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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医药志》．是灌云县建县七十多年来第■本医药

专业方志，它集明、清以来到今天的灌云县医药事业之大成，

比较客观地记述近代和现代灌云医药发展的历史状况，也反

映和肯定了全县医药人员为灌云人民防病治病、康复保健事。

业所作出的贡献o 《医药志》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又为

教育后代提供了宝贵史料。

解放前，历代政府对医药事业的发展很少过问，从过去

所著的地方史志来看，对医药记载是寥寥无兀。解放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县医药事业有了较快的

发展，县药政、药检机构相继成立，并发挥其管理职能作用；

医药生产、医药经营单位不断发展；医药资源得以发掘和利．

用；全县药剂队伍不断扩大，高、中、初级药剂人员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

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县医药事业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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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医药工作者，’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发扬．

祖国医药遗产，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医药科学，．认真总结经

验，不断提高药学理论水平和医药经营管理能力，为振兴灌

云医药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灌云这块土地上辛勤



耕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毕生精力灌注在医药事业上，

为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为送走灌云大地上的“瘟神"立下

了汗马功劳，抚今忆昔，不胜感慨o

《灌云县医药志》的编纂者们运用了“回天再造"之功

夫，走南奔北，搜集县内古今医药史料，。寻访社会智叟和药

事传人，进行反复梳理，．历时三年余，三易其稿，其创作之

艰辛，．真令人可敬可佩。一《医药志》“引古汇今∥内容翔实，

j；图文并茂，雅俗兼容，掩卷深思，颇有教益b j
一

《灌云县医药志》的诞生， 是我县医药事业中的一件大

事，它必牦促进我县医药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o

《灌云县医药志》是一．部厉史性、资料性和综合性的医

药专业的工具书，是比较全面地·、慨括地反映我县医药事业

的基本-慨况和发展面貌，反映我县医药事业的成就和水平，

真实可靠地记录我县医药工作c者辛勤劳动的业绩，也成为有

价值的医药参考资料o 一¨

值此，我仅以个人的名义，向《灌云县医药志》的全体

编纂人员和积极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深切的敬意。并希望全

：县广大医药人员团结奋斗，开拓前进，为发展我县医药事业、

为人民身体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琦珂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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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有一卷《灌云县卫生志》在手，现在《灌云县医

药志》又面世了。姐妹篇、，并蒂莲o．读之又读，可喜可贺。

自古以来，：医药同源。悠悠历史长漫漫，芸芸众生传世

来。我们的祖先，经过千百次的探索与考证，发现某些植物、

动物和矿物对疾病有治疗作用，逐步积累起药物治疗的经验，

于是就出现了医学和药学。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得益于它的发展进步。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丰富医药文献，如《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日》、

《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都是我国劳动入民同疾病作

斗争的经验总结。《本草纲日》间世不久，被译成多国文字，

传到国外，’对于世界医药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药圣李时珍，

医圣华佗、扁鹊、张仲景等，是传统医药学中的不灭星座。

而遍布神州的历代名医药工，在他们的医药活动中，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和创造，把医学和药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医学和

药学是孪生姐妹。回天医术，还要得力于疗效卓著的药物辅

佐。所以，药品的质量和效力，是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无．

数事实说明，医药相辅，医药同功，医药同源。防治疾病，

保证健康，它们是不可分的，同等重要的。我们说， 《医药

志》和《卫生志》是姐妹篇，即基于此也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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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可以明智。事业的曲折兴衰、发展变化蕴含着丰富

的哲理和规律。修史编志，日的在于存史资今，泽被后世。

人传百世不忘袒，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医药要发展和进步，型堂墨继丞塑剑堑。我们对待自己的医
史和药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清精华与糟粕，扬

长避短，区别对待，批判地加以吸收，就是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推陈出新， 《医药志》的作用和影响，将是可以预见
～ 。

的。
’

历史是一卷长书，要祖祖辈辈地写下去。读完灌云县

《医药志》，．我掩卷思索，灌云县这块地方，历史悠久，条

件优越，名入辈出。我县医药卫生事业，历经沧桑和浮沉，

通过拼搏与奋斗，、如今已是如日之升，蒸蒸日上，如禾之长，

欣欣向荣。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振奋

精神，尊重科学，依法行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谱

写新的篇章。

顾正永

一九九O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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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修志贺成功

奋笔万言千古继

盛衰典藉有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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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经纶资料充

．交流秘史树高风

孟繁忠

写于一九八九年十二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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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从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远溯到明、清时

代，下限至1 989年底。以详今略古的手法，着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的医药事业。其内容分文、图、表等不同形式，力求达到求实性、

资料性、知识性的记实，是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地方特色的史料，为

’今后发展灌云县医药事业提供参考。此资料博得广大医药界同仁的大力

支持，集恩广益，予以编纂o
。

· 二、本志主要记述l 9l z年废海州治后建立的灌云县(包括已经划出

的现连云港市区，灌南县、晌水县的部份行政区在内)的中药材资源及

古今医药企业的演变，医药市场竞争，西药的传入，解放区的医药简叙

及医药企业管理等。共分十一章o ，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局，县志办公室， 《县卫生志》及

+县医药公司历史档案，还有灌南县《卫生志》办公室、响水县卫生局和

原灌云县划出的地区及县内的广大老干部、老中医、老药工等提供了大

量的医药史料。

四、本志中的历史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正文一律用中文。对商品、

财务统计、图表等一律用阿拉伯字母表示。

五、本志中所收集的搿医药杂记’’与民间单方、验方主要来自老中

医，老药工的口述及灌云县《祖国医药采风录》、《镜花缘》中的部份

摘录，还有民间流传的药方等，以示地方医药之集萃。

六、本志“文存刀的目的是：

l、展示我县古今医药发展概貌，作为广大医药工作者之借鉴o

2、反映医药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管理及其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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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祖国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历史悠久，疗效卓著，名

闻中外，声誉日振。一它为人民防病治病，为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大贡

献，所以人们素称国宝。近百年来，随着医药科学的发展，西医西药又

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它同样为人民保健事业带来美好的福音o
．’ 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医药事业有

了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广大医药工作者，坚持为人民

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艰苦奋斗，精益求精^为人类保健事

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给

医药事业带采了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不仅改变了

各族人民长期“缺医少药刀的落后状况，而且在防病治病，康复保健、

计划生育，救灾抢险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成效o 一。

灌云县位于苏北沿海的东北部，现为连云港市郊县之一。县境地处

东径1190 1 37至儿90 53卜，北纬340 1 2’至340 40’之问。南北宽四

十七公里，东西长七十八公里。总面积为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包括

省属三个农、盐场五百余平方公里)， 其中岗岭山地面积为一百三十一

万余亩。总人口九十万余o
一

灌云县旧为海州辖地。民国元午(1912每)废州设县。县治始设板浦，

l 948年设伊山镇。灌云二宇是因县境南临灌河水，北枕云台山，所以取

两地首字为县名。东海、沫阳、赣擒、灌云合称为海属四县，属徐海道。

设县时，全县行政区划为六市(板浦、大伊、协和、新莞、三新、响水)；

十四乡(中正、西临、苍悟、基悟北、新县、墟沟、郁林、山前、大西、+，

东辛、纬南、纬左、双港)o l 929年以后， 搿六市”、 留十四乡乃合并

为板浦、伊山、新安、杨集、响水、双港、墟沟七个行政区o

灌云县境内土地肥沃，山岭叠翠，河流纵横，交通便利，滩涂广阔，

特产淮盐，+历史悠久，文化古老o 1 986年，经考古学家发现，在大伊山

脚下，有原始社会氏族墓葬群，距今有六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大汶
'

· ! ‘



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的融会，此墓葬群已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明中医辞典》中记载，商朝大臣伊尹曾隐居灌云县伊芦山采药

草。

灌云县自然条件优越，真是“百里青山千顷水，广阔平原稻谷香，

逶迤浅岭多伏起，沿海滩涂自盐堆"o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度，是各

种动≮植物药材生长繁衍的好地方。尤以云台山产药较多。云台山古称

郁州山，。隋称郁林山．，宋呼苍梧山。此山“四季好花常开，八节仙果不

绝刀o“百里青山聚灵气，千种仙草藏奇峰"o乃是一个天然大药库。

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引梁代明医陶弘景之记载：搿茯苓，

今出郁州”o苏东坡在游云台出对留诗曰：“郁：1；：；苍梧海上山，蓬莱方7ⅢW川 。舻币恹仁甜厶口Ⅲ峭嗣叮纠； ’删。刖笛1耳碍上uJ，蓬术刀

丈有无闻，1日闻草木皆仙药，欲弃妻奴守市寰o”清代文学家李汝珍在

板浦著《镜花缘》中称：搿葛藤粉唯有云台山产最佳o”清、嘉庆《海

州志》记载：“云台山有何首乌、五茄皮、佥银花、柴胡、天南星、青

木香等药材六十余种。黟

旧社会，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

广大劳动人民食不充饥，农不遮体，生活无依，一旦瘟疫流行，往往坐

以待毙。在病急无投的情况下，只得敬神拜佛，求得搿上天保佑"o

：旧社会的医药基础比较薄弱，设备条件较差，长期处予保守落后状

态。根据历史追朔， 灌云县最早的中药店为板浦“天成药店”， 是于

l 7 36年(清．乾隆元年)开业。此后，还有“张广生”、 “陶同德"、

搿天生福"、“吴松寿”药店相继开张。这些药店多是从本小利微到家

业殷实，业务日振，规模渐大，前店后坊，批零兼营，南北药材，往返

调运，雇员多达二十余人，资金达万元之多。他们讲究信誉，善于经营，

广交贤达，知人善任，遵守行规，制度严明，很快成为灌云县境内最大

的药商。在各乡镇中还有百余户小药店和行医卖药者开业应诊o
l 9 38年，日寇入侵，灌云沦陷，板浦、伊山等地屡遭日机轰炸，尤

以伊山“大生堂药店"惨遭重大损失。当时的其他药店，也追于交通不

便，货源短缺，加之广大人民奔于逃命，因此，药业生意萧疏。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人民疾苦，迅速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o l 945年，灌云县成立县卫生院o l 94 9年，各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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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建立公立医疗机构o 1 956年，建立灌云县医药公司。同时，人民政

府对私营医药企业实行对私改造政策，并取缔不法药商，整顿医药市场，

稳定药品价格，使医药经营管理逐步走上正规。随着所有制的改变，灌

云县医药经营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全部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经济轨道。

从此，灌云县的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为迸一步发展医药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医

药方针、政策、法规，诸如《中国药典》、《药品管理法》、《麻醉药

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t《精神药品管理办法》、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这些法规为

医药生产、‘经营、使用等单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法律依据o．。‘ ．i1

l 958年，在“大跃进"“左”的思想影响下，’县内备基层医药供应

组和公私合营药店均合并到各所在地卫生院，实行医药合一。一年后，

医药分开，药组，药店又归县医药公司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化期闻，

全县中药材种植、收购及药品制剂生产发展较快，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是，在贯彻落实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力的八字方针指导下，

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县药材种植场刀和搿灌云县制药厂刀被关闭o
’

l 96 6年至1976年，在一文革”期间，全县医药事业受到了一定的干

扰，医药单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打破，医药经营处于停业或半停业

状态，职工劳动纪律松懈o 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全县医药

单位的生产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县药政、药检机构相继成立，r药

剂队伍不断壮大，医药网点不断增设，医药供应基本上满足了全县人民

的用药需要o

l 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o本着搞活企业的要求，医药企业在计划管理上，将原指令性

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因此，灌云县医药公司实行

经理负责制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机制。在改革的大潮中公司的经营

销售五年五大步，年年上台阶，医药市场复盖面由县内扩大到外省、市、

县几十个医疗单位，经济效益大幅度上升。中药材种植、收购、饮片加

工炮制都取得显著成效。经营管理迸一步加强，医药网点遍及城乡各地o．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公司已连续五年被市、县人民政府评为“文明．

· 寰 ·



单位’’，l 988年6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灌云县医药公司“文明单位，，

称号。

．县医院、县中医院、‘扳浦医院、东辛农场医院的制剂生产迅速发展，

制制品种达八十余种，总产值达-百三十万元。各医疗单位的药房、药

库房屋、设备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全县药剂人员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

提高o
’ ‘

抚今追昔，灌云县的医药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历史长

河的冲涮，在广大医药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名商药贾的精心经营下，使祖

国医药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全县人民防病治病，康复保健，医学科

研，计划生育等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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