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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历史悠久。
7

《洛宁县医药志》的编纂工作，在各级史志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于1983年9月开始，12月底撰出草稿。1985年9月定稿。断限，上起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下迄1984年12月底。共分十二章，二十节，

四十四目，约七万五千字。

本志的编写，以马歹I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吼lj，本着。详今略

古”， 。记实求真”的原则，以文为主，兼用图．表、照，力争达到

图文并茂。着重反映了中药材生产，中西药经营，工商企业管理及机

构沿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和现状。为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推动

医药事业发展．起副一定作用，以资后人借鉴。

由于医药机构多变，我们搜集到医药方面的史料较少，加之，缺

乏编写经验，因此，在材料取舍，文字组织等方面，错误难免，恳请

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在编写中。曾得到地区医药局、县编志办的热情指导和有关单位

的大力协助及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缡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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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医药志

第一章概 述

洛宁县地处河南省西部，位于北纬三十四度六分至三十四度三十

八分，东经一百一十度八分至一百一十度五十分之间。东西长六十五

公里，南北宽四十公里。西与卢氏、灵宝县相接，南与嵩县，栾川县

相连．东与宜阳县相邻，北与陕县，渑池县相交。总面积二千三百零

五点九平方公里，总人口三十八万三千零九十七人。十九个乡。一个

镇。洛宁县医药公司，位于新城区十字街西南部，东与二轻局门市部

相邻，西与老汽车站榴连。

铬宁地势西高东低，山，川，原，陵皆有。熊耳山矗立于南，崤山、虎

山虎踞西北，三面重峦叠嶂，一而乎坦无垠。洛河水自西而东横贯全

境。山区海拔一千米以上，原区海拔五百米左右。最高海拔二千一百

零三米，最低海拔二百八十米。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多

风少雨，气候干燥；夏季高温暴雨；秋季阴雨连绵；冬季寒冷多风、

少雪．年平均气温十三点七摄氏度，无霜期二百一十六天。降雨量六

百零六毫米．林草丛生，土质肥沃，大部是棕壤土、褐色土．潮土．

自然资源车富，有利于各种药材生长，是河南省主要药材产地之一．

建国前的医药经营都是私人堂店。全县有店铺一百五十六家，其

中：中药一百四十七家，西药九家。t959年建立医药公司．下设收购．

批发、零售门市部，长水建立了批发点(兼收购、零售)。担负着全

县药材生产，收购和医疗单位用药的供应工作。1979年，建立了“洛

宁县医药管理局”，1984年5月，机构改革，取销。医药管理局”改

为“洛宁县医药公司”(为一级机构)．现有职工一百二十四人，

占地总面积九千平方米．建房一百五十间，年销售总额二百零八万九

千四百一十五元．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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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医药志

公司下属单位——“洛宁县制药厂。，由原来医药公司药材加工

组发展起来，1969年6月26日正式建厂。1978年改为。洛阳地区第四

制药厂”．生产有癫痫灵、胃溃灵，鼻炎灵片畅销全国，特别是首创

中成药鼻炎灵片，远销国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医药供

应总的趋势是上升，1982年至1984年，总销售额为六百二十七万元，

基本上满足了全县医疗单位的用药需要。

·2·



洛宁县医药志

第二章大’事记

1790年

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县志记载，洛宁地产中药材有四十种．

1917年

民国六年县志记载，洛宁地产中药材有一百一十四种．

1934年 ．

西药传入洛宁。

1956年

党对工商业者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私营药业实行公私

合营． ．

1958年

4月由。公私合营医药商店”、。中药材公司”， 。洛宁县医药

门市部”三家合并为。中西药经理部。．

1959年 ．

建立“洛宁县医药公司。．

1960年

上戈，长水，下峪，赵村，陈吴、东宋，河底七处建立医药批

发、零售、收购综合网点．

1962年

除长水医药批发点保留外，其他各点撤销。
‘

1963年

清理出“三清老商品”损失一百三十万元．

1967年
’

8月商业部颁发。药品全国统一牌价”，药品．器材执行全国统

·3·



洛宁县医药志

一价格。

1969年

6月26日建立。洛宁县制药厂”又名。六·二六。制药厂。

1969年

商业部，国家计委发出关于降低中药价格的联合通知：中药执行

全省统一价格。

1974年

医药公司从王范迁移到新城。

拆除原医药公司王范旧房，砸死群众三人。

收购党参等级掌握不严格，造成经济损失八万元。

1975年

洛阳地区在洛宁召开丹参生产会议。

1979年

1月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处方计量改革，由市制变公制”．

成立。洛宁县医药管理局”．

1980年

医药公司汽车驾驶员雷铁行，刘中先因修汽车着火，造成车损人

残，损失七千五百元．

1982年

根据国家淘汰药品一百二十七种，中其：公司药品淘汰十二种。

损失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元．

1983年

医药公司汽车驾驶员胡志勤、行车到洛宁西寨，汽车辗死小孩赔

款三千七百元。

1984年

元月5日将原医药管理局撤销，改为医药公司(为一级机构)．

·4·



洛宁县医药志

第三章中药材生产

第—节野生药材

一．资源分布及种类

洛宁地处山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自然条件适宜中药材生

长。据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县志记载地产药材有四十种；民

国六年(1917年)县志记载有一百一十四种药材。1975年普查有四百

一十六种。

前四十种药材有：

黄芩，知母、桔梗、连翘，桑皮，柴胡、车前子，益母草，金银

花，细辛，丹参、山楂，防风、香附、天南星，黄精、寄生、瞿麦．

早莲草，何首乌．贝母、寸冬，杏仁，桃仁、苍术、酸枣仁，茵陈．

地骨皮、紫苏，沙参、杜仲、紫草，壬不留、猪苓，荆芥、葛根、前

胡、薄荷、艾叶、贯众。

后一百一十四种药材有：

艾、荆芥、防风，半夏，知母，桔梗、茵陈、细辛、黄芩、山

楂、甘松．赤芍、地锦草、水三七．菊花、藜芦、芫花、红花、酸枣

仁，白芍．紫苏，麻黄、薄荷，连翘、秦艽、茜草．黄精、木贼，香

茹、贝母．苍术、射干、远志、沙参，黄柏，杜仲，丹参、菖蒲、前

胡、藁本，柴胡、百合、木通、杏仁、马勃、藿香、丹参、商陆、猪

苓、牙皂、山药．氍麦、桃仁、地榆，牡丹皮、五加皮，地骨皮．郁

李仁，柏子仁，瓜萎仁、闹阳花、虎耳草、风仙草，龙胆草．寄生．

葛根．贯众、金银花、鹿含草．谷精草，款冬花，益母草，风眼子，

地肤子、翻白草、马鞭草，透骨草，急性子、稀签草，牛蒡子等．

·5·



洛宁县医药忘

1975年。对全县中药材进行了一次普查，共有四百一十六种、其

中：根茎类八十四种，果实类六十九种，全草类四十一种，花叶类二

十三种，树皮类十一种，藤木树脂类八种，动物类二十八种、矿物类

三种，菌藻类七种，其他类四种，新草药类一百三十八种。

(·)根茎类八十四种

贯众，商陆、野党参、生地、狗脊、泽泻、薤白、牛膝、甘草、

麦冬，赤芍，白薇、威灵仙、玄参、川乌、苇根、百合、葛根、龙胆

草、升麻、黄芩，青木香、柴胡、九节菖蒲，苦参、玉竹、独活、山

慈姑，天花粉、丹参、天麻、藁本、常山，南沙参，紫草、紫苏根、

苍术、寻骨风、续断．贝母、银柴胡、紫苑、山药，铁灵仙，草河

车．茜草、土黄芪、虎杖．半夏、前胡．白头翁、桔梗、远志、黄

精、何首乌，红柴胡、射干、白芍、白茅根、墓头回、狼毒、香附、

山豆根、川芎、漏芦、白芷．天南星，红要子、地丁、定风、元胡，

荆三棱、防风、白芨、板兰根、白附予，天冬、地榆、土贝母、自

蔹，自前，藕节，穿山龙。

(二)果实类六十九种

白果，桃仁，石榴皮．大枣、胡桃，杏仁，大皂角，酸枣仁．火

麻仁、山楂．瓜蒌子、无花果．郁李仁、柿蒂、冬瓜皮、白扁豆、糠

谷老，丝瓜络．地肤子，录豆、女贞子，王不留，赤小豆、白豆衣，

鹤虱，草决明、黄瓜子、车前子，西瓜皮，五味子，苍耳子、小茴

香、连翘、苦丁香。苏子、二丑、槐角，桑椹、黑芝麻、牛蒡子．枸

杞、薏苡、褚食子、韭菜子、故子，急性子、浮小麦，甜瓜子，沙苑

子、自芥予、槐米，白蒺藜．索罗子，冬瓜子、柏子仁、南山楂、全

瓜篓、乌梅、山萸肉，小牙皂，马兜铃．木瓜．葶苈子、菟丝子．莱

菔子、大麦芽、梧桐籽．花椒，青相子。

，

(三)全草类四十一种：

石韦、淫羊藿，山藿香、木贼，徐长卿．鱼腥草，薄荷、佩兰，

细辛、紫苏、罗布麻．益母草，公英、马鞭草、茵陈，早莲草，淡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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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夏枯草，小蓟，青蒿，浮萍草、山葱，泽兰，卷柏，翻白草．藜

芦．鹿含草、透骨草、瓦松、仙鹤草，金钗，大力草、茼蓄、芥穗，

车前草，稀签草，瞿麦、谷精草，大蓟，刘寄奴，马齿苋。

(四)花叶美二十三种：

月季花，扁豆花、野菊花、红花，葛花、旋复花、大青叶，荷

花、闹羊花．合欢花．凤仙花。金银花．艾叶．冬花．辛夷花，鸡冠

花，玉米须，梧桐花、霜桑叶、芫花，侧柏．槐花、苏叶．

(五)树皮类十一种：

牡丹、杜仲，合欢皮、椿树皮．苦楝皮，秦皮，地骨皮，桑皮，

山黄柏、自鲜皮、五加皮。

(六)藤木树脂类八种，

松节、山JII柳、竹茹，桑寄生，皂角刺，忍冬藤，夜交藤，桑枝。

(七)动物类二十八种：

豹骨，牛胆汁，全虫、蜂房、麝香，猪胆汁，獾油，灵脂、狗

肾，望月沙、蟾酥，驴肾，夜明沙．姜蚕．蝉蜕，刺猬皮，鳖甲．水

蛭，螃蟹，蚕砂，斑螯．紫河车，蛇蜕，牛黄，鸡内金，水獭肝、

红娘，虻虫。

(八)矿物类三种，

龙骨、龙齿、黑砜。

(九)茵藻类七种：

黑木耳、猪苓、灵芝，马勃、银耳，吾倍子、桑蛸．

(十)其它类四种：

干漆，芒硝、柿霜、白草霜．

(十一)新草药类一百三十八种I

蝉花、向荆、浮萍草、小石韦、毛白杨、刺柏．山胡桃．华山松、

早柳，删口、构树，山木通、土荆芥、千日红、女篓莱、瓦草、野棉
花、蚤缀，棉团铁线连、锦鸡儿，山合欢、紫荆皮，回回蒜．小蘖、南

天竹、三叶木通．石龙芮、紫草，博落回、独行菜，黄花草木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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