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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皇药商生支稿》的虫或发行表示热烈

的祝贺!对参加这本支稿编写的各位领导、专家和

同志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惑诲!

《中国医药商业史稿》是继《当代中国的医药事

业》虫版两年之后贵又一部更加全面、更加具体地记

载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医药商业战线上的广大干

部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遵揭u发展经济，保

璋供给"的总方针，坚持自力支生、艰苦奋斗和改革

开放、搞活经济的原则和精神，为工农生生产服务，

为各族人民身体健康藏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历史追程和精神风貌的好书。

《中国医药商业史稿》为里药商止战线广大干

部职工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医药商业的发展历史以

及工作中的经验教剖，提供了翔实可靠约历史资

拌，也为今后续编奠定了莹实的基础。

希望重药商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珍惜喜

爱这一成果，并使它不断充实、完善。

/扩子 /J7
中国医葵公司 r R.J /1) í 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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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 E建立以活，在党和政蔚的领导下 F 军药

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医药商业也随之成长壮
大。在三十多年的历程中，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

广大医药商业职工的努力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自

中医那种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医药商业系统的经

营机持已经遍及城乡各地，对保障人民坊病治病、

康复保健、保证军需、援丹、急救供应以及开展科学

研究和计划生育等方富的医药商品供应，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三大成就。为了把医药商业在这一历

史除段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商真实地反映出来，系

统地总结过去三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1986年中国医药公司决定撰写一部《中嚣医药商业

史稿))，并组成了《史稿》编辑委员会和编辑组，前后

j有了三年多的时间 F完成了编篡工作。

《中国医药商业史稿》按黑各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 9分别不同的专业和管理系统，采取以统为主 F 纵



横结合的方式分章揍写。全书共分十二章，客观地

再现了新中匿医药商业发展的历史概貌。《史稿》凝

聚了全体匿药商业职工三十多年辛勤劳动的心血

和成果，内容比较丰富，资料比较齐全，史料力求翔

实可靠，有些内容、望片、数据是首次公开发表的。

它是我国第一部医药商业史书，也是医药离生系统

职工散好经营管理工作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

《史稿》编写工作是在老一辈医药商业创建人

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为本

书提供编写资料的有 33 个单位， 129 名同志，中国

医药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上海采购供应站、上海

化学试剂采购供蛊站为编写《史稿》提供了人力和

物力，并由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负责《史稿》的

出跃和发行工作。值此《史稿》出版之际 F 谨向上述

单位和全体参与编写、审稿，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

串衷的感谢。

由于编撰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写作能力所限，加

之有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已经侠散，一时无法收集，
恐有疏漏不足之处，恳祈广大读者给予提评指正。

《中E医药商盘史藕》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吕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章
一
二
三
四
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章
一
二
三
匹
五
六
七

一
第
第
第
第
二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三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王

吕录

综述...........................

'Aeaneee 

业
业

来
商
商

由
药
药

的
医
墨

业
的
义
就

商
犀
主
成

药
中
会
大

臣
旧
社
亘

药品经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建国初期的药品经营.. .. ... ~....... .. .... . .. .. .. .... ..... .... .. ....... ~......……. .23 

发展与也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整顿和改革…...... .. "" .. ............... .... . .............. .. 0-.. .. ........ .. ...... ......….... • 33 

药品收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叠。

城市工矿供应.. .... .. "" .. ........ ...... • .. .. .. .. .... .. ........ .. .." .. ..…. .λ... .. ...... .. ..… 47 

农村供应…·….. .. .... ... .. ..…"". .... .."….... .. .. ...• .. . . .•. .•.•. " .55 

新药恃药和急救供应.. .. ...... .. .... .. .... .... .. """…..... ....... .. ..…. .… ..64 

麻醉药品毒药限制挂国药和精神药品的管理......... • 78 

专项管理品种...... ....... ..…..... .. 0-.. .. ........ "" .... .. .." .. """ • ...... .... .. .. .. .... ..… .85 

兽用药品和器械的供应" ..... . ., • ., • • •• • • " • " ••••• • ••• • " .94 

重疗器材经营...........................…………. .103 

历史沿革.... . .... .. . .. .. . . ... ......….. ....... ...... .. . .. .. .. ....…............... .103 

发展历程…….................................， ..............105

支持生产增加品种~. .. ... ... ... ........ .... ....... ..…·蜀.. .. . ... .....…… ..114 

三级经营…..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工矿区供应和大型器械经营…….. .•••• . .• . '" . . .. . .• • . .117 

装备公社卫生院….... .. .... . ..... ......... .... . .. ... .. ......... ... .. .... .. ...... .. ...... .. .119 

节育用品供应.. ..... .... 



2'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第J\章

第一节

目录

修配愚务….. ....... . ... . ...... .. . ... . .... ..... ..….. .... .... .... 0-...... ..…....... .12在

进口与援外………... .. ........ ..…........ .. ............ .. ... .. ........ .. .... .. ..…… .130 

化学试剂经营.. •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 .136 

旧中国化学试剂的经营…….... .. .. ...... ....…O'.. ........ .. ....……… 137 

国营住学试剂商韭的建立…….... .. .... 0-..……............ .139 

曲折的发展历程…..... .. ... ....……·…..,o.... .. .... .. .. . .. .. . ... .. ... . .. ..… 143 

经营的新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8 

经营管理.... .••.•... .•.... ..'.,. ••••••• •••• ••••••• ••••••••••• ..152 

支持地方生产的发展.. ..... .... .. .. .... .. .. .... ..………….... .. ........… ..159 

经营摄务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1 

注重市场调查.. .. .. .. .. .. ... .. ...... .. . . ........ ..…........ ......…………… ..163 

我璃仪器经营. .………….....................…. .168 

私营商业的经营和改造.. ....... .. .. .. .. .. ... .. . .. .. ..….. . . . . . •.•. .•. . .169 

国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 .. ..... .. .... ...... ...... .... ..…·….. .... .. . . .. ..… .170 

经营与管理..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173 

协商工业发展生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 

经营原务形式.. .. .... . .. . . ..………·…'" ... 0-" ..…. • . . .. • . •.• •.• . .181 

经营新措施….... .... .... • .. ..….. .. .,o .. .... ......... ..... .. ..…. .气.. ..... .. ...... ..… .183 

计划管理. .……………........................…. .185 

商品流转计戈u .........….. .... '"'' ... ..…….... ..... ....….......... .185 

商品流转载计. ....... ........ .. .... .. ..…….. ... .. ........ ....... .. .. ...... 0-.. ........ .. ... .. .191 

市场调研…..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98 

英才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 • .. • 206 

期会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 ..... .. . ••. .. ........ ....,. .... ......O'.... .. .,. .. .…206 

财务管理….. ~ .. ...... ....,.…. .... ..... ..... .. •• .. ....... .... ..O'..,....,.........,.… ..2í6 

会计核算... ..... '"... .... .…. ,...... . ..…... .. .......……. ... .. ,.. .……… .228 

椅格管理....................…….. • ... • ... • •• • •• .… ..234 

平抑药价稳定市场.........................…..........… ..234



吕录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九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3 

对私改造时期的医药物价工作........................ ...237 
挺进生产降倚医药商品价格.. ...~ . .. .... .… ..................24。

全匿统一拚…. .... . . .. .. ..…. .... .. ...... ..…........ .. ...... .. .... .... ........ .. ..…… .246 

街格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3 
价格管理的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264 

贡量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 

质量管理事L构的建立和发展.. .. ...... ........ .. .. .. ...... .. ..…… .......275 
商品景量标准…………….. .. .... .. .... .. ..….. ..,. .. .. .. • ........ ....…… ..280 

质量管理办法.. ...... .... .. .. .. .... .. .. ...... ..…................ ............284 

质量管理规范……... ...................... ...... ...........286 

贯拇执行《药品管理法>) ........… .........................290 
推行全面匮量管理……….. ...... .... .. ...... .. ...... ..…… ...........292 

企业管理….. .. .. .. .. .... .. .. .. ..……………...... ................ .. ........ .. 295 

企业整顿….. .. .. .. .. .... .. .. .. .. .. .... ..… .................................295 
企业管理现代化.. .. .. ... ..雹.... .. .... .. ..…...................,.. ......303 

仓储运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 

仓储管理…........ .. ...... ..….. .... .. .. .. ..…….. .. ........ ..… ................310 
运输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320 

职工教育................….........….. .. .. .. .. .. .. ....… 331 

药学补习学校的剖建 .......................................331

从起步到桓具规模.. .-... .. .. .. .. .... .. .... .. ..…...... .. .. .. ..…….. .... .... .. ....… 332 
军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335 
编写专业知识书籍.... .. ........ ..…........ ......…........ ........ .... .338 

中国医药商业大事年表(1949 ，....... 1988 年〉…….. .. ...... .... .." .. .. ...... .343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篱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7 

中国医药商业格会章程….. ~ . . . ". "' "' "' "' •. .………"'. .•. .•• . •. ..". . • 389 



4 

• 

吕录

中国医药商业势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394

医药商业企韭名录. • • • • • • • • • • •• .……….. .………….. • •• .…. .399 

附表

院表 1

院表 2

附表 S

附表 4

\1M表 5

F曾表 6

黯表 7

酣表 s

附表 g

商表10

酣表11

酣表12

商表13

黯表14

酣表15

酣表16

翻表17

F仕表18

前表19

中自医药公司地方分支机构一览表 (1951 年 6 月
30 E制) • '" ...... ...... . o.o. .. . ..... .. .... . ...... .. . ... ...... .. . . .. .... o." . .. .. .雹.. .. ... ....… 19 

全匿医药商品购销总量(1953-1988 年、.. .. .. •. . ... .... .• .20 

国营医药商韭经营网络示意图.......... .. ....…·…. .. .. .. .. .. .…. .21 

药品按效用均分的 27 个大类…... .........…"'" .. ...... .. ... ....... .锦

卫生部 1982 年 9 月公布的海汰药品 127 种名单…. .部

下乡成药 27 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军药商业文明服务公约…o... .. .. .... . ..….. ...... . .. . ....… ..........100 

麻醉药品品种草屋.............................. ............101 

毒限黯药品种琵匮…..... .......................... ....... .102 

毒限腔:药品种范围〈修订规定) .........…. . 'o. ...... .. .... ..… 102 

盟国省地罩、县、这噩疗器械经营目录…………..飞135

全昌化学试荆商品擒销存金额表(195号-1988 年〉… 167

药品、军开器械计划t二类〉品种数0952-1986年).205

军药商品七次大幅度降合表.... . . ..... ........ . .. .. ..…… .........273 

部分主要药品零售价格调整及指数变化情况表... ...274 

1985 年昌家医药管理局级"匹好"仓库..... . .... .. ....…伫… .330

北京药品器械专科学校历届招生统计表….... .... . .. . .. ..…340 

医药经营人员中级业务技术培识教材目录….........341

军药商品专业知识书籍统计表……....... .. .....… .........34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综述

军药商业的经营盖圈，共分药品、医疗器材、化学试娟和玻

璃仪器等 4 大类。

医药商品是防治各种疾病、保障身体锺康租进行科学实验的

重要物资，是救死扶伤、治病救命以及分新撞验的必需品。在社

会生产实践租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丽特殊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医药事业，医药商品的生

产和流通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医药商

业肩负着供应人民医疗保健既需和促进科研事业发展的光荣任

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医药商业的由来

中国的军药商业是在西医和医药由歌、美等西方嚣家传入之

后，逐渐发展影成的。西药传入中嚣较旱，而以后逐步建立起来

的医药商业，始于 19 世纪中叶，造今只有 100 多年历史。

早在1820年，英、美各国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先后在广州、上海

等沿海口岸城市设立蹭军所，送诊施药，主要为扩大教会的影哨。

其时，医和药完全结合在一起，还没有独立的西药衍盘。鸦片战

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地区广辟商埠，进行经济侵略，



2 第一章综 述

作为经济掠夺手段之一的医药商业，也随之逐渐兴起。

1850年，英国商人在广州的梦面开设了屈臣民药房，主要是

为外国驻华官员和侨民服务，卖给外国赞民的药品约占其n市营

业额 80% 左右。药勇除了经营西药和一些简易的医疗器械外，还

制造汽水等饮料出售，这时，医药商业由英商强占。同年，英国

药剂颠洛克在上海也开设了上海药房 (Shanghai Dispensary) 。

这些是外国商人在中匮最先开办的西药房。此后，在广炖相继有

德国、美国、法国和吕本药离开设药房和西药洋行，在上海员u有

英国人开设的老德记、屈臣民药房，德离开设的科发药房以及法

离开设的良济药房等。

从 19 世纪 50 年代~J 80 年代初期，外商经营的医药商业主要

集中于中吕京离沿海口岸的离埠，其他地区发展较慢。直到1888

年，在汉口建立了老德记寄售店。 1901年，外国传教士在河离省1&

县开办了杯盐场西药房。 1905年，哈织滨被蔚为开放离埠后，外

量商人相继开设药房，有经营德国拜耳药厂产品的谦信洋行，日

本商人经营的三井、'万有、武臣、盐野义等经销店，还有俄国商

人开设的布什金药铺、莫斯科药房、斯米结洛夫药铺等，在不长

时间内，共开设药房 30 多家。随后，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也都逐

渐设立了井国药房。

跑着时间的撞移，医药商业出东南沿海壤市逐渐向北方和内

地延伸，各国药商为了争夺市场，在各通商大邑竞相设立药房或

分号。到 1886 年，仅英离老德记和屈臣民贾家，就先后在上海、

天津、汉口、福分i、南京、杭州和宁搜等21个城市开设了药房和

分号@。从 1850 到 1881 的 31 年间，中嚣的军药离业主要是串外

离开办经营。

① 参阅上海e申报:.1872到1886年刊登的广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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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美洲归侨罗开泰在广弗开办了泰安药窍，打出了"华

人首倡泰安药贵"的招牌，与英商屈臣民药费相抗衡。 1884年，浙

江省黯县人王博漠在天津开设了老德语药房，虽然沿用了外商药

房的名号，却是出国人创办的。 1888年 7 月，在上海大英军院药

房任配方工作的颜松泉，与人合位创建了中西药房，这些都是由

中国人开设的药房。器之，全国各大、中城市也相继开办药房、

医疗器械行和齿科材料告，逐步形成了匮内的医药商业。由于医

药商业不断发展壮大，广判成立了西药同业公会，上海成立了新

药业同业公会等行业性的组织。 1932年，天津或立了新药业公会，

由同业自筹经费，经卫生局提准成立了药费i生传业所，先后培苦I1

一学员 80 多人，为发展重药行业培养了人才。

中国的医药商业是沿袭外商的经营道路，缓理发展起来的。

初期经营的药品都依靠进口，经营的方式方法也大多仿效洋商。

诸如店堂的招牌装潢、样品陈列、 r;告宣传、服务项目等，都替

有西洋各匮的色彰，甚至药舅的名称也采用"中英飞"中法"、"华

美"等字样。其经营方式比较灵活，除n市售药和经营匮方业务外，

还兼营饮料、化枚品等。银多药房做到电话费每货，接方送赁，昼

夜营业。有的药房租私人开业医生之间建立固定的业务关系，医

生开出处方后让病患者到指定的药房去配方买药，药房到捏捏娃

方金额与医生定期结算，给予雷定国扣。

跨进 20 t量纪，国人经营的医药商业，有较大发震。在上海开

办的药房就有28家，其中资金比较雄厚，经营规模较大的中法、

中英等药房还在天津、汉口等地开设分店。其时，医药商业逐步

向内地延伸，在翻北、河南、江西、海离、四)11等广大地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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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倒建了药房，医药商业已经租具规模二有的药舅除经营进口药

品外，还能够生产一些原料药，自行制铺成菇，挽吕了部分利权

外溢，开始孕育了畏族制药工业的胚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医药商品进口受到严重影端，费播

室线上升。在广州i市场上，法国皮隆民药厂生产能"九一西移针，

每支1\ 1 元猛涨到 90 元，经营医药商品获利甚厚。医药商业中的

一些为户，如上海的五部、中法、华美等药房，捞捞到外埠增设

分支扭楠，以扩大经营。与就同时，各撞也发展了医药商业。据

不完全统计， J1J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翻南等14个省、市

已有大小药房 1311 家，是18中国医药商业发展史上的兴旺时靡。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还建立了医疗器械和齿科材料的商行〈桂〉。

在医药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有些药房为发展经营，不仅扩

大商盘规模，还筹集资金增添一些制药设备，创办起在较简单的

制药工场(尸)，自制各种本摔成药，行错全国。如上海华美药房

里割的疗百肤药膏、安吕瑕药水、刀伤止血药水，中法药房前艾

罗补踏汁，五苦H药房的人造自来血租月月红等，都是辑镇各地的

名牌产品。拉鼎的同春药房、武昌的郑大有药房也都髓销各种本

群成药，事离赤工的医药行业几乎遍及各大城市。由于商办工业

的发展，一部分商业资本逐步转为工业资本，成为创建国内甜药

工业的基础力量之一。

1937年 7 月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刚刚发展起

来的军药行业，遭茹严重摧残和藏坏。日军厨J1j之处，从歌美等

国进口药品中断，药用原料被缸用掠夺，一些厂房和店房，被毁

被占，损失十分惨重。医药商业存货吕薄，药份飞涨，一些投机

药商幸目中间捷客应运商生，买空卖空，哄抬药价，扰乱市场，从

中牟取非法暴科，商正当的毒药商户，周深受其害。

在诠陷区， a本人开设了银多药房和制药厂，进行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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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广州为例，自本人先后开设了石井药窍、第一制药株式会社

等共达18家之多，并成立了广东药矜小卖离组合乳构， 13 本药高

的经营额占市场总销售额的 70多，基本上控髓了广州的医药市

场。

抗战期间，医药行业中一部分具有爱国心的民族工商盘者，

在十分匪难的境况下，把一部分资金和设备迁往抗战后方，如上

海的中法药房、广大华智和新亚药厂等。新亚药厂在重庆成立了

新亚华西贸易总处和华西分厂，自产自销星牌药品。中法药房捏厨

属成都办事处、昆明分店和重庆分店进行合并，组成中法药房华西

区分公司，销售本牌成药。这些内迁的药房和药厂，西长期娃子物

告飞涨，苛捐杂税繁多，原材辑料十分匮乏的菌难境地，经营每

混愈下，到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是奄奄一怠，难以为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药进口逐渐恢复，各地药厂络

续复业，医药行业的经营状况一度有既好转。但为时不久，大量美

军剩余物资中的医药用品和进口药品充斥市场， 1瑛铺各地。在广

州医药市场上进口药品占总货嚣的90舜，大城市中有一些不法分

子乘棋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活动，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商户操纵市

场，医药商品价格扶摇直上。上海、天津等地把配甩西林、糖精

等，作为交易的媒介，市场畸彭友展。一些内地城市的医药商业

黯日趋揭零，有不少药房敏业倒闭，如河南省安阳市在抗司战争

胜利之初，共有大、小药房 19 家，到了解放前夕只剩下了两

家。

无数历史事实说费，在半建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嚣，民族医

药离盘长期娃于资本主义各国垄断控制之下，娃娃仰人鼻息，叉

迭遭日本军医主义和宫撩买办资产除级的压迫摧残，处境维珉，

只能修在困境中挣扎生存，不可能得到正常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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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医药商业

一、解故区的医药商业

革命战争时期的医药商业，嚣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是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自革命根据地和

解放区人民军队后勤卫生部的药苟供应部口逐步发展起来的。医

药商品的供应范霞，主要从属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拖着战争的发

展商发展，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哥扩大。

在理苦的战争环境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被敌人重重包围，

严密封锁。由于敌人严格管制和禁运医药商品。所以药品在解就

区十分匮乏，供应时断对续，没有保证。为了挂救伤病员和治病

救命急需，军队后勤卫生部门设立了药材娃或材料科，通过各种

途径，京极想方设法，广肆军药货嚣，以解决供应。当时解放区医

药商品的来源主要是';

(一〉萝险摄运

个人长途涉险，通过封锁线往来于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进

行秘密采购贩运，这是解鼓区军药商品的来摞之一。秘密贩运

军药离品是一项艰苦而又急险的任务，通过长期斗争实践，藏运

人员采取伪装、夹带等多种办法，担禁运的医药离品安全运送到

解放区。对那些思想比较进步，揭护抗 13 ，镇南革命的私人商贩，

由军委后勤卫生部的药材供应就构或是解放区的药房与之建立自

定关系，拨给资金，委托抱的到敌占区采购，或是以解放军的土

特产品，遥过贸易方式换取必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

秘密服运有很大风盏，如被敌人查获，轻黯囚禁，重赔受粥。

在拭目战争对挠，确有一些从事秘密贩运药品的人员，被敌人友'

现或因叛徒告密，被主It去坐牢，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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