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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都药械厂是农业部在西南地区生产兽医生物药品的重点企

业，是部属四个兽医生物药品厂之一·

1956年迁建新厂于成都外东沙河堡。三十多年来。在国家计划的

指导下，不断扩建和改造，逐步形成为既能生产兽医生物制品，又能

生产抗生素、兽医器械及化药制剂，共计118个品种，为畜牧业服务

的工厂。产品除满足四川省防疫需要外，销售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

区，有的产品还远销国外·

本志书的编纂时限，从1936年到1988年。五十三年来，围绕工

厂的筹建、设计、施工、投产、迁建新厂、扩建、改造等，并着重从生产、

技术及经营管理方面记述和总结工厂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经验教训。

它反映的内容广泛，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工厂的概貌和五十多年

来所走过的路。以史为镜，可见兴衰。使我们重温当年建设和创业者

的艰苦、自豪，激励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永

远不忘这段历史·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实

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对工厂作客观地记述，以期达到

存史、备查、借鉴致用的目的。‘

回顾历史，使全厂职工认识药械厂、热爱药械厂，以此为振兴药

械厂的精神动力。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在技术改造方面突飞猛进。

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更上一层楼。

本厂志的编写方法：采取横排纵写，史志结合，以志为主，全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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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篇章为纬，以生产、科研、企业管理为重点，

记述工厂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情况。本志书的前面部份是工厂的位

置图、平面图和发展过程的历史照片。后面部分是文字叙述材料，共

分十一篇、四十三章、八十五节，总计十七万字，系统地介绍了成都药

械厂1936年到1988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i 希本厂志能起到“鉴古知今”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作用，同时可

作为工厂为开展“四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好教材，并能为领导机关

研究兽医生物制品工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编写厂本志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又缺

乏系统的史学理论修养，编写水平亦不高，因此书中谬误遗漏之处，

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在以后修志时，进一步充实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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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药械厂位置图

成都药械厂平面围

成都药械厂发展过程的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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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农业部成都药械厂的前身是四川省家畜保育所的一部份，于1936年3月建成。所址在

成都外南浆洗街，占地约100亩。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畜牧兽医专业机构．兽医方面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四川省家畜各种传染病并试制兽医生物药品，预防和治疗四川省的猪牛传染病。

四川省家畜保育所成立后，隶属四川省建设厅．后并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下成立血

清厂．建国后，血清j一先后隶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四川省农业厅、1963年直属中央农

林音r。厂名曾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血清制造厂、四川省兽医生物药品厂、农业部成都兽医生

物药品厂，1981年更名为：农业部成都药械厂，沿用至今．

长期以来．四川省禽畜疾病，均靠中兽医用中草药或民间流行的单方防治，但对传染病

无甚效果。四川省家畜保育所成立后，即开始研制各种兽疫生物药品，应用在本省分离到的

病原微生物制造治疗用的血清及预防用的疫苗。1936年先获得牛瘟病毒及猪丹毒菌种．

1937年制出了抗牛瘟血清19l，394毫升，猪丹毒血清52，566毫升，相应生产了防疫用的牛

瘟脏器苗、猪丹毒菌液，以后陆续分离到猪肺疫菌种、猪瘟病毒、炭疽菌种、研制出了抗猪肺

疫血清、抗猪瘟血清、抗炭疽血清．

1937年至1949年生产的品种有：抗牛瘟血清、抗猪肺疫血清、抗猪瘟血清、抗炭疽血

清、多价抗出败血清、抗牛黑腿病血清、牛瘟脏器苗、猪丹毒菌液、猪肺疫菌液、炭疽芽胞苗、

猪瘟结晶紫疫苗、牛出败菌苗、马鼻疽试验液、猪肠炎菌苗、鸡霍乱菌苗、兔化牛瘟疫苗等十

七种。十三年共产血清菌苗1200多万毫升，产量最多的是牛瘟血清300多万毫升，最少的

是牛黑腿病血清，仅228l毫升．药品主要供应四川省各县，1947年增加了西康省防疫所需

生物药品任务．

成都解放时，血清厂职工为44人，机构有两个组，四个股，陆续增添了设备，增加了人

员，又开办了兽防人员训练班，学员分配至基层县区，为发展兽药生产创造了条件．

1952年12月，农业部兽医药品监察所在血清厂设置驻厂监察室，逐批测验药品质量，

委派监察室主任，直属该所领导．

1953年，四川生猪饲养量已达13，925，623头，但预防注射数仅为总数的3．2％，倘以顶

防注射lO％计算，合计共需血清疫苗67500000毫升，当时生产能力仅为25000000毫升，故

扩大厂房，增大生产量，追在眉睫． ．’
、

1954年底农业部决定：将四川，贵州两省的兽医生物药品厂合并，另建新厂．．新厂建在

成都外东沙河堡，距市区四公里，面积194亩。属华阳县境三圣乡上河村董家山区域，半丘陵

地带。1956年建成后，全部由浆洗街老厂搬迁至沙河堡新厂．生产部门为四个车间，一个监

察室，行政部门为四个股，一个医务室。职工总数为417人．1961年，在距厂25公里的观音

桥建立～个健康动物繁殖场，面积73．46亩。1970年农业部决定：啥尔滨兽医生物药品厂内

迁并入成都生物药品厂，新建一个诊断液车间．后又建立一个土霉索车间，生产兽用土霉索

碱．建立一个兽医药械车间，生产注射器、针头等兽用器械。至1988年有七个生产车问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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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个健康动物綮殖场，另有监察室、中心试验室等十一个行政科室，一个卫生所，一个退休

办公室。党群机构有党委、团委、工会、科协。附属机构有劳动服务公司、药械经营部、中西药

店、饲料加工厂各一个．全厂职工总人数增至1022人(其中离退休职工227人)，全厂建筑

面积：自1956年建厂时的14204．69fn2，扩建至今达93730．J15m2． ：

1956年后，陆续试制成功了猪丹毒氢氧化铝苗、猪肺疫氢氧化铝苗、牛出败氢氧化铝苗

等，逐步代替了半固体苗生产．进行技术革新在生产设备上采用培养缸代替玻瓶作细菌培

养，从而减少了污染，提高了质量，增大了产量，基本上结束了手工操作的落后状况．1959年

自行安装了国产大型冻干机全套设备。后又安装一台进口大型冻干机，用以生产各种弱毒冻

干疫苗。如：猪瘟冻干苗、猪肺疫冻干苗、鸡新城疫冻干苗、猪丹毒冻干苗等，为了冻千产品的

冷藏，改建了低温冷库．以后陆续增加的产品还有：二号病A型灭能苗、A型。型弱毒冻干

苗，猪瘟、猪肺疫、猪丹毒三联苗，鸭瘟冻干苗、鸡痘弱毒冻干苗、猪链球菌弱毒冻干苗、仔猪

副伤寒弱毒冻干苗、无毒炭疽芽臆苗浓苗、犬用狂犬苗、小鹅瘟疫苗、鸡法氏囊疫苗、猪瘟兔

化弱毒犊牛睾丸细胞苗、巴氏杆菌A苗等。建国后共生产各种菌(疫)苗四十三种，可预防十

八种传染病．由于贯彻中央预防为主的方针，建国以来，大量增加了预防用的菌(疫)苗生产，

总产量较建国前增加4750倍．治疗用血清产品品种有：抗牛瘟血清、抗猪瘟血清、抗牛出败

血清、抗猪丹毒血清、抗猪肺疫直清、抗猪牛出败二价血清、破伤风抗毒素等13种．可治疗

十种传染病．近年来品种及产量逐年减少，截止1988年仅生产抗猪牛出败二价血清和破伤

风抗毒素两个品种，年产量抗猪牛出败二价血清14．38万毫升．诊断液产品有：牛结核菌

素、马鼻疽菌素、牛肺疫补体结合抗原、锥虫补体结合抗原、鸡白痢抗原、马传染性贫血琼扩

抗原、马流产凝集反应抗原、布氏杆菌病诊断液、钩端螺旋体补体结合抗原等四十六种，可诊

断十四种传染病．另生产有土零素、化药、兽用器械等产品，全部合计共一百一十八种．产品

除供应西南各省外，巴供应到全国各地，并有少量产品外销．

产品质量：1966年以前几种主要产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或95％以上，随着文革动乱，

产量质量均受影响，产量由1966年的38，616万毫升下降到1968年的16．915万毫升，质量

亦显著下降，如猪瘟冻干苗的合格率降至33％．197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

乱反正，产品质量逐步提高．1985年生物药品合格率达到97％，1988年达98．5％．

成都药械厂现有高级工程师¨人，工程师56人，助理工程师71人，技术员32人，科技

人员共173人，占全厂职工人数的21．73％．大学本科毕业生47人，大学专科毕业生56入，

中专毕业生51人．科技成果7●项，其中获部奖及省市重大科技奖17项．

工业总产值1985年620．15万元．1988年669．9万元，1985年实现利润150．92万元，

1988年实现利润165．60万元．1950一一1988年国家投资总额为2295．9万元，实现总利润

为2273．6万元．向国家上缴的税利总额为2602．6万元，巳超过国家投资额．

成都药械厂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了企业的三大管理，即：全面质量

管理、全面计触管理、全面经济核算。为实现生产规范化，各车间及有关生产部门的每道工序

都详细制订了以生产岗位责任■为中心的生产技术操作细则和岗位责任制，全厂完善和铡

定共2∞余项规章翻度．

成都药械厂198●年进行企业整顿，农牧渔业都于11月授予企业整顿。五项工作”验收

合格证．1985年成都化学工业公司授予无泄漏工厂合格证．又获得四川省计量管理局授予

‘的计量管理上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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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建制沿革

成都药械厂的前身是t“四川省家畜保育所”的一部份，于1936年建所，1938年家畜保

育所并入农业改进所后，正式成立。血清制造厂”，从建厂至1949年，建制亦几经变化．1950

年成都解放后工厂的隶属关系亦经历了几次变化，领导成员的变更亦较频繁，厂内组织机构

的设置亦多次演变．

解放后，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基本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从1938年至

1988年，厂长(我厂初期称主任)已有十四任．从1950年至1988年党总支或党委领导已有

十任。

第一章 体制演变昂一早 伶利便焚

第一节 厂名及隶属关系的变更

1936年四川省家畜保育所成立时，所内有血清菌苗的研究和制造部门，地址在成都外

南浆洗街．1938年并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更名为畜牧兽医组，迁址于成都外东净居寺，而血

清制造部门仍留在浆洗街，名称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第一血清示范厂．1942年乐山第二血

清示范厂合并到成都来，更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血清制造厂，厂址仍在外南浆洗街，一直

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

从1936年至1949年12月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十四年，工厂的前身经历了：四川省

家畜保育所、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第一血清示范厂、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血清制造厂三个阶段．

1950年元月，工厂由川西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水利处组织接管后。定名为西南农林部

第二兽疫防治处，后又分为成都兽疫血清制造厂及川西兽疫防治所．1954年大区撤销后，改

为四川省农林厅领导，更名为四川省兽医生物药品厂。1963年2月起改为中央农业部领导，

更名为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1978年6月2日，改由农林部和四川省农业局双重领

导，以部为主．从1978年11月起，更名为农林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1979年9月又更名

为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又再由农业部和四川省农业局双重领导．由农业部畜牧总局

直接领导．农业部于1981年3月14日来文通知，将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厂名更改为

农业部成都药械厂．1984年1月起随着农业部的名称改变，又更改为农牧渔业部成都药械

厂．1988年又更名为农业部成都药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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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沿革

建厂以来，随着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情况，根据上级要求企业加强管理的指示精神，

工厂的管理机构亦相应地进行了多次的改变，下面就管理机构设置变化较大的几次分阶段

叙述如下。

1936年至19．19年建厂初期的十四年中，由于规模小，生产量亦小，职工人数不多，在机

构设置方面，生产部份有试验研究兼菌苗制造及血清制造两个大组。行政管理有人事、秘书、

计划财务、总务四股、从家畜保育所到血清制造厂十四年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详见附表1．

1950年至1956年虽以恢复社会秩序为主，但巳着手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都在逐步

开晨，血清厂的生产亦在逐步扩大．1956年搬迁到沙河堡新厂后，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职

工人数增多，组织机构亦作了较大的调整，生产管理部门由原来的两个大组调整为四／卜车

间、三室，即一车间(菌苗制造)．二车问(牛马血清制造)，三车问(猪瘟血清及猪瘟结晶紫苗

生产)，四车问(消毒及培养基制造)，另有驻厂监察室，技术室，外购动物隔离室．行政部门，

由原来的四股，改为四股二室，即供销股，计财股，秘书股，人事保卫股，医务室及肉品加工

室． ，

．

1959年工厂的组织机构又作了一次调整．生产管理部门调整为六个车间及两个室，即

一车间(菌疫苗)，二车间(消毒培养基>，三车间(血清制造及结晶紫苗)，四车问(大小动物繁

殖)．加工车间(副食品加工)．肥料车问(生产颗粒肥料)，驻厂监察室，机电室．行政管理部

门，由原来的股改为科．设有秘书科，计划财务科，供销科，人事保卫科，医务室．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党政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生产基本瘫痪，

全厂处于混乱状态。组织机构无法行使职能，这一阶段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为混乱．1968年名

为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设置三个勤务组．即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后勤

组．各车问科室亦相应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哈尔滨厂并入我厂。同时军代表亦进驻厂里，遵照上级指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

军’的号召，为实现在工厂创建。四好”连队运动，将全厂的生产车间及行政科室都改为连队

建■．例如一车问改称一连，工厂成立营部，小组设班．

1970年以后，工厂相继增加了诊断液生产车间，土霉索生产车阃，兽医药械车间．行政

科室增设了动力设备科、劳资科、生产技术科．

1978年厂革委会撤镝，恢复农业部成都兽医生物药品厂名称．组织机构亦相应地进行

了调整，取消了连队名称，生产管理部门设有一车间(菌疫苗)．二车间(消毒培养基)、三车问

(血清制造及抗生素)、四车问(大小动物繁殖)、五车间(诊断液生产)、六车问(兽医药械生

产)．另设有中心试验室、监察室．行政科室设有：厂部办公室、供销科、财务科、保卫科、劳动

工资科、动力设备科、基建科、总务辩、生产技术科．

198|1年企业在全面整顿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内部的组织机构又进行了一次调整．生产

管理部门设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车间及中心试验室，监察室．行政科室设有：厂部办公

室，生产技术科．行政基建科，财务科，人事劳资科，动力设备科，教育科，企业管理科，卫生

所，幼儿园．党群机构设有：党委办公室，纪委．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团委办公室，厂工会，

科技协会．附属机构有：劳动服务公司、兽药经营部、中西药店、饲料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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