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与西部内陆省份

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
-一一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张玲

内睿提要 抗战时期是中国新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一次大调整时期。抗战对中国东南沿海

医疗卫生事业强省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却为居于西部内陆的四川提供了发展现代公共卫生事业

的难得机遇。抗战爆发前，四川公共卫生事业与同时期的全国相比，显得非常落后。全面抗战爆发

后，由于战争的剌激和战略地位的提升，社会及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需求在四川变得日益迫切和

必要。在此背景之下，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四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四川进入现代

史上医药卫生事业大发展时期。四川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建立起来。抗战结

束后，四川由此奠定了在西南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

关键词抗日战争公共卫生现代化四川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现代化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热点问题。①而抗日战

争与西部内陆省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问题，目前还未引起学人的注意。②战时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新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大调整为西部内陆省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

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时期，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等西部内陆省市的医药卫生

事业较战前均有较大的增长。四川作为西部内陆大省和战时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其公共卫生事业

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水平、质量等方面，与同时期西部其他省份相比更具代表性。解剖战时四川公

①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联合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承办的

"第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该会研讨的重要主题之一。详见《第二届海

峡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008 年 4 月 25 日，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

研究》编辑部在杭州联合举办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就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见《笔谈抗日战争

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8 年第 2 期。相关文章还有z荣维木:<<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百年

潮 ))2007 年第 8 期 s成林萍:<<抗日战争与民众意识的现代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2 期 s祁家能:((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

意识的现代化))，((合肥工业大学学报以社科版)2007 年第 1 期;<<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 ))2006 年第 3

期;荣维木:((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史学月刊))2005 年第 9 期 s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进程)).((抗日

战争研究))2005 年第 4 期;范水涛:((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 年第 4 期;袁成

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 年第 1 期。

② 笔者搜集到与此主题相关的论文仅有 2张玲:((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述论))，((史学集刊 ))2009 年第 1 期;李娇娇:((抗

战期间贵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以哲社版)2009 年第 5 期 z秦爱民:((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

工作))，((宁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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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业，可以较充分地透视中国西部战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面相，收管中窥豹的认识效果。

本文拟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对此作一探讨。

战前四川公共卫生事业概况

川政统一以前，四川由于长期军阀混战，根本谈不上有政府主办的公共卫生事业。国民政府奠

都南京后，于 1927 年 4 月设立内政部，置卫生司，掌管卫生行政事宜;于 1928 年 11 月 11 日设卫生

部，在全国提倡医药卫生事业。① 1931 年度全国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云南、察哈尔等 6 省列有

卫生行政经费支出项目(见表1)。至 1936 年，全国有卫生行政经费支出项目省份增至 16 省，而尤

其以青海省、江西省、陕西省占岁出总数的百分比最高，分别为 3.52% 、 2.25% 、1. 85% ，而四川省

则几乎没有专门的卫生经费支出(见表 1 、 2) 。

表 1 各省历年卫生行政经费支出数目统计②

二十年度 二十一年度 二十二年度 二十三年度 二十四年度 二十五年度
省别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江苏省 54120 10000 52418 9686 52418 9686 203513 37610 243410 44976 229542 42414 

浙江省 104280 10000 98172 9414 229800 22037 238230 22845 329280 31577 106864 10248 

安徽省

江西省 46296 10000 230840 49861 599613 129516 

湖北省 347335 10000 173241 4988 136146 4496 195460 5627 57466 1654 67174 1936 

湖南省 167058 10000 168312 10075 158112 9464 300000 17958 195042 11675 138588 8295 

四川省

西康省

山东省

山西省 103975 10000 80880 7779 81399 7829 81399 7829 

河南省 40736 10000 37136 9116 34736 8527 34736 8527 45369 11137 

河北省 3860 10000 3860 10000 2150 5570 2150 5570 48000 124352 

陕西省 312356 10000 281466 9011 

福建省 毒气P 161920 10000 

广东省

广西省 190005 10000 609958 32102 930559 48976 592106 31162 

云南省 11055 10000 12465 11275 

贵州省 15265 10000 21098 13821 21969 14392 29293 19190 62248 40778 

甘肃省 47774 10000 53774 11256 83774 17535 

青海省 36000 10000 36000 10000 25200 7000 36000 10000 39600 11000 

① 金宝善编:((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内部印行)， 1985 年，第 11 页。

② 本表原附注:1.表中二十至二十四年度数字，均录自主计处编印之《岁计年鉴h二十五年度数字，则系根据财政部整理地

主捐税委员会编印之《二十五年度各省市县地方预算分类统计》内容编列。 2. 指定基期，均以所得材料最早之年度为准。 3. 表中

数目栏内划有横线者表示无此项支出，空白者表示未据造报。参见内政部编印:<<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五种一一卫生统

计))， 1938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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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度 二十一年度 二十二年度 二十三年度 二十四年度 二十五年度
省别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数目(元) 指数

宁夏省 74820 10000 

新疆省

绥远省 12516 10000 

展哈尔省 26304 10000 26304 10000 50304 19124 52548 19977 24000 9124 I 
」一

表 2 二十五年度各省卫生费占总支出之百分数①

卫生费
省别 岁出总数(元)

数目(元) 占岁出总数之百分数

江苏省 27889938 229542 0.82 

浙江省 28938578 106864 0.37 

安徽省 15422906 

江西省 26625295 599613 2.25 

湖北省 19828613 67174 0.34 

湖南省 19882919 138588 O. 70 

山东省 26735170 

河南省 23226244 45369 O. 20 

河北省 20457445 48000 0.23 

陕西省 15191659 281466 1. 85 

福建省 19424317 161920 0.83 

广东省 34198518 

广西省 43736544 592106 1. 35 

贵州省 7030914 62248 0.89 

甘肃省 5353740 83774 1. 56 

青海省 1125048 39600 3.52 

宁夏省 4386623 74820 1. 71 

绥远省 3101857 12516 0.40 

察哈为f省 3218750 24000 0.75 

合计 345775078 2567600 0.74 

1937 年统计显示，全国"设有E生院者二四二县......县卫生院之在苏浙赣闽四省者达一九四

占总数百分之八十"②，而四川仅有 1937 年 9 月成立的新都实验县卫生院 1 所。 1938 年以前，四川

省没有设立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全省的卫生行政事宜概由省政府民政厅第二科负责管理。 1938

年 5 月，四川省才设立E生委员会，统筹全川卫生事宜，但实际上该委员会并没有什么作为。整个

全省卫生事业尚处于"卫生行政，实无可陈述" "上焉者，略作施诊舍药工作，即认为已尽卫生行政

① 内政部编印:((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五种一-J!生统计>>.1938 年，第 24 页。

② 《关于善后救济计划金宝善与蒋廷捕的来往磋商函件和有关材料>><中华民国卅四年四月).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档

案，全宗号 :372.案卷号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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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事。下焉者，并此而无之"的状况。①陈志潜博士的观感正好印证了这一说法。

1939 年 5 月，在国内已有相当影响的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②受邀回到成都主持四川省的公共

卫生事业。论及当时四川省的公共卫生状况，他指出"在我就任时，省内没有任何类型的公共卫生

组织机构，即使在省会成都市也没有卫生部门"。③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渝，四川战略地位

日益重要。政府主办卫生事业才提上议事日程。 1939 年 5 月，四川省成立卫生实验处④，隶属于省

民政厅，陈志潜博士被委任为省卫生实验处处长。省卫生实验处的成立是四川省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战时川省公共卫生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为明了本省各市县原有卫生医药机关之设置情形及办理概况，特

拟订各市县E生医药机关调查表，呈由省府通令各市县填报"。⑤通过分析此次调查统计的资料，

可以对战时四川公共事业发展初期的状况有更明确的认识。

全川以 137 市县句t，截至 1939 年底"已有报告到处(省卫生实验处一一引者注)者共计 112 市

县"，其中 31 个县报无医药设备，未报县 24 个，一县(资阳县)为空白。根据卫生实验处给四川省政

府的报表，笔者将调查概况整理如下(见表 3) 。

表 3 1939 年四川各市县医药卫生事业统计概况⑦

医院数目 诊疗所数目

西医 中医 卫生院数目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14 55 29 50 12 64 9③ 
一÷一一

表 3 显示， 1939 年全省公立医院、诊所共计 55 个，私立医院、诊所 169 个。私立医院、诊所占

绝对优势，是公立医院、诊所的 3 倍以上。需要明确的是，私立医院、诊所为营利性质，省卫生实验

处成立前的公立医院、诊所也多不具备公共卫生机构职能。

省卫生实验处分析调查资料，在上报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据已填报之调查表观之，完全

缺少卫生医药机关之县份竟占全省县数百分之二十强(31/137 = 22. 63 % 引者注) ;新医生(俗

称西医生)之数目亦只二百九十八人，即以本省人口四千五百万计之，约十五万余人始分配得一新

医师，较诸欧美国家医院林立，每数百人即有一医师为之诊察治疗者，实瞠乎其后"。⑨ 1937 年，全

国登记的包括医师、药师、药剂生、牙医师、助产士、护士在内的医事人员总数为 21262 人⑩，以 1937

, 
① 内政部编印:((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五种一一卫生统计>>.1938 年，第 18 页。

② 1929 年至 1939 年，陈志潜博士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技正、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

部主任、内政部卫生署卫生实验处简任技正、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参见《陈志潜履历>>.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案卷号 :111.第 21 页.

③ 陈志潜著:((中国农村的医学一一我的回忆>>.成都z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 页。

④ 1941 年 10 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改组为四川省卫生处，直隶省政府。

⑤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s 民 113. 案卷号 2

117.第 44 页。

⑥ 报表中所列数如此.

⑦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s

117.第 44-49 页。

③ 其中 8 院是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的.

⑨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17.第 49 页。

⑩ 内政部编印:((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五种一一卫生统计>.1938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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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数据计，四川省拥有的"新医生"数只占全国医事人员总数的1. 40%(298/21262= 1. 40%) 。

有鉴于此，省卫生实验处指出，"欲弥补本省各县卫生医药机关之缺乏必须加紧促成各县卫生院之

设立，欲弥补本省各县新医人数之不敷尤须亟于造就卫生技术人员"。①

二抗日战争是推动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

抗日战争促进了四川战略地位的提升，相应的战略地位要求有与之相符的公共卫生事业为之服

务。急剧增加的公共卫生事业需求，推动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四川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事业。

(一)战略地位的提升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抗战的全面爆发与四川战略地位的提升，在逻辑上构成因果关系。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地

域政治分布态势。旧的政治中心一一中国东南区域因战争而失去了其固有的地位。 1937 年底，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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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

副其实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② 1939 年 10 月 7 日，蒋介石正式出任四川省政府兼理主席，被时

人视为"四川政治的一个新纪元"。③单从兵员供给这一项来看，从 1941 年开始，四川壮丁供应量

即超过河南省，连续 5 年居全国第一位。④战略地位的提升成为推动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最

主要的动因之一。战略地位的提升促进中央政府加大对四川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政策、财力支持。

作为一项新兴的，需要大量财、物力投人的社会事业，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与国家的

政策、财力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公共卫生事业被认定为不收费的服务事业。四川省档案馆

收藏的《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就规定"为实施公医制度起见，凡一切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

则"。⑤医药不收费，就决定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基础性投资、消起的药品费用、工作人员的薪资等完

全靠各级政府的投人。因此，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成为当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必

要条件。这一项条件因战时四川战略地位的提高而得以具备，其表现为以下两点 z

首先，蒋介石

石兼理川政时期，成都成为"委员长兼理省分首善之区且为中外人士观瞻之地"咆⑥，受到国民政府的

高度重视，其公共卫生事业亦受到特别关照。陈志潜在致贺国光的函件中曾言"前月赴渝，弟承孔

副院长(孔样熙一-引者注)召见"因为"成都为委座兼理省分首善之区"，因此，孔祥熙在召见时

"殷切垂询此间卫生工作"。⑦陈氏致信贺国光所言情况表明国民政府对成都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与

川省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关系颇为密切，与蒋署理川政尤其相关。事实也正复如此。 1939 年，省卫生实

验处提出成都市E生事务所的设置计划，但因涉及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等多个行政机关，因此"经

几番磋商，关于经费问题，终未得具体解决"。陈志潜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亦不能实现"。③再介

①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17 ，第 49 页。

页。

② 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引自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机北京z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③ 《社论. )11政新纪元))，载《新新新闻))1939 年 10 月 8 日，第 5 版。

④ 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历史资料(军警特宪类) ，案卷号:3-281-1(1)。

⑤ 《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案卷号: 112 ，第 31 页。

⑥ 《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一月至兰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49 0

⑦ 《陈志潜致贺国光函件))(三月十六日)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38，目录号 :5 ，案卷号 :26 ，第 25 页。

⑧ 《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筹备成立经过))，载《卫生通讯》第 8 期， 1941 年 10 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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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到成都，立即"召见"陈氏"勉谕推进本市卫生"。①贺国光奉"委座谕吻，亲自主持召开四川省、

市各行政机关参加的市容整顿会议，问题马上解决。时成都市市长杨全宇，省会警察局局长戴颂仪

皆表示"赞同无异"成都市卫生事务所遂于 1941 年 5 月顺利成立。③在筹设边区医疗队时，陈志

潜也曾呈文省政府，强调其"等困"之一为"蒙兼理主席召见面谕注意边区卫生工作④，并遵照"兼理

四川省政府主席蒋手订《四川省施政纲要》庚项规定‘筹设边区医院'"⑤办理，陈氏上述理由各方自

然亦不可小视，办理十分顺当。

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也将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特别归功于蒋介石。在 1941 年 3 月，四川

首届卫生行政技术大会上，张群回顾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时指出，"前年委员长兼理主席

时，曾手订四川施政纲要，公共卫生便包含在这个纲要之内，去年的川康经济建设纲要，其中也列有

公共卫生这一部门。由此可见委员长对于公共卫生建设的极端重视"。⑥他认为，"在委员长兼理

川政时代，四川公共卫生行政已经奠定基础"。⑦

其次，从政策上看，与新县制等其他战时重要政策举措一样，公共卫生事业也是以四川为实验

区，再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的。新县制是战时四川乃至全国对县级政权影响最大的一项政治改革。

1939 年 9 月公布之《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为集"管教养卫"于一体的自治单位。③而公共卫生事

业便包含在"卫"之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指出，"一般人的看法，所谓‘卫'，不过认为能防匪打

匪，或在空袭中能防卫一切，便觉满足，换一句话说，‘卫'仅能限于地方自卫队之类，也就是只知注

重有形侵害的防卫。殊不知有许多元形的侵害在人世间存在，而这些无形的侵害都被一般人忽略

了，而不知去防卫它。譬如 z天气寒暑变更对人身体发生的影响，以及到处潜伏人眼不能看到的细

菌，都是无形的侵害。对于这些无形的侵害，有些讲求卫生甚或身负卫生之责者，也不能以身作则，

去防卫这些无形侵害，而把它忽略了 z至于一般人，对这些无形侵害更异常忽略丝毫不加注意。在

行政系统上与意义上讲，公共卫生应属于‘卫'字里面，技术与行政相配合，有形侵害固然要防卫，无

形侵害也一样要防卫。公共卫生技术人员与保安队或警察一样，他们为防卫有形的侵害而拼命，公

共卫生技术人员也要对无形侵害抗战而拼命"。⑨新县制实行后，行政院先后颁布了《县各级卫生

组织大纲师和《县卫生工作实施纲领>>.@两项文件对于新县制中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较明确的规

定，促进了县级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1943 年，国民政府施政方针进一步要求"基层卫生建设应

即促进，以配合新县制之推行，并逐步实施公医制度"。@1944 年卫生署在确定"工作之重心"时，即

"案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本年一月七日机秘甲字第八三二四号手令"，确定"协同社会内政二部推

行公共卫生与公医制度"，并要求各项医卫措施"先以重庆及其附近各县为实验区，然后推广至四川
., 

① 《为呈修正成都市卫生委员会组织规程成都市卫生事务所组织规程等暨经费筹措办法仰恳鉴核示遵由以二九年五月十

六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38，目录号:5，案卷号:27.

② 《贺国光致陈志潜函件><五月十六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38，目录号 :5 ，案卷号 :26 ，第 41 页。

③ E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

④ 《呈为呈请转请中央补助边区医疗队及成都市整顿市容与公共卫生经费仰祈鉴核定遵由H民国甘九年六月十九日) ，四

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案卷号: 179，第 1 页。

⑤ 《四川边区医疗队组织计划>>，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 ，案卷号:179 ，第 27 页。

⑤ 《张主席训词))，载《卫生通讯>><四川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第 2 期， 1941 年 4 月，第 4一7 页。

⑦ 《张主席训词>>，载《卫生通讯>><四川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第 2 期， 1941 年 4 月，第 4一7 页。

③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 抗日战争》政治〈上)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0 页。

⑨ 《张主席训词>>，载《卫生通讯>><四川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第 2 期， 1941 年 4 月，第 4-7 页.

⑩ 《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s民 113，案卷号 :145 ，第 16-20 页.

@ 曾宪章编:((卫生法规>>，大东书局 1947 年版，第 87-93 页。

@ ((民国三十二年度国家施政方针(摘录) >>，载《卫生通讯》第 23 期， 1943 年 1 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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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及其他各省"。①

卫生署采取投放资金、人才支持、与地方卫生机关合作、直接在川办理卫生机关等形式，扶持四

川公共卫生事业。根据有关资料，笔者将相关事实列举如下 z

1.璧山县因邻近战时首都，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卫生署卫生实验院"择定璧山县E生院为实验

县卫生院，每年拨发三万元或三万元以上之经费补助该卫生院作为实验经费"。②

2. 1939 年度，卫生署补助四川省卫生实验处经费 10000 元。③

3. 战时卫生署在内江、绵阳、乐山、黔江、峨眉各设公路卫生站一站。公路卫生站由卫生署开

办并直接管辖，计每站投人开办费 13333 元，经常费每年 23304 元整(每月 1942 元)。④

4. 1940 年度，卫生署为推行公医制度补助四川省卫生事业以下内容"全县E生各级机构整个

设置实验县一县";"县卫生院之设置一县至三县" "高级卫生专门人材之设置一人至三人" "环境

卫生给水工程之设置费四千元"。⑤

5. 1940 至 1941 年前后，为协助地方做好空袭救护工作，卫生署不但派出救护队协助救护工

作，还"拨助各县市川空袭救护经费"、"器械设备费"及"药品材料费"。⑥

6. 1941 年卫生署三年计划规定，四川应充实卫生机构之县，约为 55 县，由中央酌量补助设备

费及经常费。⑦

7. 卫生署补助经费，协助省卫生实验处在成都，简阳，遂宁，南充等四县成立灭虫治挤站。③

8. 1944 年四川省鼠疫检查，由省卫生处与中央卫生实验院传染病研究所合作办理。⑨

9. 1944 年，江巴等 27 县由"中央各补助三十万元，或二十万元"，但所补助经费"限作充实设备

之用"。⑩

10. 1944 年，中央卫生实验院拨给成都第一保婴事务所国币 20000 元，专作妇婴卫生研究。@

(二)战争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剌激

公共卫生事业是抗战建国大业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并直接关系到抗战建国大业的成败。与

战争相伴随的大量人员伤亡、难民、瘟疫、壮丁体弱等现象导致了民众对公共卫生需求的显著增加。

其一，人口骤增，疫病流行。抗战时期四川由西南边疆→跃而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沧陷

区的政府机关、企业、学校、难民、难童大量迁川。迁人的人口，尤其是难民极易带来各种疾病和传

染病的流行。 1939 年"川东南各县及西北各县之大部，莫不有霍乱流行。仅以成都一市而论，是年

• ① 《卫生署三十三年推行公共卫生与公医制度实施办法机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 ，案卷号 :16 ，第 3-6 页。

② 《中央卫生实验院与四川省卫生处合作办法机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2 民 113 ，案卷号 :5 ，第 61 页。

③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案卷号 2

117 ，第 4 页。

③ 《内政部卫生署公路E生站计划大纲))(1940 年)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372 ，案卷号 :233 0
⑤ 《内政部卫生署公函以为拟定协助推行公医制度补助办法函达查照见复)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 ，案卷

号 :135 ，第 17-18 页。

⑥ 《为令知中央补助该院空袭救护器械药品费用已由本处发交卫生材料厂化为制药用候分发领用由))，四川省档案馆馆藏

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222 ，第 1-7 页。

⑦ 《卫生署草拟三年计划))，载《卫生通讯》第 5 期 .1941 年 7 月，第 6 页。

③ 省E生实验处 :((!J、消息))，载<<.:rr生通讯》第 4 期 .1941 年 6 月，第 17 页。

⑨ 《卫生通讯))(省卫生处三二年度工作报告专号)第 37 期， 1944 年 5 月。

⑩ 《省卫生处回复省参议会审查本府三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施政报告及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关于卫生部份门，四川省档

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 ，案卷号 :45 ，第 13 页。

@ 程美玉:((成都市婴儿死亡率及其死因))，载《卫生通讯》第 40 期 .1944 年 8 月，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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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九三月中死于霍乱者，即逾两千"。① 1940 年川北霍乱大流行，"被灾区域达九县，死亡人数

逾三万六千"。②传染病的流行不仅带来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疫病防控

成为四川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公共卫生工作的中心内容。再加上四川与陪都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

连。疫病的高传染性、迁移性要求四川在防疫上与陪都做好配合工作。以战时四川为害最为惨烈，

染病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一一霍乱为例。 1939 年 5 月，霍乱首发于重庆难民之中， 6 月传至自

贡， 7 月传至成都、韩县、德阳、崇庆及川北一带，8 月经乐山、洪雅至雅安等传至西康地区。此次全

省霍乱大流行，波及四川150 余市、县，因霍乱死亡者约计不下万人。③霍乱的流行给四川尤其是陪

都的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威胁。重庆市卫生局局长梅贻琳急呈报市政府，请求"市区以外检疫事项

请四川省政府统筹办理"@，以拱卫陪都的安全。

其二，改善壮丁身体素质以补给兵员。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共征兵 2578810 人，是战时兵员补给

第一大省。⑤但由于身体素质不合格，导致壮丁不壮，难以补给兵员。国民政府曾经为了四川，而

专门降低对壮丁体格的要求。⑥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陈志潜指出，"在今日我全国作殊死战期

间，一般人眼光看来似乎效力不易显著，举办可以从缓。殊不知此次对日抗战我国民众体格的强弱

都已表现出来，凡不合标准的体格经过短期训练使其生活比较合乎卫生则健康立见改进 E反过来说

凡缺乏卫生工作的地方健康的壮丁在短期内即可逐渐归于衰弱。故有健康的人民才有健康的壮

丁，有源源不绝的健康壮丁才有持久抗战的力量"。⑦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强调各县卫生院建立的

重要性时进一步指出，"我国自全面抗战以来民族之弱点日形暴露，尤以人民体格之不健全为人所

公认。例如，大部份壮丁不合兵役之标准，全国各地时有疫病流行，凡此种种皆为削减国家民族力

量之要素，因关系抗战建国之前途至深且距"。⑧从地方上看，南充县卫生院的设置也能提供相似

的例证。 1939 年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顾及到"全川幅员广大、财力亦不一致，同时一律成立势不

可能。兹选择与邻省接进及公路交接县份克期成立县卫生院"。⑨南充县 1939 年度未被省卫生实

验处列入首批设立县卫生院的计划，但南充县兼县长鲜英呈书省民政厅痛陈，"当此征兵期间南充

因连年灾荒，人民营养不足，医药卫生素未讲求，以致征送壮丁十九不合格。证诸过去一年，事实竟

有全保无一合格壮丁者，对此项卫生院之设置需要尤属迫切"。⑩在南充地方人士的主动要求下，

以民众教育馆为基础，南充县卫生院遂成为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首批成立的县卫生院，于 1939 年 11

月正式成立。@

① 李仕根:<<巴蜀灾情实录>>，北京 z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3 页。

② 李仕冉《巴蜀灾情实录机北京 z 中国档案出版社 2∞5 年版，第 214 页.

③ 李仕根:<<巴蜀灾情实录>>，北京 2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3 页.

④ 《重庆市卫生局关于市区以外检疫事项请四川省政府统筹办理致市政府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

国战时首都档案一一第三卷战时社会以内部资料)，2008 年，第 234 页.

⑤ 《抗战时期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599 页。

⑥ 《张主席训词儿载<<J!生通讯><四川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第 2 期， 1941 年 4 月，第 4-7 页。

⑦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2 民 113 ，案卷号 z

117 ，第 4 页。

③ 《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计划书)，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g 民 113 ，案卷号 :219 ，第 23 页.

⑨ 《提案 z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各县卫生院组织计划等件并请分令郭简等八县克速筹备开办>>，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

号:民 113，案卷号: 112 ，第 22 页。

⑩ 《离充县呈办卫生院报告>><民国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2 民 113 ，案卷号 :22 ，第 79-80

页。

⑩ 《为呈报本处组织成立经过暨工作进展情形并下半年度拟办事项，仰祈衡察制11遵由以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四川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28 ，第 1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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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应对日机空袭的需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的战略地位益显重要，日军也将目光

转向四川，妄图以空袭为手段，摧毁我方意志。 1938 年 2 月至 1944 年底，日机对四川进行了长达 7

年的轰炸。其中， 1939 年到 1941 年底为日机大规模轰炸四川阶段。据统计，日本侵略者至少出动

飞机 7380 架次以上，对四川的 66 个市、县进行了至少 321 天的战略轰炸和扫射，投下炸弹至少有

26826 枚。①其集团轰炸、连续轰炸、低空扫射等破坏力极强的野蛮轰炸方式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

亡。四川民众被炸伤 26000 余人，被炸死 22300 余人。②空袭救护事关抗战前途，成为战时四川最

急需应对的公共卫生工作之一。

正如陈志潜在阐述省卫生实验处成立的目的时所指出的"战争的教训与思想的进步"，改变了

"旧日政府对于公共卫生设施不但毫无基础而且漠不关心"的状况"使公共卫生的萌芽在本省(指

四川省一一引者注)发动起来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才得以"在二十八年度艰难困苦状态下产生出

来"。③

综上所述，正是全面抗战的爆发启迪、教青、激励了国人对国民身体素质的关怀意识，并进而考

验政府对国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各级政府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不得不大力发展国家公共事业，使抗

战时期的四川真正进入了现代史上公共卫生事业的生长期。

三 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概况

公共卫生机构是实施公共卫生工作的主体，其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公共卫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

标。本文以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为指征，来分析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状况。

1939 年 5 月 16 日，四川省第 311 次省务会议议决，正式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同月 17 日，

省政府发布"民秘字第 12828 号委令飞委任陈志潜为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④ 1939 年四川省政

府划拨省卫生实验处经费"二十八万七千六百元"。⑤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即将"筹设市县卫生组

织"作为其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日机对四川的轰炸"变得不经常，并最终停止了轰炸"以

后，省卫生实验处"开始从根本上把精力......转移为建立全省范围的卫生服务网"。⑥战时四川公

共卫生系统由以下机构组成 z

(一)县卫生院

"县E生工作与民众最为接近，为国家卫生事业之基础。"⑦按照《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规程》

规定"卫生院隶属于县政府，受四川省卫生处之指挥监督，掌理全县一切卫生行政及技术事宜"。③

·同时，县卫生睹也是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体系中影响最大、数量最多的机关。

1939 年 7 月，四川省E生实验处拟定了"四川省各县E生院组织计划飞该计划"经准省政府第

①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成都z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② 四川省档案馆A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队成都z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③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17 ，第 4 页。

④ 《为呈报本处组织成立经过暨工作进展情形并下年度拟力事项，仰祈衡察训遵由>><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川

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28 ，第 16 页。

⑤ 卫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

⑥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 我的回忆))，成都 z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2 页。

⑦ 《卫生通讯))(省卫生处兰二年度工作报告专号)第 37 期， 1944 年 5 月。

⑧ 《卫生通讯))(法规专号)第 33 期， 1944 年 1 月，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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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次省务会议通过"。①按照计划， 1939 年度，省卫生实验处"择邻省毗连交通便利之县份成立八

处"即辄县、简阳、遂宁、万县、秦江、璧山、泸县、广元等 8 县成立县卫生院。 1939 年度，在省卫生

实验处指导下，四川省实际新成立县卫生院与原计划相符仍为 8 所，但"秦江改资中，遂宁改南充

处，其余六县均已先后次第成立"。②

1940 年度，四川省新成立县局卫生院 29 个。③本年度县卫生院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迅速，是

因为整合了烟民调验所的医疗资源。 1940 年，省政府下令 34 处省立烟民调验所于 6 月底，即行全

部裁撤。省卫生实验处提出动议"经征求禁烟办公署禁烟委员会及禁烟专款保管委员会同意"，

"利用原存人力物力一律改设为县卫生院所;其专员所在地之调验所改为县卫生院，县府所在地之

调验所，改为县卫生所，调验所所在地其已成立县卫生院者，即移附近县份办理"同时"各卫生院暂

时兼办烟民劝戒及调验事宜，以期兼顾"。④计调验所改为县卫生院者有资阳、合江、奉节、梁山、永

川、眉山、宜宾、西阳、渠县、夹江、梓撞、剑阁等 12 县。改为卫生所者有富顺、长寿、江津、邱睐、清

陵、丰都、云阳、开县、忠县、垫江、邻水、开江、宣汉等 13 县。⑤

1941 年至 1945 年县卫生院的设立受实施新县制的影响。新县制为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大力

推进的一项县级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设有县卫生院是实施新县制的一项考核指标，也是官员所看

重的一项政绩工程。因此，在此期间县卫生院推进的速度虽快，但水分较多。

(二)卫生分院和卫生所

E生分院、卫生所是卫生院的下属单位，一般设立于人口集中的县区、乡镇，其设置受地方财

力、医疗资源的限制。至 1945 年底，四川省共设有卫生分院 58 院，卫生所 97 所。⑥

(兰)市卫生事务所

四川省有成都、自贡 2 个省辖市，设市卫生事务所 2 所。市卫生事务所为市最高卫生行政及技

术机关。 1941 年 5 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与成都市府、省会警察局共同筹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办

理平民治疗及成都市公共卫生事务"。⑦ 1942 年自贡市又成立市卫生事务所 1 所。③

(四)各行政区省立医院

战时设立的省立医院共 3 所， 1945 年由乐山、茂县、温江 3 所中心卫生院改设成立。⑨ 1945 年

底茂县行政区省立医院裁撤。⑩省立医院的规模和设备比特级县卫生院大，规格也更高。在经费

上享受省卫生处的补助，对一般县卫生院起示范和指导作用。@

(五)边区医疗队

四川西南与西康、云南两省接界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川西北与西康、青海、甘肃三省相
, 

①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案卷号 2

117 ，第 34 页。

② 《为呈报本处组织成立经过暨工作进展情形并下半年度拟办事项，仰祈衡察训遵由><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四川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28 ，第 16-18 页。

③ 《四川省E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简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29 ，第 83 页。

④ 陈志潜:<<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四至六月工作报告 川省卫生实验处致卫生署>>，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

案卷号 :49 ，第 19-20 页。

⑤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简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g 民 113 ，案卷号 :129 ，第 83 页。

⑥ 《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统以民国主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 ，案卷号 :118.

⑦ 卫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J!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

⑧ 卫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

⑨ 《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统以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2民 113，案卷号 :118.

⑩ 《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统以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 ，案卷号 :118 。

@ ((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案卷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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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愚功、靖化、理番、茂县、汶)11 、松潘，以及四川东南靠近贵州的南川、西阳、秀山等地，多民族杂

居，经济文化十分落后。①限于财力，各边区短时内无法设置卫生院所，但民众缺医少药的现象非

常严重，尤其是传染病流行，占全部病例的 70%。②针对这种状况，省卫生实验处"故于二十九年度

划拨专款" "组织边区医疗队，巡回边区各县"进行医药救济。③至 1941 年 5 月，边区医疗队增至 6

个大队，两个分队。分驻茂县、屏山、理番、南川、汶川、靖化。后为指挥便利计，又于省会成立总队

部。④ 1943 年为了整合有限的医疗资源，使其充分发挥效用，省级医药福利实施机构进行了大

调整。边区医疗队总队部裁撤，原有 6 个边医队及两分队，合并为 4 队。第五第十六区已成为

中心E生院，足资指导边区卫生工作，边区医疗队其原有业务，分别划归各该中心卫生院管理。⑤

(六)省立妇婴保健院

1943 年，由美国医药援华委员会捐款，由中央卫生署实验院协助省卫生实验处创办。"作全省

推进研究妇婴卫生工作与训练人才的中心机构"聘全国知名妇婴卫生专家杨崇瑞先生兼任院长

职务。⑥

(七)成都保婴事务所

共 3 所。 1939 年 11 月，成都保婴事务所成立。 1940 年 7 月，增设成都保婴事务所分所 1 所。

1941 年 1 月，改成都保婴事务所为成都第一保婴事务所，成都保婴事务分所为成都第二保婴事务

所，另成立成都第兰保婴事务所。⑦

(八)省立传染病院

省卫生实验处根据《四川经济建设纲要>>，于 1939 年冬季开始筹备传染病院。 1939 年 11 月开

工建设， 1940 年 4 月完工， 5 月传染病院即正式成立。③院内设治疗部和研究部。治疗部又分设门

诊和病房，实行隔离治疗。

(九)防疫救护队

1941 年 5 月，省卫生实验处应夏季防疫需要，尤其是预防霍乱流行，成立临时防疫队。防疫队

设队长 1 人，区队长 1 人，护士 5 人，助理员 9 人，事务会计 1 人，录事 1 人，此外由卫生实验处调派

环境卫生稽查员协助。主要工作内容为=卫生宣传、预防接种、饮水消毒、饮水消毒之区域试验

等。⑨ 1943 年，重伤医院⑩与临时防疫队合并，改组为防疫救护队"平时致力于防疫工作，遇有空

袭，即办理救护事宜"。@

(十)公务员诊疗所

原名省府职员诊疗所， 1941 年 4 月奉四川省政府令，"为救济清寒职员无力就医而设"0 @ 1942 .. 
①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请中央补助四川边区医疗队、边区医疗队组织计划)，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 ，案卷号 :179.

② 金宝善:((金署长训词儿载《卫生通讯以四川全省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专号)第 2 期， 1941 年 4 月，第 7-9 页。

③ 《本省推进卫生报告))(民二九年底)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 ，案卷号: 116 ，第 3二12 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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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卫生通讯))(边区E生医疗工作专号)第 14 期， 1942 年

4 月，第 3 页。

⑤ 陈志潜 :<<j"省卫生业务))，载《卫生通讯》第 41 期， 1944 年 9 月，第 2-5 页。

⑥ 《卫生通讯))，((省卫生处三二年度工作报告专号》第 37 期， 1944 年 5 月。

⑦ 《成都市的三个保婴事务所))，载<<J!生通讯》第 6 期， 1941 年 8 月，第 6-7 页。

③ 《四川省立传染病院成立经过及工作概况))，载《卫生通讯》第 5 期， 1941 年 7 月，第 12一13 页。

⑤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简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 ，案卷号 :129 。

⑩ 1942 年为应对成都市的空袭救护工作而设立，因与 1943 年即与临时防疫队合并，故不单列。

⑩ 陈志潜:((川省卫生业务))，载《卫生通讯》第 41 期， 1944 年 9 月，第 2-5 页。

@ 参见《令伤设置省府职员治疗所由))，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案卷号 :265 ，第 1 页d四川省卫生处签条))(民

国三一年九月)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t民 113 ，案卷号 :265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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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节省开支，增加效率"疏散区卫生队并人该所办理，并改称公务员诊疗所。①

(十一)环境卫生队

"环境卫生为防疫根本工作"。②传染病的预防往往与饮水、垃圾处置、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

1940 年即设立环境卫生队一队，负责"关于本省各县市改良水井及厕所设计，推进及指导事项"。③

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发展、变迁概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战时四川医药福利实施机构各年度变化、发展概况④

年度 医药福利机构发展、变迁概况

1939 年设省立传染病院 1 院、防疫队 1 队、疏散区卫生队 1 队、保婴事务所 1 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 1 所、县卫生院 9 院。

1940 年增设保婴事务所 1 所、环境卫生队 I 队、边区医疗队 1 队、卫生材料厂 1 所、县卫生院 29 院。

1941 年 增设保婴事务所 1 所、市卫生事务所 1 所、公立医院 1 院、省会重伤医院 1 院、公务员诊疗所 l 所、边区医疗总队部

1 队、边区医疗队 5 队、县卫生院 19 院。同年 10 月，省E生实验处改组为省卫生处。

1942 年设市E生事务所 1 所;增设行政区中心卫生院 3 院 z县卫生院 23 院。

1943 年 疏散区卫生队裁撤，其工作划归成都、华阳两县卫生院及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人员经费用以充实公务员诊疗所;重

伤医院与临时防疫队合并，改组为防疫救护队;成立省立妇婴保健院 1 院 3边区医疗部裁撇， 6 个边区医疗队及 2 个独立分队，

合并改组为 4 个队s成立县卫生院 20 院。

1944 年 设市卫生事务所 1 所;设县卫生院 19 院。

1945 年 3 个中心卫生院改为省立医院，其中 1 院本年底裁撤 s成立县卫生院 12 院。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是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最高主管机关，其负责"指挥监督掌理全省卫生行

政事务"。⑤其他公共卫生机构皆受其领导、监督、考核以及技术指导。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分

为省卫生处及其直属机关和受省卫生处监督和业务指导，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两种类

型。随着新县制的推行，以及地方自筹经费所占比例的加大，市县级以下的公共卫生机构的主动性

不断增强，行政权力不断扩大。与之相适应，省卫生实验处对非直属公共卫生机构的行政管理权力

逐渐缩小，对其制约能力不断降低。按隶属关系，公共卫生机构分为省、市、县、县区、乡镇 5 个层

级。省卫生(实验)处及其直属机构属于省级、市卫生事务所属于市级、县卫生院属于县级、卫生分

院属于县区级、卫生所属于乡镇级。战时四川省卫生系统组织结构图如下所示。

从战时四川省卫生系统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出 .1939 年至 1945 年四川公共卫生机构的数量有

了大辐度的事加。 1937 年，四川省仅有县卫生院一院。 1师年底，四川省已设市卫生事务所 2 所，

省立医院 2 院，县局卫生院 127 院，卫生分院 58 院，乡镇卫生所 97 所。⑥以当时全川 143 市县局⑦

① 卫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

② 陈志潜:((川省卫生业务)，载<<J!生通讯》第 41 期， 1944 年 9 月，第 2-5 页.

③ 《四川省卫生行政组织与执掌><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z 民 113 ，案卷号 :118.

④ 本表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及附属机关呈送二八年度五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全宗号 z 民 113 ，案卷号 :117;((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简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g 民 113 ，案卷号: 129;((本

省推进卫生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 ，案卷号:116;卫生处会计室:<<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第

27 期， 1943 年 5 月，第 2-8 页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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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卫生通讯>><边区卫生医疗

工作专号)第 14 期， 1942 年 4 月;陈志潜:<<川省卫生业务>>，载《卫生通讯》第 41 期， 1944 年 9 月，第 2一5 页风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

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z民 113，案卷号 :118.

⑤ 《四川省卫生实验处组织规程以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g 民 113 ，案卷号: 111. 

⑥ 《四川省卫生处组织系统以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 z 民 113，案卷号 :118.

⑦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计>>，成都 z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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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源g 根据四川省政府合署办公施行细则及有并资料绘制

说明#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底裁撤

*内有十六行政区省立医院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底裁撤

计，全省市县局卫生机构覆盖率已达到 91. 61% 。

战后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大省地位的确立

抗战时期是全国医药卫生资源分布的一次大调整时期。整个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卫生行

政和医疗机关都是西医当权......并且歧视轻视中医中药"。①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体系基本上完全由

西医组成。因此，新兴医疗人才的分布在很大程度制约和影响着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关于

善后救济计划金宝善与蒋廷椭的来往磋商函件和有关材料中，金署长对此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z

抗战以前吾国公共卫生事业之发展均在东南沿海各省，一九三七年之统计，设有卫生院者

242 县，公私立医院 658 所，病床 34377 张 z县卫生院之在苏浙赣闽四省者达 194，占总数百分

之八十;医院之在沿海各省市者为 422 所，计 21882 病床，亦占医院病床总数 63%强;嗣后沿

海以及东南各省相继沧陷，卫生机构破坏元，遗F二七年来经中央与地方努力之结果，至一九四

四年卫生院数达 938 ，增设者占 665，新增医院 82 所计病床 6559; 不幸敌人流窜，浙鄂豫赣粤

桂各省之新兴卫生机构横被摧毁者颇众......② 

四

① 金宝善编:((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内部印行)， 1985 年，第 23 页。

② 《关于善后救济计划金宝善与蒋延捕的来往磋商函件和有关材料以中华民国卅四年四月)，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档

案，全宗号 :372 ，案卷号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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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一段话，我们可以窥见战争对全国原有的医疗卫生事业强省造成的严重破坏。但与此相

反，抗战时期却成为四川近现代史上难得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时期。国民政府最高卫生行政机

关一一卫生署也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先"由南京迁往汉口"再于 1938 年"随内政部西迁重庆"。①全国

医疗卫生源分布的重新调整，给战时四川医药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和人才保障。

再看看抗战结束时各省的最高卫生行政机关设置情况，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战时四川在全国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地位。

抗战结束之日已成立卫生处之省份，计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八省。其中浙赣湘鄂豫皖闽粤

桂等九省于战时因省垣沦陷迁直外县，胜利后均先后随省府还治。年来新成立卫生处者，计有

江苏、河北、山东、山西、绥远、热河等六省，台湾则于民政处下设卫生局掌理全省卫生行政。各

省之尚未设直专管卫生机构者，计尚有察哈尔及东北九省。②

从引文来看，抗战时期全国成立有卫生处的省份共计十八个，而只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等 9 省的卫生处能在本省范围内正常开展工作，也即是说抗战时期卫

生署能够有效管理的省份只有这 9 个。而这 9 省之中，四川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得

到卫生署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与需要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但对

四川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比较而言，它使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在战时得到

了较大发展，从全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省份一跃而成为全国公共卫生事业大省。从表 5 可以看出

战时四川与全国市县公立卫生机构发展状况及四川医疗卫生事业地位在全国不断提升的事实。

表 5 抗战期间四川、全国市县级卫生机构鼓及两者的比率③

四川 全国 四川市县E生机构数与全国
年份

市县E生机构数 比上年增长比率 市县卫生机构总数 比上年增长比率 市县卫生机构总数的比率

1940 年 38 626 6.07% 

1941 年 57 50% 740 18.2% 7.70% 

1942 年 80 64.9% 794 7.3% 10.08% 

1943 年 100 25% 966 21. 7% 10.35% 

1944 年 119 19% 1043 7.97% 11. 41% 

1945 年 131 10.1% 1013 一2.88% 12.93% 
L..-. 

从表 5 町以看出，抗战时期四川市县卫生机构的年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时期全国市县卫生机构

的年增长速度。从 1940 年到 1945 年，四川省市县卫生机构总数每年都有增加，且增加的比率均在

10%以上，四川省市县卫生机构总数在全国市县卫生机构总数所占的比率也逐年均呈上升趋势。

1938 年至 1944 年，这 7 年间，四川省人口数以 1944 年为最多，共有 47500587 人，约占全国总人数

10.44%。④而同年，四川已设卫生机构之县市数占全国已设卫生机构市县总数的 1 1. 41% ，超过了

人口的同比率。

① 金宝善编:((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内部印行).1985 年，第 18 页。

② 《复员期间施政概况以三十五年十月).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372.案卷号 :13.

③ 四川市县卫生机构数来自四川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各类情况统计>>.成都g西南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0 页;全国市县卫生机构总数来自 1947 年卫生部编印:<<历年全国供给疫情报告县市总数)).四川省档案馆藏省卫生处档案，全宗

号 2 民 113.案卷号 :36 。

④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计)).成都 z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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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5 年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的学历来看，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均接受过正规的专门医

学教育训练，其中在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8%(68/142=47.9% ，见表

的，且省级卫生机关①负责人拥有国内外大学毕业学历的比例达到 100% (13/13=100%) 。

表 6 1945 年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学历分析②

学历 共计 附属机关 行政区省立医院 市卫生事务所 县局卫生院

共计 142 10 3 2 127 

国内外大学毕业 51 10 3 1 37 

国内外独立学院毕业 17 17 

卫生人员训练所毕业 7 1 6 

国内外医事专门学校毕业 42 42 

军医学校或军医训练所毕业 17 17 

其他 5 5 

不详 3 3 

从 1945 年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的籍贯来看，四川省籍的卫生机关负责人占四川省卫生机关

负责人总数的 73.9%005/142=73.9% ，见表 7)外省流人的医事人员占 26.1%。这一状况，与战

前四川医事人才外流状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外省流人四川的医事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为躲

避战争而人川，在战争结束后永久定居的一些年长的医生"。③其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过硬的医

学专业技能，是战时四川医药福利事业弥足珍贵的人才资源。

表 7 1945 年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籍贯分析④

籍贯 共计 附属机关 行政区省立医院 市卫生事务所 县局卫生院

总计 142 10 3 2 127 

四川 105 5 3 1 96 

河北 5 1 4 

江苏 4 4 

安徽 4 1 3 

山东 3 2 

浙江 2 2 
'" 

福建 2 1 

贵州 2 1 

河南 1 1 

广东 1 1 

辽宁 l 1 

西康 1 

不详 11 11 

① 省级卫生机关包括附属机关和行政区省立医院@

② 《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履历分析)).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案卷号 :118.

③陈志潜A中国农村的医学 我的回忆>>.成都 2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3 页。

④ 《四川省卫生机关负责人履历分析>>.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 113.案卷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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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省县级卫生机构总数 124 个，居全国首位;县级卫生机构工作人

员共计 1714 人，次于广西省，居全国第二位;县级E生机构病床 1046 张，略少于广东、河南两省，居

全国第三位。①客观地说，从县级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数量上看，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四川已经

基本改变了在全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省份的地位，跟上了全国的发展步伐，步入了全国公共卫生事

业大省的行列。

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是各级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增强抗战力量的必

要举措，为战时四川社会的稳定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历史条

件的制约，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呈现出覆盖面窄、发展不平衡、质与量发展不协调等局限，远

远不能满足当时民众和社会的需要。这方面内容，留待以后探讨。

(作者张玲， )1\ 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三十五年度各县卫生机关工作人员病床及经费统计>>，载《三十五年度各省市县E生行政机关统计))，中国历史第二档案

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372 ，案卷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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