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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莱阳县历史悠久，据考证在六千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务农生息。商、西周属莱子

国，东周属齐东境即墨地，秦属齐郡东境，西汉设昌阳、挺、长广、观阳、邹卢五县，

分属胶东国、东莱郡与琅琊郡，东汉撤邹卢，其余四县属北海国、东莱郡，晋设挺、长

广、昌阳，属长广郡。元康八年徒置昌阳(今城东南二十三里昌山之阳，昌水之阳)。

唐初再徙置昌阳(即今莱阳县城)。后唐时庄宗避其祖“国昌”之讳，始改名为莱阻

(莱山之阳)至今。

莱阳县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地处东经120。317一一120。587、北纬36。3C一一37。09r

之间，东临海阳县，北界栖霞、招远，西接莱西，南邻即墨县，东南隅靠丁字湾濒黄

海。境内北高南低丘陵起伏，海拔在400公尺以下，属低山丘陵地貌类型。由白龙河、蚬

河、清水河、墨水河、富水河汇聚而成的五龙河，县内流长83公里，流域1330．5平方公

里。五龙河河宽流缓，两岸淤积大量的“似土比土软，如沙较沙细"的群众称之为“淤

沙土”的土壤，内广含腐殖质。名驰中外的莱阳梨和莱阳沙参就生长在这个特殊环境

里。莱阳梨具有300年历史，因果型大、果质细、渣少、糖分高而闻名国内外，远销香

港、加拿大等国和地区。用莱阳梨作原料的“莱阳梨止咳糖浆”具有显著的化痰、润

燥、清热之功效，产品久销不衰。著名的莱阳沙参又是特产之一，因主产于胡城村，故

有“莱胡参"之称，栽培历史达500余年，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深受港澳同胞及东南亚

地区人民的欢迎。据县志载： “沙参向为邑出口货大宗，年产二十余万斤⋯⋯邻封所不

及也”。

莱阳县的地理条件特殊，故中草药资源较为丰富。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莱

阳县志》载，当时产的中药材即达103种，可见莱阳县药材资源开发利用早在几百年前，

已被人们所重视。1985年县政府委托莱阳县药材公司，对药材资源进行了普查，共有植

物、动物、矿物药材780种。其中莱阳沙参、半夏、全蝎等均系地道药材。康熙四十七

年(1708年)知县赵光荣在县城西关大街北建药王庙，庙内塑孙思邈像。每年四月二十

八日起连唱四天大戏，以示敬意。同时烧香还愿者、买卖药材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由此可见当时医药市场是很繁荣的。药王庙予1931年拆除。

1727年(雍正五年)，莱阳城东关人于培麒创办天德堂中药店，1761年(乾隆二十

六年)于泓翔又开设了天福堂中药店。两店各有坐堂医生，诊病取药方便，对于一时交不

出诊费药费者，允其赊欠至有力归还时，极受群众欢迎。两店在竞争中互相制约又同时发

展，后均以批发为主，莱阳邻县均为他们的批发范围。两店货源主要是参加祁州药会、

济南药会，也到烟台、胶州进小量补充，还收购部分地产品，如全蝎、半夏、桔梗、远

志、沙参⋯⋯等。两店都自己加工部份膏、丹、丸、散，’约50种左右，其中天德堂的



“救产丸’’对妇科产后诸病效果显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信誉q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

后，两店因受战争影响，生意日渐萧条，到1947年，两店同时停业。

除县城里几个大药店外，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徐格庄、穴坊、姜疃、万第、大夼等集镇也

设立了一些药店，多为自东自掌，有的仅开业数载即破产倒闭。座落在徐格庄集的德生

堂“九·一八"事变后，在营口购入大宗东北人参，因战争造成华北与东北之间交通受

阻，这一大批人参在祁州会上卖了好价钱，发了大财，故在资产上超过了老牌店号一一

天德堂和天福堂，一举成为莱阳县诸中药店之首，原天德堂、天福堂的批发业务也大都

由德生堂替代。

1919年，北朝鲜人金允浞，经北京溜政府注册，在莱阳城南关开设“鸡林医院”，

是西医西药第一次进莱阳县。由于金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获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

所以生意兴隆，资金很快发展到一万多银元，拥有从业人员4名，19：37年，金携全家回

国， “鸡林医院”便一分为二，崔敬清开设了“崔敬清医院”，隋洪亭开设了“鸡林医

社"。在鸡林医院的影响下，部分行医者齐集予莱阳城南关开设西药房、所，如：恩

东医院、耀亭药房、普爱诊所、中原药房、建德药房等。

总之，建国前，莱阳县的医药事业，自清初至清末是鼎盛时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

对中医中药的岐视，加之战乱及货币贬值，到1947年，全县仅存中、西药店(房)73

家。

建国后，莱阳县的医药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1949年5月，胶东大药房总店在

莱阳城里大街北(光禄第旧址)开业，并先后设立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青岛支

店，肩负着全胶东军民的医药供应工作，随着建毹的改变，艘东承茵房总痞发展成为莱
阳医药分公司。1952年7月6日，’药材批发部予慕限中心卫生院成立，几经变化发展成

为莱阳药材寒公司∥王．％8集=4、月．燕冻分公司和骜卷按登蓊食并为莱暇专区中心药材公
司，同年10月随专署迁入烟台，留下30余人成立了莱阳县卫生局药材第一经理部，后经

数次改变而成为莱阳县药材公司。自胶东大药房组建以后，莱阳的医药商业即为全民所

有制性质，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价格和业务拨货制，以满足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为原

则。县药材公司还大力组织地产药材的生产和收购，单莱阳沙参一个品种，每年组织种

植1100余亩。同时还引种了延胡索、西洋参等凡个品种。

建国前，莱阳县的医药工业仅各大药店茸己加工少量的膏、丹、丸、散，且工艺落

后。建国后莱阳的医药工业发展迅速、规模相当。胶东大药房时即设有制药股，削备部

分酊、片剂，以适应批发及门诊需要。1959年2月，莱阳县建立了制药厂，生产氢氧化

铝凝胶等33个品种，其中有颇受欢迎的“莱阳梨止咳露"。1978年4月，土霉素在莱阳

‘制药厂投产，填补了烟台地区抗菌素生产的空白。

现在莱阳县医药工业已有莱阳制药厂、生物化学制药厂、莱阳永康制药厂、山东省

中医药学校制药厂、莱阳县化工厂5个厂家，产品70余种’，其中有的远销西德、意大

利、荷兰、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目丽已有3个品种被评为省级以上的优质产品。

1985年莱阳医药工业总产值为1453．69万元，利润140．2万元。

建国前，莱阳县曾有多次瘟疫流行，仅据载者：隋(煽帝)八年，东莱疫、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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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明(成祖永乐)八年，登州各县自春正月至夏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清(圣祖康

熙)元年夏四月疫死甚众。清(宣宗道光)元年夏秋疫死者无算。1931年霍乱流行，全

县死亡540人。1933年再次流行，又死去370余人，左家夼有3户人家灭门绝户。当时曾

流行着一支歌谣：报信村里人心慌，流行瘟疫闹惶惶，昨朝死女今死男，在世难跨八月

关。建国后也曾发生过流行病，还有唐山地震等灾害。药材公司都协助卫生医疗部门组

织抢救，及时扑灭疫情。

莱阳县药材公司，1985年底有职T83人。公司下设：人事秘书科、政工科、计划财

务科、业务科、生产科、穴坊经营组、山前店经营组、第一门市部、第二门市部·担负

着872个医疗单位的供应工作。1985年销售总值665．4万元。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

领导下，全体职工努力奋斗，莱阳县的医药事业，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大事记

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知县赵光荣在县城西关路北建药王庙。’1848年(道

光二十八年)李铄重修。1931年废。

172俾-(雍正五年)，莱阳东关人于培麒于东门里大街路北创办天德堂中药店。1947
年停业。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于泓翔开办了天福堂中药店。1947年停业。

1892年(光绪十八年三月)，广裕堂中药店开业。1956年6月公私合营后改称莱阳

城关联合诊所。1958年改为莱阳县城厢卫生院。

1919年，北朝鲜人金允涅，经北京旧政府内务部注册，在城南关开办鸡林医院。

1937年金允浞将产业变卖给在院学徒崔敬清、隋洪亭二人，因而鸡林医院分成为崔敬清

医院和鸡林医社。

1927年，莱阳县设禁烟局、但可公卖鸦片并派种罂粟，次年废。

1928年，莱阳县医药业同业工会成立。凡愿入会者，颁发《医药业同业工会证书》

方可入会，对进行考试合格的医生、发给贴有本人照片的行医证书，准其行医。

1945年1月，莱东县旌旗区委在接受两家私人捐献药铺的基础上，成立了旌旗区医

药合作社。同年7月并入区联社。

1946年初，桂山药房总店由海阳县郭城桂山迁至莱阳城，改名为胶东桂山大药房

股份有限公司。为扩大经营范围，宣传动员机关干部和各界人民集资入股，总经理林竹

亭。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前夕，撤回桂山。

1949年5月，胶东大药房开业，隶属胶东行署卫生局，总经理邹积贵。下设文登、

黄县、沙河、胶县4个支店。青岛解放后又增设了青岛支店。1950年隶属莱阳专署实业

公司。1953年4月以莱阳胶东大药房总店为主体组建中国医药公司山东省公司莱阳药

房，隶属青岛医药支公司。

1952年7月6日，莱阳中心卫生院药材批发部建立，7人组成，张心如任经理。

1953年划归县医院领导。1954年改名为莱阳县合作社联合社药材批发部，隶属县合作社

联合社。1955年1月1日划归县政府卫生科领导，称：莱阳县卫生院药材经理部。

1955年5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支公司成立。

1955年7月，中国医药公司山东省莱阳分公司成立。

1955年，征地10亩，建仓库1 217平方公尺。

1956年4月17日，中国医药公司山东省公司对供应区划进行了调整，莱阳医药

分公司负责供应莱阳、莱西、掖县、招远、栖霞、海阳6个县和威海市。1956年7月执

行。

1956年，发生百日咳、痢疾流行病，派人去青岛、烟台词进10万元药品，保证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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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用药。

1 956年，普调工资，人均工资达48元。

1958年1月6日，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调整43种中药材批发价的通知，1958年1月15

日执行。

乇盟!篆、曼是。3：恩气寨阻医药分公厕，与莱阻药材熏坌零盒囊，成立苯阳专匿毂叠药材
公司，经理张庆翰，书记孙景山。同时原莱阳医药分公司莱西经营组移交莱西县药材公

司。

1958年Io月，莱阳专区中心药材公司迁入烟台市大马路，改称山东省烟台专区中心

药材公司，留下30余入成立了莱阳县卫生局药材第一经理部。

1958年11月，莱阳、莱西两县合并为莱阳县，将32个乡撤消，成立了32处人民公

社。莱西县药材公司撤消后，在水集设立了莱阳县卫生局药材第二经理部。

1958年，于穴坊镇租用民房设立了药材经营组。

1959年2月，莱阳县卫生局制药厂建立，生产氢氧化铝凝胶和中成药共33个品种。

同年11月21日，山东省卫生厅药政管理局(59)药政字第684号文，批准生产“莱阳梨止

咳露"。1960年3月11日改为莱阳县制药厂，隶属县工业局。莱阳制药厂于1962年8月

31日停办。

1981年8月‘，莱阳县卫生局药材第一经理部更名山东省莱阳县药材公司，隶属县卫

生局。

1962年，由于连续灾害造成沙参大减产，当年收购量为9278公斤。

1963年3月16日，山东省卫生厅药政局，关于对中药材商品的管理办法中规定：中

药材65种计划商品改为55种，其中5种为统购，30种为派购，20种为三类，实行奖售。

1964年1月，山东省莱阳县药材公司更名为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公司，隶属

县商业局。

1984年2月19日，山东省药材公司(64)储字第58号文规定：二季度莱阳县公司划

归青岛供应。

1 964年2月21日，中央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下达《管理毒药、限制性剧药暂行

规定的联合通知》。

1965年10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公司更名为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商

店。

1966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从3月1日起，中药材批发环节用秤改为10两为1

斤的新制，零售环节暂仍用16两1斤翩。

1968年4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商店“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11月

止。

1970年1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商店建立制药加工厂，主要生产兽用土霉

素粉。1976年制药加工厂移交县化工局。

197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9681部队制药厂，由烟台迁莱阳。1978年改为54721部

队后勤部制药厂。1983年经山东省卫生厅验收批准定名为山东莱阳永康制药厂。犀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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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片为定型产品。1984年产量为10吨，产值24．8万元。1985年产量达47吨，产值达115．1

万元。

1970年10月，莱阳肉类联合加工厂成立药品试制三人小组。1973年药品试制小组改

为第六车间。1975年根据山东省食品公司食革字第31号文成立莱阳生物化学翩药厂。1978

年，冠心舒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1982年妇血宁荣获商

业部科研成果三等奖，同时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1985年冠心舒被商业部命名为优质

产品。

1970年11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商店更名为山东省莱阳县药材公司。

1971年9月，中医药学校为开门办学服务，经山东省卫生局同意成立校办制药厂。
1 978年产值达6万元。1981年从省外引进板兰根冲剂生产工艺，是年4月获准生产。

1985年首批获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

1975年5月，莱阳县药材公司召开了首次药品展销会，邀请了青岛医药二级站、县

商业局、卫生局的领导参加，各医疗单位100余人参加会议，会期两天，销售额12万

元。

1975年11月，莱阳县化工厂建立，占地面积为6700平方公尺。1976年9月投产。1985

年产值达140．1万元。

1975年12月，当时全县已有695个大队建立了“土”药厂。

1976年1月1日，药材企业经营业务实行全省统一核算、统一调拨、统一管理。

1976年4月1日，莱阳县制药厂正式成立，隶属县化工局。1976年11月，省主管局

拨款15万元筹建新厂房，新厂址座落于莱阳城东山，征地1150平方公尺，1978年4月土

霉素投产。为烟台地区第一个抗菌素药厂。1978年12月，灵芝菌片试验成功，省卫生厅

批准正式生产。1983年4月，。经省卫生厅批准，正式生产扑咳灵。1984年8月，引进新

品种核糖霉素。

1976年8月，唐山丰南地震，灾区伤员转来莱阳各医院治疗，药材公司组织了专门

人员负责，购进了牵引架、大液体等，保证了伤员的用药需要。

1976年12月，药材公司营业楼施工。1978年10月竣工，建筑总面积为3734．9平方公

艮，总造价为32．2万元。

1976年，由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购买汽车部件，拼装了两台解放牌汽车，为向各基

层医疗单位送货和去青岛往返运送药材提供方便。两台车于1978年和1986年先后卖出。

1984年5月购买1’．5吨双排座汽车一台。

1977年10月，临时工李月珍偷盗中药材半夏出卖，．共得金额1088．77元。案发后公

安部门令李月珍在南广场示众。药材公司将其除名。

1978年3月，在山前店火车站东侧公路北征地3333平方公尺，建房972平方公尺，

建立了山前店药材经营组。

1979年6月，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李晓东来莱阳视察工作7天。

1979年12月，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莱阳县公司更名为山东省药材公司莱阳县公司，

隶属烟台市药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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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莱阳县肠炎流行，及时购进了疫情用药，保证了医疗需要，当月销售

达86万元。’

1981年1月，于药材营业楼一楼设立第二药材零售j『1|市部。

1981年10月，穴坊药材经营组新址于穴坊村东建成。征地3333平方公尺，建房1060

平方公尺，造价8．2万元。新址设了零售门市部。

1981年11月6日，药材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9人、列席代表

9人出席了会议。1984年3月11日药材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

1982年5月10日，亦工亦农工赵永波因敲诈贪污罪被判刑3年零6个月。(共贪污

公款2408．44元)

1982年9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82)卫药字第21号文件公布淘汰127

种药品的通知执行。共淘汰药品47种，金额共计33130．55元。

1983年3月，仓库保管员于波被山东省医药局授于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3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药材公司共同在胡城村进行了西洋

参引进栽培实验研究。实验地面积为0．25亩。1986年9月收获，实收鲜参193．5公斤，

平均株重20多克，其中最大的一株重85克。鲜参以每公斤121元售于北京市海淀区中药

资源开发公司。

1983年6月1日，“医药知识业余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县总工会、县商业局、

县卫生局等单位参加典礼祝贺。师资系聘请山东省中医药学校教师担任。1986年12月结

束。

1983年11月，在企业整顿过程中，开展了定员定额工作。核定人数为85人。

1984年8月17月，企业整顿经山东省医药总公司验收合格。

1985年1月21日，在潍坊召开的山东省医药系统职工教育工作会议上，莱阳药材公

司做了《我们是怎样举办医药知识业余学习班的》经验介绍，并被评为省医药系统职工

教育先进单位，受到奖励。

1985年5月，中共莱阳县委、县政府授于莱阳药材公司《文明单位》匾。

1985年12月，莱阳沙参出口119．1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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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药材

莱阳县药材资源十分丰富，且历史悠久。据《登州府志》载： “牛黄为唐时贡品”。

境内五龙河的“淤沙土”中广含腐殖质，很适应莱阳沙参生长，这里的莱阳沙参条自

晰、细长、粉性足，质量独树一格，尤以胡城村产者为优，故有“莱胡参"之称。经过

加工，装箱出口，远销美、英、日及东南亚诸国。龙骨为古生动物的遗骸，具有镇静、

固涩等功效。1923年，著名古生物家葛利普、谭锡畴在莱阳发现了恐龙化石。1950年，

考古工作者在莱阳城区周围勘察砂页岩、火山岩和粗砂岩层时，发掘了大量的古生物群

体和袋状恐龙点。杨钟健教授把这些珍贵资料系统地整理成《山东莱阳恐龙化，石》专

著，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引起了世界古生物学术界的轰动。1952年，中国科学

院在莱阳县金岗口村村西挖掘出了一具完整的棘鼻恐龙骨鹈架高5公尺，长6．8公尺。
头顶生棘，如同巨大的鸡冠。估计生前一二十吨重。现陈列在北京古生物博物馆内。

198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学会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60

人在莱阳召开了现场学术讨论会。到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恐

龙化石的一些重要地层单元均在莱阳，故称莱阳是恐龙化石的“故乡"。

第一节 中药材资源的生态分布

莱阳地处胶东丘陵山系南部，因受胶东屋脊所控制，地势北高南低，东北部的龙门

山脉的老寨山海拔375公尺，为全县诸IJ』之冠，、北部的旌旗山海拔315．3公尺，西南部的

孟山海拔276．4公尺，东南部的娘娘山海拔269公尺。来自北部的清水河、蚬河，来自东

北部的富水河与自龙河、墨水河汇集于县境中部的照旺庄乡，取名五龙河，南注入黄

海。莱阳县河流均为山溪性河流，下游河宽流缓，冲积平原分布在境内中部和南部河流

两侧，形成了一个中间低，四周高的盆状地形。

莱阳县地形虽不太复杂，但由于地形位置特殊，药用植物种类较丰富，除了大部分

的华北植物外，还分布有辽东半岛及日本分布品种。药用植物的分布因各个山区、丘陵

开发利用和人为破坏程度及温热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这一特点，莱阳县植物类

药材资源的分布可分为4个自然分布区。

一、北部丘陵区

这一地区包括河洛、沐浴店、榆科顶、

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0％。高山两座：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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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区植被复盖率低，植物种类较为简单，、在丘陵阳坡主要是赤松或油松人工针叶

林，由于营造时间短，土层薄等原因，植物多呈灌木状，其次是麻栎、栓皮栎。主要药

用灌木有荆条、酸枣、胡枝子、花木兰等。草本药用植物主要有百里香、细叶珍珠菜、

蓝刺头、白莲蒿、东北鹤虱、烟台山蓼、地榆、苦羹菜、远志等耐干旱种类。阴坡植被

较好，但组成也较简单，极少有成林的乔木，多为稀疏的灌木丛，药用植物有圆叶鼠

李、荆条、豆李、麻栎等：草本药用植物有黄花龙芽，华北风毛菊、桔梗、光萼沙参，

黄花菜、花旗杆、细叶珍珠菜等。总蕴藏量约为50万公斤。+

二、龙门寺低山丘陵区

这一地区位于县境东北部。。包括全县诸山之冠一一老寨山及其附近丘陵，跨越石河

头、山前店两乡，面积为18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l％。

此区山势陡峻，植被保护完整，药用植物丰富，有大面积的赤松林，麻栎林和盐肤

木、枫杨、黄连木、地锦械等亚热带树种，灌木种类药材繁多，常见的有白菜子树、华

北绣线菊、花木兰、胡枝子、茅莓、黄荆、酸枣、南蛇藤、扶芳藤等，草木药用植物阳

坡主要分布有黄背草、桔梗、鼠麦草、香青、防风、泰山前胡、石防风、霞草、绵枣

儿、东亚唐松草、狭叶柴胡、朝鲜苍术等。阴坡林下或山沟阴湿处分布有林氏泽兰、水

杨梅、绶草、中华秋海棠、掌叶半夏、角蒿、玉竹、黄精、山药、穿山薯蓣、柴胡、烟

台柴胡、透茎冷水花。药用蕨类植物主要有半岛鳞毛蕨、华东蹄盖蕨、过山蕨、山东骨

碎补、有柄石苇等。山谷砂地分布有烛台虫实、丹参、半夏、华乌头等。

总蕴藏量可达60万公斤。

三、沿海低山丘陵区：

这一地区包括羊郡镇、穴坊镇，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8％。

此区地势山峦起伏，气候受季风影响和海洋调节明显。并且由于封山造林较早，植

被保护较好，四生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海边沙地以及常受海水浸渍的盐土上生长着碱
蓬、中华补血草、罗布麻、柽柳等盐生植物，沿海低山区最高山一一垛山海拔316公尺，

其次还有帽儿山，树儿山等，形成了连绵不断的低山丘陵地带。由于这一地区濒临大

海，空气湿润’，、人工造林时间长，自然植物保护较好，所以药用植物资源丰富。乔木类

常见的有臭椿、苦木、山楂、核桃、朝鲜槐、黄连术、麻栎等。灌木种类繁多，、常见的

有扁担木、华北绣线菊、长叶冻绿、酸枣、野花椒、牛尾菜、粘鱼须等。草本类常见的

有黄花龙芽、东亚唐松草、瓣蕊唐松草、湖南连翘、小连翘、缺刻叶茴芹、石防风、防

风黄芥、苦参、兔儿伞、紫草、白英千屈菜、毛连菜，连钱草、日本散血丹、透骨草

等。蕨类植物有华东蹄盖蕨、狭顶蹄盖蕨等。本区蕴藏量可达40万公斤。

四、平原丘陵区：

这一地区包括姜疃、万第、因旺、中荆、大夼、淳于、照旺庄、吕格庄、岚子等乡

镇，总面积为11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3％。

除吕格庄乡的火山、孟山外，其余地区多为波状缓丘，为莱阳县主要农作物种植

区。但药用植物种类较少。常见的有：乔木类的有槐、垂柳、毛白杨、悬铃木、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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