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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不只有青蒿素（下）
! 杨震———上海地区“五二三”抗疟研究回眸

! ! ! ! !"#! 年 $ 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
座谈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制定了《疟疾
防治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表》，共有 % 大类 &'

个项目的任务。其中上海的任务很重，共参
与 $大类 !!个项目。在原来的工作任务的基
础上，上海又接受了预防类药物研制、免疫制
剂研制、以及动物疟疾模型建立等任务。之
后，上海马上于 $月中旬组织了贯彻广州会
议的学习班，共有 (&个单位的 &)(人参加，
将上海地区承担的任务具体分派给各个科研
院所、医疗机构、制药和日化企业。当时正处
“文革”中期，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上海
革委会把“五二三”任务提到极高的政治高
度，要求各家参研单位将“五二三”列为重点
项目，并切实保证稳定的科研队伍。

从 &"%& 年起，上海的“五二三任务”协
作体系相对稳定、运行有序。“文革”后期，上
海根据全国“五二三”小组的指导精神，先后
于 &"%*年和 +"%$年下达了《一九七三至一
九七五年上海地区疟疾防治研究主要任务》
《一九七六年上海地区五二三研究计划》。这
些任务计划，非常细致地指导了当时上海地
区的抗疟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 年国家制定了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疟疾防治研究工作
规划》，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并组织了四个
专业协作组。其中三个组由上海地区的单位
担任组长或副组长：“防蚊灭蚊药械专业协
作组”中，上海昆虫研究所担任组长；“疟疾
免疫人疟猴模专业协作组”中，上海生物制
品研究所担任组长；“化学合成药专业协作
组”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寄生虫病
研究所担任副组长。工作规划还非常详细地
提出了 &"%%至 &"%,年的工作进度要求，并
细分到各个研究单位。例如在当时已经成为

研究重点的青蒿素领域，上海药物研究所承
担了“&"%%年完成青蒿素的绝对构型研究”
“基本完成青蒿素的吸收、分布、排泄和化学
转化的研究”“初步阐明青蒿素的作用原理”
“改造青蒿素的结构，找到更优越的新化合
物供临床验证”等 -项任务。在这份规划中，
领到任务的上海地区参与单位达到 &) 个，
是全国最多的。某种意义上，这份工作规划
是当时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一份综合实力
分布图。

特殊年代的科研
“五二三任务”的实施经历了几乎整个

“文革”时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科研工
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诸多
政治活动不同程度地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宝
贵时间和精力。但也必须指出，对于“五二
三”这种近乎“举国体制”式的科研工程来
说，当年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下，也形成了一
些简单有效、令人难忘、且如今难以复制的
特殊工作模式。
“五二三”研究中，高疟区现场工作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现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危重病例救治、以及药物临
床观察等。高疟区多是偏远地区，自然条件
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在那些地区开展为期数
月的工作，需要参与人员吃苦耐劳，克服诸多
困难。例如，&"$.年代末，上海派出 -.人的现
场工作组到达海南岛。当时岛上条件极差，工
作中需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工作组闯过了
“生活关”“爬山关”“怕蛇关”等各类困难。有
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的生活条件。一位组员
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一次吃饭
时，该组员竟然直接从饭里夹到一只小青蛙。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为了表明对农民兄

弟的感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那位组
员还是把青蛙吃下去了。这种现场工作，在
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中，一直非常强调
“献身精神”。在各个专业组中，也都能看到
这种“献身精神”。“五二三”研究规划将雷式
按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工作分配给上海的
科研单位。当时国际上开展按蚊的交配繁殖
研究，都要求有恒温恒湿的椭圆形饲养室等
一些较高的科研条件。但是国内的研究条件
非常艰苦。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饲养室里
工作，甚至长期用自己双手供蚊子吮吸，成
功地培育出实验用蚊。上海第二制药厂研制
某种气味趋避剂时，需要开展模拟实用观
察。有 ($位解放军战士自愿参加。他们在双
脚踝部和枪带上固定趋避剂后，于晚上伏卧
于蚊虫密集的河滩草地中，统计被蚊虫的叮
咬次数，以验证驱蚊效果。而在那个时期药
物研究中，科研人员“以身试药”的情况亦不
少见。
“五二三”研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协作”。地区之间，同专业的研究组及
时、且密集地相互交流。以上海领衔的“疟疾
免疫科研组”为例，各地区的研究组相互交
流计划、总结、简报，及时通讯，互通有无，还
相互给予工作建议、进行分工协作，并很快印
制了疟疾免疫研究的内部交流专集。这种做
法，被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充分肯定，并向
全国推广。可以说，在当年“五二三”这个特
殊的体系中，诸多成果都被及时、且毫无保
留地提供给全国同行参考借鉴。

&",& 年 * 月，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
研究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至此，“五二
三”这一全国性科研工程宣告结束。&",.年
&(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印了《疟疾研究：&"$%—&",.年成果选编》，收
录了青蒿素等 ,"项研究成果。其中由上海地
区单位担任主要研究单位的成果有 (. 余
项，占四分之一以上。

这本《疟疾研究：&"$%—&",.年成果选
编》的封面上，印有一枚勋章。回顾上海疟疾
防治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尽
管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但中国疟疾防治
事业最终取得了成功。而这份成功，凝结着全
国各个地区、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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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进入阳澄湖养伤

刘飞于 &"*"年 "月 (&日负伤后，从苏
州太平桥转送到常熟县横泾镇，先期进入阳
澄湖养伤。集中隐蔽在阳澄湖芦苇荡中的伤
病员，有刘飞、夏光、黄烽等 &.多个红四方面
军和闽东红军骨干，有苏南红 &*军革命后
裔、汇入“江抗”的东路地区“民抗”的赵阿山、
吴有民，有 &"*-年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地下斗
争者。“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理所当然成了
伤病员的主心骨。“江抗”西撤后，留在苏常太
地区坚持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有青浦顾复
生、嘉定吕炳奎部的部分武装和昆山陶一球
部，常熟阳澄湖区留有“民抗”总部的一个警
卫班及数十人枪的常备队等少量武装。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留下 (.

余万人枪。“江抗”西撤时，湖区形势异常险
恶，一夜之间日伪军布下数十个据点，其中，
在南天门等地由德国人指导修筑了一批钢筋
水泥结构的永久性工事。日伪军采取软硬兼
施的手段迫使地方杂色武装投降，一些国民
党部队溃散后与当地反动武装同流合污，隐
身在密匝匝芦苇丛中的伤病员，成为日伪顽
匪日夜追捕的对象。附近西董家浜抗日群众
同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
不能出港汊。
后方医院既没有固定的病房，也根本不

在后方，前后左右都布满了敌人的据点，乍一
看，在后方医院养伤，好比是阎罗殿里讨生
活。刘飞入院后发现，阳澄湖地区港汊星罗、
水网密布，前村后村相望而不可即，没有船只
寸步难行。芦苇荡里地形十分复杂，没有人带
路根本进不来，进来了也出不去，颇像《水浒》
里描写的梁山泊。湖上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
却在虎视狼窥的险恶环境中，为伤病员提供
了难得的隐身和养伤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
刘飞在莫干山疗养时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
对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作过如下描述：
我们经常流动在横泾$陆巷$肖泾$长浜$张

家浜$西董家浜一带%最远的敌伪据点离我们不

过一二十里%近的只有几里&情况较好

时%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是我

们的病房% 卸下的门板% 是我们的床

位&情况不好%就只能常在阳澄湖上漂

泊%数叶渔舟%就是我们的一切&

刘飞入住后方医院之初，是在
“水上流动病房”———小船上度过的，先后由
(-岁的包蕴和年仅 &$岁的白山两名女护理
员护理。当时，刘飞的伤势十分严重，船上药品
奇缺，医护人员又缺乏治疗经验。他忍着剧烈
的疼痛，一声不吭，常常面带笑容鼓励医护人
员克服困难，做好医疗工作。两名女战士天天
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用凡士林纱布条引流，
经精心照料，一周后，刘飞的伤口不再出血，未
发生恶性炎症。

阳澄湖上的金秋，绿苇如帐，芦花怒放。
伤病员们躺在船舱里，无心欣赏充满诗情画
意的湖上美景。白天借着秋阳虽然可以睡一
会儿，但可恶的铁嘴花蝇在伤病员间飞来飞
去专门乘隙叮伤口，大家只好用芦苇叶子来
包伤口。入夜，湖上的气温低得让人打寒战，
大家把稻草垫子盖到重伤员身上，轻伤员搂
在一起，挤在中间的可以凭借相互的体温睡
一会儿觉，隔一段时间就来个里外换班，轮流
取暖。有个叫谢锡生的轻伤员从滩外回来，带
给每人一节雪白鲜嫩的芦柴根，一咬一口甜
水。闽东的伤病员说，跟福建龙眼差不多；常
熟籍的伤病员赵阿山说，当地人夏天把它当
冰淇淋吃。有人主张组织力量到滩外去挖，但
立刻被夏光制止了。芦苇就是帐篷，挖少了岂
不暴露自己！赵阿山又捉来十几只青壳、白
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有人嚷道：海蟹不如
江蟹，江蟹不如河蟹，河蟹不如溪蟹，溪蟹不
如湖蟹！大家兴致勃勃准备打牙祭，但想到起
火违反规定，生食容易腹泻，只得不情愿地将
大闸蟹放生。谢锡生拍着赵阿山肩膀说，等把
鬼子打跑了，我们到你家去，让你老婆烧大闸
蟹给大伙儿吃！谁知赵阿山却伤心地流下了
眼泪。原来，他的妻子在“江抗”东进之前，就
被日本鬼子残杀了！国恨家仇更激起了伤病
员坚守芦荡、抗战到底的决心。赵阿山的身世
遭际，后来触动了作家和剧作家敏感的神经，
不但写进了军旅作家崔左夫的纪实文学作
品，而且成为上海人民沪剧团编剧文牧塑造
《芦荡火种》中沙七龙形象的身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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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上海港口

宋熙宁年间（&.$,—&.%%年），贸易中心
逐渐转移到华亭东北地区，这里形成的聚落，
慢慢向村镇的雏形过度，由聚落而村社，再变
成初具规模的小镇。到了南宋咸淳年间
（&($)—&(%-年），由于吴淞江的淤塞，一些
较大的商舶难以进入华亭县最主要的港口青
龙镇，转而至上海务停靠，政府为此在上海设
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分司。市舶司
的衙门设在后来的上海县署内。南宋
咸淳三年/+($%年0，在此正式设立镇
治，并派镇将驻守。因地处上海浦西
侧，便称“上海镇”。宋史专家王曾瑜
在《宋代的上海》一文中说：“总的看
来，上海在北宋时，仅设酒务，直到南
宋后期，大约增设了市舶分司、巡检
司和商税务……元初很快在上海设
市舶司，作为海运粮站，并且破格升
县。上述行政地位的变迁，正是上海
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人口繁衍、
经济和贸易兴旺发达的结果。”这个
看法还是公允的。至宋元之际，上海
已以巨镇相称，镇上有市舶司，有榷
场，有酒库，有驻军，有官署儒塾、佛宫仙馆，
商铺林立，鳞次栉比，成为华亭县东北一巨
镇。

元至元二十七年（+(".年），松江府知府
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繁庶难理
为由，向中央政府提议析置上海县。次年，朝
廷批准了这个建议，析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
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地置上海县，县治就
在宋代的上海务。上海县的设立，是古代上海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它标志着
上海从许多普通江南市镇中脱颖而出，成为
县级政治中心之一。上海也从一个普通的小
镇，上升为一个县级规模的政区。明末清初，
上海的行政区划又进行了沿革，逐步形成了
接近今天上海的规模。

坊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港口通，
则经济活；经济活，则城市兴。”上海的历史地
位与港口兴废有关，上海港口随着朝代变迁、
江河淤塞改道而依次出现过几次大的迁移。

青龙镇是上海地区第一个名镇和港口，
建于唐天宝五年（%-$年）。相传三国时期，东
吴的孙权曾在这里建造青龙战舰，之后大破

曹军于赤壁。到唐代，青龙镇成为控江连海
的海防要地。青龙港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
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航运船只不
仅可抵沿海和内河重镇，而且可直达日本、
朝鲜。(.+*年 (月上海博物馆首次在上海
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对外
披露此次考古发掘中取得的成果：发现唐
宋房屋基址、水井、灰坑、铸造作坊、砖砌炉

灶等建筑遗迹，出土铜、铁、木、陶瓷
器等近 (... 件———青龙镇的繁盛
可见一斑。

唐末至五代已降，随着太湖流
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唐代政
府特别需要寻找一个海上贸易的港
口，青龙镇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对
外贸易港口，远洋而来的“珍货远
物”，大多通过青龙镇“毕集于吴之
市”。进入宋代之后，青龙镇与国内
外贸易往来有了发展，据宋嘉祐七
年（+.$(年）所刻《隆平寺灵鉴宝塔
铭》所载，到青龙镇的船舶，自杭、
苏、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
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

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这时的青龙镇已有
“江南第一贸易港”的称号。青龙镇上有三十
六坊，有镇学，有酒坊，茶、盐、酒等务都在镇
上置有税场，并置有水陆巡检司。镇治堂宇及
市坊中坊巷、桥梁、街衢井序，犹如一县城。人
口杂处，百货交集，所谓“市廛杂夷夏之人，宝
货当东南之物”，市容繁华，时人誉为“小杭
州”。

北宋政和年间（++++—+++* 年），官府
在青龙镇设立“市舶司”，登记船舶，检查货
物，征收关税，发给有关证照，收买政府专
卖品，对船舶和货物进行管理。但是长江每
年流下大量泥沙，使海岸线不断自西向东
伸延。而海潮进退1又造成泥沙沉积，因而使
吴淞江不断淤浅和逐渐淤塞，使江艰噎，水
流无力，积沙难去，以至水患不息，江身浅
淤。宋代范成大说“所谓东导于海而水反西
流者是也……”吴淞江口积沙的生涨，江身
的迂回曲折，必然影响到通航，当庆元元年
（!!")年）华亭县市舶司撤销后，外商不至，
青龙镇的海外贸易也就骤然衰落，镇市的繁
荣顿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