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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防疫事业发展
薛金梓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家卫国

的伟大斗争中，一直十分重视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为挽回自身在朝鲜战场节节败退

的颓势，竟不惜发动泯灭人性的细菌战，危害中朝军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反击美军这一肮脏卑鄙的“盘

外招”，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新中国全面铺

开，通过政府的大力号召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中国人民

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也推动了新中国卫生

防疫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发动细菌战概况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朝鲜

军民一起英勇作战，并创造性地运用“边打、边稳、边

建”的斗争方针，取得了战事的节节胜利，这场保家卫

国的正义之战，一步步迈向胜利的曙光。然而，敌人并

不甘心接受自己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而是在背地里

寻求一些其他手段，企图扭转战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曾包庇一批日本细

菌战战犯绕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为美国继续研究相关

的细菌武器。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研究进程也进入

了新的高潮。据被我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飞行员回忆，美

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提议在朝鲜战场开展细菌战挽回

败局；1952年 1月 27日的美军官方报纸《星条旗报》也

曾刊文指出，“细菌、毒气是战场上最廉价的武器”。种

种证据表明，美军在 1951年冬已有在朝鲜战场实施细

菌战的计划。

1952年 1月的一天夜里，美军飞机来到志愿军第

42军驻地上空盘旋，第二天清晨，战士发现驻地周围的

雪地里有许多苍蝇、跳蚤在爬动。在之后的 20余天内，

志愿军其他部队又陆续在驻地发现了 8起类似情况，

其中密度最高的一起，竟在一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千

余只活虫。此时朝鲜战场正是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这

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42军迅速向志愿军司令部发

电，认为“此虫发生可疑……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

虫”。之后，志愿军第 26军战士亲眼看到，美军飞机投

下的炸弹爆炸后，地面上出现了苍蝇等活虫，朝鲜战场

莫名出现的活虫与美军正式产生了联系。

随后，在邻近中朝边境的丹东、抚顺以及临江等

地，也有大量带菌毒虫随美军飞机入境袭扰而出现，卑

鄙的“细菌战”由朝鲜战场延伸到了中国境内，其影响

范围最远甚至扩散到了长江流域。据不完全统计，美军

在短短两个月内，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先后投

放了 804枚细菌弹。经检验，细菌弹中的毒虫除了能使

人感染鼠疫和霍乱这两种甲类传染病外，还携带诸如

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病

原体。美军的卑鄙行径昭然若揭，志愿军战士的身体健

康和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遭到严重挑战。

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击细菌战的措施和手段

美军细菌战的阴谋很快被新中国政府识破。早在

志愿军 42军向志愿军司令部发电当日，彭德怀就已经

指示要消灭毒虫，并在志愿军各部队初步开展了一些

防疫工作。消息传回国内后，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于 2月 18日汇报给了中央军委及毛主席和周总理；3

月 14日，政务院 128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

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鉴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已造成初步影响，霍乱等

烈性传染病已经在朝鲜地区小规模蔓延，为尽快控制

朝鲜战场迫在眉睫的传染病疫情，减少志愿军和朝鲜

军民的非战斗伤亡，聂荣臻、粟裕等人召开会议，结合

卫生防疫专家的结论，讨论反细菌战的具体落实措施。

会后，国内现存的全部 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

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等物资被连夜调集，通过最快捷

的空运方式在三天内经由丹东边境运抵朝鲜，分发给

前方部队，并下达了另外赶制 1000万份疫苗，尽快供

给志愿军的生产任务。1952年 3月 1日，志愿军成立防

疫委员会，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邓华任

主任，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前线，志愿军突击建

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或隔离室，集中收治在美军细

菌战中感染的病人。至同年 6月底，志愿军部队共接受

了四次计划免疫，分别有鼠疫疫苗两次、霍乱疫苗一次

和五联疫苗一次，达到了疫苗注射全覆盖，保障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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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战士的身体健康。

美军将细菌战的阴云扩散到中国境内后，中国大地

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中央防疫委

员会指导设立了在山海关的防疫总指挥部，66个检疫站

在国境线及海港、交通要道等地对过往人员、车辆和物

品进行全面检疫消毒，129个防疫大队在疫区内积极防

疫，清洁卫生、除灭虫媒，尤其以城市及其他交通发达地

区为重点。同时，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要求各地区的卫生

防疫宣传和群众卫生运动都需要与反细菌战相结合，受

美军细菌战影响的地区务必成立防疫委员会，做好卫生

清查工作，对于带菌毒虫要及时发现并做无害化处理。

对于疫区群众首先进行传染病计划免疫，如有已感染的

病人要集中收治，封锁隔离。1952年 5月 11日，《人民日

报》刊文第一次发出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号召，

文章总结了全国范围内反美细菌战的卫生工作，同时鼓

励人民群众在爱国公约中加入卫生防疫内容。

在积极防疫的同时，国际舆论也是反击细菌战的

重要战场。1952年 3月 8日，周恩来总理以新中国外交

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军发动的细

菌战；由中央军委和卫生防疫部门组成的专门调查团

深入疫区开展调研，发表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

北地区撒布细菌毒虫罪行的调查报告书》和《关于美帝

国主义在中朝撒布细菌罪行的调查报告书》。而 1952

年 5月 17日公布的 25名美军战俘关于自己实施细菌

战任务的交代材料，更是向国际社会宣布了美军发动

细菌战的铁证。通过中朝政府的不懈努力，陆续有许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声明反对美军的细菌战，美军否认细

菌战的妄想化为泡影。

三、反击细菌战的成绩与意义

细菌战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接受朝鲜战场的节节

失利而发动的“盘外招”，中国政府毫不屈服，针对朝鲜

战场和中国境内的不同特点，聚合群众力量，开展有效

反击，到 1952年 12月 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

之际，志愿军和国内人民的反击细菌战运动最终取得

胜利。

对于反击细菌战的时代意义，《人民日报》曾发表

社论进行阐释：“爱国卫生运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阴

谋，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通过不断地完善技术、方法和

思想观念，不仅清除美军的细菌媒介，同时提升我国的

卫生建设水平，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增强了国民反美

国侵略的信心，并最终取得伟大的胜利。”

反击细菌战过程中，各级党和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发

动群众，纷纷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强宣传，使人民群

众很快意识到了细菌战的危害性和卫生防疫工作的必

要性，落后的卫生观念得到扭转，卫生意识得到了提升，

不但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还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迷

信、传播了科学，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不仅如此，在

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和爱国卫生运动中，通过清运垃

圾、整修户外水体、除“四害”等手段，环境卫生得到清

理，传染媒介得到消除、还在国内初步普及了常见传染

病的计划免疫，改善了旧中国遗留的脏乱差的公共卫生

状况。通过反细菌战的实践，全国城乡、厂矿、农田、水体

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有效性得到验

证，讲卫生的重大意义深入人心，新中国也逐渐摸索出

了一条将卫生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行之有效

的公共卫生治理办法，推进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与我

国抗击“非典”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精神一脉相承。

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不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

且疫病多发、缺医少药，人民群众的整体卫生观念和对

疫病的认知均十分落后。极端恶劣的卫生条件，无疑会

影响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速度和效果；美军在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悍然发动的细菌战，更是对志愿军战士和

国内人民的极大威胁。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中国政府

集中优势力量，广泛发动群众，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国的

细菌战，保护了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的身体健康，而

且还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推动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应对后续出现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精神传承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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