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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地处川陕边境，位于大巴山南麓的通江县，历史悠久，。’文化

灿烂，地理、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的秦巴药材久负盛名，医

药事业源远流长。为总结通江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达到“通古

今之变一、和“鉴往知来一的目的，这部经广集资料，深入调查，

了解，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而辑成的《通江县医药志》，记

载了1 9 1 2年至1985年70余年的史实，侧重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30多年县医药事业所发生的变化；特别详记了建国后全县

中药材生产的发展、科研和县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及资源的开发科

用等情况。 ·

，．

本志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内容周详， 图文并茂，是通江县

第一部医药专业志书。它给全县医药工作者留下了一部“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将为振兴通江医药事业起到二定的

作用。 ‘o

值此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积极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

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 ．

，

-

通江县医药管理局局长 周书贵

1 9 8 9午1 o月

l



凡． 例

。·、《通江县医药志))是一部记述通江医药事业历史史实的地方专业志，它以马克
r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以“资治、存史，教化"为宗旨，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二，全志分机构，中草药资源，医药经营、管理等9章，30节，约12万字。采用志，

记、传、图、表，录诸体，重点记述了县中草药资源，中药材生产、收购状况，以披露

地方特色。 。．

三，本志编綦坚持贯通古今而又详今略古。上限时间原则上为1912年，但对搜集到

值得记载的历史资料，则超越上限时间，下限至1985年。历史纪年，清以前及民国用当

时习惯通用法，年，月、日用汉字书写，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1912年覃；1932年12月

17日称民国前期，1935年3月至1949年9月称民国后期。1932年12月18日至1935年2月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期，简称苏维埃政府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此两个时期皆用公完纪年，年，月、日用阿拉佰数字书

写。．‘ ·．

～

四、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对在县医药事业中有突出成绩者，采用以事系
_●

人的方法，简明扼要地记叙于事实之中，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

五，地名按所记事项所处之时的称谓记述，古地名今人不易理解者，在首次使用于

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

一’ 一

六，本志范围虽属全县，但由于医药直属机构未下伸到区乡，全志在记述上以通江

县城中，西药店的今昔变化，县医药局，中药材，医药公司的建立过程，业务经营、企

业内部管理和县中草药资源情况为主要内容。’
‘。 一

七，行文用语体文。‘韬实记述，不加修饰、褒贬，寓经验教训。成败得失，起伏盛
●、

衰于史实记述之中，求严谨朴实，简明畅达。

。_·：：。。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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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通江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米仓山东段南麓，大巴山缺口处，东靠万源，南临

平层，西抵巴中、南江，北连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三县。通江春秋属巴国，秦时属

巴郡，’汉为巴郡宕渠县地，西魏建县，早称诺水，唐天宝元年更诺水县为通江，从西魏

置诺水县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境内土地辽阔，峰峦迭翠，溪河交错，地质结构复

杂，低中山界明显，地貌类型多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风速不高，霜雪期短，．久负

盛名的秦巴药材资源丰富，医药事业源远流长。 ．．

，．

据《蜀中名胜记》载，隋末唐初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曾“濯药于县东十里石涧之畔，

名为孙氏池亭，，石灶丹臼尚存”。又引《碑目》云： “孙氏园在通江县二十里龙滩之

侧，唐末监察御史卢重阜率壁州刺史卒巢文等六人分咏赋诗，有石刻存"。“石涧之

畔"、“龙滩之侧"，即今龙溪沟酒厂处。相传，孙思邈在通江隐居时常采药于药石

(市)坡，在龙溪沟淘药，制药和炼丹。道光《通江县志》云。 “药石(市)坡至今坡

产药材30余种”足见当时通江中草药资源丰富。- o

建国前，当政者对医药只重税收，不管生产，经营， 既无指导方针、又无专业机

构，加之交通闭塞，科学知识贪乏，致使通江丰富的中草药资源长期未能得到开发利

用，医药事业发展缓慢。民国五年(1916年)通江流行霍乱、赤痢、伤寒，痘疮，猩红

热等8种传染病，患者达34922人，由于缺医少药死亡23739人，据四川省内务部《内务

统计报告书》统计，当时全县仅有无招贴医士120人，无招贴稳婆6A．。中药咀片及膏、

丹，丸、散店173个，草药店25个，生药店149个。 、

1932年12月至1935年2月(苏维埃政府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创建

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由于战斗频繁，同时1933一'1934年部队流行伤寒、

霍乱，痢疾等病，加之川陕苏区原有的医药卫生条件又极其落后，尤其是国民党军阀的

层层封锁，药品供应困难，医务人员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党，政府和红军采取了“中

西并重”的方针，大量吸收本地中医中药人员参加医务工作，广泛采挖，使用大巴山中-

草药为红军和当地群众医伤治病，对保障军民健康起到了极大作用，为革命保存了力

量，在大巴山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开发利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县医药行业是年9月仅由4家中药咀片店组成“通江县LLL

货药材同业公会帮，隶属于县商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开江籍西医顾元春在通江

城书院街(今县委招待所处)开设第一家西药房——诒生药房，至此西药才正式进入通

江医药市场。 。 ’．j 4‘．’

r

1949年12月26日，通江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一，“公私兼

顾、劳资两利黟政策指引下，通江县的医药商业日趋繁荣。1951年初全县中，西药店‘

(行栈)共计193家，从业人员227人。此外，就地设摊，走街串巷的小药商亦到处可

4



见。‘
_‘

1955年元月，通江县中药材支公司成立。

国共产党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

孤立打击不法商户，加强市场调查，改进经营

迅速上升。1956年6月，通江县医药公司成立。

关5户中药咀片店实行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的中药业先后隶属于县供销社，商业局

等部门。1959年3月，中西药合并，成立通江县医药经理部，统一经营中西药品，医疗

器械、玻璃仪器等医药产品。经理部下设中、西药批发部，并在至诚，涪阳、永安等地

设立批发网点，负责全县地产药材的收购，调拨和医药供应。1962年医药经理部更名为

医药公司。】975年中西药分家，新成立中药材公司，分别隶属子县商业局，供销社，

于1980年移交县医药管理局。三十多年来通江医药商业在当地主管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

的双重领导下，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活动，在大量开发利用通江丰富的野生药材资源的同

时，大力发展中药材生产，大胆引(试)种外地药材，通江县的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起

来。至1985年底，医药商业共有职7"-104人，经营医药商品3400余种。地产调往国内18个

省，市，200余个地县公司，总购进额363．16万元，总销售额433．53万元。

建国后，自1957年始兴办药专场(队)发展药材生产至1982年，二十多年来通过国家挟

持，公司派员指导技术，中药材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56年至1980年成功地引进种

植了河南地黄，山茱萸，黄连，连翘、延胡索等药材新品种。1962年收购家野生药

材269个品种。1969年至1981年成功地将天麻、雷丸、茯苓，百部，半夏等品种由野生

变家种，更加丰富了通江县中药材资源。1978年全县有药专场队371个，专业人员1626人，

种药6200余亩，收购量达63．5万公斤，1982年中药材收购额达91万余元。

1979年中药材公司建立中药材科研小组，1980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通江县天麻

科研究，1981年县科协批准设立通江县名贵药材科技协会，致力于新法天麻和杜仲、黄

柏环状剥皮再生技术的试验，研究。1983年新法天麻提高产量质量试验获省人民政府重

大科技成果四等奖。1980年至1984年成功地进行了杜仲、黄柏环状剥皮再生试验，成活

率达87％，生长三年后达到未剥原皮厚度，结合成片造林推广应用这一技术可提高造林

经济效益16％，同时为一树多用和既要缓和目前市场紧俏又要保护资源刨造了技术上的

条件。

建国以后，先后三次对县内中草药资源进行了普查，经1985年普查综合已知县境内

有产中草药材1436种。其基源分属于动、植、矿、加工制品四大类，共221个科1570个

种，总蕴藏量2400万公斤，年可开发利用量850万公斤。

1985年实行医药体制、财务体制改革由省下放管理权限到县。药医行业根据中央

(85)1号文件精神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

取消统购以后农产品不再受原来分工经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在打破按行政

区域，行政层次组织商品流通中，县医药商业派员广泛了解、准确掌握全国医药市场的

行情和信息，充分发挥其应变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通江县的医药生产和经营，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又是人民的保健福利事业，

担负着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光荣使命。建国以来，通江先后发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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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事件数十起，有22种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发生或不同程度流行。县

积极配合县防疫、卫生等部门，尽力做好防治药械的供应，保证了医疗

和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据县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

3年女性的平均寿命为65．49岁，高于男性平均寿命65．37岁的0．12岁，高

均寿命62．08岁的3．41岁，。高于全地区女性平均寿命65．35岁的0．14岁，

界平均寿命60岁的5．49岁。社会主义时期的通江医药事业，在国民经济

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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