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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副省长匡吉同志为本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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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医药工业，从中成药手工作坊始，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到1949年

解放初期，广东的医药工业，包括化学药，中成药，卫生材料的总产值，据不完全时

计，只有600余万元，在当时国内仍属医药工业较发达的省份之一。解放后，广东省的

医药工业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关怀下，有了较快

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修，

加上广东面临港澳等特殊地理环境，’为广东医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广东省的医药工业总产值，1985年达到12亿3千多万元。1980年至1985年期间，产值平

均每年递增29．28％，是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志》， 《专业

志静的同时，为了总结广东省医药工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作为《当代中国》丛书一

个分枝的角度出发，着重从以下三个侧面反映广东省的医药工业历史发展情况。

一，《广东医药工业大事记》，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对省内医药工业发展中的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以大事记的形式进行记录性的描述或综述。

、 二，收录制药企业厂家的厂史八十七间，其中化学药厂四十四间，中成药厂三十五

间，卫生材料厂四间，医药包装材料厂、医药机械厂、药用玻璃厂，医药工业研究所各

一间，还对全省的医药工业发展的历史基本情况。撰写了《广东医药工业概况》一文。

三，收录了陆士尤、张明昭，刘富三位同志的回忆录。他们有的从事医药事业长达

五十年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的锻炼成长情况，有的是自学成才的企

业家。

通过这三个侧面，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出发，着重反映了广东省的医药工

业是如何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指引下，如何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把企业搞活，使企业的发展速麋和经济效益同

步增长等实践经验，对广东省的医药工业，是一次较系统而全面的历史性总结，因而它

也是广东省医药工业有史以来的一次历史性资料总汇编，也是唯一的广东医药工业历史

专业志。

因之，本书对广大从事医药事业或其他行业的职工，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

时，本书也可以作为职工传统教育的参考资料。

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省医药总公司的指导和各地市医药联合(总)公司以及各制

药企业的支持，对此，一并致以衷心地谢意。

由子编者的水平关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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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药工业概况
(1949—1985)

、广东医药工业，包括化学医药、中成药，卫生材料、制药机械，药用玻璃、药用包

装材料，医药工业研究机构。 ·、 ’’

。’．广东医药工业，从生产中成药手工作坊时期起，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由于旧中

国长期受着封建、半封建统治，致使民族工业发展十分缓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建

国初期的广东医药工业总产值只有637万元，其中化学药349万元、中成药278万元，卫

生材料10万元。 ，‘ ，t’

广东的化学医药工业，最早的厂家是广州明兴药厂的前身一一利济轩药厂创建予公

‘．元1900年和梁培基药厂创建于1902年。1949年解放初期，省内的化学医药工业全部集中

．t． 在广州，共十二间制药企业，职T-180人，均为生产医药制剂，大部份是手工操作，生

t产效率甚低，厂家的职工人数，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1956年产值1，512万元，较1949
，

。

年增长3．3倍。． ’。

‘

广东的中药工业，解放初期大部份集中于广州。广州最早的厂家是陈李济药厂，始

创子公元1600年，距今三百八十余年。‘佛山市的中药工业最早的厂家是梁仲弘蜡丸馆，

创建于公元1573年，距今四百余年。梅州市的中药工业有两百多年历史。汕头市中药工业
～ 有七十多年历史。潮州市中药工业也有七十余年历史。1956年全省中药工业产值656万

元，较1949年增长1．4倍。‘
“

一

。卫生材料工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全部集中在广州，当年产值306万元。
“

广东的化学医药工业，解放初全为生产医药制剂，医药原料的生产几乎空白。制剂

所需原料多依赖外地或进口。为了弥补这一空白，解放后到1967年，医药原料的生产有

’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广东医药原料的供应有了好转。．．
‘

：t．，． 广东中药工业在沿用原有剂型的基础上；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了新剂型，中成药

加工进入了所谓“中药西制"的历史时期。
一

一．

1956年至1966年，十年中的广东医药工业，虽然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风

的影响下，导致片面追求产值，忽视质量，盲目生产，造成产品积压，返工退货等质量

事故屡有发生，其教训是深刻的，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使生产受到较大影响。但

这一情况被纠正之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1966年产值13，212万元，较1956年增长

4．6倍，其中化学药8，870万元，增长4．9倍，中成药3，225万元，增长4．9倍；其他1，117

万元，增长2．7倍。税E3，949万元，其中化学药、中成药，卫生材科分别为3，003万元、
‘

650万元、296万元。
’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处于“文革’’动乱之中，广东医药工业受到极其严重的干

扰，整个制药行业，有的企业仅能维持生产，有的处于半停产，有的呈现停产状态，

．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由于广大医药职工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尚能想方设法排除

极左路线的干扰，继续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因而医药工业尚能维持一定速度的发展。

一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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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产值29，497万元，较1966年13，212万元增长1．2倍，其中化学药21，367万元，较

1966年8，870万元增长1．4倍，中成药6，865万元，较1966年3，225万元增长1．1倍，其他

1，265万元，较1966年l，117万元增长0．13倍：

1976年粉碎“四人帮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广

大医药人员的积极性。1981年至1985年“六五力期间，全省医药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1985年医药工业总产值123，275万元，比1980年40，272万元增长306．10％，平均每年递增

29．28％，其中化学药84，732万元，比1980年28，401万元增长298．74％，每年递增32．20％，

中成药32，658万元，比1980年11，289万元增长189．29％，每年递增23．67％，其他6，388

万元，比1980年l，970万元增长329．26％。 ．

主要产品产量，化学医药十二大类原料药，1985年完成2，201吨，比1980年l，259吨

增长74．82％．，平均每年递增11．82％，片剂206亿片，比1980年85亿片增长142．38％，

每年递增19．33％；针剂95，442万支，比1980年58，242万支增长63．87；Ii，每年递增10．35％，+

中成药总产量21，441吨，比1980年12，860吨增长66％，每年递增10．7％。，
‘

．

1985年实现税利总额17，500万元，比1980年5，589万元增长213％，平均每年递增 ：

25．64％．．：、． o。 ，|，，．．， ’+√‘+． ·， f，0

与此同时，省市地县都先后建立了医药行业工商统一管理机构，中央和国务院以及
‘‘

各级政府部门对医药工业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1982年以来，中央对广东实行．
。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广东医药工业带来了活力，加上广东面临港澳，所处地理环 ：

境，给了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有利条件，其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 ，．

过去由于我省地处沿海国防前线，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给医药工业的投资甚少，制．

药企业都是处于因陋就简的条件下进行生产。
’

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对企业进行了从恢复性整顿

到建设性整顿。在整顿中，各间企业都很自然的形成了对企业的厂房改造和设备更新的．7 ，。

迫切感o ～ j ’， ，“ 一．|。，．。 。f_．． 、、 ． ，： ∥ 、i

企业在整顿中，都按“四化"要求调整了领导班子，并对劳动纪律、财经纪律，质+、

量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几乎使所有的制药企业焕然一新，从厂容厂貌到管理水平、’．、-

规章制度，文明生产、企业素质等都有了根本的变化j特别是1985年的企业整顿，是按 ．’

照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要求进行的，．到年底，省内一百零二间制药企业全部获得了三

证(合格证，许可证，营业执照)，使企业的发展又受到一次全面的推动。 ‘． ，-

由于我省多数制药企业原来厂房破旧，技术装备落后，中草药煮提设备较先进的省 ‘，

市落后十几年，包装较国外落后二、三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了制药企业加速按术

改造设备更新的紧迫感。企业普遍编制了发展规划，积极利用银行贷款、企业自筹，上

级支持的办法，1982年以来，全省制药行业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多达1．2亿元，大部份

用于厂房的改建、扩建和购进设备。目前多数中成药企业都应用了提取罐、多能提取’

罐，离心薄膜蒸发器，真空浓缩罐等煮提浓缩设备，旧式锅炉己被淘汰，生产基本上实

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在此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自1980年至1985年共用汇

2，445万美元，先后引进了生产葡萄糖、小丸、片剂、软胶囊、硬胶囊等十条生产线，单机设

备128台(套)、仪器39台(套)，其中主要有水泡跟包装机、一步铺粒机、胶囊充填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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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硬胶囊预选机、印字机、高速压片机，高速糖衣机，软胶囊机，多能软塑包装机，r

离心流动造粒机、颗粒包装机、小丸包装机，高真空蒸馏机、自动栓剂灌封机，粉剂定

量充填机、气雾压灌机，以及先进的检测仪器等。从已投产的设备来看，收效甚好，促
’

进了技术进步，增加了企业的效益。同时，企业本着自力更生精神，研制了一批本厂需

要的制药机械。如佛山制药一厂技师陈浩森研制成功蜡壳蜜丸装封机，使蜜丸装封实现

了自动化，广州何济公药厂黄甜墼研制成功64型散剂包装机向全国推广，佛山制药二厂

工人何建桐研制了PBJ--100A型园盘式多工序片剂包装机，实现了片剂包装自动化；从
4

而使广东的制药i业拶术装备水平缩短了和国内外制药企业的差距。

1982年以来，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让广东先走一步，广东在

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加强了宏观指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医药工业

’．的领导和支持，医药企业运用开放，搞活的有利时机，想方设法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

·+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

：，

． 医药工业在开放、改革、搞活中，从实际出发，加速变型转轨，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

．， 过渡。这样一来，各间企业的产品市场除满足于本省之外，扩大到全国，与此同时，积

．， 极开展出口创汇。1985年中西药品出口值达人民币4，775万元，比上年增长36．08％，比，

1980年增长39．99％。由于流通渠道畅通，任务饱满，促使企业很快形成了各自的销售

网点。广东的医药工业已经成为国内主要医药制剂生产供应基地之一，．’为全国人民的医

： 疗保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 一

自1979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以来，围绕产品创优和企业整顿等中心工作，采取

领导抓，层层抓，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制药企业中广泛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活动。同

时通过外出参观，广开眼界，举办学习班，出刊物，组织交流小分队，质量月活动等多

种形式进行普及教育工作。受过质量管理教育的人数达两万多人次，占职工总人数70％ ．

‘， 。以上，使全省制药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质量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1985年设立质量管理专门机构的企业有62个，。占76％，建立质量管理小组

一．845个。通过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使制药工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1979年 !，

．．以来，荣获国家金质奖产品1个，银质奖产品10个、金龙奖产品28个，部级优质产品26

个，省优质产品98个。 。·：
：．

随着质量管理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制药工业系统形成了一支懂得全面质量管理知’

识，热心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的质量管理队伍。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点，预防为主的观

点，用数理统计说话的观点，以及PDCA循环工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已被越来越广泛的

‘． ．．人所理解，所掌握和应用。这对提高企业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将会发
．． 生深远影响。 ．

‘

为使质量管理工作尽快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最大限度地把质量工作人员和热心于

质量工作者组织起来，省制药工业公司在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于1984年11

月正式成立“广东省制药工业质量管理协会黟。 ．．

‘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深入贯彻，企业吃“大锅饭"的局面逐渐扭
’

，转，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靠什么?许多 、

--．企业的领导者都深深懂得，一靠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二靠新产品的开发，加速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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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更新换代，以品种求发展。

为了加速新产品的研制工作，各制药企业相继建立和加强了科研机构，不断充实科

技人员。1985年达到科技入员占职工人数的8％，个别企业达到20％以上。目前规模较

大的企业，多已建起研究所，中小企业分别建立研究室或研究组。由于科研机构不断扩

大和加强，新产品大量涌现。1980年至1985年共试制新药543项，已通过鉴定或总结的171

项，化学制剂达到700余种，中药制剂900余种。其中有些成果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广州市医药工业研究所研制的治疗青光眼理想的新药物“丁公藤碱Ⅱ’’，打破了长期以

来只有南美洲出产的毛果云香碱治疗青光眼的垄断，获得了国家发明三等奖，该所研制

的心血管新药“毛冬青甲素"获国家发明四等奖。广东还先后研制出“活心丹”，“心

灵丸一、“心宝弦等治疗心脏病的新中成药，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有的打入国际市．

场。科研工作较活跃的企业，新产品的产值约占总产值的25％以上。除此之外，有不少

企业积极利用社会力量为本企业服务。如和高等院校、医疗卫生部门、药物研究部门搞

协作、聘请“智囊团’’或“顾问团’’，更加活跃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广东是能源，化工原料较缺乏的省份，因之，广东的医药工业在发展化学原料药品

方面受到一些限制。但广东的医药制剂和中成药产品，．则占有一定的优势。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省中成药制药企业犹如雨后春笋。其中有相当一部份中

药厂，几乎全部是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除专业中药厂之外，其他药厂中，绝大部份

是在生产化学药品的同时，从事中成药制剂的生产。所以中成药工业都占有较大的优

势。 ：⋯。． ．-：一．-·j 1，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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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药工业已经出现持续发展的好势头。广东的医药工业前程似锦，将为全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好医疗保健、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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