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作证
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大“瘟神”的伟大成就，感天动地，彪炳青史！

□ 杨义堂

泰山岩岩，巍峨壮观，层峦叠翠，气象
万千！

泰山，这座耸立在山东中部的雄伟山
脉，不仅是齐鲁大地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
在各种困难面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
象征。

一家成立于泰山脚下、专门消灭肉眼看
不见的微小寄生虫的科研机构，伴随着新中
国七十年的伟大历程，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
作者在艰苦的环境里埋头苦干、顽强拼搏、
无私奉献，创造了以省为单位在全国率先基
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大寄生虫病
的奇迹，为中国率先基本消灭三大寄生虫病
提供了经验，也和世界分享了防治三大寄生
虫病的成就。

2019年夏天，笔者来到泰山脚下的泰安
市范镇孙家埠东村，来到原华东军政委员会
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旧址，新中国第一代
寄生虫病防治专家曾在这里治疗黑热病。如
今，村里的老人们还会不时提起过去的故
事，当年患病的儿童也已是白发苍苍，子孙
满堂。

笔者也来到位于泰山之阳、运河之滨的
济宁市，走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所属的山东
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享誉全国的三位
老所长王兆俊、仲崇祜、程义亮先后驾鹤西
去，他们的黑白照片也已微微泛黄。但在现
代化的科研大楼里，听着曾和他们一起工作
的专家们讲述当年“送瘟神”的事迹，依然
让人心潮澎湃。

送走黑热病“瘟神”

从泰山向东走大约40公里，有一个叫孙
家埠东村的小村庄。1950年初夏，麦子快要
成熟的时节，村西的道路上走来了一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穿着白色裤褂，背着一
个红十字药箱。他个子不高，面色白皙，戴
着金边眼镜，风度翩翩。在他身后，跟着一
群穿着黄军装的军人。

此人就是王兆俊，刚从海外回来的国际
知名黑热病防治专家。

听说部队专治“大肚子痞”的大专家来
了，村里得病的人扶老携幼赶来，让王兆俊
给看病。就连邻乡邻村的人也赶来了，角峪
乡郗家官庄的王昌俊老汉听亲戚说来了大专
家，拉着大的、抱着小的，带着五个得病的
孩子蹚过牟汶河，来到孙家埠东村，央求给
孩子看病。

王兆俊给生病的孩子一一检查完，对穿
军装的干部们坚定地说：“我们黑热病防治
总所就选在这里！这里生病的百姓最多，百
姓们看病方便，我们了解病人的情况也方
便。”

他的助理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说：“王
教授，你是否再考虑一下？”

王兆俊摆摆手，坚定地说：“没得考
虑！我离开美国回中国，卫生部要我去北京、
上海，我都没去，就想到黑热病的疫区去，这
里就是疫区啊，我就要在这里工作！”

1950年5月初的一天，还属于军事管理机
构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
就在王兆俊的坚持下，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
村庄——— 孙家埠东村成立了。

王兆俊是江苏苏州人，1911年出生在一
个中医家庭。1929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
院，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当医生。1948
年春，王兆俊通过中央大学申报世界卫生组
织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专门攻读寄生虫病学，于1949年4月取得了公
共卫生硕士学位。老师和同学都劝他留在美
国工作，但他看到祖国刚刚结束战乱，百废
待兴，人民群众急需医疗救助，随即婉言谢
绝。在归国途中，他取道意大利、希腊、以
色列、埃及、印度等国进行考察学习。

1949年底，王兆俊冲破各种阻挠，经香
港辗转回到了北京。卫生部让他到国内的高
校任教，京、津、沪等大城市任他选择。

王兆俊在出国之前已结婚生子，妻子是
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在他去美国之

后，妻子从上海来到武汉工作。得知丈夫回
国了，也盼望他到武汉，全家团聚。但他得
知山东黑热病最为严重，便执意来到山东，
从事黑热病的防治研究。

为了掌握黑热病流行情况，他带领防疫
人员深入到各个疫区。没有汽车，他就背着
药箱步行挨村逐户查访病人，经常一天走五
六十里路。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他与大家
一起住农民的茅屋，没有办公室和实验室，
他就把村内的小庙改造成实验室和门诊部。
患者多，就白天看病做实验，晚上点上煤油
灯，在灯下整理调研材料。

过去，诊断黑热病的方法是通过胸骨穿
刺来检查骨髓血，可是由于胸骨靠近心脏，
胸骨穿刺很容易刺破心脏和动脉血管，危及
病人生命。王兆俊和同事们反复试验，终于
在大腿根部的髂骨上找到最合适的抽骨髓血
的办法，检出的原虫阳性率不低于胸骨穿
刺，而且安全可靠。他将这一办法在全国推
广使用，大大降低了医疗事故的发生。经过
两年的检查摸排，查明山东省的135个县区均
有黑热病流行，全省有20多万病人，占全国
总患病人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当时治疗黑热病的药是一种进口的五价
锑针剂，价格昂贵，打一针就需要1900斤小
米的价格，一般人根本治不起。王兆俊和山
东新华药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试制这种针剂。
在试制过程中，他一边承担临床试验工作，
一边深入到泰安、临朐等各个疫区，认真搜
集病人打针后的反应情况，不断提出改进意
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每毫升含
锑100毫克的浓缩水溶剂。他使用这种针剂试
治了1500名病人，证明比进口药疗效高、毒
性小，这意味着中国自己生产的黑热病特效
药——— 斯锑黑克诞生了！

王兆俊经过无数次的测验，证明用6天6
针的治疗办法，对病人进行静脉或肌肉注射
斯锑黑克，治愈率高达99%，且使用方便，
价格低廉，安全可靠，为在农村大规模开展
黑热病治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卫生部经
过论证，决定在全国推广这种斯锑黑克针剂，
而且全部由国家出资，对黑热病人免费注射，
大大加快了中国黑热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国外专家认为，犬类是黑热病的宿主。
为了求证犬类和黑热病之间的关系，王兆俊
组织大批量捕捉犬只，全省共捕捉3万多
只，最后证明山东的黑热病和犬类没有必然
的联系。他发现中华白蛉分布最广，凡有黑
热病的村庄都有它的存在。王兆俊带领研究
人员在旧屋、茅厕、猪圈里捕捉白蛉，深入
研究白蛉的生态习性。经过五年多坚持不懈
的研究，他发现在5月中下旬用药物对全村
进行一次室内喷洒，即可将白蛉消灭殆尽，
且数年不再复生。于是，他又全力组织杀灭
白蛉的工作。

来到山东以后，王兆俊全身心地投入到
黑热病的防治工作中，几年间，他竟然一次
也没有去武汉探望自己的妻儿。在妻子对他
下“最后通牒”的时候，正是他日夜研制斯
锑黑克的日子。妻子得不到他的回复，便决
定和他离婚。离婚后，他把失去家庭的无奈
和痛苦深深埋在了心里。

王兆俊这位从国外回来的享受部级待遇
的大专家，长期在山东乡村生活。夏天的夜
里，他不顾酷暑和蚊虫叮咬，在油灯下整理
资料、撰写文章。冬天的早晨，他冒着严
寒，和同事们一起走村串户，治疗病人。由
于不适应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他得了类风
湿性关节炎。可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忙着
防治黑热病，忙着编写《黑热病学》和各种
讲义，以至于病情日渐加剧。到了后来，他
走路时一瘸一拐，手也严重变形，很难握住
钢笔了。

1958年，经过卫生部专家验收，山东黑
热病患病率已降至十万分之三，基本消灭了
黑热病，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自1959年至
1971年，监测患病率又降至十万分之零点零
一，1971年以后未再发现新发黑热病病人。
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个省的范围消灭一种
疾病，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大创举。

2001年，90岁的王兆俊病危期间立下遗
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泰山上，好让自己
继续看护为之奋斗的土地和人们。

在撒骨灰的那天，来送别的，除了所里
的干部职工，还有泰山脚下的百姓。许多人
是全家一起赶来，有的靠着岩石，有的扶着
松树，痛哭失声。

山风吹来，松涛阵阵。那山崖上挺立的
青松翠柏，就是王兆俊和他的同事们为了消
灭寄生虫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
的见证！

全歼丝虫病

新中国成立前，在泰山以南的泗河两
岸、微山湖一带，丝虫病很严重。

丝虫病是一种经过蚊子传播的寄生虫
病。蚊子在夜里吸食带有微丝蚴的病人的血
后，微丝蚴在蚊子身上发育，重新传播给人
类，在人类的淋巴系统长大，并再繁殖下一
代微丝蚴，阻塞淋巴管，造成腿部和生殖系
统的象皮肿，严重的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甚
至造成残疾。丝虫病是仅次于精神病的第二
大致残的疾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有微
丝蚴感染者和有症状的患者各250多万人。许
多得病的家庭夫妻离婚，年轻人找不到对
象，有的人因此上吊自杀。

1955年，山东在枣庄成立了丝虫病防治
所，由于发大水，房屋被冲垮，不得已在地
势较高的济宁市重新建所。1956年春天，丝
虫病防治专家仲崇祜教授带着全家一起来到
济宁，投入到丝虫病的防治工作当中。

仲崇祜1913年出生于天津，1935年毕业
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他投
入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带领一支救护队在
山西中条山一带进行抗战救护工作。从日本
留学归来的女医生黄振云爱慕英雄，二人结
为伉俪。

仲崇祜在山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丝虫病
调查，证明全省68个县人群微丝蚴阳性率平
均为7 . 1%，为掌握山东丝虫病流行状况、全
面开展丝虫病防治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检查微丝蚴患者，需要在夜里行动，因
为微丝蚴只有在人们睡熟之后，才会从心脏
等深度器官蔓延到耳朵等表面器官。从1958
年开始，全省抽调500多名医师和4000多名应
届大、中专医药院校毕业生，分成35个丝防
大队，分赴人群微丝蚴阳性率5%以上的县开
展丝虫病查治。夜里，队员们都骑上自行
车，提着马灯，伴着一路长长的灯影，到各
个村庄去进行检查。半夜时分，他们在村干
部的带领下，砸开农户家的门，给人们扎破
耳朵取血，将血滴在玻璃片上，第二天在显
微镜下进行检验。此时群众睡得正香，很不
愿意开门，即使开了门，也气得用尿罐子砸
丝防队员。村民们很不喜欢他们，称呼他们
是“割耳朵的”。

仲崇祜带领专家组巡回指导，足迹踏遍
全省各个丝虫病流行县区。他们编写各种宣
传资料，通过集市宣讲、放电影等机会，宣
传丝虫病防治的意义和办法。他们还把显微
镜搬到村里，让群众看到丝虫病的活动，打
消群众的抵触情绪。

治疗微丝蚴的特效药是海群生，可是服
用多大的量才能治好微丝蚴？仲崇祜又反复
进行试验比对，经过上千次的比对，证明7
天共服用4 . 2克的药量，就能彻底治愈微丝蚴
患者。后来，在患病人群大量下降之后，仲
崇祜从普遍食用的碘盐中得到启发，何不将
海群生拌到食盐里？他在自己家里做起了试
验。一开始，仲崇祜在自己家中用拌了海群
生的食盐，没有出现发烧和呕吐的反应。仲
崇祜在所长王兆俊支持下，又把海群生拌到
单位食堂的饭菜中，即使经过高温炒菜之
后，也没有影响海群生的效果。随后滕县、
宁阳和临沂的6个自然村试用海群生药盐，
半年后，微丝蚴率大大下降，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

上世纪70年代初，山东在全国率先推广
大规模海群生药盐防治丝虫病。全省共投入

药盐7 . 5万吨，2321 . 9万人服用药盐。1983
年，经卫生部专家组考核，山东丝虫病流行
区人群微丝蚴阳性率降到0 . 01%，在全国率
先达到了基本消除丝虫病的部颁标准。后
来，海群生药盐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大
大加快了全国控制丝虫病的进程。

仲崇祜对于那些得了晚期象皮肿的病人
给予了很多的关爱，不允许称他们“晚期病
人”，而是称为“慢性病人”，采用手术和
加固等办法对其进行治疗，很多病人都治愈
出院，有的人还结婚生了孩子。

1979年6月，仲崇祜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
生组织召开的西太区与东南亚地区丝虫病研
讨会，介绍了中国丝虫病防治经验，并宣读论
文。由他倡导的“海群生食盐防治丝虫病”和
以阳性蚊媒为监测指征发现传染源的方法，
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的成功经验”。

仲崇祜淡泊名利，从没有因为个人的私
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但是，仲崇祜一直
有一个心结，他不断地向组织反映，希望加
入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受到批斗的时候，依
然不改初衷。1986年，在他72岁的时候，经
过上级组织部门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年7月7日，白发苍苍的仲崇祜和所里的青
年人一起进行入党宣誓。圆梦那一刻，老人
激动得热泪盈眶。

消灭肆虐数千年的疟疾

疟疾是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寄生
虫病，在《左传》中就有齐侯患疟疾的记
载，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山东出现了两次疟疾
大爆发，疟疾患者分别高达600多万人和460
万人。民谣有言：“夏秋多荡殃，庄稼难上
场，家家病满床，无人熬药汤。”有的因为
连续高烧、贫血、心脏衰竭造成死亡，严重
影响了人民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成立了疟疾
科，由疟疾专家程义亮担任科长，具体负责
疟疾防治的工作。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山
东的疟疾与南方的疟疾不同，山东是单一的
间日疟，病人隔一天发作一次。间日疟的病
原虫比较顽固，第二年春天容易反复。当时
治疗疟疾的药已经有阿地平、奎宁、氯呱等
多种，程义亮带领大家对各种药品的疗程和
效果进行反复比对，证明采用氯喹合并伯喹
的七天连续服药的办法效果最好，第二年的
春天，再对这些患者进行一次服药，就能够
根治。为此，程义亮提出了“两根治，一预
防，大力灭蚊”的防治措施。“两根治”是
指在疟疾流行期对疟疾病人进行治疗，在第
二年春季休止期再进行根治；“一预防”是
指在疟疾流行期对健康人群全部进行预防性
服药；“大力灭蚊”是指进行大规模的爱国
卫生运动，消灭蚊媒。

山东按照程义亮等专家的意见，开始了
一场消灭疟疾的人民战争。从1961年到1979
年，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购置抗疟药品，每
年从事疟疾工作的专业人员、赤脚医生和卫
生员达到100万人，他们提着水壶、茶碗，带
着药品，挨家挨户地送药，甚至送到田间地
头。据统计，山东全省服用各种抗疟药达6
亿人次。

到1985年，山东全省的发病率连续三年
保持在万分之一以下。1988年，山东在全国
率先实现了基本消灭疟疾的目标，为全国疟
疾防治工作提供了经验。自2012年以后，山
东再无发现一起当地感染疟疾的病例。2019
年，山东达到完全消除疟疾的目标。

程义亮出生于泰山脚下东平县一个贫困
农村家庭，他十二三岁就到县城一家药房担
任学徒工，后来在农村结了婚。他不安于命
运的安排，夜里偷偷读书，考上了县里的卫
生学校，之后继续苦读，又考上了山东医学
院。他看到父老乡亲深受疟疾危害，主动要
求从事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程义亮身材瘦弱，戴着高度近视镜，平
常的穿戴就像一位老农民，也不爱说话，到
农村指导疟防工作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是

一位指挥全省疟防的大专家。
1972年，国家成立了治疗疟疾的“523办

公室”，程义亮加入其中。中医出身的他知
道中国古代有用青蒿治疟疾的记载，就率先
用简单的乙醚法提取青蒿素，将青蒿素的粗
制剂用来治疗疟疾，效果很明显，而且不会
复发。

后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屠呦呦用
更加先进的工艺提取了青蒿素精品，治疗疟
疾的效果更加明显。由于在青蒿素的研究过
程中作出突出贡献，国家给山东省寄生虫病
防治研究所颁发了全国科技大会奖。后来，
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她还专门提到山东
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并向山东的专家表
示感谢。

英雄群像

70年峥嵘岁月，一代代寄生虫病防治专
家和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蟊贼”进行殊死
斗争，为保卫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付出了极
为艰辛的努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和身材瘦小的程义亮所长不同，常年担
任疟疾科副科长的李志诚个子很高，又白又
胖，笑声朗朗，人称“大老李”。

1971年，在山东第二次疟疾爆发后，他
被安排到疫情严重的菏泽蹲点，实地搜集第
一手的疟疾资料。当时菏泽地区疟疾病人已
经达到100万人。李志诚和同事们带领当地的
防疫人员白天给病人送药送水，晚上冒着被
传染的危险，在村口支起蚊帐抓蚊子，研究
蚊子的习性。许多防疟的基础资料都是他带
着基层防疫人员一点一点完成的。

1986年春天，全省对基本消灭疟疾工作
进行检查验收，李志诚已经退居二线，领导
考虑到他对菏泽情况熟悉，问他还能不能去
一趟菏泽，李志诚爽快地答应了。他到了菏
泽，一连跑了六个县检查工作。4月26日上
午，他到巨野县防疫站检查工作，下午又接
着参加全县防疫股长会议。他在会上作工作
部署，讲着讲着，突然血压急剧上升，脑血
管一下子破裂，就昏迷过去了。

同事们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他却再也没
有醒来。许多村庄的百姓都和李志诚很熟
悉，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纷纷来到医院，痛
哭失声，说：“大老李，你这么牵挂着俺的
病，如今都好了，你怎么就舍得离开俺？”

科研人员路吉宽，早晨离开家的时候，
还和妻子有说有笑，出门后，他骑着自行车
下乡检查，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撞飞，再也没
有醒来，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的青春韶
华。

微山县基层丝虫病防治队员蔡俊山，撑
着小船给在微山湖区的百姓送药，中途遇到
大风，小船倾覆，不幸遇难。

那些默默奉献的事例就更多了。
这些科研人员常年奔波在各个县和乡

下，一辆自行车、一块油布、一双胶靴，就
是他们的“三大件”。每年一开春，他们就
穿上胶靴，把被褥用油布裹起来，捆到自行
车后座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自己所包的县
乡去工作。许多科研人员都把自行车当作自
己最好的朋友，有的还成了技艺高超的自行
车骑手。只有到了每年年底、需要总结工作
时，他们才能回来。自己家里的事情，包括
老人住院、妻子分娩、孩子上学，许多人一
次也没有回过家。

如今，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在划
归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基础上，又和泰山医
学院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规模壮大，实力更强，发展前景也将会更加
广阔。

巍巍乎泰山，见证了山东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送走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
大“瘟神”的伟大成就，感天动地，彪炳青
史！当年的科研英雄们和人民群众筚路蓝缕
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事迹，已经成为新中国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像一曲款款深情的
老歌，在齐鲁大地上代代传唱！

（报告文学）

■编者按 1958年，山东率先基本消灭黑热病；1983年，率先基本消灭丝虫病；1988年，率先基本消灭疟疾……伴随着新中国七十年史诗般的伟大历程，在党的
领导下，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一代代防治专家的努力和引领下，山东广大科研工作者埋头苦干、、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创造了以省为单位在全
国率先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大“瘟神”的奇迹。

巍巍泰山可以作证。这些伟大成就，是山东对国家、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是熔铸于血脉深处爱国奋斗之情的真切体现，，感天动地，彪炳青史！
今天，本报特别推出报告文学《泰山作证》，回眸我省在疾病防治领域的巨大成就，歌颂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爱国情、奋奋斗志、报国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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