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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医药志》上自民国十年(1921年)，下限1984年，全书

共分十二章、二十九节，约七万字。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详

今略古，记述了中药材生产、中西药经营及企业管理。并注意突出栾

川县属全国中药材生产重点产区这一特点，为发展医药事业提供历史

借鉴可靠依据。
本书编写采用编年加章节、横排竖写，科学分类，以文为主，兼

用图、表、照、记、录等形式表达。力争做到图文并茂．

鉴于栾川县是1947年由原嵩县、卢氏县析置的新县，搜集历史资

．料过程困难殊多，我们遍查了《卢氏县志》、《嵩县县志》，医药史

料无案可稽，仅有片言只字，对写此书有补甚微。书中现有一些历史

款事，贝lj要感谢一些老职工和社会上知情人的大力支持。
修志工作是上对列祖列宗，下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千秋大业。也是

耐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但是，由于我们受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的
狠制，虽欣然受命，然力不从心．今文已辍，而疚难却。如本志书对

读者尚有参考之处，该感谢省、地医药管理局领导、药志总编及其县

地方史志总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帮助与指导．对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
当之处，乃至是错误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我们则感谢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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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JlI县医药恚

第一章概 述

栾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山区，东径11l。367，北纬33。477．东临

嵩县，西接卢氏，南毗西峡，北依洛宁。总面积为二千四百七十七

点三平方公里，有二十五万四千七百一十八人，全县共分十五个乡

(镇)。 ，

栾川县境，南有伏牛山，北有熊耳山，中间有熊耳山分生的鹅羽岭。

三座山纵贯全境，岭梁纵横，天然分开南北两条较大沟川。地势西南

高，东北低。全县属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地带，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冬长夏短，气候温凉，雨量充沛，适百药丛生，蕴量丰富。稀有

的麝香豹骨、金钗不虞匮乏．特产中药材连翘、柴胡、桔梗、天麻、

苍术、百合、丹参，分布东西南北山峦，岗坳。伊河、洧河、小河，

明白河和诸多常有水的支流亦产有中药材。历史上素有“予西天然药

库”之称，是全国中药材重要产地之一。

北宋徽宗崇宁年问，栾川曾置县。当时集市已有中药材贸易。只

因远距通都大邑，地处山巅，运输困难，影H向市有药材收售，致使有

些稀有药材被弃之如敝屣，更有许多地道药材自生自灭于山中．

建国前，栾川的人民虽身居药库，罹难疾病却很难及时医治，并

因误治、失治伤生者比比皆是：一九三二年，霍乱、伤寒两疫同时流

行．潭头、冷水等地死亡惨重，路断行人。一九四四年，合峪一带回

螺热流行，病死者五百余人。当时各乡镇虽设有药铺店堂，但多系

富户商贾开办，经营唯利是图，对人民群众的治病尤以防病则漠然置

名．
j

1947年栾川解放。同年lo月21且成立栾川县人民政府．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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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医药志

县供销社成立西药批发部，开始经营少量药品，器械．1956年，成立

药材经理部，归属县供销社领导．地产中药材的产、供、销业务开始

被纳入国家计划．1957年，成立栾川县药材公司。从此，栾川有了医

药商业企业机构，经营中西药达五百余种。1960年，药材公司改为栾

川县医药公司．城关，三川、潭头、狮子庙、陶湾、合峪、叫河、白

土相继设立药材收购网点，开始有计划、萝步骤地对栾JiI中药材资源

进行开发利用，对全县人民防病、治病供应药品。1958年，由省、地

县医药主管部门联合组织了对栾川中药材资源的调查，计有中药材四

百三十二种．遍生全县各地。是年，收购品种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是

建国前四十种的四倍。1976年，省医药公司在栾川召开新草药会议，勘

察新草药三百九_r一种．地产中药材畅销全国二十五个省市．1978年

中药材购值二百四十二万七千四百元，为1960年四十万零三千元的六

点零五倍。销值三百三十九万六千元，是1960年二十九万元的十一点六

倍．1982年，西药购值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七百元，是1961年三十三万

九千元的三点四倍．销值一百一十一万八千七百元，是1961年四十万

零七千元的二点七五倍．

1966一一1976年，年均上交国家利润四万七千二百元．1977一一
1983年，年均上交国家利润一十四万零八百元．

从1965年开始，由于历年中药材的大量收购，影响野生药源的保

护，出现了个别品种抢青、采青现象。栾川县人民政府对此，布告全县

人民，注意对中药材资源的保护。县公司立足发挥山区优势，调整充

实了生产人员，使中药材的引进，种植和野生变家种生产同时并举．

1963年，引进党参试种成功，年产二十=万公斤．1972年，野生二花

变家种成功，在全县推广栽培，面积扩大，产量增加，缓和了二花紧

缺的矛盾。1970年，对天麻的野生变家种试验成功，特别是有性繁殖

的试验成功，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四等奖，开辟了增产增收的新途径．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贯彻后，栾川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把发展以

药材为主的多种经营作为振兴栾川的四大优势之一．县公司及时转移

一2一



栾川县医药恚

中药材生产工作重点，做好对两户一体的技术指导和信息传递工作。

多品种的中药材商品生产被人们逐渐重视．

建国前，栾川成药加工仅有少数坐堂医生兼制小量水丸．散丹、

黑膏药之类。西药引进始于1931年．西药生产、在栾川历史上是个空

白．1959年，首建县办制药厂，因技术问题及原材料紧缺，于1963年

停办．1970年第二次兴办药厂，至1971年上级压缩县办药厂，当年中

辍。原厂转为中药饮片加工，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代替了历史上饮片

手工切制。年产量七万公斤左右，产品质量在用户中享有信誉．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栾川的医药商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截止1984年底，全县在各乡(镇)设有医药站十二个，中西药批发门

市七个，零售门市九个，有职工一百六十七人，有了与企业经营相适应

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但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员的更新，职工

队伍的素质不能适应五作需要，企业管理水平较低，中药材的加工炮

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后继乏术．

1981年以来，医药商业企业面临着多渠道经营．多方竞争的新形

势．公司党支部把提高职工素质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连年来、除

派员离职进专业学校学习外，还不定期的举办短期专业培训．使职工文

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与之肩负的工作相适应，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82年以来，每年度的计划生育施术用药和器械，县公司和各有

关部门积极配合，保证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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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医药志

第二章大事记

l 931年(民国二十年)西药传入栾川。

1950年4月，县政府秘书室第一次派员赴徐州进回西药、器械百

余种。

1954年实行对私人资本事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人店堂

转为合作联营。

1956年6月，药材经理部建立党支部。

同年，在嵩县城设立药材中转站．

1957年栾川县药材公司成立． ‘

1 958年，撤掉嵩县中转站，设驻洛采购组。

同年，省、地医药公司组织对中药材资源进行调查、查出地产药

材四百三十二种。

】960年栾川县药材公司改为医药公司。并首建制药厂．

同年，公司由老东街区署东院迁至老西街．

1961年，共青团组织建立。

】963年，建立工会组织。

同年，从山西潞城引进党参种子二十五公斤．

同年，在叫河乡、牛栾村、三川乡、大红村四棵树发现。山棉芪”。

三川，叫河收购部收购后被误认为是伪品，销毁万余公斤。

同年，报废“三清”商品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元．

同年，药厂停办．

1967年， “山棉芪“经洛阳地区医药站转中国医药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鉴定，定为“河南岩黄芪”．

1970年栾川县制药厂第二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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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医药恚

1971年，由省主持的天麻野生变家种会议，在石庙乡杨树坪村召

开。与会人员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四省，七十余人．

同年春，恢复党团组织生活．

同年，栾川县制药厂停办，转为饮片加工厂．

1973年，征地筹建公司大楼。

同年，装配第一部“解放牌”汽车．

1974年8月．栾川县革命委员会印发《关于坚决保护野生药材资

源的通知》，发至各乡(镇)及居民村．

同年，医药仓库归并商业综合仓库。

1975年lo月，出席洛阳地区财贸战线“双学”代表大会，获先进

集体奖。

同年，南阳地区脑膜炎流行，饮片加工厂支援予防药十万余包．

派专车送往发病地区。

1976年，公司大楼竣工．交付验收使用．

同年，仿造第一台木制打包机．

同年，省新草药会议在县城召开，采集新草药标本三百九十一

种． j

1977年，出席省商业财贸“双学”先进代表大会。

同年，药材生产科研、成绩优异，出席地区科技先进集体代表大

会．

同年10月，天麻，二花野生变家种；党参引进试验成功．

同年，无计划购进林县果品公司山楂丸，因虫蛀，损失六千余

元。

同年5月，建立新草药门市部，经营七十个品种．

1978年lo月，出席洛阳地区财贸“双学”代表大会。

同年，出席全国财贸“双学”先进代表大会。

同年，全县收购中药材一百八十二万四千二百九十公斤．金额达

二百四十二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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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医药志

1979年4月，公司出席省财贸“双学”代表大会．

同年，家种冬花丰产，收购十四万五千六百八十六公斤。

同年，机修组自行设计制造电动打包机两台和载重五百公斤小吊

车一部．

1980年，成立栾jiI县医药管理局．

同年，举行第一次批发展销会，销货七万多元．

同年．发给外地中药材，在湖北光化火车站失火，损失二万零一

百二十二元。

同年． “天麻有性繁殖”获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

1981年，洛阳地区组织会统技术职称评定。公司评定助理会计师

一人，会计员三人，统计员一人．报河南省医药管理局批准，并颁发

技术职称证书。

同年，从广州购回一点七五吨日产丰田工具车一部．

同年，分别于庙子、陶湾等处，在三十四头牛体胆囊中进行人工

培殖牛黄试验．

同年冬，承接农牧局转来四道沟牧场作药材试验地。

同年，城关收购门市部被盗，损失物资折款七百余元。

同年，栾川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保护中药资源坚决制止采青抢

青的通告》．

同年，出席地区医药局储运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同年11月，城关中药批发部被盗，损失血竭、羚羊角及砂仁等药

品，折款一千七百余元。-

同年，接国务院淘汰一百二十七种药品的通知，报废三十八种商

品，价值三万七千九百一十七元．

1983年春，把四道沟药材试验场转交有色金属公司。

同年2月，成立“栾川县药志”编纂领导小组．

同年，处理冷背、呆滞及无批准文号商品损失十二万五千零二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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