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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史志

1 954—1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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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血吸虫病防治站



莆 古
丽、 青

鹤庆县是云南省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县之一。自1954年开展血吸

虫病防治工作以来，在党中央、国院务的亲切关怀和各级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至今血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疫区面貌发生深刻

变化， “千村薛苈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已一去不

复返。
‘

为了记载我县二十多年来血防工作的战斗历程，总结经验教

训，加快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1我们在县委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深入调查研

究、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鹤庚县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史

志》(1954--1979)。《史志》分四个部分：第一部份基本情况，

第二部份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第三部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第

四部份防治效果及疫区面貌的变化，共四万余字，附有图表9

在编写《史志》的过程中，曾得到县农业、卫生⋯夹化等有关

单位及大理州血防办公室、大理州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经历的过程较长，

许多历史资料已经遗失，一’有些资料残缺不金，缺点和误错在．所难

免，欢迎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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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鹳庆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州北部，地处北纬25。5 7’～

26。42’，东径100。01’--100。29’。东接永胜县，北连丽江县，南与

宾川县毗邻，西与剑川、洱源县接壤。总面积2395平方公里。我县

地处云岭山脉的东南部，境内山川多为南北走向。地形南北长，东

西窄；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山峰海拔一般在3000米以上，最高峰

为南无山(3958米)，其它还有马耳Lj』(3925米)、石宝山(3645

米)、、九顶山(3484米)、大黑山(3383米)、鸡足lr【『(3220米)

等。在高山。。峻岭之间有大小不等较为平坦的山间盆地，俗称“坝

子"，蕊中以县境北部的鹤废趣景大，丽积达1 83．8平方公里， 此

争}、还有黄坪、松桂、禾米等埋子。全县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坦

予共有8个÷，

鹤庆县境内海拔高差甚大，最高点与最低点(朵美公社的朝阳

大队，海拔)g 1162米)的高差悬殊达2796米。因此，我县虽属暖温

带季风气候，但具有垂直分布的特点，其气候类型多样复杂，有南

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及寒温带等类型的气候，并

有湿润、半湿润、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之别。以县气象站资料为代

表，年平均气温13．5℃，周极端最高气温为33．4 oC，月极端最低气

温为一8．5℃。年平均降雨量为970．6毫米，5--lO月为雨季，降雨量

占全午的90跖在右。一年中摄长连续降雨日数为44天，最长连续无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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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日数为89天。全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5％。一年中不同月分的平

均气温及降雨量均有差别(表1)。

表1 鹤庆县22年的月平均气温及降雨量(1959—1980)

弓 份 全
项 目

1 幺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平
22年平均 6．3 8．2 11．3 14．5 18．0 19．0 19．2 18．3 16．9 13．9 9．6 6．6 13．5

均
最高质 7．2 9．6 13．2 15．8 20．2 20．9 20．0 19．0 17．6 15．8 11．8 8．4 14．1

气 年 份 1969 1969 1973 1977 1979 1960 1974 1976

温 最低质 4．9 6．0 10．2 12．8 16．8 17．4 18i2 17．3 15．9 12．1 8．6 毒．8 13．1

^
℃ 年 份 1960 1959 1968 1959 1966 1974 1962 1977 1979 1963 1975
V

总 22年平均 2．5 3．4 5．5 12．6 45．O 152．8 226．2 261．9 170．6 73．5 12．8 3．8 970．6

降 最高质 22．9 25．7 26．3 30．7 117．4 335．6 320．7 491．8 362．3
t98‘

雨 6
57．8 23．7 1261．9

量
^ 年 份 1959 1959 1974 1975 1978 1962 1962 1966 1965 1979 1973 1979 1962

m

m
最少质 0．O 0．0 0．0 0．8 1．O 33．2 96．0 147．2 77．0 4．1 O．O 0．0 684．3

v
年 份 1966 1960 1979 1977 1976 1975 1971 1968 1967

各地气温与海拔有密切关系，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约

降低o．63℃。县内各公社所在地的海拔高度如表2所示。

表2 鹤庆县各公社所在地海拔高度(1979、)

我县水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不均，利用率低。坝区(城郊、

辛屯、金墩)水资源较丰富，利用率也高，但山区较贫乏，利用率

也低。金县属金沙江水系，主要河流为漾弓河、罗漏河、河川．河等。

0



金沙江自丽江县流入我县东部，流经中江、朵美公社的六个大

队后进入永胜县。漾弓河发源于丽江玉龙泉水，流经我县辛屯、城

郊、城镇、金墩、六合、中江等公社(镇)，最后汇入金沙江，金

长130公里，是我县主要灌溉水源，汛期最大流量为152立方／秒，最

枯流量为0．02立方／秒。1953年以后还兴修了长45公里的松桂大沟

和长60公里的西甸大沟，把漾弓河水引到松桂及六合公社的山区大

表3 鹤庆县±壤分类调查结果(1979)

大春播种 壤 土 沙 土 粘 土 重粘土地

面 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区
％ ％ ％ ％

(亩) (亩) +(亩) (亩) ’(亩)

城 郊 40398 27160 67．23 5793 14．34 5753 14．24 1692 4．19

辛 屯 33293 11016 33．09 3559 lO．69 16184 48．61 2534 7．61

金 墩 36354 21740 。59．80 5453 15．00 7827 21．53 t3{；4 3．67

松 桂 、。3{}_283。 10741 。3S．27 8862 ‘27．45 10782 33．40 t8"99 5．88

北 衙 17201 470}2 ’27l。33 8865 51．54 3490 20．29 、144 O．8，4

黄 坪 。22362 10964 49．03 5896 26．37 4261 19．’06 1241 5．55

．中、 江 7115 2723 42．48 2528 30．04 1362 24．17 502 3．31

朵 美 10220 4341 38．27 3070 35．54 2471 19．14 338 7．05

六 合 16372 2978 18．19 6460 39．46 5817 35．53 1117 6．82

城 镇 712 472 67．23 101 14．34 100 14．24 39 4．19

农‘‘场 ·690 343 ．49．03 185 。26．37 133 19．06 29 5．55

’’锱‘：“．、厂 ’-．6"93 189 ，27：33 357 。5lj：54 士4王 20．29
7

8 O．84

纸 厂 386 231 59．80 58 15．：00 ． 83 21．58 。 14 3．6-7

机：．．．关： ． 一Z21 48,5 ．67．2S 103 14．34 103 14．24 30 4．19

．良种厂 72 49 68．05 10 13．88 10 1,3．88 o 4．17

合 计 218872 98134 44．84 51300 23．44 158517 26．74 10921 4．蝣



队。地下泉水主要分布在鹤庆坝子东西两面的山脚下，主要泉水19

处，枯季总流量为5—7立方／秒。地下泉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沟渠

系统，灌溉着九万余亩面积。

我县耕作区土壤可分为沙土、壤土、粘土及重粘土四类，以壤

土所占比例较大，其次为沙土及粘土(表3)。

二、行政区划和经济文化

鹤庆历史悠久，战国时是楚国的辖地，庄跻建滇国后发展滇

国，西汉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三国至西晋属建宁郡，东晋、

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都属东河阳郡。从西汉至唐初的数百年间，郡

制和隶属关系虽多次更替，但鹤庆一直归叶榆县管辖。公元664年

(唐麟德元年)，唐朝在云南西北部设置姚州都督府，在鹤庆境内

设“野共州”、‘“和往州"，属姚州都督府的诸蛮州范围，后属越析

诏地。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兼并五诏，建立南诏

国，在鹤庆设谋统郡。大理国时期，改谋统郡为谋统府。元宪宗3

年(公元1253年)改为鹤州，至元23年(公元1286年)改为鹤庆

路，隶属云南行省。明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改鹤庆路为鹤

庆军民府。清乾隆35年(公元1770年)改鹤庆军民府为鹤庆州，属

丽江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鹤庆州为鹤庆县，属腾越道。

1949年7月1日鹤庆宣布解放，属丽江专区，1956年11月大理白族

自治州建立时又划归大理州。

全县行政区划在解放后曾多次调整变更。1956年全县设7区。生

镇84乡111个农业社，共有492个自然村，27800户133 1 5 3入(表

4)

。4



表4 一九五犬年鹤庆县行政区划及其基本懂提

乡 户 人 日 耕地面积(亩) 耕 牛(头)

送 名 合 水 旱 合 黄 水 合

男 女
数 数 地 计 牛 牛 计计 出

14 6905 16175 16621 32796 32887 15363 48250 335 308 643

9 3834 8190 9080 17270 31251 10620 41871 374 471 845

12 4729 8738 10834 19572 31543 8989 40532 559 358 917

四 1 4 5354 12495 13318 25813 34841 15903 50744 4756 3020 7776

五 11 4350 9347 9937 19284 30450 18368 48818 5001 2367 7368

匕 11 2628 9234 9184 18418 11357 19944 31319 6242 1710 7952

其它 5519 574E 1126{ 10C 161 261

合计 71 27800 64179 68974 133152 17786E 9493： 27279{ 17367 839f 25762

注j一区为现在城郊公社及城镇，二区为辛屯公社，三区为金墩公社，四区为松

桂、朵美公社，五区为北衙、黄坪公社，七区为六合、中江公社，六区牛街公社=J二1958

年1月划归洱源县，故数字未列入表内。

1958年，撤区并乡，原鹤庆县第六区(牛街)划归洱源县，原

邓川县黄坪区划归鹤庆县。全县有9乡、92社，26451户，1258 8 5

人，共有耕地面积285263亩。

1979年，全县又设9社1镇100个大队，785个自然村，全县共

有37586户214083人(表5)。

各行政区划按地势可划分为坝区、半山区、山区及高寒山区四

类。山区(包括半山区)的范围虽比坝区广大，但人口、劳动力及

耕地面积主要集中?鸯坝区(表6．)，故坝区是我县粮食的主要产

地。

我县是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农业总产值占

全县总产值(4153．13万元)的67．9％(1979年)口主产粮(水稻，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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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等)、油、糖、畜。工业比较落后，仅有采炼铅、锰、

铁、煤等小型厂矿。此外， “马厂当归"、 “鹤庆干酒"比较有

名。

我县居住着白、汉、奕、傈僳、苗、纳西、回、藏、傣、壮等

十多种民族，以白族为主，汉族次之，再次为奕、傈僳、苗、壮及

纳西族，其它民族数量很少，均在百人以下(表7)

表7 鹤庆县各民族人口分布比例(1979)

民 族 人 口 占全县人口数％ 民 族 人 口 占全县人口数％

白 118235 55．22 田 999 O．46

汉 80103 37．41 纳 西 282 O．13

彝 7790 3．63 其 它 3520 1．64

傈 僳 3154 1．47 全县合计 214083 100．00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县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有很

大发展。目前计有完全中学三所，小学40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87．3％。解放初期(1954年)，全县只有县医院1个，公社一

级卫生机构4个，集体卫生院所8个，目前全县已有县级卫生业务

机构5个，公社一级卫生机构9个，集体卫生院(所)12个，共有

国家卫生人员243人，集体卫生人员116人。其中，县血防站现有职

工21人。



第二章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一、血吸虫病的危害

鹤庆县流行血吸病有很长的历史，根据老年人回忆，解放前就

有“筲箕胀’’、“矮疙瘩"等晚期血吸虫病病人，但由于历代反动

统治阶级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从未进行过有关调查和防治工作，

因此，血吸虫病在过去的流行情况，目前尚无有价值的资料可供考

证。

在1951年至1953年间，大理人民医院曾报告前来接受治疗的

533名；血吸虫病人中，有鹤庆县来的病人，但未说明病人的居住地

点。1953年9月，贵阳医学院金大雄教授等在洱源、鹤庆两县邻近

地区牛街(当时属鹤庆县第六区)一带检查了1843人的粪便，发现

有51 3人感染了血吸虫病。至于从现代医学上证实目前鹤庆县所属

范围内的血吸虫病流行，是在1954年6月。当时，省血防所工作组

在二区(辛屯)干弓乡检查了1565人的粪便，发现384人有血吸虫

卵，阳性率24．6％，同时还在田沟中找到血吸虫中间宿主一钉螺，

并有血吸虫的自然感染。同年七月，工作组又对鹤庆中学及城郊的

田屯乡、金墩的康福乡等地开展了调查工作，也发现了血吸虫病人

和钉螺。到1956年，全县八个区(镇)84个乡中已确定有六个区

(镇)43个乡有血吸虫病流行，约有三、四万人患血吸虫病，十多

万人受到了该病的威胁。可见，血吸虫病是危害鹤庆人民群众健

康，阻碍生产发展的一种严重疾病9
，



据典型调查，城郊公社罗伟邑大队周王屯村，解放前有10 0多

人死于血吸虫病，死绝1 4户，到解放前J,z，周姓已无人，王姓也仅

剩一户。辛屯公社逢蜜大队赵家登村，·在解放前的十年间，13户中

有赵会仙、赵胖固等6户因血吸虫病而人口死绝，70人中有30余人

因患血吸虫病而丧生。还有的晚期病人因痛苦不堪而投河自杀，甚

至自己剖腹而死。如松桂公社长头大队有个高灿然，十二岁就给地

主当长工，、后因患血吸虫病得不到治疗发展为晚期，骨瘦如柴，严

重腹水，肚大如鼓’，被狠心的地主赶出门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他用菜刀自己剖开+腹部，惨死在血水中。城镇均晚期腹水病人

兰炳耀，。也因血吸虫病的长期折磨而含恨投河自“尽。还有不少儿童

因患血吸虫病，发育受到影响，成为侏儒。据1954年一1955年的调

查，在．1776名血’吸虫病人中，’约有57。2％有症状体征，劳动力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有26．3％下痢、：屙血，有22．o％肝肿大，有

8．5％脾肿大，有0．5％左右均病入发育受阻，约有0．7％是晚期腹

水病人，丧失了劳动力，并受到死亡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

1958--：-1 961年三年中，-就有】35入因得了晚期血吸虫病而死去。此

外，血吸虫病对耕牛的危害也很严重，耕牛得病后，役力显著降

低，影响了农业生产。由于血吸虫病的流行，鹤庆县196 8年以前的

征兵任务几乎年年都没有完成。据1955年调查，全县323名参军青

年中有65入得了血吸虫病，1956年全县检查了328名应征青年，结

果有216人(#65．8％)患血吸虫病。1 976年辛屯公社的100多名应

征青年中，就检查出70人感染了血吸虫。以上这些，都是血吸虫病

危害我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真实写照。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区域和范围

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查研究，现已查明，鹤庆县的血吸虫病流行

区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及其支流漾弓河沿岸，遍及辛屯、’城郊、城

镇，金墩、松桂、六合、朵美及中江等八个社(镇)四十九个大

队，269个自然村，五百八十二个生产队。全县仅北衙和黄坪公社未

发现血吸虫病流行。流行区最北到辛屯公社三合大队的龙吐河村

(北纬26。40’)，最南到朵美公社的下河川大队下村(北纬26。20’)，最

东到中江公社的江东大队上麦地(东径100。29’)，最西到县锰矿厂(东

经100。10’)。流行区的海拔最低为1641米(朵美公社下河川大队下

村)，最高为2330米(县锰矿厂)。累计患病人数47259人，累计钉螺面积

为28845041平方多公尺。有十七万人口直接受到疾病的威胁(表8)。
表8 鹤庆县血吸虫病流行基本情况(1979)

流行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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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血吸虫病流行大队及自然村名称

辛屯公社(共11个大队44个自然村)

三合大队：龙吐河西登 三具河 大夫屯 下范排 龙节坡

逢密大队：逢密 北汤乾 赵家登

辛屯大队：辛屯 城西河

大登大队：大登 北干弓 赤铺 柳树村 南汤乾

红星大队：南干弓 仕庄河顺 新村

妙登大队：小妙南 小妙北 大妙登 三家村

新登大队：师第登 辛营 白沙村

双龙大队：，双水槽 大龙溪 北水槽 干锋河 弯登

连义大队：甘河 义朋 西亨 连昌河 庄村

如意大队：如意南村 鹿鸣村 如意北村

群峰大队：北河南 北河北 东登 南河村

金墩公社(15个大队90个自然村)

和邑大队：上庄 和邑 迎邑 三家村

赵屯大队：上瓦窑 下瓦窑 上潘屯 南班榜 北班榜 赵屯

积德大队：

化龙大队：

邑头大队：

银河大队：

金墩大队：

中班榜

高家营

武官屯

化龙村

南山河

村

上仁里

江

金墩街

积德屯

鹤冀庄

北山河

邑头村

上塔冲 下塔冲 上武官屯 下

高家登上曲罗邑

松树曲 新科村 文明村 象眠

下仁里 赵家登 金翘鹤 上曲江 下曲

金墩村杨李登 中和村 下曲罗黾



庆和大队：南登 北登 上前蒿登 下前蒿登

康福大队：北种福 南种福 芦屯 南长康 下城 北长康

金锁大队：上建寅 中建寅 下建寅 秀邑登 吉庆屯 太邑

金锁邑

河东大队：磨斧场 南河东 北河东 北溪村 千感灵

西甸大队：小腰江 修邑登 西甸 河南 河北 中村 吉祥

村 田心村

古乐大队：上古乐 下古乐 桃园 长尾岩脚村

新庄大队：南乐恩 北乐恩 木叶坪 施家村 董家村 官庄

杉松树 干甸 中村 榨油村 北张家村 南张家

村落香坡河边村

红光大队：班登

城郊公社(12个大队53个自然村)

板桥大队：板南 板北

新华大队：南邑村 北邑村 纲常河

罗伟邑大队：三义南村 三义北村 河头村 周王屯 西登

秀邑大队：

新民大队：

母屯大队：

菜园大队：

红旗大队：

田屯大队：

太平大队；

沙登村罗伟邑

坡头邑 南秀邑 北秀邑 三家村

孝感村 东登 中登 白寺村 新民村 天赦坪

母屯 波南河 彭屯

上城东 官厢 洪家登 东园 花树村 羊毛村

北门外

龙马邑 姜官屯 北桥头 水路铺

小教场 北官屯 田屯

上登 中登 下登 河北 上城东 集义村 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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