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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简阳县中药材公司办公大楼(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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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阳制药厂大输液车间

2．简阳制药厂(内江制药三厂)职

工宿舍一角

3．1 983年简阳制药厂经整顿验收合

格。图为厂长付伯轩领取企业全

面整顿合格证

4、5．简阳制药厂部份设备阴阳离

千变换柱和多效蒸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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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阳县医药事业的发展已经历了两千余年。引种红花始于西汉而达乎当今，且向为

古今中外的商贾和学者所珍重。走马岭的竹叶柴胡系简阳县百姓向封建帝王进贡的药

品；青木香于前清已负于盛名；赤赭石在省内占有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县境内的野生

中药材用于咀片铺者有132种之多，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又新开发出152个品

种。野生药材、家种药材均有；动物药材、植物药材、矿物药材门类齐全。这些中药材

对开拓筒阳县的经济，造福于人类均有一定作用。

公元一八四。年，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医、西药相继于清同治元年(公元一

八六二年)侵入简阳。一百余年来，人们变“洋为中用"，利用西药防治疾病收到了一

定疗效。
‘

无论中、西药的生产发展历史，还是药材的经营管理历史，前人都为我们积累了浩

繁卷帙的宝贵资料。我们整理研究这些资料，是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是为了总

结简阳县劳动人民发展中、西药的宝贵经验，提高生产药材的技术和产量、质量，为促

进人民身体健康而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整理编写简阳县的药材生产发展历史及药材的经

营管理历史，是为了提供给各级领导和有志于简阳县的医药科学研究者参考o
”

《筒阳县医药志》是简阳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部医药专业志。它记述了清末至民国时

期简阳县的中、西药生产及经营概况；而又着重对建国以来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医药商

业的发展，中、西药的科学研究及其加工制造进行了详实记述。它通过记人记事宣扬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表彰了医药战线职工爱党、爱国、爱劳动、爱乡

土的先进思想和行为。

《简阳县医药志》是在中共简阳县委、简阳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编写的。编写中，我

们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按照：三新、两性(新观点、新方法、

新资料；科学性、现代性)，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纂的。编写中，我

们采用了专题组稿分别汇编，由公司(厂)志到局志的方法。我们力图充分展示建国三

十六年来简阳县医药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简阳县医药志》的编写过程中承“简阳县档案局、简阳县物价局、简阳县商业

局、简阳县卫生局、简阳县供销合作社以及有关人事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衷心感谢l

我们编写组同志的政治，政策水平低，史志知识也较贫乏，更加之“文化大革命"

中有许多资料丢失，因此，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简阳县医药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筒阳县医药志》共收集资料1200余份。这些资料来源予简阳县档案馆、简帑县志

办公室、简阳县商业局、简阳县卫生局、简阳县工商局、简阳县物价局及本局和局属公

司、药厂的历史档案，也有部份资料来源子老药工、老医生口述。

《简阳县医药志》的编辑时限：一般上限于民国元年(1912年)，下限于一九八五

年。个别章节有所突破，不受时限约束。

《简阳县医药志》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中有时记、志、图、表诸体咸备，有时一体

成章。结构层次为：篇、章、节、目。篇属类，章分专题，节，目分层次。概述是全志

的纲，管理机构沿革为全志之首，大事记为经，中药资源、中药商业、西药商业、药

厂、经营管理为横归类，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组合材料。

，志中称谓，如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时期政府官职，均依当时习惯称呼，必要时

匀Ⅱ以注释。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不加任何褒贬之词。中、西药名称，以正名为

茎，个别地产中药材采用地方称呼。

志中引文，如引用全文者不加删节号，如引用其中语句，必定注明出处，或在文中

交代。

货币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因年代不同，标准不一，故均以当时货币、计量单位

勾准，不作换算。



概 述

简阳县的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宜于中药材的生长和繁殖。野生中药材浩如烟海，

民间用于治病者无可数计，而采集用于咀片铺者仅达二百六十余种。

简阳县的中药材的引种和改种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引种红花始于西汉，盛于清朝乾

隆时期，衰于民国，发展于当今；竹叶柴胡于清朝久负盛名，作为向皇帝的进贡药品；

石盘乡的赭石质量独占省内鳌头。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曾一度发展，这给简阳县的中药材交易带来了短暂繁荣。此一

时期，简城、石桥两镇有九家中药批发行(栈)相继开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

府消极抗日，日寇封锁，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百业凋敝，简阳县的中药商业面临绝

景，先后有“长泰生"、“义发福”、“协和祥”、“同福和”等药行倒闭。建国前，

国民党政府又以“国医主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依据，今天分析治疗效

果殊为渺茫”为由，企图否定其中医、中药的价值，扼杀中医、中药简阳县“中医同业公

会”、“国药商业同业公会”联会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然而国民政府却又滥发货

币，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药品的生产和流通仍处于萧条、畸形发展的苦境之

中。

简阳县的西药商业，初见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筒

城、石桥的西药房发展到七家。这些西药房均为私人开设，药品少、资本弱，仍处于风

雨飘摇之中。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药品生产和经营。建国后的三十六年中，篱阳县医

药管理机构进行了八次充实和加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药材集散地进行了两次调

整。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药品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和提高。中

药材资源用于咀片铸的达二百百六十九种，比建国前用于咀片铺的一百三十二种增加了

一倍多。改野生为家种家养的中药材达一百九十六种，为建国前的三十个品种的六倍半。

五十年代，国营公司经营药品以来严格控制了药价，执行了质量检验制度。公司掌

握了主要药品的货源，占领了购销批发阵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医药事监，保障供给医疗

单位用药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人民对药品的需求量增大。为此，国营简阳

县医药公司加强了中药材的生产和管理，使中药生产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一九六二年，医药公司撤销了各区的中药批发网点，提高了中药材毛差率4％。同

年，医药公司按国务院指示，降低了土霉素、四环素、VB。：等16个药品的价格，这就

为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人民健康作了一定贡献。

一九六三年，简阳县医药公司为贯彻执行“两个服务”，“三大观点”的经济方

针，开始实行送药下乡制度，把医药重点放在了农村。这一年，医药公司还协助农村培



iHl了卫生员，装备了“保健箱”。

一九六六年，实行了药品全国同价和“送药制"。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发展多种经营，采集和种植中药材被当作“走资本主义”

来批判，因此连年收购量减少，中药材紧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简阳县医药管理局坚决贯彻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

疗针。有计划地发展了中药材生产，解决了群众用药需求，确保了外贸出口；整顿了药

广，加强了经营管理，改善了服务态度，促进了经济效益上升，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完成

阳超额完成。据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六年七年的统计：购进额完成6286万元；销售额完

戴7183万元j总产值完成630万元，利润达39l万元，上缴税金1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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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第四章对茸医药营企业的计划管理⋯⋯⋯⋯⋯⋯⋯⋯⋯⋯⋯⋯⋯⋯⋯⋯⋯⋯

第五章对所属集体医药商业的管理⋯⋯⋯⋯⋯⋯⋯⋯⋯⋯⋯⋯⋯⋯⋯⋯⋯⋯

工 资 福 利

繁一童工资和附加工资⋯⋯⋯⋯⋯⋯⋯⋯⋯⋯⋯⋯⋯⋯⋯⋯⋯⋯⋯⋯⋯⋯⋯(199)

第一节工资变化⋯⋯⋯⋯⋯⋯⋯⋯⋯⋯⋯⋯⋯⋯⋯⋯⋯⋯⋯⋯⋯⋯⋯⋯(199)

第二节附加工资及其补贴⋯⋯⋯⋯⋯⋯⋯⋯⋯⋯⋯⋯⋯⋯⋯⋯⋯⋯⋯⋯(201)

第=章职工福利⋯⋯⋯⋯⋯⋯⋯⋯⋯⋯⋯⋯⋯⋯⋯⋯⋯⋯⋯⋯⋯⋯⋯⋯⋯⋯(202)

第一节福利机构⋯⋯⋯⋯⋯⋯⋯⋯⋯⋯⋯⋯⋯⋯⋯⋯⋯⋯⋯⋯⋯⋯⋯⋯(202)

第二节劳保福利⋯⋯⋯⋯⋯⋯⋯⋯⋯⋯⋯⋯⋯⋯⋯⋯⋯⋯⋯⋯⋯⋯⋯⋯(203)

第三节文体活动计划生育⋯⋯⋯⋯⋯⋯⋯⋯⋯⋯⋯⋯⋯⋯⋯⋯⋯⋯⋯(205)

人 物 案件

第一章先进人物⋯⋯⋯⋯⋯⋯⋯⋯⋯-⋯⋯⋯⋯⋯⋯⋯⋯⋯⋯⋯⋯⋯⋯⋯⋯”(207)

第一节先进人物名录⋯⋯⋯⋯⋯⋯⋯⋯⋯⋯⋯⋯⋯⋯⋯⋯⋯⋯⋯⋯⋯⋯(207)

第二节先进入物事迹选记⋯⋯⋯⋯⋯⋯⋯⋯⋯⋯⋯⋯⋯⋯⋯⋯⋯⋯⋯⋯⋯(207)

附录：简阳县医药局系统先进单位名单⋯⋯⋯⋯⋯⋯⋯⋯⋯⋯⋯⋯⋯(209)

第二章历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211)

第一节历届人民代表⋯⋯⋯⋯⋯⋯⋯⋯⋯⋯⋯⋯⋯⋯⋯⋯⋯⋯⋯⋯⋯⋯(211)

第二节历届政协委员⋯⋯⋯⋯⋯⋯⋯⋯⋯⋯⋯⋯⋯⋯⋯⋯⋯⋯⋯⋯⋯⋯(212)

纂三章工程技术人员职称⋯⋯⋯⋯⋯⋯⋯⋯⋯⋯⋯⋯⋯⋯⋯⋯⋯⋯⋯⋯⋯⋯(212)

第四章老药工⋯⋯⋯⋯⋯⋯⋯⋯⋯⋯⋯⋯⋯⋯⋯⋯⋯⋯⋯⋯⋯⋯⋯⋯⋯⋯⋯(213)

簟五章纠正冤假错寨⋯⋯⋯⋯⋯⋯⋯⋯⋯⋯⋯⋯⋯⋯⋯⋯⋯⋯⋯⋯⋯⋯⋯⋯(214)

第六章■大案件⋯⋯．．⋯⋯⋯⋯⋯⋯⋯⋯⋯⋯⋯⋯⋯⋯⋯⋯⋯⋯⋯⋯⋯⋯⋯．(214)

第一节将砒霜当贝母出售⋯⋯⋯⋯⋯⋯⋯⋯⋯⋯⋯⋯⋯⋯⋯⋯⋯⋯⋯⋯(214)

第二节中药混装造成巨大损失⋯⋯⋯⋯⋯⋯⋯⋯⋯⋯⋯⋯⋯⋯⋯⋯⋯⋯(214)

第三节诈骗犯周良秀等受到法律制裁⋯⋯⋯⋯⋯⋯⋯⋯⋯⋯⋯⋯⋯⋯⋯(214)

第四节吴功菊等贩卖假药受到惩罚⋯⋯⋯⋯⋯⋯⋯⋯⋯⋯⋯⋯⋯⋯⋯⋯(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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