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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灵山县医药志》撰写完稿，是一件值褥欣怼的好事。鉴古

簧今，可以使人聪明，兴利去弊，继往开来。

灵山县地处祖国南疆，山问钟灵毓秀，物产丰饶，百药繁

茂。距今4千至l万年，灵出人就在这里繁衔生惠，鼠全国人民

一道谱写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其中包括医药史。

按照区医药管理局的部署，我们在l 9 8 6年l 2艿开始筹

备，编纂《灵山县医药志》，抽出有专业知识和写作才能的骨干

力量组成统志小组。他们认真学习方志理论，吸取兄弟县市局的

编写经验，拟订体例和编目，深入基层采访，广泛征集资料。写

出初稿后，又一蒜核实修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科性和科学性

均统一。工作艰难，经同心协作，终于书残阀世。

本志横擗竖写，以志为主，立足当代，追溯以往，对药材资

源的利用_开发，医药开业曲状况，作了真实的全貌记录。必祷为

探讨和丰富灵山县医药的历史，发展人民医药事业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无需讳言，由亍时闻仓促，水平所限，疏漏难免。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医药志办公室、县志办公室

和县内外有关单位人士的支持，在此并表谢忱。

澎规强

l 9 8 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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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i_。《灵山县医药志》是一部记述灵山县医药方面全貌的地

秽专业志，提供《广西通志·医药志》采择。
：’

二、本志体侧以编、章、节为序。节下按一、1、(1)排

列。前设概述和大事记，正文安排5编23章4l节。

三、本志体裁取志、记、图、表、录形式，以志为主。

四、本志时间上限自清朝起，下限至1987年止，个剐内容有

所前溯或延伸d

五、本着“略吉详今矽和突出地方特色的原则。1949年以前

媳记述一般从简，1949年以后的记述一般从详l西药记述从筏，

中药记述从详。

六、纪年以公元为准。1949年以前船括号注砚赣代年号，具

日不换算为公历。地名称谓以当时习惯称谓。人物称谓直书姓

名。

七，度量衡单位，～律以公斤计。1949年以前的货币以银元

折算，1949年后按1955年下半年后使用的入民币折算。

八、主要资料来源，为县医药管理局、县药材公司档案、统

计，普查资料，以及县志编写办公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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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灵山县创建于隋开皇18年(598)，7初名南宾，唐贞观10年

“(636)改称灵山，宋开宝5年(972)并遵化、内亭、钦江3

县入灵山，属岭南西道，至明朝始属广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于1951年2月19曰委托广西省领导，1955年7月1日归属广

东省，1965年8月15日至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地区。疆土

历代均有割隶，现在总面积为3559平方公里，呈倒三角形，东西

最大横距8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84公里，位于东经108。44t一一
109。357，，北纬21 o一一22。387，在北回归线以南，座落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部，钦州地区东北部。北连横县、邕宁，东接浦北，南

邻合浦，西与钦州市接壤。全县现辖5个镇14个乡，1986年总人

口102·79万人，县治灵城镇。

六万大山山系组成本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形分为东北

部低山丘陵区、北部丘陵区、、中部鸣珂江谷地平原区、六炉山丘

陵区、南部低丘台地区等5个小区，海拔60一一800米，自然±

壤深厚、疏松、肥沃、湿润，但酸性较大，结构不稳定。县境地

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气候温和，夏长冬短，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冬春季有间歇性寒潮入侵。年平均气温

21·7。C，年积温7500一8100。C，极端气温分别为38·2。C和一

0·2。C，年无霜期平均为348天，年日照总时数在1400——1950

小时之间，年总降雨量最大的年份为2434毫米，多集中在4——

9月，其间雨量占全年的80％，平均降雨量占全年的80％，年平

均降雨161天。最小年降雨量为1005毫米。

良好的自然条件，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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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志书记载了我县砂仁，山药、莪术等植物类药材45种，鹿茸

等动物类药材6种。民国3年本《灵山县志》“药物"则详述。

露莪术为邑地道之品，省中方剂有开‘灵莪术，者"， “上宁练。

雷公岩_带产莪术，每年外商收购约2，3万公斤，贩至省，称为

‘灵术，，又日‘宁术，，极为出名。属内各山均有，三宁界尤

多"， “檀圩练绿芦山多产莪术，百合、半夏等药品，莪术最

良，故灵肆中称‘灵术‘’”。

1984年6、7月间，县组织对野生药材资源进行普查。仅普

查了7个乡镇的13麈山头，就发现了药用植物415种，其中属全

区重点普查品种的有104种o 1958年公司开始组织药材种养试

验，1960年全县有16个公社卫生院、163个大队卫生所(站)、

14个公社药材站办有药材试验田、3个公社办起药场，1962年以

来又先后引进了72个外地品种，扩大了药材资源，药材收购量从

1956年的9750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1 125723．5公斤。

本县在清朝已出现药材经营行业了，中药最迟始于乾隆年

间，西药始于光绪年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灵

城镇就有中药店10间，西药店4间。

1956年药材行业合营统计，全县共有私营药店91问，以后逐

步构成了合作组店、公私合营和国营公司的医药商业网·1986年

县医药管理局成立，保证了全县医药商业的健全和发展。1987年

全县各乡镇持有《药品经营合格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

，和《营业执照》的药店共有93个，其中国营药店门市部37个，个

体药店56间，从业人员总数367人，尚有43间私营药店正在申请

办理两证一照。经营的药材品种，由1956年的400余种增加到

1987年的3193种，年商品销售额由1956年的46万元增加到1987年

的1004．7万元。医药商品的市场调节，保障了全县人民的保健甩

药，又刺激了药材生产o

4



大 事 记

清朝

1645年(顺治二年)，大饥疫，死者枕籍，流雏殆尽。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东圩街中药店仁济堂，钟灵草等

捐资重修六峰山名胜。

乾隆年问，中药店福记在东圩街开业。

1828年(道光八年)，县城附近大疫。

1866年(同治五年)春，三宇地方大疫。

1867年(同治六年)，三宁地方大疫。

1868年(同治七年)，西乡上殳练疫。

1869年(同治八年)，全县疫。

1880年(光绪六年)，万草堂在东圩街开业。

1884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9西乡上殳等处连年被疫。

1885年(光绪十一年)，本县开始接种牛痘。

1888年(光绪十四年)，三宁界疫疬流行。

1889年(光绪十五年)8月，全县疫症盛行。

1911年(光绪末年)，六峰山北帝庙住持僧林居师徒开设

“信可用刀药房，专售小儿疳积散。

中华民国

1912年(民国初年)，中药店保安堂、益寿堂先后在灵城镇

复兴路(原东圩街)开业。

1913年(民国二年)，中药店万福同在灵城镇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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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遭敌机轰炸倒闭。

福记药店改名百福迁往武利。

西药店健康药房在东圩街开业。

日本侵略军入侵灵城镇，万草堂

1941年(民国三十年)，中药店广和、西药店合时兴在灵城

镇复兴路开业，百福药店重回灵城镇开业。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中药店天生堂、西药店穗索药房

在灵城镇开业。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西药店协和药房在灵城镇开业。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中药店普生堂、同安堂、遇昌先

后在灵城镇开业。

中华人民共和园

1950年，中药店保济堂在灵城镇复兴路开业。

1951年6月2日，那楼区(旧称“三宁"“上殳")划归邕

宁县管辖。 、

1952年2月，灵山县附城镇国药公司合营商店成立。

1954年，县供销社土产副食品公司开展药材经营业务，保济

堂加入“国药公司"。

1956年，1月县供销社土产副食品公司药材经理部成立。

2月， “国药公司"并入“供销社经理部’’。

6月9日，中国药材公司广东省灵山县公司在灵城镇复兴路

成立，同时接收“供销社经理部"并于同日启用印鉴。

是年县商业局噻药公司在灵城镇镇北街成立；党中央发表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全县91问私

营药店先后组成26间合作药店和公私合营药店。公司开展“整

风”、“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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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公司出资80元，征用附城区梓崇乡前进第二高

级社柑子园土地1亩6分作仓库基地。

1958年7月，公司更名药材经理部。

11月，接收医药公司，复名药材公司，迁至镇北街办公。

1959年春，全县范围内出现水肿和痢疾传染病。

3月19日，公司第一个安全公约订立，经修改后于9月12日

颁布。

lO月，公司柑子园药材仓库建成。

12月，公司开办竹枝江药场。至年底，全县有18间合作药店

和公私合；鸢药店过渡到公司。公司将灵城镇内所属药店合并为保

安堂、益寿堂两个门市部。

1960年11月1日，根据广东省药政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全县

的中药经营业务均由公司管理。

1962年5月，公司把西药和医疗器械业务拨给百货公司经

营。

夏秋间，公司组织第一次药材资源普查(资料已失，无法查

找)。

10月，公司竹枝江药场下马。

1963年，公司迁至益寿堂门市部楼上办公。

1964年，益寿堂门市部改称第一门市部，保安堂门市部改称

成药批发部，开辟益寿堂后进为第三门市部。

4月1日，公司接收百货公司移交的医药商品业务及其经营

人员。
’

8月22日，公司制订第一个仓库管理制度(草案)。

12月27～29曰，公司在平山公社思林大队宁永球生产队召开

茯苓生产现场会议，中国药材公司湛江分公司，县农林水办公

室、平山公社党委均派人出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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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公司开展“文化大革命”。

12月15日，公司与县人民银行签订“房屋产权转移合约

书”，县人民银行将解放路185号门牌旧房屋1幢980m 2划归药

材公司，药材公司在人民银行后背另建价值人民币10000元的房

屋给人民银行使用。

1967年2月，县“支左"办公室派庞深祥、阎寿昌两人进驻

公司，实行军管。

1968年，沙坪药材站会计简龙翰为逃避“群众"追捕，外逃

下落不明(1984年“处遗"酎，县组织部作非正常死亡处理)。

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解除军管。基层药材站划归各公社供销社经营管

理。全国统一调整西药价格，公司经济损失112154元。

6月，公司出资500元征用三海公社梓崇大队第八生产队柑

子园±地900m2作仓库基地。

1971年7月，全区南药生产会议在灵山召开，公司作了发展

春砂仁种植经验介绍。

1972年1月，公司第二门市部在灵城镇和平路落成开业，建

筑面积576m2。

2月旧州公社药材站仓库、门市部建成，建筑面积530m2。

7月，全国南药生产会议在灵山参观、总结，公司作了经验

介绍。

12月，14个公社基层药材站回归公司编制。

1973年1月。平山公社药材站新建门市部及住宅落成开业，

建筑总面积2050m 2。公司迁至第二门市部楼上办公。公司开办

陆屋鹿场。

伯劳公社药材站开始建设。

1974年，公司购迸二台大型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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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丰塘药材站仓库建成，面积220ra2。

1975年：5月，公司--f-]市部职工宿舍建成使用，建筑面积

764m 2。

1976年7胄，檀圩公社药材站门市部、仓库、收购部、宿舍
建成，建筑面积1993m 2。

12月，佛子公社药材站门市部、仓库建成，建筑面积1013越2，

沙坪公社药材站仓库、门市部、收购部、宿舍建成，建筑面积

1230m 2。

1977年4月，平南公社供销社药材门市部归公司编制。至

此，全县除文利公社外，国营药材站均由公司经营。

5月，平南药材站住宅和门市部建成，建筑面积850m z。

12月，伯劳公社药材站住宅和门市部建成，建筑面积

1230m 2。

1978年2月，公司获商业局“1977年度商业学大庆、学大寨

表彰大会”表扬，石塘、丰塘、檀圩、陆屋、烟墩5个药材站获

先进单位称号。

7月，武利公社药材站门市部、仓库、收购部、职工宿舍建

成，总面积440m 2。

11月3日，公司撤销“革命委员会"。

1979年3月，公司被错划右派的7位同志得到平反。

1980年2月28日，公司获钦州地区药材系统1979年度会计基

础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6月，新圩公社药材站仓库、门市部建成使用， 面积

450m 2。

8月16日，公司购进一辆载重4吨的解放牌汽车。

石塘公社药材站仓库建成使用，建筑面积228m 2。

1981年，烟墩公社药材站门市部建成开业，面积72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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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那隆公社药材站门市部、仓库、宿舍建成，建筑面积

850m 2。

1982年4月，公司七星岭药材仓库落成使用≯该仓库始建于

1974年，共征用土地45亩，征地金额9253元，建筑面积7496．5m 2，

围墙全长348米，建设金额255727．04元。

5月14日，公司知青店开业。

9月4目，国家卫生部公布淘汰127种西药，公司实际损

失23303．75元。

12月30臼，公司决定陆屋鹿场下马，有偿(80272．32元)移

交给陆屋茶场。

1983年，1月6日一公司医生邹邦成因犯强奸罪被依法逮

捕，翔刑8年，经县政府决定予1987年1071 20目开除其公职。

4月，公司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

5月28目，副经理谢为钧到七星岭药材仓库验收药材回到化

肥厂路口处，被汽车撞倒造成重伤，南宁医药批发站从南宁两次

请来教授、医生带药品来协助县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转危为安。

1984年1月18日，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强中药材管理的通

知》。

5月，公司获商属机关党委授予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

6月4目，原公司副经理卢效东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

经县委常委讨论决定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回平南乡。

6月14日至7月7目，县组织第二次全县中药材资源普查。

9月30日，武番U药材站批发仓库发生火灾事故，损失400多

元。

12月，公司职工住宅大楼(六层楼)建成使用，建筑面积

1487m 2
7有24户职工搬入新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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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公司各乡镇药材站更名为药材商店。

1985年1月1日，1县药材商店、丰塘乡药材商店实行独立核

算。
、

1月4日，公司有17§名职工领取三级技术合格证书。

5月，公司卖出旧解放牌货车，购回国产新货车一辆。

7月31日起，县委组织部分二批确定公司干部政治级别。其

，中正区级4人：

谢朝强 张增殓 黄元玉 李克

副区级32人l

钟少春 黄定佐

谢为钧 潘明

梁为林 刘开忻

黄燕椿 吴德权

吕干才 莫长永

蒙世棠 颜英秀

谢恩 黄寅坤

龙兴县 杨正述

胡绍依

孙永芳

劳斌祖

吴而川

黄云翼

苏淑超

幸 欢

乐叙进

陈秀英

张世能

曹秀芳

韦其川

卢世富

李秉华

檀志辉

杜贻禄

11月24日，公司决定县内各单位到公司进货，一律免费送货

上门。

12月19日，公司会同县卫生局、工商管理局、药检所及那隆药

店，联合调查那隆乡药店主任劳宏敷自1984年9月27日至1985年

2月13日的企业经营活动中，主决与博白县城厢乡新秀村委油麻

坡陈源锋五次以伪劣西药和高价滞销中药为主的不正当交易，净

购进62169．70元。调查小组于1985年12月19日没收各种伪劣药品

3201瓶，折人民币11946．03元；又于1986年1月7日和1987年3

月3日两次烧毁霉坏潞党参2393公斤，折人民币20340．50元。加

】】



上批发销售等处理霹实际经济损失50286．11元。

12月，太平镇新建药材商店、仓库、宿舍建成使用，建筑面

积530m 2，三隆药材商店新建门市部，仓库、宿舍建成使用，建

筑面积2126m 2，陆屋镇药材商店建成使用，建筑面积630m 2。

是年，县人民政府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验收，公司获“企业

全面整顿验收合格"称号。

1986年lz月9日，县医药管理局成立，与公司一套人马两个

牌子，行使药品生产经营管理和医药行业管理职权。

12月18日下午6时，公司沈阳130型1．5吨货车(司机l姚成

多)从陆屋回灵山至竹枝江=ILzoo米处与手拖相撞，造成重伤1

人，轻伤4人，汽车严重损坏，直接经济损失4584．38元。

12月25日9根据灵经发(86)40号文转发灵工改字<198B>

3号通知，公司系统从1986年7月1日起，实行六类地区工资标

准。

12月31日，年终结算，公司系统18个独立核算单位有10个亏

损。

1987年1月，公司所属单位(除县商店、陆屋、太平、檀

圩、武利药店外)下放采购权。

6月1日，县政府颁布《关于加强药品管理的通告》。

7月，公司从县物资局购进一辆南京131型载重3吨的新货

车。

7月4日，公司丰江药店(购灵城镇开发公司商品房)正式

开业，建筑面积(三层)631m 2，共投资215000元。

11月12日，公司与灵山七星毛纺织有限公司达成有偿互换七

星蛉药材仓库的协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批准，灵山县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公司与香港祥艺编织有限公司合资

办毛纺织有限公司，征用公司七星岭药材仓库址。灵山七星毛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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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在柑子园旧药材仓库西侧征用水田6亩，修建仓库、办

公室，宿舍、围墙等投资90万元，与公司七星岭药材仓进行补偿

互换，定于1988年8月30日完成互换交接手续。

11月18日经县政府批准，灵山县水产公司丰塘水产站宅基地

的墙基础及围墙有偿转让给灵山县药材公司丰塘药材商店，总价

值24000元。

12月公司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总销售完成1002万元(指

标863万元)，利润完成68000元(指标30000元)，获县政府奖

给领导班子一次性奖金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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