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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境内人参，鹿茸，熊胆，天麻，刺五加等药用资源极其

丰富，被誉为天然医药宝库。它对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并使医

药行业成为我市的一大经济支柱。

《浑江市医药志》的诞生，是浑江市医药事业飞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它翔实地记载

了浑江医药行业的创业史，发展史'科学地反映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对浑江医药事业的

巨大作用，广泛地收藏了浑江市广大医药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

(《浑江市医药志》的问世，填补了浑江市医药志书的空白，是全区医药事业发展史

的一件大事。它为振兴社会主义医药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加强医

药职工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宝贵教材，为增进了解，探讨医药事业的历

史，提供可靠考证的实用资料。’

《浑江市医药志))的编纂工作，在吉林省医药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自1988年儿月

起，市医药局组成浑江市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医药志编辑室，逐步落实了编写人

员，干1989午1月开始编写，历时一年时间完成初稿。 ，．

出于志书断限时问长，历史沿革复杂，内客涉及面广，基层资料不全，医药局成立

晓，加之编纂时间仓促，初次编史，没有经验、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一定不少，恳请

批评和建议。

在编纂医药志过程中，得到省医药志编辑室，市史志办公室、市档案局，省图书

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大量支持和帮助，全市各医药厂家，药材公

司都做了最大努力，给予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l

于福宝 、

二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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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江市医药局党委书记、局长于福宝同志在办公



浑江市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前左起：王凤玉于福宝刘怀岭

后左起：钱湘浦王绍文王政先

浑江市医药志编辑室编写成员

左起：王政先郑宝章刘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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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浑江市医药志》上限始1644年，下限至1985年，记述了此间浑江市医药事

．．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

行业特点，地方特点、时代特点，使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全书设十篇二十五章八十九节，计二十七万字。

，概述不列篇目序列。体栽综合运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

四，本志文字表达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进行编写。纪年采用公元记年，括号内注明中

历年纪。数字除引文，历史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五，本志各篇且选用的资料均经供稿单位审核，有关基础数据均以统计部门为准。

所有图片均由各单位提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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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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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管理人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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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节产品剂型和品种⋯⋯⋯⋯⋯⋯“⋯⋯⋯⋯⋯⋯⋯”””I"⋯⋯⋯”

第四节重点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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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抚松县制药厂⋯⋯⋯⋯⋯⋯⋯⋯⋯““⋯”⋯⋯⋯“⋯⋯⋯⋯⋯j

第二节长自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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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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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开发利用⋯⋯⋯⋯⋯⋯⋯⋯⋯⋯⋯⋯⋯⋯⋯⋯⋯⋯⋯⋯⋯⋯·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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