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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工 防 霜

早在 50年代，大部分县是在1958〜1959年 ，一般在8 月份，组织群众熏烟防霜。九 

龙县气象站于1965年 ，针对城关乡地势较高的一个生产队，每年种植玉米200余亩，种 

早了遭晚霜冻，种晚了又受早霜冻的情况，提出了防霜办法，发动群众积防霜树枝5691. 5 

公斤，在凌晨4 时地面温度表出现冻结现象时，组织熏烟，直至早上8 点半熏完，结果 

使这个队大片玉米地由霜变露，达到了趋利避害效果。巴塘气象站在分析造成霜冻危害 

原因的基础上，采取霜前松土灌水的办法，提高土壤体温能力。还总结出三条防霜经验： 

统一信号和行动；防止明火燃烧，增加空气浓度，达到保温目的；烟堆位置安放合理。这 

一熏烟防霜措施，一直坚持到8〇年代。

(四） 民间气象谚语应用

州、县气象站从1958年开始，注意收集许多广大农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总结出的气象谚语。（1 ) 短期天气谚语。“早烧不到中，晚烧一场空”、“早烧有雨，晚 

烧晴”、“天上有风像羽毛，地上风狂暴雨”、“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有雨天边亮， 

无雨顶上光”、“乌云遮东，没雨有风”、“东明西暗，等不到吃饭”、“天上瓦块云，今天 

晒死人”、“老鹰低飞雨，高飞晴”等 2 0多条短期天气谚语。（2 ) 中期天气谚语。“久晴 

要下雪蛋子”、“雨打二十三，下月不得干”、“雨打二十五，下月无干土”，“早霞不出门， 

晚霜行千里”、“蜘蛛吊水，3 至 5 天内有雨”、“久晴突然云起北，不久要下雨”等 10条 

中期天气谚语。（3 ) 长期天气谚语。“春节下雪，冬天雪多，第二年是风调雨顺好年成”、 

“清明要晴，谷雨要淋”、“冬天冷得多，第二年雨水多”、“冬天雪多，夏天雨多”、“立春 

有雨夏不干”、“正月多北风，当年初霜早”等 1 0多条长期天气谚语。这些天气谚语现在 

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们从事农牧业生产。

第五节医药卫生科技

一 、 诊断医疗技术

州人民医院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小儿科、口腔科、传染科、检验科的诊 

断医疗技术，逐步提高和改进。（1 ) 内科。5 0年代 ， 一 般采用简单内科诊断手段，之后， 

推广使用“组织封闭”、“脊髓按摩”及破伤风用“肾封闭”、风湿性关节炎用“关节封 

闭”。60年代以来，先后采用心电图、电动心电图、免疫化学、血气分析等一些现代临床 

诊断手段，提高了诊断技术，及时抢救呼吸道和心血管系统疾病，成功率达9 0 % 以上。在 

心血循环、呼吸、消化、神经、精神等方面都有新技术推广。（2 ) 外科。在泌尿、脑、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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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科、骨科和烧伤整形为一体、阑尾炎、胃大部分切除、肝叶修补、胆道结石和膀胱、 

肾内结石的摘取、各器官包囊虫的摘除等，都具较高水平，间或也作肺贯通伤治疗和肺 

叶切除。对骨膜结核、腰椎结核、支气管食道瘘、髙压电击伤垂危等进行过治疗，严重 

烧伤面达8 0 % 以上进行皮肤移植成功率在70〜8 0 % 。（3 ) 五官科。“鸡眼角膜植换人眼 

角膜的研究”取得成功，应用于临床。并能对咽喉疾病进行成功手术治疗及鼻炎根治、中 

耳炎根治、视网膜脱落复位等。（4 )妇产科。能做阴道脱落细胞检査、羊水鉴别试验、羊 

水栓塞病人血液中检査羊水细胞，以及阴道内窥镜检査。还使用 B 型超声诊断仪检査胎 

位、卡松尼试验鉴别卵巢囊肿和子宫肌瘤，用癌试剂对腹腔包块的鉴别诊断。并对产后 

羊水栓塞病的诊断和抢救治疗有新的突破。（5 )小儿科。能诊断、治疗婴幼儿常见病、多 

发病及疑难病。（6) 口腔科。能开展快速矫牙和颜面及口腔内肿瘤切除术。（7 ) 传染科。 

对伤寒、副伤寒、肝病等传染病的诊治有较高的技术水平。（8 ) 检验。在一般检验的基 

础上，还开展血脂分析、血气分析。1986年以来，开 展 “国产羊人血清及参考血清代替 

BeckmanICS进口抗血清及校正液”的研究和使用。在检验上，还开展多种酶、普及 Elisas 

检测乙肝的多个血清指标、HCG、a—F P 等，以及用RPH A法检测人体包囊虫病和免疫 

化学技术。

各县人民医院均能采用检验、放射、超声波等多种诊断技术，基本能完成甲、乙肝 

表面抗原，或 乙 肝 “两对半”血清指标测定。大多数县院还可进行腹腔穿刺和腹、肾透 

析等。

二、中、西医结合

州内中、藏、西医医疗技术结合，始 于 50年代，落实中央“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 

中医”的指示，曾组派不同层次医务技术人员，参加有相应技术理论水平的脱产班和在 

职 班 ，学习中医理论，总结、整理、发掘祖传秘方。州卫生防疫站使用中药方“黄甲 

散”治疗梅毒、水艮线灭虱、针灸治淋病及其他疾病、“三仙丹”驱肠道寄生虫。泸定皮 

肤病防治院参照《医宗金鉴》，先后使用“扫风丸”、“追风散”、“大风子丸”等1〇余个 

中药方对麻风病进行治疗。同时，采用穴位注射蒸馏水等治疗乳腺炎、膀胱炎等一次见 

效；用药物、穴位封闭治牙痛、扁桃体炎、扭伤、腰痛、肩周炎等，疗效显著。州卫生 

局推广使用“大骨节病合剂”与 “大骨节病药酒精”交替使用，治疗 272例病人，一个 

疗程后有效率均达69. 9 6 % 。7 0年代中期，州人民医院罗子光等，使用大蒜芒硝捣烂敷 

涌泉穴治疗阑尾炎；张济良、邓中用等使用蜂蜜、清油调匀内服，再用猪牙皂烧烟动肛 

门治肠梗阻，均获满意疗效。张先觉研制“一枝蒿注射液”，用于术后止痛及跌打损伤局 

部疼痛。曹阳、袁宗吉研制“雪灵芝糖浆”、“芸香油胶囊”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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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甚佳。甘孜县医院用中药治疗肝炎、阑尾炎。巴塘县医院用中西药结合治疗肾病综合 

病，推广针刺麻醉作阑尾切除术。

三、对传染病预防

解放后，即在全州开展对传染病、性病、地方性疾病、人畜共患病及职业病的防治， 

引进使用医药卫生科技，宣传贯彻《传染病防治法》，把传染病的预防、消灭纳入法制管 

理轨道。

卫 生 防 疫 州 、县卫生防疫站负责技术指导，先后扑灭全州重大疫病上百起。法定 

传染病总发病率由50年代末的2479. 48/10万，下降到1990年的43. 92/10万。其中：麻 

疹由10000/10万，下降到34. 97/10万，百日咳由447. 01/10万，下降到11. 67/10万； 

脊髄灰白质炎由30. 2/10万，下降到6/10万；白喉连续11年无病例报告。经部、省及 

世界卫生组、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专家评审验收，已达到“七五”规划中关于儿童计 

划免疫“四苗”接种率8 5 %以上的目标。

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对布鲁氏杆菌病进行调査防治10万余人，.分离菌株91株。配 

合进行人畜免疫接种监测，开展慢性病调研和治疗。査鼠疫疫源11年。坚持在石渠、色 

达、炉霍、甘孜、德格5 县的32个乡，开展系统检索和动物血清监测，证实州内有鼠疫 

自然疫源的存在。对地方甲状腺病、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人体旋毛虫病、人体包 

囊虫病进行调査研究，掌握了流行病学状况和危害程度、危害范围，明确了防治方向。

职业病、劳动卫生的监督监測对尘、毒、噪音、高温等企业，定期对职工进行体 

检。开展云母尘、皮毛粉尘、各种尘肺、砂肺、心脏病、指甲凹陷等人体健康关系，各 

类农药的使用对人体危害等进行调研，提出预防措施。对市场化妆品进行技术监督和指 

导。31年来，仅州防疫站就监测各种样品5 万多个，提供有效数据12万多个，经四川省 

技术监督局组织认定为取得“合格证书”单位。

麻风病防治解放后，接办了原教会泸定麻风院，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采用氨苯 

砜、苯丙砜、胺硫脉，以及强刺激新医疗法及中草药、“681”注射、左旋咪唑口服、骨 

结核散等一系列治疗措施。1974年后，普遍使用氨苯砜加利福平二联化疗，提高了疗效， 

减轻治疗反应。从 1985年起，治疗麻风多菌型病人，应用氨苯吩嗪、利福平、氨苯砜三 

联化疗，缩短疗程，提高效果，防止复发。

四、藏医药继承和发展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抢救藏医药科学遗产。各县组建全民、合作、个体等不 

同性质的藏医院、藏医联合诊所、中藏综合医院等。这些藏医单位在为群众治疗疾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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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除提高自身诊断医疗技术，还学习西医医疗技术，并逐步引进“X 光机”、超声心 

动仪、超声波诊断仪等现代医疗诊断、检验等仪器装备。1980年，德格藏医院组织老藏 

医，研制康区已失传近百年、藏语称“水银洗炼化的锻灰”，即以水银为主要原料，经过 

去污、熏毒、火炼而制成的“佐塔”，又 以 “佐塔”为主要原料，先后研制成功“七十味 

珍珠丸”、“仁青芒觉”等系列名贵藏药。以 “八铁”（黄金、白银、紫铜、铁、黄铜、铅、 

锡、响铜）和 “八火质” （酸石、红云母、金矿石、雌黄、磁石、银矿石、自然铜、雄 

黄）为主要原料，炼制出一系列的传统藏成药。1985年，州卫校藏医部冶炼成功“佐 

塔” 5 0多公斤；次年又研制成功“佐塔德支姆”、“达赫青姆”、“戈支多下金”、“二十五 

味珊瑚丸”、“二十五味松耳石丸”等名贵藏药。以后，还研制出名贵藏药“仁青”系列 

9 种，并在州内和省内外广泛使用。1989年，州藏医院先后两次成功生产“仁青佐塔”500 

余 斤 ，加 工 “仁青芒觉”、“珍珠七十味药”、“松耳石二十五”、“珍珠二十五”等 “仁 

青”系列名贵成药13种。甘孜县藏医院亦制造藏成药132种，其 中 “苟曲下多”、“降西 

尼安”、“康科的”，1988年曾送省、州展览。以上研制出的藏药，对于医治胃病等疗效甚 

佳。1988年，德格藏医文献研究所搜集、整理、研究、注 释 了 《朱旁医学选集》、《四部 

医典注释》、《藏医尿诊脉诊注释》、《藏医临床札记药物配方精华》、《钦则医学选集》、 

《长寿珠发母子合璧》、《三种名贵藏药的配方》等藏医药理论书籍。

第六节工业科技

一、机械工业

甘孜州农牧业机械，以引进推广为主，自行设计改制为辅，引进适合旱作农具制造 

新技术，推广新机具，开发改制小型农牧业机具。六七十年代前，农村牧区农机具先后 

推广有：新式步犁、羊毛剪刀、进口匈式SL50/55履带式拖拉机、苏 式 “德特一54”拖 

拉机、机引九铧犁、2 8片及 3 2片圆盘耙、24行条式播种机及其配套连接器、玉米脱粒 

机、钉齿耙、锄草机、马拉摇臂收割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马拉五行播种机、“郑 

杠一50”型全喂入式脱粒机、喷雾器、喷粉器、乌拉斯一28拖拉机、牦牛绒抓子、双轮 

双铧及单铧犁、山地犁、开荒犁、小麦脱粒机、4、5、7、10行马拉播种机、机动羊毛剪 

等多种。1955年，州内曾改良设计“六行播种机”。1958年 ，州乾宁农试站铁工潘沈源 

将只有一个刀片的除草机改为两个刀片，功效由原来每人每天2〜3 亩 提 高 到 7 亩。 

1964〜1966年 ，泸定农机厂生产山地犁、五行播种机、脱粒机、BX—5 型人力播种机;1970 

年 ，设计仿制高水头CD26—W—5 5型水轮机，成为该厂拳头产品。1979年 ，丹巴县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