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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诸城县，历史悠久，医药事业源远流长，l 8 4 0年以来，诸

城县历代私营药家i·对诸城县医药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巨大

j荫影响l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国营医药商业建立后，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职工近3 0年的艰苦奋斗，使医

药事业从小到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

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了较大7的贡献，亦为今后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薪的历史时期，医药战线的干部职工，硌将

以崭新的姿态，振奋精神；开拓前进，为医药事业的全面振兴而努
、

力奋斗。
．．

+f，-
一

盛世修志，乃我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在当今四化建设的新形

势下，编写诸城县医药专志，总结百余年来医药事业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实事求是地记述其历史，‘揭示其发展规律，有利于我们在今

后工作中扬张：避短，充分发挥本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制定切合实际

的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工作与决策能力，对于教育职工，惠及后

世，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必将大有益处。

诸蛾县药材公司经理 刘淑忠

曼9 8二8年]i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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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l、本志系记述诸城县医药事业兴衰起伏的资料性著述，以马
、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治，教育，存史，．服务当代，惠及后
，‘

世为根本宗旨。 一‘

． 2、本志土限起于1 8’4，0年，下限断于l 9 8 5年，个别资

料做适当上溯和下延。．．r+'’j
’·’

‘

S、釜书{结构分章、节、目三级，横排纵述笋裁以志为主，综

合运用一志、记、传、图、表、’’录等。’
’j．

4、概述为全志之纲，、概述全貌，简述发砖磷凌姆示规律。
t5、大事记为全志之经，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6：地产中药材，中药加工，医药商品经营是本志主体，是记

‘述医．药事业本身的重点；为事业发展而进行的其他活动从简记述。
●

7、人物及荣誊，是为医药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集

体树碑立传，对历史人物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做客观记述。

+8、媾录为辑录体，收录重要：文献-轶事轶闻～统计资料以及

受体例限稍志．书主体不便包括的内容等。

’9、本志坚持睢存宾求实"原则，尊重历史．不溢美、不隐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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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记述成就和失误，述而不论，寓论于史实记述之中，寓思想性，

科学性于资料之中。 ． 喇‘ ．．j‘

l O、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用语力求准确质朴，不夸张，
、

，

不渲染，直叙其亭．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调查采访为辅。资料选

用以真实性和充分体现地方特点：’行业特点，’时代特点为原则。

·1．1、纪}年以公元纪年为主；’‘括号内加注中历纪年j公元纪年
●

●_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历纪降用汉字表示。不同时期的机构{：：官职

名称，沿用历史称谓．o反映金额计量等效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

量单位一律用公斤。符号、‘代号、公式及专业名称应符合国家法令一

和有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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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遵

诸城县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地处泰沂山脉和胶潍平原交界处，

总面积2 l 8 3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 O·l％；丘陵

占2 2。6％；平原占3 2。2 5％，气候地处暖温带季风区，四

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应多种植物生长，蕴藏着丰寓的中药材资源。

自古以来就被广大人民所应用，为诸城县历代人民的繁衍生息，发

挥了重要作用。所产的防风、酸枣仁、菖蒲等中菊材，历史上就以

质优而远销全国各地。其中：龙胆草、荆芥两种药材，‘在清朝乾隆

以前就被列为宫廷御；药。潍河沿岸所产的“诸香附’?闻名全国，

其中：城关白玉山子村所产香附质量更胜一筹，被誊为．“白玉香附”

是“诸香附¨中之姣黯。
●

人工种植中药材在诸城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就

有乡民种植红花、紫草等中药材。诸城县国营医药商业建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l一§5 7年开始按庶国家计划，

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药材生产，经过总结3眸来成功与失败的经

验荆ll漩诸城县药材生产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经过对药材生产布局的调整，改革，使中药材生产走上了稳步

发展的道路。为开发和扩大诸城县的中药材资源，繁荣城乡医药市

’一l一·



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l 9．8 5年中药资源普查统计，诸城县共

有中药材以原动、植、矿物科属分类，共l 2 0科，3 3 5种；历

年来收购过的常用药材1 6 8种；大宗地道药材金银花、桔梗、丹

参、香附、山楂、枣仁、蟾酥等2 6种。

古城诸城，公元5 9 8年(隋开皇十八年)改东武县为诸城县，

取境内汉故诸县城为名，沿用至今。唐、宋、金、元属密州，历史

悠久，医药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明朝末年，诸城县著名的军事家和

诸邑名医王化贞的祖父就已在县城开设中药店。至清朝乾隆以前，

诸城县的地产药材已远销外地，医药事业已趋向专业化。
．～’，二-点． I．

1 8 3 5年(清道光十五午)，。诸缄城关自幼爱好医学的王永

贞，在城关南阁街中心开办了“崇仁堂”药店，医售结合，前店后

场，成为诸城县近代史上开业历史较长的中药店之。。1 8 6 7年

(清同治六年)，章丘人刘振先与其表叔瞿春铃和章丘老乡高传增

三人集资，在县城东关开办了“三合堂"药店。该店资金雄厚，前

店后场，批零兼营，坐堂行医，素以诊病认真，药品质优，货真价

实，品种齐全，而誊满诸邑，成为诸城县历史上较有影响昀药店之气

l 9 l 2年至l 9 3 7年，私营医药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县

私营药店达到l 3 O余家，县城内2 2家，其中：城关的“保元堂”

“保德堂"、“同合堂”，相州的“积德堂”，枳沟的“蚨生堂”、

“上志堂”，辛兴的“太和堂"，均是当时资金雄厚，颇有影响的

大药店。!玑时是私营药业发展之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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