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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志领导小组及宙～小钼成员。

二、潜山县医药公司于一九八八年三月举办了第四

期医药技术培口lI班。



三．状岑。

1／q，行荚人n在捡卉药．m质岛}。



五，梅城药材收购点。

六、我县药材生产品种一山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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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县药材龟橱，二百年前由黄泥同仁童用

此为原料生产的电胶，苻名一时。

f‘、厚朴幼苗～九八五奄一九八八年之间，
我圭}发腱r一万多亩厚朴，巩同发展了潜厚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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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天乐常药店的药师代客加工丸药。

十二、饮片加工厂的晒药厂。



一工厂的电功炒药机在炒药。

r阴、风凰药材场种艟的粤皮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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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把编纂地

方志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主要项目。·编史修志，益于当

代，惠及子孙。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于1987'

年5月组建了《医药志》编写领导小组，抽调了专人办公，

1988年3月基本完成初稿。本志详今略古，对本县医药兴衰

史实，一一通过内查外调，反复考核，辩其真伪。采入书中。

《潜山县医药志》通过较翔实的资料，反映了本县药物

的历史与现状。它详尽地记述了本县中药材资源和医药商业

的历史沿革、经营活动、财务管理情况，对汉朝左慈在天柱

山炼j{}、明清安徽四大名药之一的“潜茯苓"在国际市场荣

为传品之事实亦作详陈，还有建国后在驼岭、放马寨生产引

种成功的人参、黄连，天麻、贝母等事实也记述清楚。这些

都客观地反映了我县医药发展霞要地位和突出特色。‘，
。、

’本志运用志、记、述，图，表、录等表达形式，’力求准

确、科学、系统地记述事实，刻画面貌，揭示规律。在编纂

过程中， 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由于经验不

足，错漏之处肯定难免，望有识之士指正。倘本志能为本县

医药事业的振兴．经济的繁荣，提供参考，奉献绵力，则为

章甚，实为翘复。

张 田凡

罩9 8日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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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蔡力求体现社会主义新方志之特色‘，实事求

是地反映我县医药行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下限断在1 9 8 8年。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本县中药材资源和医药商业的发展面貌及变化过

程。全书共六章十八节，近l 2万言。

三、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录等多种体截，以

语体文记述为主，力求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整体的科学性。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图书馆、省医药管理局、县地

方志办公室、档案局、计划委员会，卫生局、党史办公室及

医药公司等处，同时收集了城乡老药工．老中医的口碑资料。

五、本志中数字用法，遵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的通知规

定执行。

六，志书中“文存黟一节内容，，一为指导医药行业工作

与具体药事活动方面曾经或正在起重要作用的政策条文仔：据

类，二是反映医药商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类，三是对中药材资

源开发利用具导意义的中药资源普查与区戈Ⅱ报告摘要类。

精选成节，存以备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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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潜山地处江淮之间、长江北岸。西北面倚靠大别山脉，

东南为圩坂小丘、地形多样，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

和，各种生物资源品种繁多，生长旺盛。中药材资源极为丰

富，产有许多名贵地道药材，如桔梗、厚朴，白术、蔓荆

子、石斛、茯苓、麝香、龟板、鳖甲等。其中桔梗、茯苓，

蔓荆子，自扃豆，乌药等每年还供应出口，为国家创取了大

量外汇。

建国前，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原因，本县医药行业发展缓

慢，药材的产、购，销大多为私人经营。五庙的私人茯苓

行，每年收购茯苓运到上海， 然后出口到东南亚各国。 王

河，梅城，黄泥各大集镇上开有十多家私人中药房，西药几

近空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相当普遍。

建国后，1 9 5 6年成立了潜山县医药公司和中药材经

营处，分别经营中、西药品，形成了国营经济占领医药市场

的局面，党和政府大力开展防病治病知识的宣传，医药公司

每年还拿出技术力量和资金扶持农民进行药材生产，做好药

材销售工作。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我县医药事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医药生产的发展极其

缳陧。粉碎‘r四人帮"后，经过全面的拨乱反正，医药公司

l



各项工作走上正轨，落实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大大调动

了医药职工的积极性，药司各项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经济

效益年年提高，开创了新的局面。

1 9 7 8年后，由于加强了经营管理，调整经营网点，

扩大了购销，销售额大幅度上升，1 9 7 8前，每年徘徊在
1 6 0一一1 8 0万元， 1 9 8 7年巳达到6 8 3万元，

1 9 8 8年到1 0月份完成了8 0 0万元。固定资产l 0年

前共计在2 0万元左右，近1 O年间，公司添置了切药机、炒

药机，电动打包机等加工机械，兴建了综合楼房5座及其它

门点、仓库，共计建筑面积5 0 1 5m2， 并将中药仓库的

易损木器药箱全部换成了铁皮箱，还购置了1 3 0型双排座

汽车两部。总投资有8 0多万元。在业务管理上，药司重视

智力投资，先后办了四期医药培训班，并对职工进行文化补

课，选送多名好学上进的青年上各类专业学校及电大、函大

学习，从而提高了职工素质。在药材生产方面，先后发展了

蔓荆子、白稿豆、厚朴、茯苓等1 0多种中药材。1 9 8 8

年初，种植厚朴1 3万多棵， 占全省当年生产计划面积的

1／4。不断加强药政管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在县委，县政府及县纪委领导下，配合有

关部门，整顿医药市场，严厉打击违法经营医药商品的活动，

处理了一批违法药贩，保证了人民用药的安全有效性。

1 9 8 8年，医药公司下设经营部，药材加工厂、源潭

医药站、水吼医药站，有零售门市祁9个，批发鄢4个，药

材收购点9个。这些巳成为全县药材生产．医药商业的中枢

和纽带，保证了全县医疗单位及全县人民防病治病的用药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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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后汉时，左慈在天柱山炼丹成名以后，来天柱山炼丹的

人源源不断。

唐朝，舒州同安郡(潜山属之)土贡五个品种，药材石

斛是其中之一。 ．

’

宋元丰三年(1 o 8 o年)，诗人黄庭坚在天柱山作《

题潜山》诗，诗中写到“复多灵芝草，代有栖霞客”，赞誉

天柱灵芝。

嘉庆二年(1 6 4 6年)，黄泥同仁堂中药店开业，．-

直经营到1 9 5 4年。为我县开中药房时间最长的一家。

顺治十一年(1 6 5 5年)的Ⅸ潜山县志》中记有本县

药材7 1种。 ，

乾隆四十六年(1 7 8 2年)的《潜山县志》记有本县

主要药材1 5种。 · ’_’。

清朝胡开翼所著《致官文书》及《清异录》中描述潜山

野自术“形蟠若龙凤，味清气芬，为药中上品。p’

1 9 2 o年，《潜山县志》记载有我县所产主要名贵药

材麝香、白术、石斛，茯苓、厚朴等8 7种o

·l 9 4 1年，仁济西药店开业o
’ ；

1 9 4 2年，天乐堂中药店开业o

1 9 5 0年，土产公司收购中药材o’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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