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誉枣蠕器
·沛i

=；蔓 lI

：翻农啜ii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药
‘

志

’(内部发行)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药材公司编

一九九二年六月



继．承。～与，发场祖国侉肮
，

药学，。√为人民建案事．
，

服务!



}

◆

：组 长：尹士襄

副组长：禹建秀

：成 员：尹子富

编写领导小组

编 纂 小 组

主 编：尹子富

编 辑：周厚亮 唐飞山 张香祖 梁经河

’

资料采辑：’尹子富，徐朝华 聂春华杨昌文 杨会文

较 对：尹子富梁经河

审 稿 小 组

章 稿：杨良仲 潘荣鉴 周仁美 李伯荣 钟岳崇 龙立朗琏

蒋湘俊 蒋 波杨启灿 夏玉珍 李 素 李慕尧

陈学谦

主 审：潘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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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药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物质，素有“国宝’之

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有史以来，却无药业专业志书。

今值国家兴旺，人心安定，改革开放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继承与发扬祖国传统医药学，为人民健康事业

服务，我县编纂的第一部药志，终于问世。

本志于1 9 8 8年成立编篡领导小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搜集资

料，走访知情人士，经过反复考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

据事直书，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实为重点，记述了我县药业的历史和

现状，内容包括中药材的资源、生产培植、收购、加工炮制、科学研

究、药品经营、企业管理等。它反映了本县古今医药事业的兴衰史实

与沿革过程，为本县经济发展，振兴医药事业，提供了史料和借鉴的

依据。

本志的出版，是追溯历史，鉴古观今，是医药自身建设的需要，

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是推动我县经济发展的

需要。为造福子孙，促进社会的发展，将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尹 士 襄

一九九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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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0
，，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秉笔直书，叙述靖州县药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横排类目、纵写史实一的方式，大类立章，章内

分节，节下分目。全志共分5章1 5节3 0目。另编“大事记一，。概

述一、 “附录”多篇，使之纵观横览，各得其所。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有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

肆 四、时间断限：上溯自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 9 o年)，下限至公

元1 9 8 8年。 ．

五、．引文中的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

六、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县药材公司档案室、文史资

料以及通过考证的老中医、老药工、知情人士的部分口碑资料。

! 七、本志中应用的“建国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匕 ‘，

≈
用。

八、度量衡：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计量单位。长度用

米、重量用千克(公斤)、公担或吨。历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录，加括

号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 、j

．九，为便于记叙，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简称。靖州县糟。

．

，

l 、



概 述
●

湘，黔边陲山区的沅水上游，怀化地区南部，属亚热 梦

，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土地肥沃，雨量充

材的生长繁衍。资源比较丰富，是湘、黔边区的药材集

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畅，文化落后，经济萧条，．物价

之1 9 4 9年和1 9 5 0年，土匪猖獗，官匪勾结，受害更

聊生，全县人民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缺医少药，较 U，

发生的天花、霍乱、痢疾、疟疾、疥疮等症，反复流行。

当疾病流行，则把驱病的希望，寄托于封建迷信，致使

，死亡率较高。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药事业，加强医药业的领

对私营药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全行业公私合营，

走向了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同年，成立中国药材公司湖南省靖县购销

组(药材公司)，进而实现了国营经济占领医药市场，随即开展中药

材收购和发展中药材生产。

“文化大革命”期间，靖县医药经营、药材生产、收购等工作，

受到干扰，把小宗野生药材的采集，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致

2



陟／7

-使紧缺品种增多。 j‘、·
．

，?’

1 9 6 4年起，先后派员赴湖北、四川、广西等地引种茯苓、黄连、

三七试种成功，扩大种植面积。1 9 6 8年进行改茯苓菌核为菌丝的研

究，在艰苦的条件下，经历7年时间，终于经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鉴定认可，获得成功，并将该科研成果收载。中国菌种目录嚣，代

船 号5．7 8来源于靖县。成果推广后，在省内外的2 0几个县及湖北、

安徽的茯苓老产区，都在我县购种推广使用。县境内从1 9 8 0年起，：
‘

已成为发展山区经济的主要来源。1 9 8 5午后，每年产量在1万公担
’

以上，虽然药材公司每年收购量不到1 0％，但对国内用药和提供出

口商品，创造外汇，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计划收购中药材和经营方面，1980年药材公司收购量达8000公

h令 担，产值1 0 o万余元。随着人民生活提高，医药保健事业的发展，药品

用量逐年增加，县内较大的医院，采购药品，60年代用篮子装手提，

7 0年代后期用板车拖，8 0年代就用汽车拖了。从而促进了药材公

司的发展，如1 9 8 8午的销售总额5 8 1万元是1 9 5 8年的3 1．6 4倍。
～

1 9 8 6年开展了中药材资源普查，时经两年，调查了1 5个乡

镇j 5 0余个村寨，2 0 o多座山头，查出了靖县境内有1 l 1 1种药用

动、植物，为今后开发新品种，寻找新资源，提供了可靠依据。
船 ．

’

1 9 8 5年后，国家规定除麝香、甘草，杜仲、厚朴由药材部门全额

收购和调剂面大的黄连、当归、茯苓等2 0种实行计划收购，完成计
●

划以外，及其他中药材全部放开，自由购销。自放开以来，实则所有

药材都是自由购销。在。要想富，开药铺”、 。要发财，卖药材一的

窘



响下，靖县境内已形成“百业经营中药材一的局面。同时给药品质

带来影响，未到季节提前采挖，五倍子内灌沙石，茯苓霉了用石灰

涂刷，勾藤袋中掺勾杆，用灭害灵直接喷在药材上杀虫等等，每蓟

材种植季节，药材公司生产股，忙碌不停，到了药材收获季节，药

公司收购门市部则门庭冷落。 ．，

在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材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目标管理等多
。

形式的计酬分配办法，讲求信誉，保证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增强

业的活力，促进全县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到了全县2 1万多人民的

药安全有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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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北宋淳化元年(9 9 0年)，刺使杨正岩土贡有犀角、龟的记

载： ．

△明万历年间(1 6 2 8～1 6 g 4年)，万历总志《湖南通志》记

载：明代靖州贡活鹿4只。

△清光绪3 2年(1 9 0 6年)，樟脑创制成功。制法：将樟脑树叶

入锅及无底甑内，用水蒸之，甑上另置锅一具，锅里盛冷水，不时换之，

不令水热，脑遇冷结锅底取之。年产量约1 0 0 0担(5 0 o公担)。

光绪8 8年(1 9 0 7年)，年产量1 0 o担(50公担)，由水路销往湘

潭。光绪8 4年(1 9 0 8年)，每年出产2 0 o担(1 0 o公担)。

△清光绪3 g年(1 9 0 8年)，五倍子每年出产2 0 o担(1 0 o公
●

担)，由靖州至洪、常之水路销至湘潭等地。

△民国3年(1 9 1 4年)6月8 0日，靖州虎皮、蜂蜜、厚朴等

药材被选送巴拿马国际市场参赛。

△民国3 2年(1 9 4 5年)，修建洪靖公路时，由于当局不重视

医疗卫生，而造成民工患病者多。

△民国3 3年(1 9 4 4年)，抗日战争末期，由于长沙、桂林难

民疏散来靖甚多，此段时间，靖县的中药业有较大发展。

△民国3 4年(1 9 4 5年)，靖县城镇西街一带，发生霍乱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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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者达1 0 0余人。

△民国3 6年(1 9 4 7年)，修建桂穗公路期间，因伤寒病流

行，死亡人数甚多，私营中药店铺随之增多。

△1 9 5 1年，全县麻疹流行，中药业抽出医药人员下乡，巡回医

疗(医疗费由县政府支付)。

．△同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靖县城内14家私营中药店，响应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购买飞机、大炮，捐币共1 8 5 6万元(折

新人民币1 8 5 6元)，银洋l 4元，杂板银洋4元，，东毫1 7个，黄

金首饰一两三钱三分(4 1．5 6克)。

△1 9 5 5年6月，县供销合作社内设Ⅳ中药材经理部”，西药由

靖县百货公司代营批发业务。

△1 9 5 6年元月，靖县私营药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

“国药商店”，陈学谦任公方代表。

△同年6月1日，中国药材公司湖南省靖县购销组成立。从此，

接管靖县百货公司的西药批发业务。

△1 9 5 7年，靖县购销组实有干部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3人，

下放劳动1人；公私合营国药店划右派分子1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

子2人。(1 9 8 o午落实党的政策，均属错划，予以改正)。

△1 9 5 7年3月，城镇、大堡子、铺口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公

私合营国药店积极配合，送预防药，并拟方加工流行性感冒丸，送到

各单位及农村、厂矿。

△1 9 5 8年4月6日，靖县人民委员会通知，将中国药材公司湖
R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