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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盛世修志，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

统。作为一方之信史，一地之专业著述，《禹州中药志》是禹州市新世纪编纂出版

的第一部新专志，是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反映5000年禹州中医药产业资源、生

产、加工、贸易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科学文献。它的出版，无疑是禹州人民政治

文化生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盛事。

禹州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古老的都邑，有“华夏第一都"之誉。作为中华民族

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禹州是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夏禹至春秋

战国两千年间，曾有夏启、少康等在此建都，是郑，韩等国都城的所在地和王畿地

区。西汉时期，禹州是全国十八座大型城市之一。唐代，禹州人吴道子开辟一代

画风，后世尊其为画圣；禹州等地新创花釉瓷，在陶瓷装饰上树立了重要的里程

碑，北宋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瓷业中心。长期以来，禹境的黄帝文化、大禹文

化、中医药文化、钧陶瓷文化等中原文化传播惠及全国乃至海外，为人类文明的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金元以后，禹州日趋衰落，尤其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旧中国，使禹州衰微破败成一个穷困小县，经济崩溃，百业萧条。新中国

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禹州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田园，突出传统优势，强

化城镇建设，把一个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豫中小县，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

材集散地，钧陶瓷文化中心、中原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煤炭工业基地，使古城

禹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8年，禹州撤县建市，千年古城步入了一个全新

的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禹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经济实力

显著增强o 2005年，禹州市跨入全国中小城市100强行列，在中部六省综合实力

百强县中名列第6位，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河南省卫生城、省园林城。禹州市已

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条件，站在了新的战略起点上。

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o 5000年的禹州文明史，灿烂辉煌，万古流芳。跨入

二十一世纪的禹州，正以昂扬的姿态，加快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

伐，“以工强市，以药富民"，以城东新区开发为龙头，以项目建设为基础，以中医

药、煤炭、钧陶瓷、建材、旅游等支柱产业为支撑，“实施大开放、谋求大发展、建设

大禹州”，再续禹州新的历史篇章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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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中药志

《禹州中药志》科学的记述了禹州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保存了珍贵的

极其丰富的科学史料，是禹州地情和中药信息的重要载体，是一部纵贯古今、横

陈门类，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地方专科志书，是迄今为止最为翔

实的一部禹州中药行业资料文献总汇，是全面、系统、准确反映禹州药业地情的

权威性著述。它的问世，对于充分发挥禹州中药产业的传统优势，对于全省乃至

全国了解禹州、认识禹州、研究禹州，对于向海内外宣传禹州、展示成就、招商引

资，都具有重要作用。《禹州中药志》不仅在当前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将一代一代

的传诸后世，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必将对于"-3代和未来禹州社会

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禹州中医药事业的复兴与繁荣，发挥愈来愈大的作

用。

谨以是言为贺，为序。

中共禹州市委书记： 阌缝
200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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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禹州中药志》将付梓。通览志稿，深为禹州人民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所鼓

舞；掩卷思之，复为编纂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所感动。总编室的同志邀我作

序，作为禹州市人民政府的市长，早已视禹州为故乡，对禹州亦有深厚的感情。

故，写几句心里话，权以代序o

“黄河之水天上来，咆哮奔流不能遏，唯大智慧者如大禹，疏而导之。禹生子

启，启建制夏。从此，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对家国的眷恋都从养育禹的这片热土开

始o"寥寥数语，使享誉“天下名都"的大禹之州从全国千余座城市中脱颖而出。

我为禹州古老的历史而感奋、灿烂的社会文明而自豪，她让我看到了蕴藏在禹州

人民中的巨大潜力，凭添了自己同禹州人民一起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前进的信

·心。

禹州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境内肥田沃土，资源丰富，早在战国时期就“富

冠海内lY0渊源浓郁的文化氛围，厚重的历史积淀，孕育了禹州传统文化的奇葩

——中医药文化、钧陶瓷文化和画圣文化。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唐代“画圣"吴道

子就生活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他才思敏锐，技艺过人，创作出一系列世

界级的不朽名作，赢得了人民的世代敬仰。源于唐代花釉瓷的禹州钧瓷，至北宋

时期达到顶峰，位列“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瓷之首，禹州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

中心。发端于唐代的禹州药业，历经完善，形成了自己一整套中药材种植、加工、

贸易的成功模式，至清朝中叶取得了全国中药材交流中心的地位，“内而全国二

十二省，外越西洋、南洋，东及高丽，北及库伦，皆舟车节转而至。”数百年来，堪称

中国乃至世界中药材贸易第一大市场。其药材炮制加工技术名冠全国，饮誉海

外。禹州籍药商、药工遍布全国各地，以传统的炮制加工技术服务于祖国的中医

药事业，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乃至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的保护、

培育与发展。禹州市委、市政府将中医药产业作为主要支柱产业，把发展中药材

种植、加工、贸易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规划药材种植面积2万公顷

(30万亩)o按照“主攻平原，发展山区，规模种植，优质高效"的原则，采用“投资

业主制、运行公司制、科技推广承包制、联结农户合同制”的运行体制，建立了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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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禹州中药志

个开发带，六大林带，十个药园，二十个精品示范园。已经形成了32万亩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中药制药和饮片加工着力提高药材加工的产业化经营水平，抓住

中药产品走向世界的大好机遇，确立依靠科技创名牌的战略思想，积极实施GMP

认证，加快新产品开发。做到生产一代，储存一代，开发一代，强势进入欧美及东

南亚市场。中药饮片厂在原有规模上进行扩建，建成了50万千克地道中药饮片

企业，有力地扩展了中药材进入消费市场的通道。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在全国

十七家专业市场中名列前茅，市场规模、服务设施、现代化经营手段均达到了国

内先进水平；主要药商400余户，上市交易品种2600余种，从业人员13000人以

上，年交易额达10亿元，带动近10万人以药致富。

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为悠久而文明的禹州带来了发展的新

机遇。市委、市政府“以药富民、工业强市、以城带乡"战略的实施，展开了禹州经

济腾飞的金翅膀o《禹州中药志》客观的再现了禹州中医药产业的历史，对禹州

中医药产业的复兴与繁荣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无论对禹州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都是很大的贡献。

在此，谨对她的问世表示热烈祝贺。

禹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乏量以
?

200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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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沐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春风，禹州市中药产业第一部专志——

《禹州中药志》问世了。作为禹州中药之全史，《禹州中药志》全面、系统、客观、真

实地记述了禹州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是禹州中药业一部大型专科资

料工具书。它的问世，丰富了地方志系列丛书文化宝库，成为禹州中医药发展史

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禹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特为之

祝贺。

禹州中药材资源丰富，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重要的中医药发祥地之

一。神医扁鹊、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都曾到禹州行医采药、著书立说。冠以

“禹"字号的禹白芷、禹南星、禹附子等，曾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后载入《中

华药典》。禹州药市始于唐、盛于清，至明代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药材

集散地之一，在全国极有影响o“药庄药行、药棚药堂、制药作坊遍及全境，其景

之盛，为异乡所不及"。现存的山西会馆、十三帮会馆、怀帮会馆等就是禹州药材

市场、禹州中医药事业繁荣的历史见证。全市中药材种类有1087种，总蕴藏量达

1200万公斤，适宜大面积种植的药材有300余种，其中地道药材10余种。悠久

的中药材种植、采集、加工历史和较强的中医药发展优势，使禹州素以“加工精

良、遵古炮制"等著称于世，历冠“药不过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之誉。

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禹州中医药事业迸发出勃勃生机：1985年4

月，禹县中药饮片厂被国家医药管理局授予“质量管理先进单位"；1990年3月，

禹州市制药厂生产的“九天阿胶"荣获首届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神农杯"银

奖；同年10月，禹州中药材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全国十大药材市场中名列前

茅；1996年，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被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定为全国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之一，成为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

市场：2002年5月，占地300余亩、投资2亿元的“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新址投

入使用并召开首次“中国禹州中药材交易大会"；2004年10月，开始举办药王孙

思邈国际医药文化节，与药交会交相映辉，成为禹州对外开放的新窗口。禹州已

形成生产、加工、贸易等门类齐全、信息网络畅通、监管体制配套，能够担负起全

省与周边省区中药材供应等综合性的中医药基地。对弘扬中华医药文化、振兴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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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禹州中药志

河南医药事业、促进全省医药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o

《禹州中药志》是河南省地方文史志鉴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全书以邓小平

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本着由古及今，略古详今的

原则，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宗旨，通过纵横结合，翔实地

记述了禹州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演变轨迹。全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多种体裁，内容涵盖药材资源、生产、加工、贸易、中医药文化、人物等诸方面，文

图并茂，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是一部认识、开发、宣传和振兴禹州药业不可或缺

的地情书；对于向外界宣传、推介禹州中医药成果，对于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

制定发展规划，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o

《禹州中药志》堪称一部禹州药业的百科全书，使我们在了解市情、民情，吸

取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大受裨益o

《羔著麓≥嚣薯庐格《禹州中药志》编委会主任 ∥∥。L／

2006年8月16日



凡例

凡 例

一、《禹州中药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现代方志学均基本

理论，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全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客观地记述禹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禹州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全

志时间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05年底，图片资料的记述延至本书定稿时。

三、全志采用章节结构，章为最高层次，章下设节，节下设一、二、三e't et 0概

述、大事记、附录与各章同级并列，除概述、大事记与附录外，全志分为自然环境、

药材资源、药材生产、药材加工、药业贸易、药业管理、中医药研究与应用、中医药

文化、人物等共九章。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基本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照片

穿插其中。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首次出现

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纪年清

代以前按各朝代年号、帝号纪年，夹注公历；民国元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民国纪年并夹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公元纪年。机构、职务，按当时

称谓记述。

五、禹州市古称“夏邑”、“历"、“栎邑"、“阳翟”、“钧州”、“禹州"等，在文中出

现时不再标注今名o 1913年，“禹州”改为“禹县"，1988年6月撤县建市。文中称

谓设市前仍称“禹县’’，设市后称“禹州市"o跨越设市前后的，称“禹境"或“禹州
—‘一''

巾 。

六、志中注释短注采用文内注，长注采用页下注。文中图、表用所在章和排

列序号二个数字编码。使用文字除引用古籍或其他必须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外，

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及数字

用法原则上以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规定》为准。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按当时通行的计量单位书写o

七、本志资料来源主要为档案、文献、史籍及调查资料，数据来自统计部门及

有关单位。所引资料除古籍和重要引文标明出处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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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区向豫东南平原的过渡带上。西北部群山环绕，丘陵起伏，

东南部为开阔平原，颍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境域东邻许昌县、长葛市，北依新郑市、新密市，西

北接登封市，西连汝州市，南与郏县、襄城县相衔。地理座标为：东经113。03’～113。39 7、北纬33。

597～34。247。东西长55公里，南北宽47公里。总面积1461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114．9万亩。

2005年，总人口120．0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1．5887万人，占总人26％，农业人口88．4113万

人，占总人口的74％，少数民族人口1．68万人，辖9镇、13乡、4个街道办事处、655个村委会、

2032个自然村，人口密度为820人坪方公里。
禹境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5000～前1800年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即有先民从事农、牧、渔业活动。之后，是黄帝部族活动、战斗的主要区域之一。公元前21世纪，

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其子启在此建都，史称为夏，是中国最早的都邑。自夏禹至战国，两千

年间，曾有夏、韩国三次建都于此，享有“天下名都”之誉。自秦朝在禹设颍川郡起，直到清顺治十

八年(1661年)，历时两千春秋，虽由国都降为郡、府、军、州，仍为一方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最多时曾领27县。至公元1913年，禹州改为禹县，1988年撤县建市。 。

境内河流均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大小河流100多条，主干河流为颍河。其中，流域面积

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颍河、清溟河、涌泉河。吕梁江和兰河；流域面积在10--100平方公

里的河流有小泥河、龙潭河、潘家河、扒村河、吓水河、小青河、书堂河、磨河、尚沟河、高底河、禁

沟、红河、梁北沟、肖河、九龙河、秦北沟等。兰河、吕梁江、尚沟河、肖河4条河流为北汝河流域的

主要支流，高底河为清溟河流域的主要支流。(枯水季节除颍河、涌泉河、兰河、潘家河等有水流

外，其余河道多在山区有水，或经水库拦截断流，或出山区后潜入地下)禹境最大河流——颍河自

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境内共有大、中、小型水库23座，其中：大、中型水库各1座，分别为白沙

水库和纸坊水库；小型I类水库10座，小型Ⅱ类水库9座；橡胶坝水库2座。

禹境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半湿润地区，热量资源丰富，雨量丰沛，光照充足，积温稍高，

无霜期长。受季风环流影响，四季气候和风向变化比较显著，冬寒夏热，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

温14．3℃，高于10℃的年均积温4645．1℃o降水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多年平均降水量674．9

毫米，其中汛期6～9月份降水445．6毫米，占年均降水总量的66．0％，12月至次年2月份降水

30．0毫米，占年均降水总量的4．5％。年均日照时数2180．1小时，年均水面蒸发量1686．2毫

米，空气相对湿度69％，无霜期218天。

起伏的山峦，繁茂的植被，众多的水库，给禹境增添了无限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明，给禹境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大洪寨风景区、崆峒山逍遥观风景区、龙虎山风景区、白沙

水库风景区、画圣故里、禹王锁蛟井、古钧台、义勇武安王大殿、宋钧官窑遗址等，构成了禹州特有

的古城风韵。电力、建材、档发、陶瓷业的兴起，更使禹境经济蓬勃发展。禹境历史悠久，钟灵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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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早在原始社会及氏族公社时期，就有先人活动，“神农尝百草99 66伏羲创九针1'9'、66伊尹制汤液”

等中医药创始者神农、伏羲、伊尹在禹均有遗迹，境内亦发现多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是

黄帝、大禹、启、少康等华夏先帝君王的主要战斗、活动区域之一。秦阳翟大贾吕不韦，先秦法家

韩非，西汉政治家张良，改革家晁错以及后之书法家刘德升，政治家及医学家褚澄、政治家郭嘉、

褚蒜子、褚遂良，百代画圣吴道子，五朝元老马文升，重修《禹州志》的王聿修，恢复钧瓷烧制的卢

广东等无不为禹境的繁荣增光添彩。

禹境药材资源蕴藏量大，品种齐全。全国大部分药材在禹均有分布。禹州地处伏牛山余脉，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依次过渡为山地、丘陵、平原，其地理分布大致各占三分之一。元代以前，境内

药材资源缺乏系统的资料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钧州志》载境内时有大宗药材45

种，清顺治八年(1651年)，《禹州志》载境内时有大宗药材56种，详细资源无考。新中国成立前，

境内没有开展系统的药材资源普查。1957年始，许昌地区及禹县医药、卫生、农业等部门相继对

境内蕴藏药材进行了四次全面普查。至1987年，普查面积达12万公顷(180万亩)，占境内总面

积的85％，查明动植物及矿物类药材1084种，隶属9 f-1 209科。其中：植物类药材780种，动物

类药材283种，矿物类药材21种，147种药材列入国家重点普查品种，占40．5％。禹境药材蕴藏

总量为1200万公斤，其中植物类548万公斤，动物类110万公斤，矿物类632万公斤。禹粮石、

青礞石、寒水石蕴藏量均在100万公斤以上，禹白芷蕴藏量在30万公斤以上。古有“药不过禹州

不香”之说，如今禹州多数区域已调整种植结构，大面积种植药材，千亩以上的种植园区已达八

处。

1990年以后，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禹州市种植业结构逐步加大中药材种植的比例，根据市‘

场需求又适时引种了一批药材新品种，至2005年，境内药材资源及蕴藏在河南省及全国均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保有品种多样化的药材资源及种植基地。
l

禹境药材生产历史悠久，道地药材种类较多。史料记载：早在宋代仁宗年间，阳翟古城寺以

东即有南星、白芷、菊花、薏米等种植。至元代，阳翟紫金里盛产白菊、白芷、南星、薏米、防风、荆

芥、罂粟、杜仲、紫苏、薄荷、山药、百合、牛蒡子等药材。明清时期，《钧州志》、《禹州志》均记载有

禹境生产的药材品种，计有56种之多。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中药材生产o

1956年，禹县公私合营国药总店从北京万仁堂引进梅花鹿4头，建成河南省第一家药用动物养

殖场，率先开展药用动物的饲养与研究。1962年始，境内开展了药材引种、试种及野生变家种、

家养工作，中央、省、许昌地区等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先后投入资金，扶持禹县的中药材生产。

1969--1978年，禹县药材生产部门先后派出药材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西部、北部山区及东北部丘

陵和冲积平原乡镇，协助当地生产大队建立了200多个药材生产点，中药材种植在境内普及，并

迅速成为西部、北部山区农户的主要致富项目o 20世纪80年代，药材生产部门在境内发展全

虫、土元等养殖专业户63户、各类药材种植户360户。其中古城乡钟楼村1983年药材种植收入

127万元，人均收入667元，三分之一的农户靠种药成了万元户。1999年，禹州市委、市政府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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