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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宝鸡市医药商业志》是一部记述宝鸡市医药事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的

部门志。它不是旧志续修，全无前例可循，纯系从头新作。在编纂中，我们

努力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依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刀的原则，认真反复地研究并调整了志书的篇目、体例、结

构，仔细审核和分析了所掌握的事实材料。经过大改三次、小改两次的修

改，甏冀℃蓉萋咩淳嗡球鎏籀弦薅疆塑嘎丝蔷磊篓希愁摹釜畲誊型雾坛醛摊

蘸黟酊誓一心鞲分乏些终夸寿莘区雾翼亳

妻群囊誊菠匿菖型噎篓銎蕞～曼惑琶鳓蓁鍪怨镭滗；蠼渡毪F醅守。磷

军凌霎会壁琶晕寇霜壤谨等覆诨奏丢釜j雩||珥剑嚣冀嚣毕聿鼻辛奎柱笙泰萜i

罚倒霎萎经羽；筠彤姻藿释鞍蓁坠蟊彗封薹瓣◇眠粕羹鳞藩；缸婆薹’教工减

至1923人。

建国后，宝鸡相继建立起许多大中型企业，为满足职工子女上学，许多

企业开始自己办学，先办小学，进而办初中部、高 中部。企业所办学校教学

业务接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招生、统考、放假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安

排同步，其经费、设备、管理、教师配备等均由企业自主。

企办学校最先设立初中部的是陕棉九厂(蔡家坡)、宝鸡石油机械厂、陕

棉十二厂、宝鸡铁路工程机械厂的子弟中学及上马 营铁路中学。1960年企办

中学增至12所。

二、“文革”十年

1966年5 月16日，党中央发出“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学

校停课，师生卷入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为主要形式的“文革”运



第二稿初审中，根据宝鸡地区的特点，增加了中药资源方面的内容，并设篇

专述。第三次讨论审定时，又对中药资源篇等进行了删削和补充，同时对本

篇所附中药资源名录和经营管理篇第一章第三节所附“建国前私营中、西荮

店房情况表”，提出列入附录之中。这样，使志书的内容更加集中，志书鲍

组织、结构更趋于科学、合理·

建国三十多年来，中药的管理隶属关系多次变更。1950年至1955年3月

曾隶属于宝鸡贸易分公司，1955年4月1日宝鸡药材分公司成立后隶属于宝鸡

专署商业局，其后又隶属于陕西省供销社宝鸡合作办事处、卫生局。加之医

药、药材机构几经分合，领导体制多次变更，致使有些资料存档不全，给资

料搜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志书的某些内容不可能很齐全。编纂工作

虽备经艰辛，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酶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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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以类序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采用“横排

纵述，纵横结合，横呈规模，纵述沿革，以横为主力的体例撰写。

二、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叙述事实为主，重点记述宝鸡市医药事

业的发展演变情况。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附以记、图、表、传、录等。力求文图并茂。

志t属纪事本末体，系志书主体·

记t以时为序，主要反映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

图：主要指机构设置、费用、利润指标示意图及照片。

表-各种统计表，附于有关篇(章、节)之后。

传。指人物小传。

录·附录，包括编志始末，本市中草药资源名录等。

四、本志呈“篇、章、：宵”三级结构，分《概述》、《大事记》、《机

构沿革》、《医药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中药材资源》、《中成药生产》、

《职工队伍》、《基本建设》、《人物》、《附录》十大块，计9篇17章4 O

节，共十二万字。

五、本志上限自1949年，下限至1987年末。

六、本志中机构称谓，沿用各个历史阶段通常的法定称谓。如；宝鸡医

药分公司、宝鸡药材分公司、宝鸡药品器械采购供应站、宝鸡市药品器械公

司、宝鸡地区药品公司革命委员会，宝鸡市医药公司革命委员会、宝鸡市医

药公司，地方国营宝鸡市成药制造厂、宝鸡制药厂等。按当时变更名称述

之。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前后不加褒贬之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宝鸡地处关中西部，三面环山，中为平原，渭河横贯，东部敞延。东接

威阳、西安，南连、汉中，西北部与甘肃省天水、平凉毗邻。关山矗立西北，

秦岭雄峙于南，北山绵旦于北。气候暖温湿润，曰照时长，降水量亦属宜

中，是发展中药材生产的理想之地。

历史上的不少志士名人曾抱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

志向，为发展我市的中草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垂名于青史，誉言于人世

间·

相肖神农炎帝生于宝鸡市蒙浴沟，长于姜水，沐浴九龙泉。他用一种-袢

鞭鞭打百草，尽知药性，发明了中草药。后人烙其研究中草药的成果辑成

《神农百草经》，记载了神农灸：-孑献身祖国医药事业的丰功伟绩。

我国唐，弋杰出的医学家和药学家孙思邈公元578年(北周建德6年，时

年3 7r岁，远离家乡隐居太白山，叠石造田，撤布沃土，遍植中草药济世医人。

公元5 7 9年(北周宣政元年)杨坚把持朝政，征僻孙思邈为“国之博士"，

他称疾不起，仍在太白山坚持采药、医病活动，后转徒到终南山的青华山炼

制“太乙精神丹"口前后时达40余年之久口

从宝鸡益门出土的西周早期的中药朱砂和炉甘石，不仅证明宝鸡在很早

以前就有中药出现，而且还可以将我国炼丹术的历史推溯到周代以前。

清代宝鸡医药商业有了新的发展，由以前的外地游医、药贩流入销售，

进而转向合资建店经销。据现有资料统计，宝鸡当时有中药店1：1家。

辛亥革命后，宝鸡传统的中药事业进一步发展，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大小中药店堂时达38家，到1949年增至90家∥

t





％4个零售门市部，负责宝鸡市辖两区10个县的中药材，中成药、医药品、医

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的批、零业务，和中药、中成药的=生产、收购

及汉中地区与甘肃省的平凉地区部分县的医药调拨。在市经济委员会和陕西

省医药、药材，医疗器械公司双重领导下，市医药商业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活

勒，支持地方工业生产一鼍宝鸡市的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到1987年底，全

市医药商业共有职工1，729人，其中市医药公司635人，经销医药商品6，200

种，总购进额达3，597万元，总销售额5，495．3万元，上交利润31．9万元。宝

鸡制药厂生产品种236种，年产值243万元，为1959年的6．4倍，成为陕西省

_重点药厂之一。

宝鸡独特的地理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造就了本地区中药资源的优势，

已成为负有盛名的中药材主产区。全市现有中药材资源品种1992种，其中地产

党参、当归、大黄、白芍、牧丹皮、白术、猪苓、九节菖蒲．．柴萌、黄芩、

苍术、五味子、柏仁、桑寄生、黄芪、牛蒡子等主要药材，畅销于全国各地；

凤党因其质优而远销于世界市场。同时，在西北植物所．．西北大学，陕西省

动物研究所、江西省南通医学院等单位科研技术人员的具体实施下，和陕西

省医药管理局、陕西省药材公司及县

����x



大大提高·据市统计局提供资料，宝鸡市1985年人口平均寿命65·94岁，比

建国前平均寿命(35岁)高出30·94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随着少环节、多渠道经营形式的发展，医药

工作已经面向横向经济联系和联合，并在发挥医药商业傥势，特别是发展品

种规格多，质量优、服务好、价格合理的优势，对原有的经营方式、经营品

种、价格管理办法等继续进行改革和适当调整，以适应宝鸡经济腾飞形势之

需要，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宝鸡市医药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生活中选

一步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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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1923年

魁兴和．．华盛丰药店在宝鸡虢镇地区开业。

1925年

万春荣药店在宝鸡东门口开业。

1927年

天兴复药店在宝鸡虢镇地区开业：

1928年

荣盛生、天泰丰药店在宝鸡西街开业o

1930年

天立久，和盛沅药店在宝鸡西关、水巷口开业o

1932年

复兴恒药店在宝鸡水巷口开业。

1933年

新复昌药店在宝鸡水巷口开业，益寿堂药店、九玉诊所在虢镇开业。

1935年

德泰生、松鹤堂、复生祥、复盛裕药店分别在宝鸡东关、西关、东街开

1936年

正记药店、济世堂药店分别在宝鸡东关和虢镇地区开业o

1．937年

．．天德恒，普和堂药店分别在宝鸡水巷口、汉中路口开业，正兴福、忠义

长药店在虢镇开业o

1938年

松茂堂、大和堂药店在宝鸡东关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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