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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幼卫生

教育的措施及成效

马慧芳，贺婉茹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抗战时期，为了从根本上减少陕甘宁边区妇女儿童的疾病和死亡，边区政府广泛发动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利用农
村庙会、报刊杂志、举办卫生展览会、开办妇女冬学以及培训新法接生人员、发动医务工作者下乡诊疗等一系列针对性的措

施，在当地群众中大力普及和宣传妇幼卫生知识，从而有效地改善了陕甘宁边区的妇幼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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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陕甘宁
边区群众的妇幼卫生知识极其匮乏，妇女和婴儿的死

亡率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妇

幼卫生工作，不仅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来保障妇女

的基本卫生条件，而且通过举办卫生展览会、农村庙

会、创办报刊杂志、开办妇女冬学以及培训新法接生

人员、发动医务工作者下乡诊疗等一系列针对性的措

施，在当地群众中大力宣传和普及妇幼卫生知识。这

些措施的实施，不仅对于改善边区落后的妇幼卫生状

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也为新时期妇幼卫生事业

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陕甘宁边区妇幼卫生的基本状况

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乃至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后

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陕甘宁地区的妇幼卫生极其落

后，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产妇和婴儿死亡率长期居高不

下。据民政厅的调查，安塞一区一乡出生小孩 １６０７
个，死去 １００１ 个，占 ６３％，而活着的小孩也大多有
病。［１］枣园、裴庄两乡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到 １０ 月中旬，共死
亡成年人 １３ 人，其中妇女就有 ７ 人（２ 人死于月经

病，５ 人是产后死）。儿童死亡 ９ 人，出生婴儿 ３７ 人，
死亡 ２０ 人。［２］时至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到 ４ 月中旬，延安市
共死去市民 １０８ 人，娃娃死亡较多，原因大多数是四
六风（破伤风）及百日咳、感冒而转成的肺炎和痢疾，

妇女大半死在跌身子（即流产）、产后风、产后淌血不

止。［３］惊人的妇婴死亡率使当地的一些妇女中流传

着“四怕”：一怕不受孕；二怕难产；三怕抚育不大；四

怕产后大人得病。［４］

除了死亡，月经病、妇科炎症以及产后风等各种

疾病也时刻威胁着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据统计，边

区妇女里患病的约占 ４６％—６２％，其中最多者为月
经病，得病的原因是由于平时或生孩子时不讲卫

生。［５］１９６延安南区韩家窑子村 １６ 个妇女 １３ 个有月经
病，有两种病的 ４ 人，三种病的 ２ 人，四种病的 １ 人，
有遗传性病（梅毒、神经病）的 ４ 人。许多人行经痛
苦和不能生育。［６］

居高不下的妇女儿童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由多方

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经济的贫困造成了当地医疗条件极其落

后，缺医少药，尤其是专业的妇科医生更是缺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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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妇女分娩时主要是由农村的接生婆（俗称老娘婆）

来接生。而老娘婆绝大多数没有文化，没有受过专业

训练，自然缺乏最基本的接生技巧。遇到难产她们就

用手、碗片、夹子等伸进产道往外拉，或把孩子割碎，

造成产妇、孩子的死亡。如盐池二区宋吉昌婆姨给傅

耀强的老婆接生时，用手往肚里去挖，结果把大人的

肠子都挖出来了。［７］１９４４ 年，清涧城关区二乡的陈家
塌和葛家岔两村，因为旧法接生，共死去 ７ 个产妇和
８ 个娃娃。有两个婆姨生产时娃娃的手都被老娘婆
拉断了。王光烈的弟媳妇生孩子，结果连大人共死了

三条命。［８］极具危险的生育过程，再加上生活的贫困

使妇女在生产时得不到基本的护理和照顾，致使边区

不少妇女患上了月经病、产后风等各种疾病，有的因

此而死亡。

其次，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落后，当地群众思想

极端愚昧，缺乏必要的科学卫生知识。当地妇女怀孕

生孩子时有许多陈规陋俗和禁忌，如妇女分娩时要用

碎瓷片割断脐带，因为用金属是“不吉利的”事；生孩

子得在炕底下或在炕上跪着生或坐着生，不能躺着

生，怕血会归心引起血迷……许多妇女难产时经常会

请来巫神跳神，有的甚至被巫神活活折磨死。如延安

有一妇女生产后感觉肠内有块疼，这实际是由子宫感

染引起的腹膜炎，家人去找巫神巫病，巫神说是分娩

后跟上了鬼，拿砖烧红放在肚皮上，烧得产妇疼痛万

分，最后竟被活活烧死疼死了。［９］

此外，不良的妇幼卫生习惯也是造成妇婴死亡的

重要原因。边区群众的卫生习惯普遍较差，其中尤以

妇幼卫生问题最为严重。当地妇女很少洗澡，月经期

间也不懂得注意卫生，许多妇女月经来了，都淌在裤

子上，或用烂布、羊皮往里一塞。［１０］妇女生孩子也一

般是坐在没有经过任何消毒的黄土或灰上生产，细菌

极容易进入产妇或胎儿的身体，造成感染。再如老娘

婆接生时手不洗，指甲不剪，剪刀不消毒，使边区许多

妇女因生孩子而患上各种妇科疾病。婴儿的死亡很

多也是不卫生造成的。由于剪脐带时的工具不消毒，

所以极容易引起婴儿得脐风而死。对此，从外地来到

延安的新知识女性陈学昭曾经描述：边区的父母们

“终究因为太脏，太不卫生，太没有育儿常识，往往容

易把小孩糟蹋掉。”［１ １］

二、陕甘宁边区普及与宣传妇幼卫生知识的基本

措施

“娃老养不活，带不大，婆姨不是早期不育，就是

有妇科病”，这种极端落后的妇幼卫生状况严重影响

着边区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也引起了党和边区政

府的高度重视。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妇女儿童的疾病

死亡，边区政府提出了“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

高妇女的卫生常识尤为中心环节”［１２］的工作思路，并

且广泛发动各方面的力量，采用多种形式，普及妇幼

卫生常识。

（一）举办卫生展览会，宣传妇幼卫生知识

边区经常性地举办各种卫生展览会，通过图画、

表格、实物等形式直观地向群众普及妇婴卫生知识，

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如 １９４０ 年的“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边区成功举办了一次妇女生活展览会。

其中关于妇婴卫生知识的一些图表和实物引起了农

村来的小脚妇女们极为浓厚的兴趣。展会通过形象

的生理解剖图表对妇女生理、受孕至婴儿产出作了详

尽的说明，还陈列了一些怪胎、怪衣及近代妇女生理

上需要的物品与药品，并且将婴儿的睡眠、哺乳、垫尿

布等卫生生活反映出来。参观过后，许多群众明白了

“原来小孩不是老天爷赐给的，是这样生的呀！”［１３］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延安市举行卫生展览会，展出内容
有妇婴卫生知识和人口出生死亡统计，详细介绍了造

成孩子死亡和流产的原因，内容形式具体，极具感召

力，参加的人络绎不绝，使群众受到活生生的妇幼卫

生知识的教育。［１４］一位老年妇女，曾生过 １３ 个娃，有
１ １ 个得脐带风死了，看到展览，非常伤心地说“要是
早解下这些道理，尔格（方言：这会儿）这些娃娃都活

着呢！”她回去后用会上讲解员讲的办法，把自己和

女儿的头洗得干干净净，换了一身新衣，带着女儿来

看展览，并且还说：“我就是再穷，也要送她到医院去

接生。”［１５］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医大的女同志在教室里也举行了
一个小型的卫生展览会，通过通俗而生动的图画宣传

卫生知识。在展览会上，室内的桌子上放了许多孩子

们的衣裤和尿片，负责的同志以实际的操作教导观

众。例如对娃娃的衣服要怎样穿才算合适；尿片的更

换要怎样包裹，才能使娃娃舒服；生产时要准备些什

么和怎样准备等，使参观的婆姨们非常高兴。参观期

间，３ 个孕妇和 ５ 个不生育的妇女还主动要产科医生
检查身体。一位婆姨还说：“八路军对咱老百姓真

好，连养娃的办法都教导我们。”许多婆姨还把展览

会上赠送的胖娃娃的漫画和标语，珍贵地高高贴在炕

头上。［１６］

（二）开办妇女冬学，普及卫生教育

为了使卫生保健教育从孩子抓起，当时在全边区

的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增设了卫生常识课。与此同

时，边区政府还把妇幼卫生知识作为对成年妇女扫盲

识字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当时的一些扫盲识字班中，

很多女教员尽量用通俗的语言给妇女群众讲解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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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甚至亲自给她们示范新法接生步骤。为了便于

妇女们理解记忆，有的教员还把一些卫生常识编成了

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在边区创办的以妇婴

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中，镇原县刘家城村

的妇女冬学，就是一个典型。镇原县刘家城的 ５４ 个
妇女，有 ４３ 人是有病的。能生育的 ３９ 位妇女中，共
生过 １９４ 个娃，其中只养活了 ８８ 个，儿童死亡率占
５４％还多。妇女们普遍觉得识字没有用，自己害病娃
娃养不活。因此，当地妇女冬学就以妇婴卫生课为

主，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了“卫生第一，识字第

二”、“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的方针。该冬

学请人画了 ６ 幅新法接生的挂图，教妇女做月经带，
推广新法接生及婴儿护理。［１７］２１５ －２１６刘家城的妇女卫

生冬学收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据统计，经过教

育，冬学结束时，有 ３５ 个妇女按新法做了月经带；有
４ 个产妇用了新法接生；有 ３ 个怀孕的妇女也作了生
娃娃的准备；还有几家注意了小娃娃的卫生；其他经

常洗手、洗脸，不吃生冷、剩饭的 ３０ 多家。［１７］２４９

在刘家城卫生冬学的带动下，边区进行妇幼卫生

教育的冬学逐渐多起来。延大高平同志曾在定边七

区四乡三村办冬学，给妇女讲解新法接生。他把新旧

接生方法对照起来说明，又把妇女最关心的如怎样把

娃娃养大、娃娃有病怎样治、月经不来怎么办等问题

进行详细解释，受到了妇女们的欢迎。［１８］赤水秦家洼

冬学有个妇女识字组，教员把《关中报》上关于新法

接生的文章和旧法接生害死人的消息读给她们听，用

拉话的方式宣传解释，使她们接受了妇婴卫生教

育。［１７］２５１

（三）发挥报刊杂志的宣传作用，进行广泛深入

宣传

陕甘宁边区曾经创办了许多专门的卫生报刊杂

志，如《国防卫生》、《卫生月刊》、《边区卫生报》等。

这些报刊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妇女卫生知识和科学

育儿方面的文章，成为了边区群众了解妇婴卫生知识

的重要渠道。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妇女》、《新中

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刊杂志也都

是宣传妇幼卫生知识的主要阵地。如《解放日报》的

卫生专栏就曾刊登了《不正常的月经》（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怀孕期间的卫生十大条》（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孕妇临盆时的卫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等许
多妇幼保健方面的文章。尤其是《中国妇女》作为共

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专门的妇女期刊，更是把妇幼卫生

知识的宣传作为了其重要任务。如《谈谈女子的月

经》（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 日）、《受孕与分娩
的经过》（第一卷第四期，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卫生

常识———关于妇女的白带》（第二卷第一期，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等，这些文章的发表为宣传妇婴卫生知识
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边区的卫生部门还编辑和印

发了大量的妇幼卫生小册子，也很好地配合了边区的

妇幼卫生宣传。

（四）利用农村庙会，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妇幼卫生

陕甘宁边区有许多传统的庙会和集会，届时周围

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外的群众都会赶来求儿女、

求富贵。医务工作者就利用此人群比较集中的时机，

通过宣传横幅、展览画、展览棚、幻灯片、秧歌、戏剧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妇幼卫生知识，收到了极好

的宣传效果。如 １９４５ 年古历三月二十日，延县柳林
区四乡北沟庙会上，边区妇联会的同志携带各种药品

及“怎样养娃娃”等彩画前往庙会进行妇婴卫生宣

传，边区文协也携带“怎样养娃娃”等洋片进行宣传，

很受群众欢迎。许多妇女被妇婴宣传和拉洋片所吸

引，急忙地烧了香便跑出去听宣传和看洋片。［１９］子长

杨家园子 ３ 月 １８ 日娘娘庙会上，宣传员通过文化棚、
问病处、秧歌三种形式宣传妇幼卫生。宣传员给群众

散发中央总卫生处印的宣传画时，要求群众一定要把

上面的“娃娃结实长得好，常晒太阳常洗澡……”等

内容记下来才给，所以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２０］

１９４６ 年，甘谷驿完小也利用 ４ 月 ８ 庙会进行妇婴卫
生宣传。教员画出画片，编出唱词，仿效拉洋片的方

式演出。还详细讲解临产前怎样准备，怎样剪脐带，

以及如果不小心钻上风，娃娃就会得嘬口风等，深受

妇女欢迎。［２１］

（五）发动医务工作者下乡诊疗，培训新法接生

人员，以实际效果教育群众

为了尽快宣传和普及新法接生，边区各医院及卫

生单位，经常发动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队、接生组、

助产工作组等到延安附近地区巡回医疗，帮助当地妇

女诊疗、接生，并举办接生训练班。据统计，仅 １９４４
年，走进农村去的医疗队、助产工作组和妇孺卫生工

作组就有 ２０ 个，１ １２ 人。［２２］他们对于妇幼卫生知识的
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中央卫生处巡回医疗队到

安塞、子长、志丹等县进行巡回医疗时，其主要任务之

一就是宣传妇婴卫生，调查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及疾

病情况，改造旧接生婆，培养新法接生员。医疗队在

每个县停留一个月左右，上午为群众看病，进行宣传，

下午办接生人员学习班。绥德白润芝在下乡工作中，

走了 ４５ 家去宣传卫生保育法，又在学校内教卫生课，
还组织临时性的助产训练班。［２３］下乡的各个医疗队、

接生组不仅给群众积极宣传了妇幼卫生知识，而且免

费为群众看病、接生，使许多群众的病转危为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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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法接生使婴儿成活率大大提高，边区好些人家都

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健康娃娃，所以还以实际的医疗效

果教育了群众。如甘泉盐业公司有个职工家里抚养

不活小孩，他大嫂生了九个孩子，养了别人三个孩子，

一共十二个孩子全死了。他自己的三个孩子也都死

了，他老婆再一次怀孕后，由边卫派到甘泉的接生工

作组实行了新法接生，生下的孩子又白又胖。完小校

长老婆难产，产妇身体又弱，小孩生下来就不会呼吸

了，大人、小孩的生命都很危险。经工作组同志救治，

产妇、小孩都得安宁。由于这些事实，群众认识了新

法接生的好处，并向工作组的同志学习妇婴卫生。［２４］

三、陕甘宁边区妇幼卫生教育的成效

在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效领导下，边区的妇

幼卫生教育取得了瞩目的成效，妇幼卫生水平有了大

幅度提升，主要体现在：

第一，妇婴死亡率降低。在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

下，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得到了控制。据统计，中

央医院妇产科在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１ 年共收产妇 ５６５ 人，
死亡 ２ 人，产妇死亡率为 ０３６％，而在 １９４２ 年及
１９４３ 年期间出院的 ８９３ 名产妇中，无一人死亡。［２５］另
据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央医院产
科 １９４３ 年 １ １ 个月出生的 ４７０ 个婴儿，体重在 ８ 磅以
上的，下半年比上半年增加了一倍；５ 磅以下的仅占
全数的 ３１％。平均所有婴儿的体重，在上半年是
６７６ 磅，下半年增加到 ６９ 磅。而且全年婴儿的死
亡率也降至 ２４％。延安北郊的黑龙沟村，１ １ 个育龄
妇女，以前生了 ６７ 胎，死了 ４５ 个，存活的 ２２ 个中还
有 ２ 个是病残，而在抗战后生的婴儿都存活了。［２６］

第二，妇女作为生育主体开始受到家庭的重视。

在新法接生的宣传和普及中，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逐

渐改变了在家庭中被漠视的处境，“坐月子”期间的

饭食营养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有的产妇还能吃到鸡

蛋、蔬菜等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产前产后也能得到一

定的休息，坐月子的时间也明显加长，有的妇女甚至

还能休息 ４０ 天左右。这些变化使妇女的生育健康得
到了保障。尤其是过去习惯于听天由命的妇女们也

开始关心自己分娩的“质量”。她们要求受到爱护，

要求保证自己在生育后能够身体健康，要求家庭的重

视和关心，尤其是丈夫的关心和爱护，以纠正传统生

育中男性的无情和夫妻关系的疏远。［５］２０４

第三，新法接生逐渐得到普及。新法接生的逐渐

普及是边区政府妇幼卫生教育最显著的成效之一。

新法接生在边区推行之初，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就

像当地的男性们所说：“以前没有什么新法接生，婆

姨还不是照样生娃娃。上辈人还不是这么活下来

的。”有的还说：“公家管得太宽了，连生娃娃也要

管。”但在政府的动员和宣传下，群众的观念逐渐得

到改变。一些妇女看到从医院生娃回来的妇女身体

比以前更健康、更好，羡慕地说：“以后生娃，一定要

到医院去。”有的妇女还想把医生请到家里去接

生。［６］许多妇女怀孕后还主动要求到医院检查胎位。

有一个怀孕的婆姨，她婆婆就是“老娘婆”，可是临产

时，还找医生来接生，并且在生产时是躺着生的，她婆

婆居然放弃了老一套办法，接受了新的接生方法。［２７］

随着新法接生的普及，妇女生产时的许多陈规陋习得

到改变。大部分妇女生产时用炒过的灰或黄土，装在

布袋里，不再直接坐在灰或黄土上，减少了感染的可

能性。部分产妇已接受新法睡下生，剪脐带也开始用

剪刀，不再用高粱杆，也知道要消毒。原来生完孩子

坐三天改为坐一天或半天，有的甚至完全不坐而改为

睡着。如子长玉家湾的高子英，生孩子时是睡着养，

养后大部分时间是睡着，而且在养的时候下身不垫

灰，不垫土，她怕灰土不干净，而是用旧布洗得干干静

静垫在身下，用脏了就换。因此，她在月子里流血不

太多，头也不昏，眼也不花，也没有血迷，身体很健

康。［２８］

第四，妇女的卫生意识普遍增强。大规模的宣传

教育使边区群众的卫生意识开始增强，尤其是妇女的

卫生保健意识有了提高。边区妇女过去有了妇科病，

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一般不好意思给别人

说，去医院生孩子或看妇科病的妇女更是寥寥无几。

而现在她们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有病妇女主动

到医院检查治疗。她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有了一些

初步的卫生习惯，开始洗衣洗澡，月经来了知道要用

月经带，不再用破布，烂牛毛等。如延安市南区韩家

窑子村的李荣香平时穿衬衣，被褥常晒，窑内常打扫，

生娃时剪脐带剪子要洗过，手要洗净，并且还常洗澡，

洗衬衣。［６］

从普及生育卫生到生活卫生，陕甘宁边区群众传

统、闭塞、落后的生活方式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攻势

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尽管当时的妇幼保

健工作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仍然存在着一些局

限和不足，但边区政府能够克服各种战时困难，积极

宣传妇幼卫生知识，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大

大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为抗战的

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新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发

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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