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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行 ．吉
刖 。舌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座落在省会哈尔滨市，是全国第一批组建的省级中医药科研单

位之一。为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继承和发杨祖国医药学遗产，·195／年2月2 7日成立

了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1958年由南岗区迁至香坊区三辅街72号。随着中医药科研

事业的发展。1985年,11A扩建为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下设中医临床、针灸经络、中药

三个研究所，一个附属医院，二个附属药厂。是一个技术实力较强的省级中医药科研机

构。中国针灸学会针法灸法研究会、黑龙江省针灸学会、黑龙江省气功科学研究会、

《黑龙江中医药》杂志社、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黑龙江分校、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针灸学院、

中国刺五加研究会均设于此。本院还是卫生部针灸经络教百进修基地和中药剂型改革基

地之一。1984年卫1月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原非药物治疗
t

研究力量基础上成壶了全国第一个非药物治疗研究机构一一黑龙江省非药物治疗研究中

心，并相应在全省没立了分中心。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是一个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相结合的综合性中医药科研机

构。建院三十年共撰写七百余篇科技论文、49本学术专著，其中近百万字的《针灸大成

校释》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仅1978年后获科研成果56项，其中国家级2项，部级7项，

研制出国内外畅销药品近30种，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培养初、中、高

级科研、医疗技术人员数百名，其中有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班三个及二年制针灸研究班

一个，培养了针灸高级科研医疗人员70余人。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近几年先后派出

专家赴联邦德国、保加利亚、瑞士、日本等国家讲学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接待美国、

日本、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医学代表团来院参观、访问、进行学术穸流；为日本、奥地

利、瑞士、保加利亚、波兰、意大利、联帮德国等国的医师举办了针灸专修班并接收了

日本针灸进修生；与十二个国家的学术组织和专家建立了友好联系。我院的针灸、中药

及中医部分雩科巳成为我省本学科的科研中心，在国内占有一定优势，针灸在国外也有
／

一定影响。

为了更好地开展二个文明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中医药科研的规律，使中



医药科研事业更快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从1983年4月所党委决定发展编史工作以

来，先后成立了相应组织。一198譬年12月成立了院志办公室。主任张立民，成员宋文学、

网丽。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进行编辑工作。为了伽强领导，又于1986年初成立了院志

编审委员会，主任张缙、副主任王振杈。由王振权任总编辑并主抓这项工作。前言、第

一、二、四、五章，结束语由张立民编写，第三章由张立民i综述、第四节)、高永祥

f第一节)、裴廷辅(第二节)、史久良(第三节1执笔。大事记由宋文学、周丽执

笔。校对古凤江、李国平、张文芳、朱丽蛰，摄影关小平，终审张缙、王振权。

在编写院志过程中，各科室及在院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同志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宝

贵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历史资料缺漏较多，许多资料是靠当事人回忆写出

的。尽管我们认真进行核对，力争使其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终因客观条件不足，加之编

辑水平有限，错漏偏误在所难免。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有些该收入院志的资料没有完全

收入，已收入院志的资料亦恐有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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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政。机构

第一节历史沿革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既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

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央文委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后

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在改进措施中。把成立中医研究院作

为一项关键性措施。同年11月，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发

挥祖国医学遗产，加强对中医、中药研究和整理工作，黑龙江省卫生厅1955年末决定成

立省中医药研究机构。省卫生厅副厅长高仲山主抓这项工作。初拟名为“黑龙江省中医

，审药研究室”，编制25人。报请卫生部后，部批示命名为“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

编制为50人。根据卫生部意见，省卫生厅119骗年1年26日正式向省人民委员会呈报“关

于成立黑龙江省辛其国陕药研究所的报告”。。省入民委员会次年2月7日批准了省卫生厅

的申请报告。

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筹备组由高仲山兼任组长，邢绍周任副组长，王忠琪、金

文华、高奎斌、张缙、张琪为成员，张缙兼筹备组秘书。经过一年多韵紧张筹备工作，

19'57年2月27日，黑江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正式成立。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银行街‘2

号，面积约八百平方米的小楼。

1958年秋，因东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简称东三公司1内迁，将该公司职工医院全

部建筑设施和部分人员移交省卫生歼．省卫焦厅决定将省祖国医药研究所迁至香坊区三

辅街82号(现改为72号1原东三公司职工医院地址(现址)。1969年4碉省卫生厅将省

祖研与省医院、省中医学校、省第一卫生学校合并为黑龙江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后改

为黑龙江省中医学院)。省祖研在原址不动，为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的科研机构。1959

年8月虿1960年夏一度将省祖研之一部分改为省医院第_-r-]诊。196,1年8月，省卫生厅
，

将省医院从省,gv-院中分出独立，又重新将省祖研与中医学院组合。由手省祖研的名老

中医上访陈词，1962年8月，省祖研从合并中解脱出来恢复独立。1968年末，省卫生厅

决定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停办。省祖研科研仪器调走或封存，人员待分配，有些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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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医疗技术人员甚至骨干人员调走。1970年初撤消了停办决定。6月成立了黑龙江省祖

国医药研究所革命委员会，领导全所各项工作。1979年1月1目撤消了革命委员会，恢

复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制。

经过二十八年的建设，省祖研在科研队伍数量、科研没备、机构各方面都有很大发

展，科技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科研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形成了三个主体学科。在此基

上组成了三个郄，至并开展了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具备了扩建

为研究院的条件。为了更有利于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有利于中医药研究事业

的发展，使这所研究机构真正成为省中医药科研中心，。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1985年

7月23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将省祖国医药研究所改名为省中医研究l院的报

告”。省科委于1985年11月14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时提出：仍以研究中医，、中药、针

灸为主，方向任务不变。1985年12月10日召开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1986年1

月省卫生厅批准新的院领导班子，同时批准实行院长负责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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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科室机构沿革

19S7年建所时有一个行政办公室和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药、针灸四个研究室。

1960年成立总务科。

1964年接收了座落在阿城县亚沟公社南平大队的啥市药材公司药材种植场，做为省

祖研药材种植实验基地，并改名为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药材种植实验场。

同年成立农村多发病研究室。

-196S年设立人保科。

，19616年“文化大革命”前省祖研共有8个管理科室五个研究室、一个药场。

q966年9月始，群众造反组织掌权，各科室均瘫痪。

197妻年恢复中药研究室，针灸经络研究室，原中医内、外科二个研究室其他科研人

员组建为中’医研究室共三个研究室。同时成立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线科三个医技科室

和办公室、总务科、政工科三个管理科室。

1977年成立中医理论研究室。

1980年7月卫生部批准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为部针灸经络教育进修基地。省祖

研为此设立了必要的工作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

1982年7月，中医研究室在原来下属的三个研究组基础上改建为中医第一研究室

(又称肾炎病研究室)、中医第二研究室(又称冠心病研究室)、中医第三研究室(又

称气管炎病研究室)；中药研究室在原下属三个研究组基础上改为中药第一研究室(中

药药理研究室)、中药第二研究室(中药化学研究室)、中药第三研究室(中药炮制

研究室)83年又成立中药第四研究室(生药资源研究室)；针灸经络研究室在原

基础上成立针灸第一研究室(针灸临床研究室)、针灸第二研究室(以针灸生化为主要

手段的针灸实验研究室)、针灸第三研究室(以电生现象为主要手段的实验针灸研究

室)。

1982年-9A从亚沟药厂分出部分工人和设备在省祖研院内成立了“附设实验药厂”。

同年成立了科研科、医务科、保卫科、财务科、护理部、基础实验研究室、文献资料研

究室以及知青农工商联合公司(领导集体所有制两个药厂)、第=门诊部(集体所有
l

制。地址在遭里顾乡，后迁至河图街)。

198重年8月成立中医研究部、针灸经络研究部、中药研究部，分辖中医、针灸、中

药三个学科的研究室。同年增加了中医文献研究室(后改为老中医经验研究室)、秘验

4



方研究室、中医外科研究室、中医妇科研究室、中医儿科研究室、气功研究室。政工科

分为党委办公室和人事科，成立供应科(由‘巷0年成立的隶属办公室的“条件组”改建)。

同年11Y]，省政府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非药物治疗研究中心。在计划时，一度拟将省

祖研的针灸部分转到黑龙江中医学院，在省中医学院建立省非药物治疗研究中心。此计

划没落实，又改设在省祖研。

1985年夏成立服务公司。

1986年1月29日成立中医临床、针灸经络、中药三个研究所。2月成立老干部科、

福利科。同年，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被确定为卫生部中药剂型改革基地之一。

中层机构变化表(1957—1987)

时间 研 究 室 管理科室 医技科室 其它机构 挂靠单位

1：9 5＼7年 中医内科研究室 办公室

中医外科研究室

中药研究窒

针灸研究窒

1965年 中医内科研究室 办公室 附设医院

中医外科研究室 总务科 观沟药材釉植

中药研究室
实验场

针灸经络研究室

农村多发病研究室

1977矩 中医研究室 办公室 药剂科 附设医院

针灸经络研究室 总务科 检验科 亚沟药材种

中药研究室 政工科 放射线科 植实验场

中医理论研究室

(后改“老年病研究室”)

】98S年 肾炎病研究室 办公室 药剂科 哆导曼堡 !毳羹萃篓
冠心病研究室 党委办 放射线科

垩謦警二一，l乏薰龙主
气管炎病研究室 人事科 检验科 附属实验药厂中箧焉‘》

老年病研究室 总务科 第二、门诊部 ：杂志社
中医文献研究室 科研医教科

络进修教育基!瑟銎瑟蛮
秘验方旃究室 供应科

中医外科研究室 保卫科
地 {鐾聋吲更务

中医妇科研究室 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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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月7年寡慧耄罢霎誓 l羹萎塞篡妻}同1985年}雯雪霎竽、{攀Vl蠢萋耋2，月 {冠心病研究所 {党委办公室 f {亚沟药厂 、I《坌杰茳

I萋曩要薰垂垂耍荛室，{茎蓬鐾育办公室{ 巨囊蓁茎茎≥{囊霎藿茎l老中医经验研究室 I科研教育办公室I l迸1骖基地 l菡矢熏龙
{(原中医文献研究室)f供应科 { f当釜馨署釜贾”f罕岔苹一

{翟警弃鬈喜妻室 }嚣嚣筹务办公室} P二r与荔磊}墓毳葬菱l中医外科研究室 阱划财务办公室l i～～⋯1 f学院
中医妇科研究室
中医儿科研究室

消化系病研究室

i周围血管扁研究室

|针灸临床研究室
l针灸研究一室

悖}灸研究二室

I针灸文献研究室
{针法灸法研究室
输穴配方研究室

中药药理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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