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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不只有青蒿素（上）
! 杨震

“内忧外患”的疟疾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系经按蚊叮

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
引起，它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上
世纪 !"年代起，我国老一辈寄生虫学家对云
南、广西、贵州、广东、台湾、江西、四川、浙江、
河北等 !#个有疟疾流行的代表地区进行调
查，发现人体全部四种疟原虫———间日疟原
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
虫———在我国均有存在。据估计，在解放前，
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死亡率也
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
后经历四个时期。$%&"年代属于第一阶段'

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 年代和
$%)"年代属于第二阶段：控制流行阶段；$%*+
年代和 $%%"年代属于第三阶段：消除疟疾阶
段；!"""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巩固消除
疟疾成果阶段。“五二三任务”处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即第二个阶段之中。
“五二三任务”是如何诞生的呢？$%("

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升级，疟疾成为交战各
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据说当时南越部
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 $"",，而且由于
疟疾抗药性的问题，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
差，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年 &

月 !-日，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
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
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
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讨论确定
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为保密起见，
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五二三任务”。因
此，很多人认为，“五二三任务”主要是为了
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重要的军事目的。

当年“五二三”的很多文件上，有着诸多此类
表述。比如当年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的一份
文件中写道：“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有效地解决东南
亚地区恶性疟疾多，发病率高，严重影响部
队战斗力的问题……成立了抗疟研究协作
领导小组。”

通过对当年国内疟疾防控资料的研究，
我们会发现，“五二三任务”绝非只是为了“抗
美援越”。#%&+年代，国家出台《少数民族地区
疟疾防治工作方案》和《疟疾防治规划》等多
份规划方案，组织卫生工作队、防疫队、医疗
队进入高疟区，抢救疟疾患者，进行预防工
作；设立疟疾防治所，进行疟疾防治科研和培
训技术骨干等工作；同时举办疟疾训练班，培
养专业技术队伍。一系列工作之下，我国的疟
疾防控工作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管理，疟疾发

病率一度由 #%&&年 #+!.*/万下降到 $%&*年
的 !$.(/万。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关
系，$%(+年代初和 $%)+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
范围的疟疾爆发，全国发病人数多达 $+++至
!+++万，$%(+ 年和 $%)+ 年全国平均发病率
分别高达 $&&.0/万和 !%(.$/万，其中 $%)+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
$%(0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
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
当时毛泽东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
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句话含义深刻。在
那个时期，疟疾问题已属于“内忧外患”，到了
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抗疟工作中的“海派力量”
上海地区并非高虐区，不过从近代起上

海地区的科研院所在疟疾防控方面一直有着
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经济、管理、科技等
方面的综合优势，从“五二三任务”一开始，上
海就成为该研究工程体系内的主要力量之
一。$%()年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成立之后，
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抗
疟协作队伍，其中有很多人来自上海地区的
单位。$%(*年 0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
成立。

$%(%年 -月，全国“五二三”座谈会会议
秘书组印发了《抗疟研究协作工作中有关问
题的规定的通知》。这份通知中，明确了广东、
广西、云南、上海、南京、北京等 (个地区“五
二三”协作组的任务分工。其中，上海地区的
任务分工有 &条（其他地区多为三四条），任
务是最多的：“$、新机构类型防治药物和长效
防治药物的研究；!、合成药和中药抗疟药的
临床验证、化学、药理、剂型、设备的研究；-、
合成（按蚊）趋避剂和中药趋避剂的化学、效
价、毒性、制备的研究；0、药物制剂包装的研
究；&、抗疟针灸等疗法的研究。”同时，在 0个
主要专业口（抗疟药的研制和试用、中药抗疟
药的调查验证和实验、抗疟针灸等疗法、趋避
剂的研究），分别指定了少数的负责单位。而
这 0个专业口的负责单位中，均有上海地区
的单位。

$%)$年，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来说，都
是“五二三”研究部署的重要年份。这年 -月，
“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进行重组，组员单
位变为 *个：市革委会科技组、警备区后勤部
卫生处、第七军医大学（后改称“第二军医大
学”）、卫生局、化工局、医药工业公司、医工
院、寄研所。0月，上海选派 -(名科研和医务
人员进驻海南、云南、浙江的高疟区进行现场
研究。 !明日请读 !"版"

———上海地区“五二三”抗疟研究回眸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之后，几乎一夜之间，“五二
三任务”这个名词也迅速进
入公众的视野。很多人把“五
二三”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
等号。其实，“五二三任务”作
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
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
领域，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
究。而且，这一科研工程的开
展涉及全国诸多省市中的各
行各业，上海在其中也发挥
了很多作用。 " 各省市编印的有关青蒿素等抗疟中草药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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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枪中射出#嵌入一位 #+ 年后荣膺共和

国中将军衔的新四军部队指挥员刘飞胸

中# 直至将军 #$(,年 #)月 &,日谢世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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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战略运筹和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

谱的窗口*

!"突然胸部左侧中弹

$%-%年 %月初，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
“江抗”）为执行上级关于开辟澄东，使东路与
澄西、丹北1抗日战争时期，长江以南，宁沪铁
路以北，镇江以东，无锡、江阴公路以西这一
狭长地带，包括今镇江、丹徒、丹阳、常州、武
进、无锡、锡山、江阴等县、市的一部分和新老
洲、扬中全境，统称丹北地区2地区连成一片
的指示，主力部队回师锡澄地区。%月 *日，
“江抗”第 -路撤回常熟地区。

%月 !#日，“江抗”主力在江苏省江阴县
顾山南麓遇到“忠义救国军”第 &、(支队和第
#+支队残部突然袭击，刘飞率“江抗”!路一
部自东向西奋力反击。部队突入“忠义救国
军”前沿阵地后，刘飞随即跃起，带领部队向
山上猛冲。当他挥舞着短枪冲到半山腰时，突
然胸部左侧中弹，口鼻蹿血。警卫员何彭福和
战士小孙哭喊着从地上扶起刘飞，刘飞镇静
地问：“背后有没有血？”何彭福哽咽着说：“没
有。”“没打穿就没事！”
刘飞挣扎着起身冲出几步，又一头栽倒

在地。吴焜见刘飞负伤，顿时怒火中烧，带领
战士们高喊着为刘主任报仇的口号，猛虎一
样向山上冲去，将“忠义救国军”击退。
山坳里，何彭福含着泪水用绷带横着给

刘飞包扎，但刘飞手臂一动绷带就脱落了。在
刘飞指导下，何彭福给刘飞做了斜角包扎，后
来又去找来一块门板，和卫生员一起，把他抬

到隐蔽处。刘飞问：“我们的部队打
上去没有？”何彭福说：“部队已经占
领了山头，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刘飞脸上露出了笑容。
叶飞得知刘飞负伤，火速派“江

抗”&路政治处主任张志强把刘飞
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张志强原名郑潮涌，化
名“老牛”。当时，从江阴、苏州到常熟须乘船
走水路。“老牛”找来一条八九成新的木船，放
好褥垫，安置刘飞躺下，然后和警卫员何彭福
一起，从水上把刘飞送到苏州太平桥伤员转
运站。一些人得知子弹是从刘飞胸部左乳头
边上打进去的，都感到凶多吉少，认为刘飞这
一去怕是回不来了。“江抗”指挥部甚至通知
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但刘飞在伤员转
运站经女护理员包蕴打止痛针和清理淤血
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换乘小船被转送到阳
澄湖上的后方医院。
“江抗”东进 &个多月后，#+月初，鉴于

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并频频挑
起战端，为团结抗日，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
以新四军东进部队为主体的“江南抗日义勇
军”主动西撤，向苏北发展。

#%-%年 #+月初的一个晚上，叶飞率“江
抗”转移到武进以西开辟新战场，在东路雾霭
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了 0+余名伤病员和 #+

多名医护人员。
阳澄湖地处江苏省吴县、常熟、昆山三县

交界处，湖面纵横数十里，素称鱼米之乡，是
宁沪杭一带久负盛名的阳澄大蟹产地。后方
医院所在的横泾镇有 *++多年历史，有建于
明末清初的著名人文景观毛晋汲古阁，向东
与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唐市连接，堪称姊妹镇。
散落在两镇周围的是弯弯曲曲的河道，有许
多泾、浜，还有难以计数的荡。村庄大都随河
道命名。

叶飞率“江抗”东进时，曾用汽艇拖着上
百只木帆船，浩浩荡荡进军阳澄湖，横扫敌
伪，大长人民志气。

无锡抗联会根据中共无锡县委的指示，
把分散在锡东、锡北等地一批行动不便的重
伤员，安全集中到茅塘桥、厚桥，再用船送到
常熟东乡、横泾地区。中共常熟县委把他们连
同原来分散隐蔽在芦滩、芦荡的伤病员集中
起来，安置在阳澄湖畔一个港汊的芦苇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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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市政衙署的建制

地处江南的上海，夏商周至春秋战国，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显然落后于中原，典籍
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直至秦汉，有
关上海地区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才陆续出
现，然而其中涉及酒事者则显得微乎其微。
两晋时，陆机、陆云兄弟，堪称“善饮之人”，
特别是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称作
太康之英，他写过一首《饮酒乐》的
诗：“饮酒须饮多，人生能几何。百年
须受乐，莫厌管弦歌。”诗中透出一
股豪气，“饮酒须饮多”，没有一定的
酒量，岂敢出此豪言，可见，他的酒量
一定不小。

晋室南渡后，吴郡太守袁山松也
是一个“善饮之人”。据说袁山松擅长
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
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
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
流泪”。唱和着古音乐的节拍，品着美
酒，放声高歌。袁山松于军事不很在
行，终于死于兵祸，然而作为饮者，肯
定是个行家里手。
史书和出土文物表明，自中国有历史以

来，祭祀、会盟、各种庆典用酒都形成了固定
程式的礼仪，使用酒器、酒具也逐渐系统、规
范起来。酒器、酒具上的图案、花纹、篆刻也与
时俱进地形成特色。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的转折时期，随之而来的一
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的平民化，民众
的饮酒习俗已经十分普遍与完备，酒被称为
“百礼之首”，可见酒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朝
廷能够在这滨江临海的上海浦设置酒务，不
可忽视的是，《宋会要辑稿》所记秀州“十七
务”，其中“青龙、华亭、大盈、上海、赵屯、泖口
诸务”，都位于今日上海境内，可见那时上海
地区酒风之盛。上海的成名，难道与“酒”没有
关系吗？
关于上海的市政衙署的建制，在历史上也

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春秋属吴，战国先后属
越、楚，秦汉以后分属海盐、由拳、娄县诸县。
公元前 !!- 年，秦灭楚后设会稽郡，治所在
苏州。会稽郡辖疁县、由拳县和海盐县。疁县
包括今嘉定、上海两县及青浦、松江两县大
部和市区部分地区。嘉定县境内还有一个

以疁命名的疁城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3修
筑了一条由咸阳经湖北、湖南而抵江苏、上
海一带的宽阔驰道。据史载，驰道宽五十
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驰道通过今松江西
北，“经青浦古塘桥，西通吴城”。公元前
!$+ 年，秦始皇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等一
批文臣武将南下巡游，曾通过松江西境和
青浦南境的横山、小昆山、三泖地带，看到

当地物产丰富，人群熙攘，人们划
船在水上交易，显然那时的上海还
没有形成城市。

公元前 !+) 年的汉代，疁县
改为娄县。今金山县境内的海盐
县，汉时为刘濞的封国，此地煮海
水以制盐。和海盐县发展同时 3由
拳县也在发展之中。由于局部地体
下沉现象存在，海盐部分沦为拓
湖，由拳也陷入了谷水。汉平帝元
始二年（!年）前后海盐县被迫向南
迁移。

晋代上海地区主要依靠渔、盐
之利，经济已相当发展。南朝梁大
同元年（&*&年）3 分割原海盐县地

域置青浦县和前京县。唐天宝十载（)&$

年），吴郡太守奏准设立华亭县，上海地区
始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华亭县辖境约
今上海地区吴淞江故道以南，川沙—惠南—
大团一线以西地区。关于“华亭”名称由来，
见于《三国志·吴志》：建安二十四年（!$%年）
十一月，吴孙权封右都督陆逊为华亭侯。华亭
是当时由拳县东境一个亭，故址在今松江区
境内。唐乾元二年（)&%年），改吴郡为苏州，
隶浙江西道。

北宋时期，上海大陆地区分属华亭县和
昆山县，崇明地区属海门县。宋初，华亭县改
属两浙路秀州4州治在今嘉兴2。这时华亭县
以东的海滩，已经成为重要盐场和渔场，“人
烟浩穰3海舶辐揍”，商业日益发达。后因吴淞
江下游的淤浅，曾经繁华一时的青龙镇，就
逐渐丧失了作为长江口良港的地位，而日趋
萧条冷落。与此同时，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西
岸开始出现的聚落日渐兴旺，宋真宗大中
祥符元年（$++* 年）前后，朝廷在两浙路秀
州设立十七个酒务，“上海务”是其中最具
经济活力的一个“酒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