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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区医药志》是一部贯通古今，以今为主的综合性资料

书。能为当代和后人，尤其从事医药工作人员，了解医药工业、商业

的过去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研究发展规律，为振兴医药事业

提供借鉴和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洛阳地区十三个县市的医药志，分中药材重点产区，有：卢氏、

栾川，灵定、嵩县四个县；中药材生产，中西药供应任务基本平衡的

有：陕县、洛宁、汝阳，宜阳，渑池五个县；以中西药供应为主的

有：临汝、伊川、三门峡、义马四个县市，按地域类型分别编为三个

合订卷。十个药厂，分化学制药；中成药制药，编为两个合订卷。其

他一切都保持各自志书的特点和独诳性．

这种编排方法具有便宜查阅资料，相瓦借鉴，有利于分析对比，

综合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等优点，从而共同为开创医药事业新

局而做出贡献。

昊明顺

一九八五年六 月



编辑 说 明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编纂医药志的实际情况，对志书的书写和表

达形式，作了如下统一r1径处理：

1．名称：编写医药志，不涉及乡、镇，村机构沿革，仅述有某

地点种植有药材或波有医药网点，为了全书编写方便，按1984年的行

政区地名乡，镇、村出现．
’

2、数字：文内(除袭格外)用语中数字、词汇和成语中数字，

表述性语言中数字专门名称及统计性数字一律用汉字表示．

3、时间：年月日(除世纪、年代、农历年月日用汉字外)，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4、度镶衡：霞最一律用公斤表示；而积用亩雨l平方米表示．

洛阳地区医药管理局编纂办公室

1985年8月1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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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盛世修志，历代如此。

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为了

给开创医药事业新局面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我们在洛阳地区医

药局和陕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编纂了《陕县医药志》。

1983年4月陕县医药志编纂小组成立，四人组成。历经八个月，

通过内查、外调，座谈．采访，摘抄档案，多方搜集资料，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整理汇编后，开始了编写。

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力求完备。体例

采取章，节、目形式，以时间为顺序联系事物。融合记，志，图，表

录，照片于一体。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91U，着重记述了中药

材资源，生产、加工与中西药的经营管理等情况。上限清朝道光十年，

(公元1830年)，下限1984年末。全志共十章二十六节，四十四目，

近七万字。1983年儿月讨论稿竣稿，经地区医药系统评议会审，并经

省．地、县三级史志办公室审稿，多次修改，于1985年8月定稿。

编志是一项新工作，小组人员缺乏经验，医药机构又多次合分，

资料残缺，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

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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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医药志

第一章概 述

陕县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距行署驻地洛阳市一百四十公

里。东邻渑池县，西接灵宝县，南有乾山与洛宁县毗连，北裹三门峡

市，与山西省平陆县隔黄河相握。跨东经一百一十一度一分至一百一十

一度四千四分，北纬三十四度二十四分至三十四度五十一分。东西长

六十五点二五公里，南北宽四十八点八公里。总面积一千五百八十八

点四平方公里。十六个乡一个镇，总人口三十万零二千八百零二人。

陕县医药公司驻三门峡市环心路九号。

陕县地处丘陵山区。秦岭山系崤山余脉由西南向东北绵延贯穿，

八百米以上山头六百四十个。海拔最高一千八百八十四点八米：最低

二百五十二米。境内有较大河流六条，较长的山沟四百二十条，较大

的沟壑三百零五个，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山区是陕县药材主产区。陕

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夏炎、秋爽，冬寒，光照充足，

俾水偏少，多风干旱。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三点九度，年降雨鼍五百五

十四点九毫米。无霜期二百一十九天。土壤主要有褐土．棕壤两大

类．自然环境适宜各种药材生长，药材资源比较丰富，为洛阳地区药

材主要产区之一。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直隶陕州志》物产药类记载十种药

材名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陕县志》实业药属记载十七种

药材名称。

民国时期、陕县城镇中药店(堂)先后有六十余家，多数药店收

购药材加工一些丸，散、膏，丹。药品除销售当地外，还销往邻县

和省外。规模较大的有会兴的“福庆东”，城关的“万济堂”，观音

堂的。福星祥”，张村的“长寿堂”。到建国前夕，还存有三十九



陕县医药意

家．

民国元年(191 2年)西药传入陕县，主要是诊所和医院代营。民

国十七年(1928年)老德记药房建立，陆续开业的有五家，经营西药

约四百种，到建国前夕持续开业的有十五六家。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医药保健事业。1957年和1975年陕县

曾两次普查药源，查有中草药六百零五种，记入《陕县中草药名录》。

陕县主产药材有。连翘、柴胡、防风，酸枣仁、附子等二十种。为发

挥地方优势，解决短缺药材，政府号召开展“小秋收”采挖药材活

动，禁止酸枣采青，开发和保护药源。省，地医药局倡导引种试种，

野生变家种，从1957年陕县开始引种试种，成功的有十三个品种，野

生变家种的有六个品种，1984年，全县种植药材面积达一千五百四十

二亩。

医药经营，由建国前的私人经营到公私合营。1956年，19,57年先

后建立了国营医药机构一“陕县医药公司”和。中国药材公司河南
省陕县县公司”【简称药材公司)。以后历经合分，到1984年底，陕

县医药公司职工达九十人，建房一百七十四间，占地面积四千六百一

十七平方米。公司内设两科一室。下设三个批发部，两个批发点(以

下称批发部)一个贸易货栈，三个零售部，三个收购部，担负着全县

的药品药械供应和中药材生产．收购、调拨任务。经营成效显著上

升：1984年销售总额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四百元，比1962年一百七十二

万四千三百元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三。1984年实现利润十万零两千

元，比1974年五千六百六十五元增长十七倍．

·2·



陕县医药志

第二章大事记

1830正

(清道光十年)，陕西省合阳县南张村车永寿，在陕县会兴建立

长寿永中药铺。

1928年 、

(民国十七年)，河南省渑池县刘子贞在陕县城里南大街开设老

德记药房。

1954年

观音堂协泰隆与嵩茂恒联合组成合营药店。

1956年

元月，陕县中西药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6年

6月，成立河南省陕县医药公司。

1957年

7月，成立中国药材公司河南省陕县县公司。

1959年

5月，县药材公司和医药公司合并，成立陕县医药经理部．

1959年

11月，撤销陕县。挟县并入三门映讯中．西药分别与市医药公
司合并。

1961年

lOB，县．市分家，恢复陕县，同时恢复陕县医药公司。

1962年 ‘

·3·



陕县医药志
l————————————————————一

12月，地区药材公司评陕县公司为先进单位，奖绿色永久牌自行

车一辆。

1963年

6月，撤销三门峡市医药公司并入陕县医药公司·

1963年

9月，县医药公司以书记，经理为组长，组成。支援防疫灭病领

导小组一，带药赴肝炎流行区东凡，张村，王村协助灭病·

1963年

l 2月，医药公司奋战两昼夜，配齐一千五百余付中草药，送菜圊．

肝炎流行区。

1969年

2月。观音堂，菜园．大营三个基层批发部戈ll给陕县综合公司，

由基层供销社领导。

1972年

恢复陕县医药公司，开始筹建。

1974年
’

元月，县医药公司施建竣工，开始营业．

1974年

7月，收回观音堂，菜园．大营三个基层批发部·

1977年

水淆村出售死牛肉，使四百二十四人中毒，县医药公司派人赴洛

阳求援药品，经抢救仅死亡二人。

1978年 ．

2月(农历年三十夜)。山西省平陆县人．畜食物中毒，陕县医

药公司支援急救药品，平陆县委，县政府赠锦旗一面·

观音堂批发部被评为县商业系统先进集体。

1980年’
．

，

1月，在药材收购中误认冬虫草，、损失三千三百八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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