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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是全省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地区之一。仅就全县而言，血吸虫病流行范围之

广，危害程度之深，也是其它任何一种疾病所不可企及的。它直接影响着全县人民的生

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直接关系着全县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因此，我县的血吸虫病流行史

和与血吸虫病的斗争史，确不失为我县地方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血吸虫病在我县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如果从1 9 3 9年被首次确定为流行区算

起，迄今已有四十多年的记载。即使自l 9 5 3年正式开展血防工作以来，也已经有二

十八年的时间。

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血防工作非常关怀。在党和

导

政府的领领下，我县人民同血吸虫病喂开了长期反复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血

防工作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多的教训，汇集了大量的资料。时至今日，

如何将这些资料加以菟集?如何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如何将这些教训加以汲取?以便

为将来保存线索，为后代提供借鉴，为子孙留下财产，这一切，就是我们编写这本

《血防史志》的全部愿望和目的。

一灿＼o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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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情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一、位置与面积

大理县位于滇西中部，东经9 9。5 8’至1 0 0。2 7’，北纬2 5。2 5’至2 5。5

8’。东接宾川，南邻弥渡，西靠漾濞，北界洱源。县境北起上关，南止后山，全长7

5公里}西至苍山，东至囊葱山，宽约1 5公里。全县总面积1 5 3 6平方公里。

二、地形、高程与主要水系

大理县最高海拔为苍山应乐峰4 1 8 8米，洱海沿岸海拔l 9 7 5米，县城海拔

2 0 2 0米。缘苍山山麓地势逐渐下降，至洱海沿岸形成平坝区，由西向东倾斜度为4

．5度。向南经下关市沿滇缅公路进入群山环抱的凤仪盆地。由凤仪向北经囊葱山，与

海东、挖色两地相毗邻。海东、挖色在洱海东岸，隔海与县城遥遥相望。

境内山脉主要有点苍山，亦称苍山，海拔4 1 8 8米，属云l呤潢断山脉。一般年份

1 1月至次年4月山顶有积雪，植物呈垂直分布。十八溪上游为泥石流地带，每个箐口

均呈明显的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中下游河床为沙石结构，较少土质与杂草，干季无

水，雨季多洪汛。一t-]k溪全长9 5公里，其中阳溪河最大洪峰为4 5 M 3／秒，最枯流

量0．8 4 M3／秒，箐口到海边坡度为9．3％，最低在2．3 7％。溪水源子苍山，从

西向东流入洱海，经平坝耕作区后派为田间纵横沟道。洱海是一高原淡水朔，发源于洱

源弥苴河，后经下关西洱河、漾濞江，流入澜沦江，面积为3 7．5万亩，水面海拔l

9 7 3米，最深水位2 1公尺，容量约为3 0亿公方。凤仪地区主要水系有波罗江，发

源于三哨群山中。以三哨水库为其主要水源，从南至北贯穿风仪境内，流入洱海，其支

流形成灌溉沟渠。

三、土壤、植被与气候

由于气候、海拔、植被、地形和人为活动的差异，县内土壤一般有等高分布的规

律。在苍山海拔8 0 0 0公尺以上地区，因常绿针叶林、阔叶林波矮小落叶灌木或草类所

代替，形成表层疏松的腐植质较高的草地红壤和山地草甸土。在海拔2 5 0 0至3 0 0 0

l



公尺的山腰地带，茂生针叶林、阔叶林，土壤形成棕色森林土。在山脚一带，因植被常

受砍伐、放牧破坏，仅有矮小灌木和新植树木，腐植质难于积累，加之受风雨剥蚀，石

土裸露，形成瘦薄的山地红壤。在海拔2 3 o o——2 0 o o公尺以内为坝区耕作土

壤。耕作区土壤多为黑土、胶沙土或白沙土，沿海一带沙质含量较高。土壤多呈微酸性

或酸性反应。(见图1)

全县年降雨量历年平均为8 9 3．8公厘，年平均气温为1 5．1 C。，最冷月(一

月)平均气温8．8 C。，极端最低气温一3．0 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 o．1

C。，极端最高气温3 4 C。(1 9 5 1年)。霜期平均l 4 o天，历年日照时数平均
2 2 3 4．4小时，历年蒸发量平均1 8 7 9公厘，年平均降雨量1 o 7 1．8毫米，

多雨年达1 4 0 0毫米，少雨年仅6 0 o毫米，雨季多开始于五月下旬，结束于十一月

中旬。最大风速4 0米／秒，历年大风出现时数平均4 1天。总的气候特点是：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四季温和，干季多风。(见表1)

大理县历年气象对照表
表1

心
平均最I平均最1月平均I平均最l最高

掌C慧i磬C凳函湿度l大湿度隐零( 。)I( 。)l绝对湿度l大湿度I(i i

1 9 7 9．1 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一

最低l降雨量
气温I
(C。)l (MM)

5 3年1 1 6．1 3 3．4 1—1．2 9．3{1 7．4

5 8年 1 4．7 3 2．3 o．4}1 1．4 2 3．7

1 0 9 O．O

7 1 1．0

7 o年I 1 4．8 2 9．2 j一2．4{1 2．1}2 2．7| 1 4 1 1．1

注：此资料摘自大理县气象站历年气象资料，其中7 9年平均最大湿度尚未整理，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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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制沿革与行政区划

～、建制沿革

关于大理之记载，最早见于史籍者，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写

道：“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嚣昆明。"同师即今之保山，叶榆即大理之古

称，因为当时洱海流域一带主要寄居昆明族入，故云名为强昆明。(汉代洱海叫叶榆

泽，后又叫昆明湖，唐代叫洱河或西洱河，至明代始称洱海)。

大理县的建制沿革，最早应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时期。远在公元前1 0 9年

(元封二年)汉武帝灭滇国，在滇王统治区内设置益州郡。公元前1 0 5年，又派大将

军郭昌率军收复洱海地区，设置叶榆等六县，隶属益州郡管辖。从此，大理地区正式列

入全国行政区划。公元6 9年，东汉王朝设立永昌郡，：海叶榆等八县划归永昌郡管辖。

蜀汉至晋，叶榆县属云南郡。6 6 4年，唐高宗置姚州都督府，大理归其统领。此后，

唐宋二代，大理地区出现了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均建都大理城。(唐时大理

城叫羊苴哞城，又叫阳殓，喜洲nq大厦城，又叫史贮。凤仪叫赵川殓，又叫赵县。上关

叫龙口城，又叫龙首关。下关叫石桥城，又Hq龙尾关)。直至元初置元帅府于大理，公

元1 2 7 6年，设大理路、太和县。风仪为赵赊千户所，后改赵州。明、清两代均设大

理府、太和县，凤仪改为赵县，后又改为风仪县。

二、行政区划

解放后大理县行政区划的变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一)1 9 5 0年——
l 9 5 7年，分大理、凤仪两县时期；(二)1 9 5 8——1 9 6 1年，合并大理市时

期； (三)1 9 6 2年至今，现状时期。

(一)1 9 5 0——1 9 5 7年，大理、凤仪两县时期：

大理县分为一镇、十一乡、一百九十六个村。凤仪县十五乡、一百村。海东地区属

凤仪县，挖色属宾川县。(见表2、8)

(二)1 9 5 8—1 9 6 1年，大理市时期：

1 9 5 8年，大理、凤仪、漾濞三县与下关市合并为大理市，所属八个公社。其中

原属大理、凤仪两县所辖地区分为喜洲、太和、风呜三个公社。继后又划为七区一镇

(即凤仪、海东、挖色、喜渊、湾桥、五里桥、七里桥区及中和镇)，7 4个公社，两个

渔业大队，1 0 4 0个生产队。

(三)1 9 6 2年至今，现状对期：

全县分为八个公社，一个镇、七十二个大队、七百七十八个生产队，(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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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 9 5 0年一l 9 5 7年大理县行政区划表

村 乡政府
乡镇名称 所 属 村 名

数 所在地

人民路
中和镇 一居民、二居民、三居民、四居民、 4

2 1 4号

云峰乡 上关、波罗磅、桃源村、仁和村、周城、仁里邑、角盈村、 8 周 城

上兴庄、中兴庄、永宁村、美坝村、下新生邑、峨崃哨、峨
文兴乡 ．崃回、南星登、北星登、阁洞磅、三舍邑、文院磅、上院磅、 l 7 峨崃峭

下院磅、星登、凤阳村、

喜洲、新城南、旧城南、珂里庄、下坡头、上坡头、大恩庄、
五台乡 l 2 喜 i}}l

中和邑、翔龙村、城东村、寺上村、寺下村、

沙村、城北村、积善村、深江村、金壹寺、河漠江、和乐村、
金沙乡 9 金圭寺

江上村、

l庆洞村、朝阳村、江渡村、荣华村、凤呜村、小新村、上作f
作邑乡j邑、下作邑、向阳溪、古生村、上阳溪、北阳溪、内官村、j

J南庄、中庄、北庄、
1 6 i作 邑

l上湾桥、下湾桥、向崇村、石岭、新溪邑、杨家登、上甸、l
白云乡I中旬、南甸、北甸、北江心庄、林邑(包括小林邑)、佛堂村、|1 8l上湾桥

t小庆洞、钏邑、合阳、头铺、
南磴上登、城外庄、木易村、北播溪、上银、中银、下银、
(包括南充、北充、三羊、上登)、南阳村、北阳村、南磕溪、南

三阳乡 2 7 古主庄古主庄、北古主庄、西城尾、大邑村、下波棚、富美邑、保

和村、下阳波院、上阳波院、

五里桥、三文笔、绿桃村、双鸳、松鹤里、庆安里、沙里木

五邑乡 庄、马久邑、白塔邑、上鸡邑、下鸡邑、车邑村、新桥、小 1 5 小 岑
岑村、德和村、

城

农民区、中和村、水碓村、葱园村、石-I'-1村、大纸房、洪家

。，．I村、北大街、凤翔村、甘家村、果子园、大院子(包括独家
巴岁l村)、月溪村、玉溪村、北自然村、南自然村、南才、北才、

小邑庄、瓦村、龙凤村、

2 8 月 溪

上龙龛、中龙龛、龙下登、上生久、北生久、南生久、下丰

呈庄、上丰呈庄、星庄、北罗久邑、南罗久邑、大庄、下末、
马龙乡 大村、葭蓬村、呈庄、下兑(包括洪举村)、上兑(包括河底村)

2 6 呈 庄

光庄、唐家村、下阳和、上阳和、中阳和、五里桥、

上末北、上末南(包括上末上)、阳和庄、神通庄、辘角庄、龙

竹村、凤阳邑、大井盘、南经庄、北经庄、刘官厂、大温庄、
清碧乡 万庆庄、崇邑村、太一、太二、太三、太四、洱滨村、苏武 2 8 大井盘

庄、阳南南、阳南北、

5
注：原制表日期一九五六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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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1 9 5 7年凤仪县行政区划表
表3

。。。。 一。

l—■———————————F——T：
兰 里l!!；璺 ，小|后 一lj 1

表4
大理县行政区划表(1 9 6 2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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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文化与交通

一、入口、民族与经济

大理县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金县计有十五种民族，其中白族2 0 2

0 2 8人，占总人口的8 0％左右。 (见表5)

全县总入口据1 9 5 8年统计为1 7 2 8 9 5人，总户数为4 0 9 0 2户。(见表

6)截至1 9 7 9年底，全县总人口为2 5 2 7 7 4人，总户数为4 9 3 8 1户。

(见表7)

全县总耕地面积2 0 0 0 8 6亩，其中水田1 5 5 8 7 0亩，旱地2 8 9 4 7亩。

金县粮食总产量1 9 7 9年为2 0 2 9 2万斤。(见表8、1 0)

金县工农业总产值1 9 7 9年为6 1 8 4．7 7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4 1 9

6．2 8万元，占6 7．8 5％，农业主产稻谷、小麦、玉米、蚕豆和薯类。工业生产

主要有大理石制品、农机修造、刺绣、编织、电机、锅炉、纺织，印刷和日用化工等一

百多个项目。(见表9、l 1)地方特产主要有海东雪梨、洱海弓鱼、大理茶花和苍山

大理石等。其中尤以大理石素享盛誉、驰名中外。每年农历三月闻，在中和蜂下届时举

行三月街集会，接纳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人员，参加物资交流活动。

二、文化和交通

大理地区Jf芏历史上由于受狙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文化开发较早，而且有较长期的垅

秀文化传统。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耕作技术、手工业及建筑工

艺等，就与中原地区无异。崇圣寺三塔在建筑成就上，德化碑在文字和书法的技巧上，

都已具备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南诏清平官杨奇鲲，大长和国宰相段义宗等人的诗歌，已

被选入《全唐诗》，流传全国各地。唐代以后，大理文化流传历代不衰，到了明代更出

现了杨黼、杨宏山、李中溪等文化名入，加之杨慎、担当等著名学者曾先后长期流寓

犬理，对大理地区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怍用。同时，民族民间文学也有极丰富的遗

产。因此，大理曾有“文献名邦’’之称。
．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重视下，大理县的文化事业有了飞跃发展。各族人民的文化水

平得到普遍提高，文化设施大大加强。目前全县计有完全中学三所、十五个高中点、七十

三个大队完小都有初中班，共有学生1 1 5 1 1人，比解放初增长了九倍。县有图书馆、

文化馆、电影院，宣传队，社有电影队、文化站。医疗卫生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全

县共有县级国家医院、站、所五个，公社卫生院、所八个，集体卫生院、所两个，大队

合作医疗站七十二个，共有国家医务人员3 7 5入，大队医务人员3 9 9入，县设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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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作人员2 5人，公社血防办公室工作人员2 1人，中心血防员7 4人。

大理境内自然风景优美，名胜古迹甚多。苍山十九峰挺拔雄伟，十八溪幽深峻秀；

洱海碧波万顷，风光明媚，兼有三岛四洲之胜。蝴蝶泉、清碧溪、风眼洞等地更是天然

的游览区。 “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私藿共劣理散“肛花譬月”匹暑。

县内主要交通有滇缅公路贯穿凤仪境内。七里桥、城郊、银桥、湾桥、喜洲等公社

则分布于滇藏公路沿线。从凤仪至海东、挖色有公路支线相连。从挖色、海东至县城，

经洱海则有汽轮、帆船可供航行。全县各大队均有便道可行驶车辆。

大理县基本民族统计表
表5

全总 白 汉 回 彝 傈 苗 纳 藏 土 傣 布 壮 仲 满 佤 其
人 僳 西 衣 家

县口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族 他

∞ №
舡

C丌 o 0) U
№ U _

b,9 № 的 _ N _ ∞
∞ 舡 A a) № c兀 _ “ U ∞q o -．1 № 0"1 ∞ C丌
q CD o

q № 精 “
∞

淞 o。

注：此表摘自县统计局一九七九年统计数。

大理县近三年国民经济基本情况表
表9

项 目I 1 9 7 7年 1 9 7 8年{l 9 7 9年i单位}7 j晕翥龚率
全 县总人 口j 2 4 9 7 5 6}2 5 2 7 7 4人1 1 o 1．2 1％

农 业 户 数1 4 3 4 4 7＼4 4 1 4 6 4 4 5 6 6 户j 1 0 0．9 5％

全半劳动力f 1 o 4 1 8 o；1 o 6 1 o 1 1 o 1 1 2 1 人1 1 0 3．7 9％

工农业总产值f 5 0 5 3 5 7 9 8．8 3{6 1 8 4．7 7

农副业总产值【2 7 8 4。8 5}3 9 0 3．5 5 1 4 1 9 6．2 8

／]兀

力兀

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5 5．1 1％l 6 7．3 2％I 6 7．8 5％l％

2 o 1 5 9 o I 2 o．o 6}2 o．o 1{万亩

1 0 0．7 9％

总耕地面积 9 9．7 5％

全年粮食作物总产量 l 5 0 1 3．9 8 1 8 6 5 5．7 8 2 0 2 4 9．4 2 万斤

平 均 亩 产 7 9 3 9 8 7 1 0 7 3 斤

农 业 人 口 2 3 4 2 1 4 2 3 1 9 4 2 2 8 4 5 3 1 人

1 0 8．8 2％

1 0 1．1 2％

大牲畜头数{3 0 9 9 9 3 1 2 3 7 2 8 2 4 3 I头i】0 6．4，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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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 9 5 8年全县人口统计表

风 仪|7 6 9 1 3 6 2 3 7 1 6 2 5 0

海 东l 1 9 9 4 9 7 8 7 4 6 1 0

挖 色I 2 1 2 8 1 0 1 3 4 4 3 6 8

喜 洲J 8 0 5 0 {3 5 6 0 4；8 2 0 9

湾 桥 3 6 7 1 1 4 9 9 8 4 8 4 6

五里桥 4 3 3 7 1 7 6 2 5 5 8 6 4

七里桥 6 4 3 1 2 6 0 7 4 1 0 3 5 1

中和镇 2 1 2 1 1 7 8 1 7

合 计 4 0 9 0 2 1 9 2 8 9 5 5 8 4 9 8

表7
1 9 7 9年全县人口统计表

大 小 总 人 口 数 劳 动
公社名称 队 队 总户数

数 数 台 计 其 中男 其中女 力 数

合计 7 2 7 7 8 4 9 3 8 1 2 5 2 7 7 4 1 2 2 1 0 1 1 3 0 6 7 3 1 0 9 8 7 8

凤仪 1 4 1 5 5 5 9 O 5 9 2 5 7 2 9

海东 8 5 2 1 7 5 2 3 8 1 9 9

挖色 6 3 1 1 6 9 2 2 7 2 0 4

喜洲 1 3 1 7 1 5 0 9 5 5 2 3 5 8 6

湾桥 7 6 8 2 O 1 4 9 9 2 9 0

银桥 8 9 1 2 2 8 0 5 1 0 1 3 3

城郊 9 1 0 5 2 7 3 7 5 l 3 5 3 8

七里桥 7 1 O 5 2 6 2 9 9 1 2 1 9 9

红旗镇 l 1 2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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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大理县耕地面积情况表
总 耕 地 面 积

类 型
1 9 5 3年 1 9 6 6年 1 9 7 9年

总面积 1 9 6 6 3 9 2 0 4 5 1 7 2 0 O O 8 6

水 田 9 9 3 6 5 1 6 0 O 8 0 1 5 5 8 7 O

雷响 田 7 1 6 7 7 6 4 4 7 7 6 5 3

旱 地1 1 4 9 4 9 3 1 2 3 1 2 8 9 4 7

———————_÷——————————————÷_—————————————{————————～一
水浇地} 2 6 4 8 1 5 8 4 2 9 1 7

轮歇地l 5 1 7 5 “4 6 9 9

表1 0 大理县1 9 5 2一】9 7 9年逐年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

年 份 单位 1 9 5 2 1 9 5 3 1 9 5 4 1 9 5 5 1 9 5 6

农业总产值 万元 1 1 6 8 1 3 1 2 l 1 8 0 1 2 1 8 1 8 4 2

粮食总产量 万斤 9 8 7 1 1 1 5 5 1 1 2 l 0 2 1 3 0 2 0 1 3 2 5 7

1 9 5 7 1 9 5 8 l 9 5 9 1 9 6 o 1 9 6 1 1 9 6 2 1 9 6 3

1 5 6 8 1 6 5 1 1 4 5 2}1 3 8 o l 1 1 9 4 1 2 o 7}1 4百
1 2 1 1 6 1 3 0 7 6}1 0 9 0 5 9 7 1 7 9 9 2 7{1 0 5 4 3|1 2 8 1 5

1 9 6 4 1 9 8 5 1 9 6 6 l 9 6 7 1 9 6 8 1 9 6 9} 1 9 7 o

1 6 7 6 1 7 5 5 1 7 8 7 l 2 6 1 6 2 5 o 4 2 7 8 2 2 3 o o

!!!兰!I!兰兰竺二l!!!!!l 1 2 4 5 3 1 2 3 7 s 1 3 8 7 5}1 4 4 o 6

1 9 7 8 1 9 7 6

8 9 0 4 4 1 9 6

兰Ⅲ



第二章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第一节 流行历史和危害情况

概 说

血吸虫病是血吸虫在人体内寄生所引起的一种地方性流行病。大理地区寄生于人体

内的血吸虫属于日本血吸虫。它是危害我县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血吸虫不仅寄生子人体，还可以在不少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体内寄生。在传播过程

中，经过成虫在终宿主体内产卵，虫卵自宿主体内随粪匣排出，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感

染中间宿主钉螺，在螺体内发育繁殖，最后形成尾蚴I尾蚴自钉螺体内逸出，遇到人或

动物，主动地从皮肤或粘膜钻入体内，发育为成虫；这几个阶段构成了传染源、传播途

径和易感者三个基本环节。

从造成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方面来看，首先流行历史已经证实，在

传染源方面，我县有大量的终宿主(人)和保虫宿主(家畜和其它哺乳动物)存在。其

次，大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较适宜于中间宿主——钉螺的孳生，构成了传播途径。

同时，由于当地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粪艇水源的污染情况，均可造成感染机

会，构成了血吸虫病流行的基本条件。

二、流行历史

l、首次确定流行区的时间；

血吸虫病在大理地区历史上的流行情况，各种史料均无记载，在考古学方面迄今亦

无发现。

首次发现我县的血吸虫病人，是1 9 2 4年9月7日缅甸北山州南渡医院收治的大

理人老刘，年三十岁，经粪检查出血吸虫虫印，该医院确诊为慢性早期病人。次年，英

国学者库仑进而提出在洱海地区可能是湖北钉漯孳生场所的报告。1 9 3 9年1 0月，

香港大学病理学教授罗伯松，在调查滇缅公路之疟疾病时，在大理、风仪两地的灌溉沟中

发现片山属类的感染性钉螺，同时经粪检查出血吸虫虫卵，确认当地居民中有血吸虫病

流行。并写了《云南大理地区的血吸虫病》一文，对此发现作了报导。此后，予1 9 4

1年，在从开封迁至大理的教会福音医院中，相继查出血吸虫病病人，该院医生即从国

外购来酒石酸锑钾粉，配制注射剂，收治了部分病人。解放后，大理县人民医院予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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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年，收治了血吸虫病患者4 8例，l 9 5 2年收治2 4 6例，1 9 5 3年收治2 5

9例，三年中共收治病人5 5 3人。

由此可见，首次确定大理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区，应以1 9 3 9年罗伯松氏发现之时间

为准。至于大理县血吸虫病流行始于何时，仅能根据历史记载作出并非可靠的判断。
2、钉螺存在历史时期的推测：

远古时期，大理一带水位较高，史籍中曾有大理“古称泽国，多水患，，的记载。据

考古学发现，在苍山海拔8 0 0 0 o公尺上下地区，至今仍有螺类残骸存在。吴金鼎在

《苍洱境考古报告》中，曾报导了他在1 9 3 9年对佛顶遗址、马龙遗址等的考古发掘

情况，证实在史前期大理先民，即生活在今苍山山麓海拔2 5 00公尺左右的平台地带。

在今苍山脚一带的村庄附近，仍保存着当时的系船石、钓鱼台等遗迹。可见当时水位高

于现在洱海海面水平约为5 0 0——1 0 0 0公尺左右。经数千年之变更，后来“泄洱

水，其地林薮蔽翳，人莫敢入"(见《南沼野史》)，水位慢慢下降，才逐渐形成如今

的状况。

同时，由于大理地区自古以来气候温和，在晋朝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

中就有大理“五月盛暑不热"的记载，说明大理的气候古代与现代差异不大。

因此，从自然地理条件推断，在古代大理地区可能即己适宜于钉螺孳生。

8、传染源存在历史时期的推测：

我国流行血吸虫病已有很艮的历史。一九七一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

经上海寄生虫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检查，在其体内发现血吸虫虫卵。一九七五年，湖

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男尸，经湖北医学院寄生虫病教研室等单位检查，也查出

了血吸虫虫卵。这证明我国流行血吸虫病，至少已有二千一百多年之久。

具体到大理地区，流行历史起子何时，目前尚未找到充分依据。其中，关于传染源

存在的历史时期，虽无从考查，但不外有两种可能，即：自生的和外来的两种。关于传染

源是否系由当地自生，还有待考古学方面加以证实。至于传染源是否来源于外地，亦仅

能从历史记载作出推测。例如：早在公元前2 8 6年，楚将庄趼率军入滇，建立了“方

以数千里"的滇国，他的军队多系楚国人(今之湖南、湖北)，建立滇国后，在云南境

内由于与当地土著民族的融合、迁徙，便将传染源带入洱海地区。

传染源大量注入大理地区，则是在公元1 3 8 1年的明代洪武时期。当耐明太祖朱

元璋派大将沐英、傅友德率领三十万大军进讨云南，驻兵大理。这支军队来自南京应天

府，多由江、浙人组成，带来了大量的带虫者，势必造成当地血吸虫病的传播。

综上所述，大理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可能为时较早，但无可靠依据，仅能根据史料

作出一般判断。因此，钉螺存在历史时期的推测和传染源存在历史时期的推测，仅仅作

为线索，姑妄存之。

三、危害情况二、)巳舌I闩口L

血吸虫病不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而且妨碍生产发展和影响国防建设。它是威胁我

县人民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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