四川 余县市 ，罪名最多的为贪污 、

盗卖药品 。 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 战时四川疫灾防控工作的健康发展 。

总之 ，在抗战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 四川疫灾防控事业 出现了 比较好的发展

局面 公共卫生机关实施疫灾防控的某些做法也可 以作为借鉴 。 但是 ，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 、经

济 、文化发展的滞后 ，其存在的局限和弊端也十分严重 。 历史事实表明 ，

一个国家要在社会经济水

平低下 、人民生活质量不高 、政府行政能力有限的战争状态中 科学 、有效地解决国民 的疫病防控问

题 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

〔作者张玲 川 北 医 学 院人文社科学院 副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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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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