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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众所周知的古都，名城，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全国主要风景

旅游城市。西湖景色尤为秀丽，蜚声中外，曾使几多名士，留恋忘返。是故有人把杭州誉为

“人间天堂”。历史长河，千载悠悠，几经变迁，至新中国建立前，杭州市区街遭狭隘，

河道淤塞，房舍陋旧，疫病横行，且莫讲环境、食品，劳动，学校卫生管理，即便是多种传

染病肆虐就严重地威胁着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劳动生产，影响着儿童的茁壮成长，历历往

事，犹在眼前。解放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

上，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政务院子1953年元月167次会议决定在全国普遍

建立各级卫生防疫站，杭州市卫生防疫站也由此诞生。

弹指一挥，三十五个春秋匆匆过去，这是一段既光荣，又艰难，并令人追忆的历程。此

间，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为指南，通过本站卫生防疫人员的积极工

作，我市的卫生防疫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具有相当规模。遵照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

部门的政策、法令、条例进行了卫生管理和监督，监测，控制了多种传染病的流行或大幅度

降低发病率，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白喉、脊灰的发病率已降得很低，在全市范围内基本

消灭了丝虫病，结合实践进行了各项科学研究，以预防医学理论和技术为指导，积极开展了

业务培训和卫生宣教，在上述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为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促进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随着现代医学的前进，为适应国民经济飞跃的需要，

站内科室分工也日趋细致，不同专业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任

务、多功能，以社会人群为服务对象，结构又相当复杂的整体。

三十五年来，我们的道路也历经坎坷，尤其是“文革弦动乱的疯狂岁月里，工作停顿，

资料散失，受害非浅。我们当前的工作也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有不少工作想搞、应该搞，

但限于条件而未搞起来，每念及此深感内疚。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缅怀过去，瞻望将

来，本着忠于史实的精神，编写了这本站志。虽经查阅了许多资料，多次删修，但挂一漏

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深盼防疫战线上的同仁，专家，前辈，大力支持，不吝教诲，以使

我站工作能乘深化改革长风，破浪前进。

198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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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卫生防疫站志

一～一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一一一

概 述

一、地理概况I ，

杭州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地处东经118‘22，～

1 20‘38t，北纬29。127"30’337。东临杭州湾，距东海二百公里，南与绍兴，金华毗邻，西

和安徽省接壤，北连嘉兴，离上海市--)k九公里。

杭州地形介子丘陵山地与平原的接触地带，东部地势平坦，为杭，嘉，湖平原及宁绍平

原的一部分，西北部为山区和半山区。主要山脉有天目山和会嵇山。城区西湖群山的外围，

包括北高峰，天马山，天竺山，五云山等，皆由泥盆纪的千里岗砂岩构成。天竺山西南的野

山拔海五百零一米，是杭州城郊第一高峰。包括城区及其向东迤北的广大地区则是一片冲积

平原，拔海高度仅六至十二米。

杭州有钱塘江耜太湖两大水系。最大的河流是钱塘江，古称浙江，又名渐江、之江。

它发源予浙、皖，赣边境山地。上游富春江，新安江，寿昌江，澜溪江，分水江、漓阳江分

别于建德，．褐庐，萧山县境内汇合，流经杭州湾出海，全长四百一十公里。自塔岭以东的

钱塘江堤是钱塘江水系和太湖水系的分水岭。江堤以北平原地区所有河流和湖泊，包括上瑭

河，余杭塘河，沿山河，城河．贴沙河，中河，东河等，都经由大运河辗转注入太湖，故

又称运河水系。境内还有新安江(建德县)，七里垅(桐庐县)，青山(临安县)--大水库。

杭州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以四季分明，温暖湿润为主要特点，‘酷热和严寒期不

长。根据1950,--'1976年的平均资料，全年中以一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三点八度。整

个冬季除非罕见的低温，河湖都不致冰冻。最热是七月份，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八点六

度。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六点一度。各月平均气温如下表。

月 份 四 五
．1．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平均气温‘C 3．8 5．0 9．3 15．3 20．3 24．2 28．6 28．2 23．4 17．5 12．0 6．1

初霜期一般开始于十一月中旬，终霜期约在三月中旬，无霜期长达二百五十天左右。冬季

盛吹西北风或偏北风，空气干燥而寒冷，以晴冷天气为主。夏季盛吹偏南风，空气湿润而

暖热，天气起初湿润多雨，后晴热干燥。春季是季风的转换季节，天气多变，有时风和日暖。

有时春雨绵绵，最后暖湿空气加强，干冷空气遐缩，造成长期降水，即为初夏的黄梅雨。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0％。 ．． ，．

_． · t

降水以夏季最多，占全年总降水量的33％，次为春季，．占30％，-秋季占23％·，冬季占

14％。全年降水量一四--／k毫米。各月降水情况如下表。 。：’．，』_j．．：． ·，、； 一

-t一



月 份 四 五
—L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降水量(毫米) 60 97 112 134 182 202 129 133 183 83 58 55

1949年杭州解放时，土地总面积为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三十八市亩(不含七个县)。1958

年至1961年，原杭县一度并入杭州市，土地面积扩大到一百七十六万多市亩。1963年为五十

九刀四千市亩。至1985年，土地总面积为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合六十四点五万市亩)。连同萧

山、富阳，临安，淳安．裥庐，建德、余杭县土地面积共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六平方公里。
二，建制沿革l

杭州古名钱唐，又称钱塘，临安，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据出土文物和史实考证，约

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原始居民已经在今杭州西北郊(老和山麓)定居。秦时，现今杭州市区

及其附近平原地区还是一片沼泽，潮汐泛滥，土地斥卤。至后汉时，聚落始逐渐向平原地区
移动·

，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一。年)建会嵇郡钱唐县。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

将南北朝末叶所置钱唐郡改为杭州。这是杭州地名在我国历史上首见记载。至唐代隋，因

避唐讳而将钱唐县改为钱塘县。

公元八九三年至九七八年五代十国时的吴越王国和公元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九年南宋王

朝，先后有十四个帝王建都杭州，历时二百三十七年。南宋时，改杭州为临安府，治所钱塘，

(今杭卅市)。以后，元朝在中国建立行省制度，杭州从此成为浙江省省会。。一九一二年废

除杭州府，并钱塘，仁和二县改称杭县。一九二七年划城区及近廓置杭州市，乡区仍置杭
县。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一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国际旅游城市。
三、行政区划l

解放后，由于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杭州市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根

据资料，一九五O年杭州市设八区，二十九乡，五十四个派出所。一九五六年设七区，四十

三乡，二百七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五十六个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原杭县并入杭州．

市，城乡共设十区，市郊有十六个人民公社、一百二十个生产大队。一九五九年市郊分为半

山、拱墅两联社。一九六O年又合并为钱塘联社，共十个人民公社、二个镇、六十个管理

区，三百六十二个生产核算单位、二千六百二十七个包产队i四千八百零五个操作组。一九

六一年钱塘联社所属各社，镇，除上泗，留下两公社外，均划出并入余杭县。一九六二年

后，区划虽几经撤并调整，但市郊社，镇建制基本稳定。一九七九年，辖有上城，下城，拱

墅、江千、西湖等五个区，二十七个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十五个人民公社，一个镇(江

干，西湖两区所辖)，共二百十三个生产大队，一千二百二十六个生产队。．同年新建半山

区。一九八三年起，根据公社政经分离原则，改建乡，镇。据一九八四年资料，杭州市共辖
上城、下城，拱璧，江干，西湖，半山六个行政区．二十七个街遭、十四个乡，三个镇。萧
山，余杭’富阳、建德，桐庐，临安，淳安七县为市管县。全市共三十一个区，三百六十二

个乡，_-FJc个镇，四千六百四十二个村民委员会和三百六十八个巳改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
社，三万六千二百个村民小组．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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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

一九四九年，杭州

总人IZl-"百八十八万零

卫生、社会福利工作的

十万零五千余入，筘县人口四百零一万三千三百余入，总人口五百一十二-万八千三百余入。

一九八五年年末，市区人口增至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余人，辖县人口四百一十八万三千八

百余人，总入口为五百四十三万零五百余人。(见表1)。

一．5·



表1 杭州市历年人口统计

人 口 数 (万人)

年 份
总 计 杭州市区 市 辖 县

1949 288．08 62．48 225．60

1950 29"／'．64 64．了5 214．89

1951 304．89 66．114 238．15

1；52 312．12 68．89 243．33

1953 318．97 70．27 248．70

1954 328．63 73．80 251．83

1955 339．29 76．15 263．14

1956 346．56 71"．63 268．93

1957 365．64 82．82 282．82

1958 31．2．75 88．44 284．31

1959 384．41 93．04 291．3T

1960 391．16 96．93 294．23

1961 393．79 96．90 296．89

1962 403．．r4 94．28 309．46

1963 416．33 95．08 321．25

1964 426．116 ． 96．14 330．62‘

1965 435．66 96．74 338．92

1966 441．84 96．40 345．44

1967 449．32 911．44 351．88

1968 456．39 98．45 357．9,1

1969 455．58 96．53 359．05

1970 4,58．82 94．55 324．27

1971 467．81 95．57 31'2．24

1972 474．06 9T．35 3116．71

1973 480．62 98．36 382．26

191'4 485．68 99．5l 386．11

1975 4,91．68 100．86 390．82

1976 495．91 101．00 394．91

1977 499．96 101．46 398．50

1978 505．55 104．53 401．02

191．9 511．83 110．50 401．33

1980 515．53 113．08 402．45

1981 520．．『3 115．59 405．14,

1982 528．06 118．05 4lO．Ol

1983 533．05 120．13 412．92

1984 537．49 122．29 415．20

1985 543．05 124．67 4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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