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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县属血吸虫病中度流行区。就全省范围而言，其流行程度不甚严重，但就本县而

言，其流行程度与危害程度还是严重的。它直接影响着县内近一半以上人民的生产生

活，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因此，认真总结编写好我县血吸虫病流行史和防治

史，其意义十分重大。

就目前所掌招的资料来看，我县于1953年首次发现血吸虫病流行，至今三十年时

间。三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关怀下，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县人民同血吸虫病展开了长期反复的斗争，至1979年，本县沙

溪、羊岑两个公社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在这段血防工作中，我县积累了很多丰富经

验，亦有许多失败教训。将这些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汇成资料，为将来保存线索，提

供借鉴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和愿望。

剑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对编写《血防史志》十分重视，组建了《史志》

编写领导组，落实了《史志》编写人员。编写中，县委付书记赵宗善、副县长张文渤及县

卫生局付局长王玉璋同志多次来自参加会议，提出意见。县卫生局两次组织会议召集了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老血防干部座谈会，为编写《史志》提供了资料，创造了条件。

通过收集整理，本书采纳收录了许多现存的宝贵资料。此外，书中还采用表67份，图76

幅。力求达到资料的可靠性，永久性。

编写过程中，省《血防史志》编写指导小组曾多次给予指导帮助；州血防办公室，

州血防所曾给予大力支持协助，提供了大量资料；本县卫生系统的周如洗、赵健辉、

赵永义、杨桥盛、何邦舜、刘育花、王寿林、李树勋、高安庆等以及刘玉春、袁苏民、杨

荣勋、黄锡寿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县档紊馆、‘县统计局也给我们提供了

许多重要的资料和数据；李祖葫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地质方面的资料。在此顺致谢意!

由于《史志》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给予批评指正。

《云南省剑川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史志》编写组

一九八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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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基 本 情 况

自 然 地 理 概 况

一位置、面积

#lJIt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其地理位置在东经99。29 7——100。33 7，北纬26。1 2，——
26。4l 7之间。东与鹤庆县接壤，南与洱源县相连，西与云龙县、兰坪县交界，北与丽江

县毗邻。县境东起清水江，西止盐路山，长约53公里；北起老君山，南达米子坪，宽约

47公里。全县总面积2318平方公里。

=地形、离程，主要水系

剑川县地处横断山脉南段延伸部，地貌类型复杂，有高山深壑，也有平坝丘谷，其

地势西北高，东南侮，A-县-90％以上的面积为山原面积，其余为河谷、平坝、湖泊。
境内山脉西部有盐路山，中部有老君山，东部有罗平山。全县最高海拔点为盐路山

主峰雪斑山(高4295．5米)。最低海拔点为米子坪(高1990米)。(全县平均海拔2200米)。

县内水系有三。西南部象图河水系沿盐路山山脉由北向南切割，形成象图高山蛲谷

区，经云龙县池江流入澜沧江。西部白石江——弥沙河水系由北向南穿插于老君山、盐

路山脉之间，形成上兰坝、马登坝及弥沙河谷区。金龙河—_黑漶江水系，横贯县境东

南部，形成金华坝、沙溪坝及羊岑中低山区。水系中部金华坝内，有一水面达7．5平方

公里的剑湖，属高原淡水湖泊，平均水深4．5米，最深处9米。剑湖源头为金龙河，湖

尾水流入黑惠江(图1)。以上两大水系，全长200多公里，最大流量561．8m 3／秒，最

枯流量7．87m 3／秒。至洱源县合江与弥沙河汇合后，经漾濞流入澜沧江。(表一)

(袭一) 剑J{I县主娶汪、河流经地区情况“。’4”。。。。。“'“一～“‘P⋯～___-_-___-_¨⋯⋯⋯一江河名称l长度(米)} 流 经 公 社 大 队
”

金龙河

海尾河

羊岑河

黑漶江

白石江

弥沙河

象图河

29，500

10，000

14，000

3l，000

22，000

32，500

26，000

东岭公社：双河、金和、永丰、金龙、金星、梅园、三河。

甸南公社：天马、海虹、发达、印合。

羊岑公社：杨家、金坪、石登、兴文、中羊岑、六联。甸南公社：桃源、印合。

沙溪公社：匈头、四联、北龙、寺登、东南、鳌风、灯塔、溪南、联合。

上兰公社：新生、新和、富乐、富民、启文。马登公社：新华、新民、东华。

马登公社：后甸。弥沙公社：团结、红旗、东庄、西庄、弥新。

弥沙公社：江头、象图、曙光。



三±壤、植被，气候

由于受海拔、气候，地型诸因素影响，县内土壤、植被分布垂直谱带非常明显。海

拔3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主要是高山草甸土和高山棕色暗针叶林土，土层较薄，有

机质含量较多，酸性至中性反应。土质松散，多为砂壤土，除部份箐沟，阴坡生长云、

冷、铁杉、杜鹃外，其它多为荒山，只能生长地衣，苔鲜之类；占全县总面积的6％。

2500--3500米一带主要是棕壤，土层深厚，微酸性，自然肥力较高，主要生长高山针叶

林，杉类，面积占64％。2100一2500米的坝区，山地红壤、红棕壤分布最广，面积约

占29．6％，为县内主要耕地资源和针、阔叶混交林带。2100米以下为峡谷红褐色土，面

积约占0．4％，长有亚热带绿阔叶林和喜热、喜温作物。(表二)

(表=) 剑Jll县流行区±壤分布情况表

(单位：亩)

土壤
土壤名称 羊岑 甸南 沙溪 粘性土 性 质

厚度

黑砂土 376 207 轻壤 1至3尺 厚、轻、易耕、灌水良好

红砂土 326 5i21 2939 ” ” 干漏松易耕、部份瘦缺磷

黄砂土 96 501 3 508 ” f} 砂多保肥水差、瘦

自砂土 2417 2417 4887 " 1至5尺 多砂松漏，耕不够、受水冲、有浸田

鸡粪土 300 5429 1 161 中壤 3尺以上 整肥易耕保水肥、深耕不够

黑胶泥 242 1363 2343 重壤 l} 粘厚肥、难耕、部份保水肥、难灌水

自胶泥 802 6943 ” 2至3尺 粘厚肥、难耕、保水肥强

红胶泥 2966 717 3267 " " 瘦难耕，保水肥强而灌排良好

黄胶泥 950 242 ” H 微酸、耐肥、旱、瘦、缺钾

黑土田 244E 中 壤 2 尺 酸、浅、瘦、保水肥强、排灌良好

白土田 8l￡ }， i．5--2尺 粘、酸、深耕难、瘦、保水强、缺磷

红土田 2C 5747 }， 2至2．5尺 酸、粘、瘦、深耕难

黄土田 257j |， 1至5尺 酸、稍粘、干厚、深耕不够、较瘦。

注：本资料摘自I 952—1970年《剑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县内气候特点春寒秋凉，长冬无夏。全年气候变化平稳，四季变化不大分明。金华

坝、沙溪坝属南温带温凉层；上兰坝、羊岑坝、马登坝西部和各坝区边缘的Llj区，属中

温带高寒层。全县年平均气温12．3℃，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l 8．7℃，最冷月(1月)

·2·



平均气温4．3℃，极端最低气温一10．7℃，(197l一1981年10年气象资料)。霜期平均

160天。历年日照时数2371．7N寸以上。年平均降雨759．3毫米，雨季多开始于六月初，结

束于十月上旬，偏早年开始于五月中旬，偏迟年到七月始进入雨季。1961年至1979年的

绝对平均湿度为10．58％，相对平均湿度为70．5％。(表三)

(表三) 剑川县各年度气温、雨量、湿度情况

196l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25．6

825．4

768．4

783．1

766．8

928．3

689．0

836．7

835．6

71 5．6

636．4

848．6

687．0

714．6

654．6

654．6

695．7

898．6

12．2

11．9

11．9

12．4

“．9

12．4

12．3

1 2．5

12．5

12．3

12．1

12．5

12．8

12．8

12．4

12．1

12．3

12．1

12．5

28．0

29．9

30．9

20．5

19．8

20．9

21．9

21．1

21．1

20．2

20．2

20．9

20．8

20．8

20．5

20．1

20．4

20．5

20．6

8．6

10．5

10．7

6．3

5．9

5．7

5．6

5．5

5．5

5．8

5．8

5．6

6．4

6．4

6．5

6．2

6．5

6．0

6．3

10．3

10．5

10．5

l 1．0

10．6

10．4

10．4

10．4

lO．7

10．5

10．5

10．5

10．5

10．5

10．3

1 0．3

10．5

10．6

69

71

72

72

72

70

70

70

71

70

70

70

70

70

69

71

69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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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制洛革 行政区划

建制沿革

有关刽川的记载，最先见于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书中载道：“浪人

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

O,l J{i县建制沿革的历史，IlF_4’已有两千多年。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此地曾属“益

州郡”，后又改属“永昌郡”。唐代的开元元年(71 3年)称此地为“剑浪诏”，唐贞元

十年(794年)改设为“金i{Jll节度”。后唐天成四年(020年)改设为“义督赕”；后晋天

福元年(936年)至宋大理时期，又改称“义督殓”。元代的至元元年(1204年)改设为

“义督千户”。至元八年(1272年)改为“剑川县”。元代的至正年间(I 365年)左

右，剑川县升为“金iJ JlⅢl”。9,lllⅢI先属鹤庆府领辖，至清代的雍正六年(i 728年)，

剑川州改属丽江府。1921年剑川州改为,．,,ljill县，1 950年，剑川县由丽江专区划归大理白

族自治州。

：行政区戈IJ

建国以后，剑川县行政区划的变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一)1949年至1957年

区乡建制时期；(二)1958年-军．1961年公社化及剑川、洱源、7}JlI并县时期：(三)
1 962年至今，现状时期。

(一)1949年至1 957年区乡建制时期：

!kiljlI县于1949年4月2日解放，I 950年以后剑川县分为l镇5区72乡。1956年10月，

原属兰坪县的上兰区及新民、新华、黄花3个乡并入剑川县。

(：)1958年至1961年公社化及并县时期：
1 958年1 1月，剑川、洱源、7i5 JlI合并为．金llJlI县，所属7个公社。其中原属剑川县所

辖地区分为金华、沙溪、马登、乔后4个公社；后又划为7区2镇，即：金华，乔后两

镇；东岭、甸南、羊岑、沙溪、弥沙、马登、上兰7区。

(兰)1 982年至今，现状时期

1961年10A剑川、洱源、邓川分县。分县时原属剑川县的乔后公社划归洱源县。剑

川县剩下金华、东岭、甸南、羊岑、沙溪、弥沙、马登、一L兰8个公社94个大队750个

生产队。(表四、五)

·4-



(袭四) 剑川县一九五七、五八年行政区划情况

区(镇)

名 称

所

乡

辖

数
所 辖 乡 镇 名 称

12

金华镇：永登、金太、龙凤、新岭、：k榜、庆华、乐寿、

新坪、园河、金河、双河，注：金华锰分四个街

二 区； 20

西中、

石登、

永和、

回龙、

，A#i?
玉i-二，l一、

玉华、

文华、

天马、

桃源、

朱柳、

新和、

兴水

兴文、

海虹、

中羊、

狮河、

六联、

新民、

四 区

18

lO

新松、

印‘台、

马登、塔灯、新民、黄花、文屏、新华、江南、二ji龙、

玉河、富乐、启文、官宅、建基、关坪、美水、桑树、

新生、新和

仕登、东南、华龙、北龙、甸头、沙坪、乐风、鳌风、

溪南、联合、

五 区
乔后钲、观音、大树、温坡、丰乐、弥勒、文开、五斗、

弥新、文新、象图、丰登

(褒五) 剑川县一九六五歪一九七九露符欢区划情况

公 社{所辖大

(镇)

名 称l队 数

金华镇} 4 l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居民委员会

东 岭

公 社

18

龙营、文风、文榜、江口、桑蛉、乐寿、新仁、：延平、

邑坪、金星、金龙、永丰、金和、梅园、三河、双河、

庆华、清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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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羊岑公社l 7 l杨家、金坪、石登、兴文、中羊、新松、六联～一一————————j——．，．．．．．L————．．——————
甸 南 天马、发达、印合、桃源、海虹、永和、迥龙、狮河、

17 兴水、西中、朱柳、龙门、文华、向前、玉华、白腊，

公 社 白山母

马 登

公 社
12

马登、后甸、甸所、江南、文屏、塔灯、玉龙、黄花、

太平、新民、新华、东华

上 兰 启文、官宅、关坪、建基、富民、富乐、新和、新生、
‘10

公 社 桑树、美水

沙 溪 红卫、东南、伙山、华龙、北龙、四联、甸头、沙坪，
16

公 社 长乐、石龙、文凤、鳌凤、灯塔、溪南、红星、联合

弥 沙 弥新、东庄、西庄、文兴、红旗、团结、象图、丰登、
10

公 社 曙光、江头

第三节 民族人口 农牧耕地 经济状况

一 民族人口

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21Jill县总户数为23，614户、总人口1 34，947人，共有18个

民族。其中白族122，141人，占总人口的90．5l％；汉族6，551人，彝族2，770人，傈傈族

1，478人、回族1，005人，纳西族921人，其它81人。在大理州内，剑川县白族人口所占

比例最高。

1979年以前本县行政区划曾作过几次变更，大体分以下三个阶段：(一)1958年总

户数17，697户，总人口82，714人，劳动力28，389人。(二)1970年总户数20，808户，总

人口107，523人，劳动力39，331人。(三)1979年总户数23，734户，总人口1 31，151人，劳

动力47，491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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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耕地

剑川是一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业县，单一经营较为突出。全县土地面积337．5万

亩，占总耕地的55％；雷响田5665亩，占2．7％；水浇地26，694亩，占12．6％；旱地

39，372亩，占18．7％，轮歇地23，067亩，占i1％，但复种指数很低。

全县坝区大春作物主要为水稻、玉米、稗子；小春作物为小麦、蚕豆、大麦、碗豆

和油料作物油菜。但大小春平均单产较低。山区大春作物为玉米、养子、洋芋；小春为

小麦、大麦等。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目前多数山区仍处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和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低的状况。

金,l J11县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较为悠久，各类牲畜品种较多。主要的大牲畜为马、牛、

驴。马：盆lJ JlI马属西南藏系马，有体型小、结实、役用性能良好的特点，适合于高海拔地区

饲养和高寒山区运输用。牛：有水牛、黄牛、牦牛三种。其中水牛为县内主要役用牲

畜，耐寒，耐粗饲，有抗病力，挽力强的特点，原属印度系水牛。黄牛多为历史形成的

役肉兼用型品种。1959年曾引进荷兰牛，在东岭公社金和，羊岑公社六联等地试行杂

交。1980年以后，又从陕西引进“秦川牛”在县内进行改良，以增大体型。牦牛：1 960年

从中旬引进30多头，现已发展为400多头。驴：多为历史自然行成的本地品种，性情温

顺，易于调教，耐粗饲，食量小，抗病力强，为家庭辅助役畜。(表六、七√L、九，十)

三经济状况

剑川县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2，140．49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I，774．57万元，占83％。

工业发展与解放前相比，有显著的变化，但由于工业底子薄，发展较缓慢。全县拥有电

站18座，装机容量2，610豇。县农机厂，木器厂已能担负县内重大建筑工程和农业机械

的制造修理。轻手工业方面，剑川木雕、石雕工艺久负盛名。1979年县木器厂生产出口

家具一项全部售完，产值二十三万元。地方土特产主要为东岭公社庆华大队的“马场

归”还有东岭、甸南一带味鲜色美的“剑川梨”及羊乳饼。每年农历八月间，在县城附

近举行一次交易骡马为主的物资交流大会，届时除全县人民涌跃参加活动外，省内外许

多部门都有人到骡马会上参加物资交流活动。

(表六) 剑川县一九五七年基本情况统计

区(镇) 乡 耕地面积(亩) 耕牛数
户 数 人口数 劳力数

名 称 数 一水 田 旱地 合计 (头)

一区 12 5、225 24、848 8，483 25、274 1、704 26、978 1、505

二区 20 4、824 24、742 10、736 34、169 8、315 42、484 3、007

三区 18 4、257 18、810 9、980 48、035 4、630 52、665 2、947

四 区 10 2、444 10、046 5，076 23、393 2、125 25、518 l、56l

五区 12 2、486 iI、60I 6，253 7、866 25、544 33、410 3、704

合讨‘ 72 19、236 90、047 40、528 1 38、737 42．318 18i、055 1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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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七) 剑川县一九五八年基本情况统计

公社(镇) 耕地面积(亩) 耕牛数
户数 人口数 劳力数

名 称 水 田 旱 地 合 计 (头)

金华镇 2、170 8、288 1、042 2、398 200 2、598 71

东岭公社 3、108 15、365 5、167 30、329 893 31、222 1、259

甸南公社 3、521 18、583 7、574 22、926 5、983 28、909 l、397

羊岑公社 1、214 5、320 2、220 10、148 2、958 1 3、106 l、49G

马登公社 2、52I 11、265 3、770 23、322 1、863 25、185 l、729

上兰公社 1、752 7、828 2、976 27、517 l、483 28、980 1、747

沙溪公社 2、389 10、876 3、i09 23、914 l、936 25、850 1、36l

弥沙公社 1、022 5、189 2、63l 1、239 1 5、405 16、644 !、75,3

合 计 17、69了 82、714 28、389 141、793 30、701 172、494 10、8l 3

(表八) 剑．fiI县一九六五年基本情况统计

金华镇

东岑公社

甸南公社

羊岑公社

马登公社

上兰公社

沙溪公社

弥沙公社

合 计

l、415

3、810

4、454

l、322

2、885

1、774

2、528

1、574

19、762

6、868

17、907

20、706

5、897

11、20l

7、945

1l、870

7、728

90、122

l、370

7、403

8、907

2、739

5、380

3、799

4、922

3、650

38、170

2、G55

2l、258

22、037

9、1 36

20、475

19、093

21、61 7

2、062

118、933“”。‘。⋯—-Ⅱ_q∞Ⅵ～⋯⋯⋯1二一
·8·

228

5、756

4、143

2、462

6、232

4、375

2、720

9、569

35、485

计

耕牛数

(头)

2、883

、

27、014

26、180

11、598

26、707

24、068

24、337

11、63l

1 54、418

109

2、04l

2、160

l、429

1、998

1、709

2、020

2、067

1 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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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剑J|{县一九七O年基本情况统计

公社 大队
耕地面积(亩) I耕牛数

、’‘、，
， 姒 JJ／●孙

名 称 数 水 田 旱地 合计
(头)

金华镇 4 1、364 8、646 1、493 2、691 133 2、824 103

东岭公社 18 4、044 2l、389 7、975 21、684 6、147 27、831 1、947

甸南公社 17 4、705 24、994 9、069 21、449 4、330 25、779 2、109

羊岑公社 7 l、425 6、960 3、199 8、710 3、480 12、190 1、616

马登公社 12 2、87l 12、918 5、479 2l、541 4、773 26、314 2、258

上兰公社 10 1、987 9、506 3、134 18、081 3、369 21、450 2、049

沙溪公社 16 2、738 14、393 5、153 2l、630 2、666 24、296 2、002

弥沙公社 10 l、674 8、717 3、811 1、895 8、360 10、255 2、208

台 计 94 20、808 107、523 39、31 3 117、681 33、258 150、939 14、292

(裹十) 剑川县一九·七丸‘年基本情况统计

金华镇

东岭公社

甸南公社

羊岑公社

马登公社

上兰公社

沙溪公社

弥沙公社

合 计

4 20

i8 112l

17 1141

7 58

12{114

10}82

16 1101

1 0 11 1 3

94 1750

1、102

4、479

5、140

l、565

3、172

2、274

3、044

l、9l 5

22、691

4、299

26、435

29、G52

8、6l 7

1 5、538

11、889

17、514

10、808

124、752

l、172

8．106

9、370

2、979

5、394

4、036

5、200

4、009

40、266

2、858

20、446

22、516

8、984

18、571

16、473

20、612

1、976

i12、438⋯⋯·一⋯⋯⋯一⋯⋯～⋯一。o。一

77

5、320

3、637

1、486

7、214

2、201

2、142

8、963

3l、040

2、935

25、766

26、153

10、470

25、785

18、674

22、754

10、939

143、476

138

1、993

2、398

l、483

2、456

2、332

2、384

2、353

1 5、5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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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第一节 流行历史和危害情况

我县属血吸虫病中度流行区。目前的流行范围仅限于沙溪、羊岑，甸南3个公社

17个大队。与流行严重的地区相比，血吸虫病在我县流行范围虽小，但从流行病学角度

分析，本地区也有自己的一些流行特点。

一 流行历 史

血吸虫病在剑川地区历史上的流行情况，各种史籍均无记载，且在考古学方面迄今

亦无所发现。因此，有关历史上本地区的流行情况至今仍无可靠的史证。

仅据现存的资料分析，我县首次发现血吸虫病的时间，当在1 953年11月至12月。当

时大理血吸虫病防治所(后改称省血防所)派出调查小组(由阮基铸、杨佩兰等四人组

成)，工作时间16天。对5区观音乡的岩曲、观音登、白衣3个自然村以及乔后盐

矿，乔后区完小，岩曲小学，白衣小学等Io个单位进行粪检考查。粪检总数i974人，查

出病人48人，其中男性18k，占1．73％；女性30人占3．38％；平均感染率为2．56％。粪

检中自衣村阳性率最高，(阳性病人7人，占阳性病人的15．37％)。调查组还对乔后

镇，观音登，自衣等地的沟道、田梗、草地进行了调查，捕获了大量的钉螺，解剖钉螺

。241只，阳性30只，感染率为0．7i％。当时的调查报告提到：乔后地区的“钉螺冬天仍

可在水边湿土草根下大量捕获⋯⋯，缓流草多的水沟(边)多，水田(边)极少，”以

上即是我县首次发现血吸虫病的调查情况。(表十一)

至于历史上我县血吸虫病的流行始于何时?目前仅有1956年大理血防所调查了解到

的“23年(1930年)前，这里(乔后)有害筲箕胀的”一段零星纪录。更早的资料和依

据目前无法查找，只能就有关本地区的一些史料作一般判断和推测。

(1)钉螺存在的条件及历史时期的推测

我县钉螺存在的年代至今无法肯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报告》所述

“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冰川队在石鼓、剑川一带工作所获资科认为，石鼓一带金

沙江的大转弯与：免近时期(距今约I 5万年)石鼓以南形成一东西向隆起有关，由于这一
隆起的存在，迫使金沙江在此改道”。由此可以看出，l5万年以前，金龙河一一黑漶江
水系一带属于金沙江古河道，处于这种环境，钉螺无法生存。随着金龙河，黑i惠江水系

各坝子的形成，才可能逐步造成钉螺生长的环境。

又据1957年取自海门口遗址园木桩木头，《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所述。公

元前1l 50±90年问，这里(剑川)就已形成“滨水的村落”。再据地质部门推测，剑川

地区目前地形与两千多年前相比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10·



(表十一) 1958年乔后盐矿血吸虫病感染与年龄性别关系调查统计表

合 计 男 女

调 阳 阳性 调 阳 阳性 调 阳 阳性
年 龄 组 查 性 塞 查 性 盎 查 性 蜜

数 数 ％ 数 数 ％ 数 数 ％

0—4 12l l 0．83 62 l 1．62 59

5—9 87 49 38

10—14 83 41 42

15一19 83 1 1．2 52 31 1 3．2

20一29 230 2 0．87 l 31 99 2 2

30一39 209 2 0．96 1 30 1 0．76 79 1 I．2
、

40—49 149 l 0．67 77 l 1．2 72

50以上 78 l 1．3 41 37 1 2．7

合计 1040 8 0．77 583 3 0．5 457 5 i．i

此外，剑川金龙河水系区域，自古以来“气候变化平稳”，“四季变化不甚分明。”

因此，从自然地理条件推断，金沙江改道，盒ll J11各坝子形成以后，才造成了适合钉螺生
长的地理条件。

(2)传染源存在历史时期的推测：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一百多年。这已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西汉女尸中发现血吸虫卵的实例中得到了证实。剑川地区流行历史起于何时?目前还

没有充分依据。其中有关传染源存在的历史时期虽无从考查，但可以肯定，即：自然形
成和外界传入两种。2,JJlI地区的传染源是否属于外界传入，亦只能从历史记载及民间生

活习俗作出推测。<1>，元朝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部进驻剑川，忽

必烈不仅“驻跸”于OllJli，其部下还在剑川地区长期“屯兵”。其中一部份官兵最后又
落籍剑川。明洪武14年(公元1 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沐英，傅友德部驻兵滇西大理等
地。洪武17年(公元I 384年)沐英，傅友德部将张翼“：寿剑川，击石门”。从此后，明

军驻守剑川。这两起兵马遍行中国各地。尤其明军多由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江、浙

一带的人员组成，这些人员(或马匹)中，必然有带虫者。<2>、清代，一部份汉族人

(俗称“客家人”)由四川，江西、江苏来到剑川，这些人有的来自疫区，显然其中有

些人就是带虫者。<3>、本县与洱源，合庆相邻。长期以来互相在文化，济经，农业生

产，婚嫁诸方面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尤其沙溪、羊岑、甸南等地区的群众与洱源县牛

街、三营一带的群众交往更深。这些交往人员中，必然也有带虫者。



以上各种带虫者进入原属我县的乔后以及进入我县沙溪、羊岑、甸南等地之后，加

上这些地区钉螺的存在，造成了我县血吸虫病的流行。
t

三怒 窖 情 况

血吸虫瘸jF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地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影u向社会主义四

个现代化的建设。它在我县流行的范围虽小，但仍属威胁我县人民健康较为严重的疾病

之一。

对I比病，我县民间称之为“筲箕胀”、“干由板”、(自语，二于痨瘸)或“逦奴板”

(白语意为受到龙神惩罚的病)。由于当时人们缺少科学知识，迷信鬼神，误认为此瘸

是由巫鬼作裟所造成。流行地区的，人们常常把某个人当作“使幽银”(自语，意为替巫

鬼送魔药的人)、凡被认定为“使幽银”之后，这个人甚至全家，就要受到驱逐。解放

前，疫区人民不仅遭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还要遭受血吸虫病这一“瘟神”的严

重危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被逼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当时的疫区

处处墨现出一片断墙残垣，田园荒芜的凄凉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在解放前死于m

吸虫病的约有100多人，其中有6户，2一±人死绝。有一户和两人被迫外出瀛落他乡，至今

杏无音信。羊岑公社新松村，原是个人口稠密的自然村，位于石钟山之松溪河州：，解放

前村中有lG。多户800余，人，绝大多数患有血吸虫病。据访问了解，村中有四十余人死于

晚期血吸虫病。当时由于贫病交加，人们面黄肌瘦，形容枯犒， “肚大如鼓，骨瘦如

柒”的病人随处可见。加之统治阶级币q用封建迷信思想，诬陷一些人为“使幽银”并对

其横加迫害。如施续连得了血吸虫病，被伪乡长诬为“使幽银”后，当众绸绑吊打，并

要她一家连夜搬出新松村。施续连一家只好永远离开了新松村。还有施金玉，段石根等

人也同样被撵出村子，流落他乡。由于新松村“瘟神”猖撅， “使幽银”多，以致许多

过往行人不敢在村‘里住宿吃饭，甚至连一滴水都不敢沾。新松人犹如“瘟神”到处受人

歧视。这里曾流传着： “贫病交加三九天，十有九病泪涟涟，大肚子瘸无法治，命苦似

黄连。” “但见死来不见生，有女英嫁新松人，吃水莫吃新松水，免得病缠身”的民歌。

描绘出衬里人当时贫病交加，深受血吸虫病危害的悲惨遭遇。直至解放以后，血吸虫病

对该村的危害仍很突出。1958年进行调查时，该村总人口822人，应检人数438人，其中

患病人数229人，占应检人数的52．3％。1 964年征兵体检时，新松村应征青年i 0余人，均

困查出血吸虫卵而被淘汰。以上说明新松是我县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一个村子。

还有沙溪公社窒]2--t大队下科村、解放前全村共53户，170余人。据村中老一辈人回

忆，该村因患血吸虫病而死绝的有6户，计24人。比较典型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有十余人，

全部死亡。如杨德林、杨树八两人所患疾病被称之为“干由板”。其症状腹胀如鼓，诬

容憔悴，骨瘦如柴。丧失劳力后被病魔活活折磨死去。其中杨树八是个独生子，死时尚未

结婚，他死后杨家即绝了后。

由于血吸虫病的危害，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科村人丁稀疏，劳力减

少，因此每年要有二、三十亩良田被荒废。甚至在解放初期。这一一疾病仍大量流行。当

时全村应征报名参军的A、、”k一-i一名青年小伙子中，只有二人未患血吸虫病，检查合格参军。

直到i972@j_[2，该村阳性患者仍很多。当时村中的总人口为352),、，先后共计查出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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