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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本志是《桃源县志》第十四卷。取材上自清末，下至1988年。

但对个秀1l史实，作了曲要的上湖。

本志编纂重点放在中药材资源、中西药经营和企业管理等方一

面。同时简略记述药材机构建削，以求全面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一

特点。

全志共设6篇17章34节和附录。随文插列图表，俾使图文并‘

茂，一目了然。

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桃源县药材公司负责组，

成的《药业志》编纂领导夺纽灸责编纂。198了年ll再开始征巢

资料，1989年2月写出初稿后，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

具体援导下，几经改写，于198Q年5日完成送审稿。1989年6月，

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对本志送审稿进行评’

审。根据评审意见，本志又作了修改。1989年9月完成最后修陡，

稿。lo月，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桃源县人民政废、

常德市地方志鳊纂委员会审查通过。

本志《企业管理篇》和《中西药经营篇》的第三章由改}B汉雄起

草，郭桂清负责其余篇章的起草及全志的编撰：县志副总纂李荣

禄全面修改，县志常务酃惠纂宋忠雄审阅定稿。

为征集本志资料，编写人员欧阳汉雄、何友义、涂前惠．帮，
桂清，杨俊民到县内有关单位和湖南省常德市、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档案绾、图书馆等处，查阊大量的档案资料及出版

物。同时，还调查访问了老药农和其他药业人员124名，取得一批+

口碑资料。共收集有关资料l lo万余字。在编写过程中，承李密

成、傣维斌，陈其昌、黄雪清，钟志明、，疗光菊、黄铗岩、罗方

元、李天仁、杨以许、轰信云，肖梅生、爰焕清。聂卷一，郭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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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敬永昌、l圆、周英侠、张方元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
二致谢。

本志误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989年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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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桃源县中药材资源丰富。银花、麦冬、粉葛、艾叶等遍布县

西北山区。木通、桑皮、山桂皮、车前草、菖蒲之类，盛产于县

东南平原丘陵区。至于鸟兽鳞介，金石花木，林园果蔬可供药用

之物，更是随处可见。1874年，全县发现药材种类近百种o。

l 986年，县人民政府组织的中药资源普查组，对县内中药资源进

行全面普查，收集中药品种近300个，另有耒列八中药品级的野

生中草药百余种d 一

实行公私合营以前，全县之药业，均为私人药店经营，店主一

多为江西籍，其间又以江西清江(樟树镇)、丰城人居多。药商通

常是从樟树、湘潭等地贩运药材，来桃源转销，有时亦在县内收

购部分地产药材，以充实货源供零售配方。

迁桃源定居的江西药商，从本小利微到家业殷实，逐渐开铺

设店，坐庄经营中药饮片。清末，这些药店业务曰振，规模渐大，

前店后坊，批零兼营，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尤以江西籍聂源泰

药店如鹤立鸡群，生意兴隆，被誉为全县国药业之首。民国初年，

县内药业方兴未艾，’仅江西籍人相继在漆河、三阳、沙坪、陬市、

黄石等地开设药店的，就有张万春、李同春、曾万顺、陈顺兴等

35家。

清同治九年(1870)，西班牙基督教会在桃源设“天主教堂”。，

随着教会的建立，西药开始进入桃源。中西药的同时发展，使县

内药业呈现兴旺趋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人心惶恐，

①清同治十三年版续修《桃源县志》载桃源地方中药材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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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凋敞，药业亦受挫。1931年，全县中西药店由1922年的168

家减少到153家。

抗日战争初期，桃源作为抗日的后方，时有大城市人口迁入，

一县内的生产方式和技术≯‘I受其影响，有所改进，信息也比较灵

。通。因而，城乡经济曾一度有较快发展，药业也随之复兴。属桃

源县籍人开办的药店有92家，是江西清江、丰城籍县人开办的

药店有65家，四川人开办的1家，沅陵、安化的6家。1942年，

。城乡药店已有273家，从业人员672人，流动资金、固定资产28

万余元(银元)，总营业额近40万银元。资金在1500元(银元)

。以上的，有聂源泰、聂源茂、其春堂、皮万和、李同春、天德福，

’吉庆元等20多家。其中聂源茂药店讲求信誉，善于经营，广交

贤达，知人善任，遵守行规，制度严明，很快成为全县药业首户。

1943年冬，抗日战争失利，桃源沦陷。城关镇、漆河、三

翔、黄石等地遭敌机轰炸，百业元气大伤，药店也时有倒闭。迫

于资金短缺，有些药商为生活计，多凑资开设小店，出现店多而

营业不景气的局面。

民国末年，全县药业始有回升，但终因时局动荡，物价陡涨，

‘货币贬值，其发展仍处于停滞状况。209家中西药店，生意萧疏，

菏]庭冷落，每天营业额不到千元(银元)，每个药店主雇不过二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桃源县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

：取保护政策，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中，仅对个别资本

7家或地主兼工商业者所开设的药铺，没收其非营业部分的资产资

金，丽对所有经营药业的资产资金均依法予以保护，并鼓励他们

、从事专业经营。对其中经营确有困难者，还邃过减免税收和增加

银行贷款以及实行代购代销等措施，给予扶助。

在贯彻执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申，县人民政府积极扶植私营药商的正当经营，取缔、打击不法

药商，整顿药业市场，稳定药品价格，使药业的经营管理开始走



上正轨。在此基础上，明确私营药业归属县供镇社管理，嵬其接
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j．

i958年，桃源县全面完成了药业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3

家中西药店，各自提出申请，以药店的全部财产投资；’加入公私

合营，形成以国营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药业经营体系。

是年7月，桃源县药材公司成立。它标志着药业的行政领导，

业务管理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改善。该公司成立后，随即以城。

关镇为中心，先后设立陬市⋯漆河、牛车河、龙浮，四个基层药材

购销站，公片担负150多个医院，卫生院。(所)、药店的购销业

务。

县公司对基层购销站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统一管理，

．分级核算的办法，对活跃业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时统得太

=宽，管得过死，业务不易搞活。唯设在县城的中、西药批发部，

门路稍宽，它们担负县内卫生系统、畜牧系统，厂矿、学校、居

民所需药品的供应，还面向全国开展业务活动。

人工栽L种中药，是增加地产药源，解决配方供求矛盾的重要

一措施。县内于1959年开始这一工作的试验。试验中虽经“五风”①

折腾，但摸索中仍有所获。后于1971年在全县择地建场，兴

办百药园，实行集中连片生产。到1988年，已有130多家药场

饲养和引种试种的动植物药材品种取得成功，并陆续提供商品，

有的还填补了省内资源空白。1958一1988年的30年中，全县各

专业药场提供商品药材1602吨，价值约300余万元，为满足人

民防病治病用药需要，开辟了新的药物资源。随着人们掌握野生

药材品种的增多，资源面积的扩大，随着人工栽培中药材事业的

发展，大量药材要寻找销路。于是，城关、陬市、漆河等镇的药

材收购部应运而生。它们适时收购地产药材，收购品种从195了

年的90个增加到1988年的142个，收购量从1956年的208．10

境，增加到1988年的2025．60吨，增长了9．73倍；收购金额从

① 指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撂风、生活特殊化风．

一3 o



1956年的7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334万元，增长了47．70倍。

从1957年起，县药业界通过各种渠道，与全国药业系统广

泛开展药品药械的余缺调剂，使自给有余的药材适时外销，外销

品种最高年达110多种，1988年地产药材销售总额400余万元。

县内短缺紧俏的药材药品，也从外地调进，以缓和市场供求矛盾。

1956—1988年总购进金额“447万元。其中中药材3365万元，

中成药1707．70万元，话药5946．65万元，医疗器械427．65

万元。药业界的干部职工，在与各地交往中，学习先进经验，对

有些紧俏药品，试制并进行生产，进而获得较大发展。陬市熬胶

厂便是这样的产物。该厂于1976年建立，由开始的三人熬胶小

组，到1988年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8万元，流动资金19万元

的企业。12年中，该厂累计加工品种10余种，熬制各种胶40余

吨，产值150余万元。

药材的适时销售，既满足人们防病治病的需要，也是医药企

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措施。全县药业经营单位，通过采取统筹

安排、杜绝事故等措施，药品销售工作颇有成效。除很少年份外，

经济效益均逐年上升。1988年，全县中西药总销售金额】537．04

万元，为1956年62．ol万元的24．79倍。1988年利润总额为

66．01万元是1956年5．64万元12．70倍。

桃源药业发展过程中，曾因农村“五风”和“文革”的影响，

遭受损失。那些年份，药品购销总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其中伪劣

药品不少，且人心涣散，设施陈旧，管理混乱，成为药业之大不幸。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桃源药业经过拨乱

反正，激浊扬清，人们抛弃“左”的一套，破除陈规陋矩，比较顺

利地进行了十年改革，。以经济责任承包制到I_资、奖金与企业经

济效益挂钩均见成效，整个药业因而出现新的转机。到1988年

止，全县药业拥有固定资产182．60万元，自有流动资金15．71

万元，机械设备20余台(件)，，汽车6辆，在编干部47人，职

工1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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