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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编撰“甘肃省医药卫生简忐))的口的是为纂修《甘肃省

砥药卫生志》提供基本素材和线索，兼为各级卫生部门和有关人

员提供基本史料，以便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正反

晒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对现实的工作J『所裨益。

二、本书主要按编年俸记述，以li于系率，一日一条，一事一

目，上限起自东汉建安21年(216年)下限断至1985年底，共收

录1928条目。资料来源予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

卫生厅档案和文献、省级卫生部门档案，甘肃省医药总公司“历

史资料"、个别县：占!戈文史资料，以及个人收藏提供的历史资

料。

三，因系内部楚-4J：史料，旨在征i匈意见，故在收录时仅作了

初步筛选．

四、本书由于年代跨距大，资料浩繁l加之水平有限，时问

短促，辑录定有疏漏和谬误，撰述失当和不尽完善之处，敬请批

评指正，并请将意见径寄我室，以便编撰续编时考虑。

五、为便于查阅，本书后附有索引，并采取按条目编学分类

的方法，印t每条前编有号码，前二位(1900年以前为3位)数

为年，后二位或三位数为顺序号I类别分为医政、卫生防疫、妇

幼保健、药政管理，医学教商、医药科研、中医中药、重要会

议、综合及其它类。 ．

’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兰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 李 彦

盛世修志，使其发挥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优良传统，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豹一件大事。编写医药卫生志，古来乏例，借鉴不多。《甘肃省

医药卫生志》的编撰工作，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地

方志编委会和中共卫生厅党组的领导下，正着手撰修。在起步

晚，力量单的俯况下，专职编撰同志作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

劳动，仅用半年多时间编撰出这本《甘肃省医药卫生简志》，提

供给各级领导机关和全省医药卫生战线的同志审阅参考。

这本‘<甘肃省医药卫生简志》真实记录了甘肃医药卫生事业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成就，失误，它既是编纂‘<甘肃省医药卫生

志》的主要基本素材，也是现实工作中需用的工具书·所不足的

恐怕是遗漏不少，以时系事，展示时代特点和甘肃特色不够，这

些有待正式编撰‘(甘肃省医药卫生志》时认真加以解决。这里，

也希望各地，各单位，尤其是广大医药卫生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和

同志们给以热情的支持和协助l

‘

一九八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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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 16年
、

2160l 本年

武帝召问养性大略，当时有华佗、封衡、左慈等16人应召前

兰。武帝曹操见封衡长寿不老，就向他请教养生之遭。封衡日。

搿减思虑节嗜欲而已。弦其大意是：要注意饮食，减少忧虑。节

铷淫欲，不要害怒无常，要根据节令的变化j调剂自已的活动。‘

对衡并向曹操讲述了他的气功术。封衡，陇西(今甘肃省陇西
县)入，字君达。自幼研究医学，并在鸟鼠山(在甘肃渭源境

内，为渭河之发源地)长期采药，炼冶丹剂，以医治当地的病人。‘

因为他经常骑着青牛云游四方，所以人们都称他为青牛遭士。他

嚣技精湛，医德i窝尚，有与华佗齐名之说。

晋太康三年(282年)前‘。

2820l 本年

晋代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一说平凉市西北)入皇甫谧著

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

卷一16篇。卷二7篇，卷四3篇，卷六12篇是论述精神，五脏，十

．二脉、奇经八脉，诊脉和八正，八虚，八风，阴阳、五味所宜五

。脏生病等基础理论的内容，卷三35篇，专论穴位’卷五7篇，属

针炎法与禁针禁灸等内容，卷七至卷十二共38篇，是临床治疗部

-分，涉及病症较广。全书收录349个穴名，其中单穴位名49个，双穴

’位名300个，计694穴数。‘甲乙经>荟萃晋代以前中医针灸之精

华，为我国现存较完整的针灸学专籍，至今为中外针灸界必读之

专著(皇甫谧生卒年。215--282年，著作具体成书年代待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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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武帝曹操见封衡长寿不老，就向他请教养生之遭。封衡日。

搿减思虑节嗜欲而已。弦其大意是：要注意饮食，减少忧虑。节

铷淫欲，不要害怒无常，要根据节令的变化j调剂自已的活动。‘

对衡并向曹操讲述了他的气功术。封衡，陇西(今甘肃省陇西
县)入，字君达。自幼研究医学，并在鸟鼠山(在甘肃渭源境

内，为渭河之发源地)长期采药，炼冶丹剂，以医治当地的病人。‘

因为他经常骑着青牛云游四方，所以人们都称他为青牛遭士。他

嚣技精湛，医德i窝尚，有与华佗齐名之说。

晋太康三年(282年)前‘。

2820l 本年

晋代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一说平凉市西北)入皇甫谧著

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

卷一16篇。卷二7篇，卷四3篇，卷六12篇是论述精神，五脏，十

．二脉、奇经八脉，诊脉和八正，八虚，八风，阴阳、五味所宜五

。脏生病等基础理论的内容，卷三35篇，专论穴位’卷五7篇，属

针炎法与禁针禁灸等内容，卷七至卷十二共38篇，是临床治疗部

-分，涉及病症较广。全书收录349个穴名，其中单穴位名49个，双穴

’位名300个，计694穴数。‘甲乙经>荟萃晋代以前中医针灸之精

华，为我国现存较完整的针灸学专籍，至今为中外针灸界必读之

专著(皇甫谧生卒年。215--282年，著作具体成书年代待考)·

1



清顺治元年(1644年)

64401 本年

明朝末年凉州(现甘肃武威市)“万寿堂一药店开业，并研

制叠万应膏药"问世，消肿、止痛效果很好，对心气疼痛、小肠

疝气，偏坠、跌打损伤、一切无名肿毒、痈疽、瘰疠，冻疮等存
显著疗效，深受人民欢迎。俗称“凉州膏药"。后经加药改进，

研制出搿虎骨狗皮膏弦， “小儿寒疝裔移及扛风湿关节膏弦，人
们统称。王虾蚂膏药黟，因其疗效显著，故闻名遐尔，行销省内=

外。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78401 本年

清乾隆49年，夏河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活佛贡却乎，去竞

旺博下达谕令，仿照拉萨药王山寺医学院，在拉卜楞寺创建了医

学院(原音曼巴扎仑)，二世嘉木样主持了传授，习研医药学的
隆重仪式，亲自在仪式上诵读《四部医典>。医学院的僧侣，初

由时轮学皖(一说闻思学院)选调而来，约三、四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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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九年(1829年)

82901 ： 本年

清朝道光九年，兰州“安泰堂"药店根据皋兰县知府李敦捷
供的健身药方配制发售，定名搿参茸固本还少丹黟。该药由人
参，鹿茸，鱼膘等65味中草药配制而成，性温补、平和、味甘，有

强身健脑、补血养肾，固本保元、益气延年功效(该药历史悠

久，名列甘肃名牌中成药之首，素为人们珍用。1953年，甘肃省

在制定国药固有成方、统一配方时，将其收载为优良古方。1956·

年由兰州中药广成批生产，销售西北五省和京、津、沪等地。1974,

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行销港，澳，新．马等囤，深受欢迎)。。

清光绪七年(1 88 1年)

88101 3月

清陕甘总督杨昌浚令在兰州城陋!庙设立牛痘总局，各州县设
喻局，管理牛痘施种工作。

清光绪十年(1884年)

88401 6月

．兰州疫疾流行。．



清光绪十一年(1 885年)
二’ ，

‘-‘

88501 木年‘√‘’

兰州白喉流行，死者甚众，幼儿尤多，次年疫情更重．’

．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89601 6月

皋兰县旱，瘟疫流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89701 本年

自22年以来，酒泉县新城乡流行白喉，甚为剧烈，死亡惨重，

当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死亡，300多户人家流行过后，只剩下
一二三十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0501 本年

清光绪末年，在兰州上东关(现秦安路东段)成立官医局·

设总办兼提调一职，由兰州道彭英甲兼代，综理一切事宜·官医
局设内科，外科、痘诊科。内科医生有·甘子明，关自廉，康正

甫、曾敬操，叶筱泉，聂贯子、陆翰亟I外科医生有t彭子经

。等，痘科医生有郑醴泉等。以上均为兰州当时名医。该局至民国

减立时，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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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清光绪三十四年(1 9 08年)

0801 本年

西药开始由个体商贩贩运传入甘肃。

清宣统元年(19 09年)

0901 7月 。

兰州第一家西药房华泰厚药房开业，资金1．28万元，五人肌

清宣统二年(19 1 o年)

1001 本年

私营“中外药房一在兰州开业，由上海邮寄一些一般的西南
在市面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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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 1 2年)

兰州i地区白喉流行，／],JL病殇者甚多。

民国三年((1 9 1 4年)

1401 3月

英国传教土金平三在兰州黄河北山上开办搏德恩医院，又各

．河北福音医院(1932年设麻风病院，专门收治麻风病人)。

民国七年(19 l 8年)前后

1801 一本年

兰州兴文社，因时瘟疫流行，死亡甚众，遂成立同仁施医

．局，聘请关自廉，蔺子贤二人为医师，为民治病，不收诊费(开

一办三年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民国十一年(1922年)

2201 9月

英，美、法、比等帝国传教土，不断侵入甘肃，在兰州、秦

‘州等地，分设两个主教区和总教堂，以办慈善事业为名，开办敦

：会学校和医院，利用宗教欺骗和麻fl{l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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