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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泰安医药志》，在泰安市医药公司党委领导和医药系统干

部职工的积极支持下，经四年的辛勤努力，现己编修成书，与读

者见面。

医药生产与经营，既是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又是人民保健福

利事业，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社会生产力．推进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泰安医药业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建国后，历经曲折，逐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泰安医药志》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系统、全面地记载其历史与现状，

旨在为社会主义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为后人

留下详实史料。 ·

编纂医药志是项崭新的事业，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

书中错讹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多予指正。

编志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医药总公司、泰安市史志办公室、泰

安市图书馆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值此一并表示谢意。

泰安市医药公司史志办公室

一九A．A午十月



凡 例

一、本志系全面记载泰安医药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坚持实事求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志书取事，原则上起于1 840年，断于1 985年，对某些事

物的记述作了适当上溯或下延，以便于交待其来龙去脉。

三、记事区域范围，鉴于泰安地区区划变更频繁，对历史的

记载原则上按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区划；记述现状则以地区改市以

后的区划范围；对医药商业的记述，适当反映了商品供应区划。

四、本志设篇、章、节、日四级。以志为主，记，传、表、

图、录诸体兼用。全志共设十篇，二十七章、七十节。前有大事

记，概述，后有人物、附录。

五、人物篇，设药林人物与先进集体个人名录两章。药林人

物中的技术人员，录1985年前被授予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者；先进

集体，个人，录地、市级以上领导机关授予荣誊称号或出席地、市

级以上先进模范人物代表会议的人员。

六、本志所用史料，以文书档案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

数据以泰安医药公司历年统计资料为主，闻许用有关单位的统计

数字。文中俱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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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泰安地区位于山东中部，东经l 1 6。1 2 7一一1 1 7。597，北纬

35。28，一一36。33 7。北与济南市以泰山为界，东北与淄博市毗邻，

东接临沂地区，南临济宁市，西与菏泽地区搭界，西北与聊城地

区隔黄河相望。境内山脉属泰山山脉和蒙山支脉。河流分属黄、

淮两大流域。黄河、汶河汇于东平湖。区内山地丘陵占63％，平

原占26％，洼地湖泊占1 l％。最高海拔1，545米，最低海拔36米。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696．8毫米，年

均气温13—15。C，年均无霜期202天。

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中药资源丰富，种

类繁多。汶香附、芡实米、连翘、黄精、瓜蒌、东牛黄、泰山参、

玉竹、何首乌等为著名，全蝎，枣仁、柏子仁、远志、柴胡、

士元、地龙等30余种产量大，价值高；柴、汶河两岸盛产的汶香附

古今驰名，畅销全国。野生药材采集，区内素有传统，家种家养

药材自清代即开始发展。1878年(清光绪四年)肥城县农民李明忠

种植瓜蒌成功，后逐步在各村发展。该县农民张子训引种木瓜成

功后，本村广泛种植，形成一片木瓜林。1 9 39年，泰安名中医高

宗岱著有《泰山药物志》，记载区内中药材528≯。1 984至1 986年，

药源普查统计，境内有药材194科，877种，其中：植物类1 42科，

782种；动物类5 1科，78种；矿物1 7种；总蕴藏量1，757．4万公斤

(不含矿物类药材)、其中：植物类l，752．4万公斤；动物类54，2 1 0

公斤；矿物类30 3亿吨。并发现贯众、百蕊草、飘拂草等2 1个新品种。

t



泰安医药历史源远流长。i 9 74年在肥城县考古发掘的“骨针”．

“玉石砭”，经鉴定，认定为新石器时期用以医治疾病的器具。

南北朝时期新泰名医羊欣精通中医，撰药方÷卷。

北宋年间东平著名儿科医生钱乙积60余年之临床经验撰《婴

儿论》、《伤寒指微论》、《小儿药证直诀》等书，创制方剂I 1 4

种，其中“异功散’’、“升麻葛根汤”、“导赤散”等久为后人所用。

元朝新泰县县令郑顺“尤妙歧黄之术”，设医局为民疗病，“赖

以生活者甚众”。

明朝洪武年间，新泰县设有惠民药局，县城内从事者甚多。

嘉靖年间莱芜县口镇开设“慎述堂”药店，经营中药饮片，自制中

成药30余种，历经400余年而不衰，在莱芜和博山西部等带享有

盛名。

清朝乾隆年间，肥城县安驾庄中医梁莲峰开“德兴堂”药店，j

创制梁氏接骨膏药，相传七代260余年，至今全国慕名而来求医

者甚多。嘉庆二十一年，新秦县设医药韭、惠民药局，为区内第

一处国家医药经营管理机构。

同治元年，东平州城内开设“保元堂”药店，自制膏、丹、丸、

散9 0余种，远销东北各地，尤以小清心丸最有名气。光绪年间

泰安城内设“永春堂”药店，至1 956年公私合营，历时72年，是为

泰安方园百里最有影响的中药堂店。

辛亥革命后，传统的中药业在民间又有发展。民国五年肥城

县石沟村农民马泗光、梁登桂等人，率村民贩药至冀、豫、皖等

省，参与者发展到300余户，有“小祁州”之美称。莱芜县小下村农

民刘普庚等七人，自清、光绪时炮制加工枣仁、柏子仁等药材，

2



到祁州、禹州、亳州等地卖买，至其孙刘洪勋仍为药商；村民随

从者达20余人，被称为“莱芜药商村”。随着药材的交流，区内中

药堂、店、铺增多，饮片炮制趋于规范，制药考究，竟争激烈。

至建国前夕，区内共有私人中，西药店1，440家，其中中药店I，3 1 5

家，较大的西药店1 20余家。

泰安西药业，是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开始的。1 9 1 0年美国人

正乐德在泰城设“男医院”、“妇婴医院”，l 9 1 8年合并为“博济医

院”，自此西医西药传入泰安。1 92 1年，肥城县赵立奎在该县蒋庄

村设诊所；1925年，李保文、宁子元等人在莱芜县城开设“莱芜

医院”；1 928年王金泉在东平县城内开设“灵生医院”；l 9 27年，张

寿轩在宁阳县开设“寿轩医院”。至解放前夕，区内西药店达1，200

多家(含医院诊所)，其中，泰城较大的西药店有24家。宁阳县有

1 4家，东平县有20家，莱芜县有1 1家，肥城县有30家，新泰县有

257家(含医院诊所)。

1 93 5年3月，中共新泰县委在刘杜设“新华医院”，以治病卖

药作掩护，为中共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此为区内第一家公立西

医医院；l 9 38年1月1日经理单昭红与医生张一民等20余人参加了

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1 944年，八路军在新甫县(现属

新泰县)设随军卫生所一处。1946年秋，泰!’!专署在莱芜县口镇开

设的“大众药房”，是由民主政府建立的第一家医药企业。1 947年，

泰西专员公署在东阿县(原铜城镇)建立“政民医院”，时为区内最

大的公立医药机构。

1 948年泰安解放。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政策指引下，医药商业日趋繁荣。至1 9 55年，区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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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店发展到1，273家(含医药诊所)，其中泰安县有中药店247家，

西药店32家(仅泰城内即有中药店29家，西药店8家)，肥城县有

中，西药店2 1 2家，莱芜县有中、西药店29 5家，东平县有中、西

药店220家，宁阳县有中、西药店1 77家，新泰县有中、西药店269

家。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除东平县“育东药局”收归国

有外，其他私人药店由联营逐步走向公私合营。

1 9 50年8月，宁阳“启东堂”、“恒春堂”、“仁济堂”等十几家私

人药铺率先组织集资联营，成立了“建群联营药站”。1955年，

肥城“广元堂”等六家药店联合成立了“益民诊所”。至1956年

6月，区内医药行业均实行了公私合营。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入，国营医药业迅速发展。1 9 55

年7月，新泰县供销社出资万元成立“国营药材经理部”，专事

中药材的收购和供应工作，同年，其他县“国营药材经理部”亦

相继建立。是年泰城内医药经营零售店，国营占83．6％，私营占

1 6．4％。

泰安地区区划变更频繁，1949年4月，泰山专署与秦西专署

合并为泰安专署后，辖泰安、莱芜、新泰、历城、泗水、肥城、

长清、宁阳、东平、平阴、汶上、泰宁1 2县。1 953年，汶上县

划出，章丘县划入，1 9 56年泗水县划出，徂阳县(原泰宁县)撤

销。1 958年4月，历城县划属济南市，同年撤销泰安专区。1 9．6 1

年恢复时，辖泰安市、新汶市和莱芜县、新泰县、章丘县、宁

阳县、肥城县、长清县、东平县、平阴县。1 9 78年儿月，章丘、

长清县划属济南市。1983年9月，泗水。汶上县复归泰安地区，

新泰、新汶合并为新泰市，莱芜改县为市。1 985年5月．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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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改为泰安市，辖泰山区．郊区、莱芜市、新泰市、肥城县、

宁阳县、东平县。

随着行政区划变动，泰安国营医药商业机构名称和隶属关系

多经变更，中药、西药、医疗器械经营，时分时合。自1 950年，

改泰西医药供应社为泰安专区人民药房，至1984年组建山东省泰

安医药公司，机构称谓、隶属关系及分合撤并计八次之多。反映

了医药事业的发展变化。

人民政权建立后半个世纪以来，泰安医药业历经曲折，不断

前进，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发展。1 93 5年新泰新华医院建立时，

仅有工作人员3名，两问民房。l 985年泰安医药系统的干部、职

工数己达l，252人。共辖有5个市、县公司，2 3个经营组，27个零

售门市部，营业用房和办公用房面积达l，3 42万平方米。自上而

下形成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新型医药经营体系。泰安

医药公司成立后，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实行人、财、物、产、

．供、销“六统一”，工商合一，专业经营，使医药经营额逐年上

升，品种不断增多。】9 50年， “泰安人民药房”经营中药5 0 o种

(中药材400种，中成药100种)，比解放前经营400余年的私人药

店“慎述堂”经营的中药材多4倍，中成药多3．3倍；l 9 5 3年．

“泰安药房”经营西药360种，器械1 20种，比解放前美国人开办

的“博济医院”经营的西药、器械分别多9倍和6倍。1 98 5年，全

区经营品种达4，1 67种。其中中药材68 3种，中成药6 l o种，]；匕1 9 50

年“泰安人民药房”经营的中药材多o．7倍，中成药多5．1倍。西

药1，089种，器械8 60种，]北1 953年“泰安药房”经营的西药多2倍，

器械多8．1倍；同时还增加了化试699种，玻璃226种。商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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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1 985年全区达4，066．3万元。其中，中药材788．8万元，比1 9 55

年增长7．88倍；中成药972．77)-元，比1 9 55年增长9．7 2倍，西药

2，883．7万元，比1 9 55年增长5．76倍；器械达253．37)-元，比1 9 55年

增长2．2倍，玻璃、化试1 9 55年只有少量销售，1 985年玻璃达23．6

万元，化试达27．2万元。1 985年实现利润280万元，比1 95 4年的

5．5万元增长49．9 l倍。

泰安地区医药工业，建国前无专营厂家。西药靠外埠购进。

莱芜“慎述堂”、泰安的“永春堂”、东平的”保元堂”等，较大的

中药堂店，均为前店后厂，所产膏、丹、丸、散多是自产自销，

生产设备简陋，一直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1 9 5 1年，泰安专署拨

款在济南市保安里开办泰山药厂，主要生产磺胺、苏打片、针剂

等。自1 968年，专业性中、西药生产厂家相继建立，至1 975年己

发展到5家，其中中药厂一家，西药厂两家，生物制品研究所一

家，医疗器械维修站一处。1 985年，生产品种共计79个，其中，

中、西药6 1个，生物制品1 1个，中成药7个。泰安制药厂研制的

“安络宁”片获省医药管理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省科委科研成果

三等奖。医疗器械维修站研制的“ST一一1型”数字式胎儿监护

仪获省科委科研成果三等奖，“XFT一～l型心负荷运动测验节

拍器”获地区科研成果三等奖。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破伤风

类毒素”、 “卡介苗”、 “结核菌素”、 “冻干代血浆”和泰安

制药厂生产的“安络宁”、 “氯钡酸铝”等，填补了省内空白。

至1 985年，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429．89万元。全区医药系统有各

类科技人员74人，其中工程师级的1 3人；助理工程师级的36人。

随着医药职工队伍的壮大，医药教育事业逐步发展。1 9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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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卫生厅在泰城建立泰安中药学校，1 96 1年停办。1 974年8

月，省药材公司委托泰安药材站筹建山东省药材技工学校，19 7 7

年开始招生，至1985年共招生9级，928人，学校有教舍两处，教

师27人，管理人员47人。1 98 1年，泰安药材站举办职工短期技术

业务培训班，对全区药材系统的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技术业务

补课，至1 985年己全部完成补习任务。1 984年，省医药总公司批

准泰安医药公司建“职工学校”一处，1 985年配备专职教师2名，

己办学习班48期，共培训8 1 4人次，促进了干部、职工文化技术

业务水平的提高。

医药生产和经营，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又为人民保健

福利事业。医药部门担负着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社会生产力

的光荣使命。建国后，每当发生疫情、爆炸，中毒、烧伤事件，

各级医药部门配合防疫、医疗等单位，积极做好药械供应，参加

对传染病、地方病的普查与防治，对消灭疾病，保障人民群众的健

康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金区对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量日益增长，人均用药额

1 949年不足1元，1 985年己上升到6元。入均寿命己由建国前的35

岁延长到68岁。医药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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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事记

一。三五年

1 0 3 5一l 1 l 3年(北宋·景猪二年至政和三年)，东平

著名儿科医生钱乙撰有《小儿药证直诀》、《婴儿论》、《伤寒指

微论》等著述，改制、创制方剂1 1 4种。其中“六味地黄丸”、

“异功散”等沿用至今。钱乙行医6 0余年，神宗时授翰医学，

擢太医丞，后归乡里，带病为民行医。
。

一二九二年

元·至元年间，于泰安县麻塔谷山寺建“药师七佛阁碑”，

赞述一名和尚终身为民行医治病之事。

一五四七年

明·嘉靖二十六年九月，章丘人韩兆凡在莱芜县口镇开“慎

述堂”药店，郭德元任第一任经理，于1 947年停业，经营400余年。

一七三六年u-一，、。r

清·乾隆元年，肥城县安驾庄梁莲峰，开德兴堂药店，发明接

骨术，创制接骨膏，成为闻名华北、东北各省的“梁氏接骨”

术，相传七世至今；1915年曾为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医过病。

一八一六年

清·嘉庆二十一年，新泰县设医药韭、惠民药局，有专职药

材、兽医一名，享国家俸禄白银1 2两。

一八六二年

清·同治元年，郗成培(陕西华阴县人)在东平城开保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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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店员30余人。自制膏、丹、丸、散90余种，远销东北各省，尤

以小清心丸声望大。

--Jk七五年

清·光绪元年，莱芜县小下村刘普庚等7人，贩药至亳、祁～

禹三州，后逐渐发展到20多户，被称为“药商村”。

一八八三年

清-光绪九年，缪永远、仇东岳合资在泰城开设永春堂药店，

有店员20余人，至1956年公私合营。

一九一O年

清·宣统二年，美国人正乐德在泰城办德贞女校并设男医

院、妇婴医院。1 9 1 8年合并为博济医院。1 922年在大关街东首路

北，扩建三层楼房医院。西医西药始传入泰安。

一九一六年

肥城县北石沟村马淮光率村民贩药至冀、豫、皖等省，逐渐

发展到300余户，有“小祁州”之称。

一九三五年

中共新泰县委在刘杜镇设新华医院为地下工作联络点，经理

单昭洪，医生杨明鼎，张一民。单、张二人于1 9 38年1月1日携药

品，率20余人参加了徂徕山起义。

一九三六年一九二六年

泰安县名医高宗岱著《泰山药物志》四册，载药6 0 4种，为

泰安第一部系统的中药专著。

一九四六年

1 0月，泰山专署卫生科在莱芜县口镇建大众药房，为专署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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