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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苏德隆教授开辟的学术道路深入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徐志一 俞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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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名誉总编辑苏德隆教授

苏德隆教授（#$"% & #$’( 年）是著名的预防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编委会名誉总编辑。#$)(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前上海医学院，但当时

的颜福庆院长派他到农村搞卫生工作，他欣然从命，不仅为农民防治疾病，还办小学，

讲卫生课。抗日战争中，他在难民中开展天花、霍乱等防治及消灭虱子的工作。#$*)
年他曾去印度霍普金斯细菌研究院考察鼠疫，#$** 年去美国霍浦金斯大学，学习流

行病学。一年后，他又去英国牛津大学，从师于发现青霉素获诺贝尔奖的 +,-./ 学习

并研究污水中的抗生素，#$*’ 年获博士学位。之后他遵守诺言，回到母校。全国解

放后，他看到解放军患血吸虫病，即投入了研究，并提出防治建议，被部队采纳，任命

为“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随后他完成了血吸虫病感染方式与钉螺分

布、钉螺生态学与灭螺方法、灭杀血吸虫卵、血吸虫防护等研究。#$(0 年初夏，他向

毛主席建议，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 0 年消灭血吸虫病是难以实现的。他又劝毛主席

不要在黄浦江中游泳，因为他的研究生已从江水中分离到伤寒杆菌，毛主席当即采纳

取消了游泳计划。

#$(’ 年全国开展“拔白旗”运动，苏教授受到严厉批判，直到 #$%# 年才决定予以甄别、向他道歉。不久，全国

副霍乱流行，苏教授到上海郊县开展研究，首先提出副霍乱地方性的学说，并认为疫苗效果不确实，应以改善饮水

为主导措施。尽管这些意见后来证明都是对的，但在 #$%) 年的全国副霍乱会议上，苏教授差一点再次遭到批判。

#$%) 年，苏教授主编流行病学全国教材，系统阐述了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重视统计学方法在流行病学中的应

用，并提出流行病学应从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 年春，苏教授率领 )" 余人，到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开展

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他提出方针为“毁其居，灭其族，防止其流入”。他们发动群众义务劳动，既消灭了钉螺，又整

修了石岸。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 ("" 余次，但他白天挂牌批斗，晚上回家读书工作。在这期

间，他完成氯硝柳胺杀消血吸虫尾蚴和桑毛虫皮炎的研究。#$0! 年，他曾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历经海门、南通、

如东、启东等地，调查水系分布与肝癌关系。提出了饮水为肝癌病因的假设。

#$0$ 年，他曾三次提出入党申请，终到 #$’" 年才被批准，从此他更加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的健康工作着。

#$’# 年开始，他同美国血吸虫病权威 12//34 博士，在安徽贵池设点，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比较研究；12//34
主张单纯用特效药物治疗；苏教授主张防治结合，以灭螺为主。到了 #$’* 年终于决出胜负，在只治不防的村庄中

人群感染率下降较慢，出现急性血吸虫病，钉螺无下降趋势；而坚持灭螺、防治兼施的村庄中，人群感染率与钉螺

密度直线下降，连续 ! 年未查见感染的钉螺。

#$’( 年 # 月，学校为庆祝他 ’" 虚岁以及从事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 (" 年，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他的朋友

和学生 )"" 多人从全国 !! 个省市赶来，表示祝贺。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年 * 月 ) 日下午 ! 点，他下楼候

车，找人求教水的浓缩方法，想寻找饮水中致肝癌的物质，不料发生车祸，一辆汽车将他压倒在人行道边。以极小

的概率，结束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

苏德隆教授在流行病学上主要功绩：

# 5奠定了我国流行病学基础。他认为：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的分布、生态与防制对策；应从传染病发

展到各种疾病，从定性的研究发展到定量的研究，从战术研究发展到战略上研究。

! 5高度重视数学与统计学方法的应用。他认为：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统计学是研究流行病

学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他提出钉螺的负二项分布，分析其聚集性，并用钩虫病未治愈率按指数曲线下降趋于零

而难以达到零的理论提出：除害务尽，反复斗争。

) 5应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流行病学采用观测法，将有关病因、人群环境等多方面的观测结果，贯穿起来，进行

分析判断。

* 5深入现场，开展科学研究。他一向认为流行病学的核心是在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他的研究课题大

都在现场进行，如研究血吸虫病、调查桑毛虫皮炎、研究肝癌，当时他以 0" 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解

水系同肝癌分布的关系。

( 5刚正不阿，敢于公开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问题上一贯坚持真理，从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曾大胆提

出霍乱地方性流行的理论，并小心求证。

苏德隆教授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他的发明创造，在我国预防医学界是无与伦比的。

他所提倡的严谨学风和学术理论，在我国流行病学界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为我国培养了整整一代流行病

学专家。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