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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医药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

“生活资料"。特别堤作为祖国瑰宝的中药，对于繁衍中华民族起了不可

替代的特殊作用。万县地区历来是中药材的传统产地，广大人民群众自

古以中药防病治病，一些地产大宗产品和名贵药材，早已远洋运销，蜚

声中外。

． 万县地区历史上的中药材生产和经营，以及西药的传入和应用，史

籍已有零星的散见记载，但对其整个发展的历史进程却不见经传；《万

县地区医药志》的纂修问硝则正好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对于多年来
从事医药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几千名职工来说，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大

事。它将为当代医药界的领导者决策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为后代探索

和掌握医药发展的历史规律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它还将为继承和发扬

医药行业的优良传统提供“乡土”教材。

今将志稿付梓，以流传后世!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史观，

实事求是地记述万县地区医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述而不论”，寓褒贬

于记述中。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限断至1 911年，个别历史源流的追朔不限；

下限一律断至1985年。 ．

(三)本志记事范围，力求以全面记述全区医药事业的情况，但限于

资料，实际以万县地区医药管理机构和地级企业“两站两厂"为主线。对

于中西药的源流生产，经营则垮及全区九县一市。
．．

(四)本志记事资料，主要来自地区医药管理局、地区“两站两厂”、

地市档案馆和市志办。对解放前的某些史实采用了经过考订核实的口

碑资料。



概 述

万县地区位于四川东部，素有川东门户之称，历来是中药材的传统产地。古籍《山海经》和

《太平寰宇记》早有本区产药的历史记载．迄今查明，其品种之多(1270余种)，为全川的四分之

一。广大农民素有采药种药的历史习惯。史载清咸丰年间，巫溪产药名山大官山，上山定居采

药和种药的农民即达3000余户。中药材的市场集散和交流运销兴起甚早。清嘉庆年间，江西

人即来巫溪采购贩运药材；光绪年问，万县经营中药材行业已组成首届“帮会”(行会)。本世纪

初(1905年)西药传入万县地区，1919年全区第一家经营西药的“华洋大药房”在万县城区开

业。此后，虽然西药弪营渐有发展，但中药经营一直经久不衰。仅管1929年国民党政府曾一度
通过《废止中医中药法案》，企图强制推行西医西药，扼杀中医中药，但本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城乡居民仍然信服中医中药。1937年全区运销批发的中药号和零售配方的中药铺近达千家。

直至1949年万县解放前夕，全区经营中药的店铺仍有八百余家。而西药店房只二三十家。

万县地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特别重视医药的生产和供应，把它作为保障人民健康长寿

的大事来抓。1951年成立国营川东医药分公司和万县支公司经营西药；1955年成立国营中药

材批发站经营中药，实行中西药经营并举，以稳定市场价格，保证医药供应。由于西医西药发展

很快，中医药发展比重渐有所下降；但因入口增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有不适便求医问药

(解放前很多人有病无钱买药)；加上人民政府的大力组织和扶持，解放后中药生产和销售仍有

长足发展，全区各年收购总值，从1956年的140余万元，增长到1983年的979万余元。西药各

年的销售总值，从1958年的417万余元，增长到1985年的2451万元。中西医药工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迄今已形成一个西药能生产针、片、酊、大输液、胶囊、膜、散七种剂形、87个产

品，中药能生产丸、片、冲、膏、霜、糖浆六种剂形、55个产品；且具相当规模的两个综合性制药

厂．

解放后生产和经营医药，旨在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需要，为人民防病治病服务。为此，在医

药生产上(含中药材生产)一贯实行扶持和鼓励的政策；在医药经营上为减轻病者负担长期实

行微利原则，价格由国家严格管理，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为限度；在医药供应服务上，在保证城市

供应的同时坚持送药下乡，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急救药品紧急专人运送的制度。这都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八十年代以后，为搞活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开始逐步放松放开中药材

的价格管理；实行随行就市，议购议销，国营集体、个体多渠道经营。从前的药材市场重新开始

活跃起来，药价有涨有落，一部份经营者获利致富I品种增多，配方缺味现象时有缓解。解放后，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艺的革新，使西药生产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因而多次降低部份西

药的销售价格；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其它市场物价的波动，西药价格亦

渐上涨。国营医药经营企业虽然经营比重呈现缩小和下降趋势，但仍以保证人民群众防病治

病，康复保健，计划生育用药的需要为已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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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 代

咸丰年间，巫溪产药名山大官山，上山定居种当归、党参、和采药的药农达3000余户、年产

家野生中药材共50余万斤．

光绪二十八年(1903)，万县中药材行业组成首届药帮，裕丰泰药号掌柜(经理)刘静庭被选

为帮董(负责人)。

光绪三十年(1905)，澳大利亚人古兰英(女、基督教牧师)来开县传教在开县福音堂开设医
诊室，首次将西药传入开县。

宣统3年(1911)日本人右野喜太郎来万设摊卖西药。

4

民国4年(1915)

日本宫腾太山大夫，在万县城区四方井开办宫腾医院，西药逐渐传开。

民国8年(1919)

重庆华洋大药房来万开设万县地区历史上第一家西药房“华洋大药房万县分公司一．
·。

民国13年(1 924年)

云阳县故陵留学生罗长发收购小茴香带去日本销售。

民国26年(1937)

万县地区有运销批发的中药号和零售配方的中药铺近千家

万县城区西药房达30家

民国31年(1942)

公元1951年



、

2月’1j．日，中国医药公司川东分公司在重庆民族路原新华药房成立开业，隶属川东行署卫
，

生厅管理一、

7月国营万县医药支公司成立，隶属万县专署工商科管理，专营中西药品药械和医疗材

料。

1952年

四川合并省，9月，川东分公司迁来万县，同时将万县支公司并入分公司。

1953年

4月，西南区医药公司通知川东医药分公司改为万县支公司，业务隶属省医药公司。

是年，万县一药农人工种植天麻成功。
．

、

。
1954年

万县医药支公司在奉节县设立医药推销处，翌年改为奉节县医药公司。
●

●

1955年
。

1月t中国药材公司四川省万县分公司成立，隶属万县专署工商科管理．

5月，四川省医药公司决定万县医药支公司仍恢复为万县分公司。

10月，根据中央关于中药材统一由合作社经营的指示，万县中药材分公司改隶万县专区

合作办事处管理，并更名为“万县专区中药材采购批发站”。

1956年

1月。万县市西药店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万县市公私合营经营管理委员会，统一管

理各药店的全部经营。专区其他各县西药业亦先后实行公私合营。

9月．万县市国药业(中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0月1日组成“万县市公私合营义安批

发商店”，经营生药批发业务。全市其他国药业小商贩，分别组成咀片组，药酒组、草药组，分店

零销经营。 ．

是年，第三季度起，万县医药分公司兼办二级站业务，省内产品供本区九县一市，省外产品

供达、涪、万三个专区．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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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巫溪咸水乡九丰村药农试种款冬花成功。

● ．

1957年

12月，四川省万县医药分公司改名为“四川省万县专区医药批发站”．

1958年

6月．为精简机构，万县专署决定专区商业局与专区合作办事处合并，旋即相应将万县专

区医药批发站与万县专区中药材批发站合并组成“四川省万县医药采购供应站”(兼分公司)。

6月，万县医药站创办的万县地区历史上第一家制药厂“万县市川东制药厂”(今长征制药

厂发端)建成投产。9月即生产出第一批西药产品“小苏打”和“解热止痛散”。 ‘

是年，省地两级供销社工作组在巫溪试点普查中药材资源。查明全县有中药材240余种。

原光绪《大宁县志》记载仅137种。

是年，巫溪县两个国营药材场和2000多个公社药材生产专业队，共种植药材两万余亩，全

年中药材收购量居全区之冠，被评为全国药材生产红旗县。

是年，万县地区解放后首次出口中药材，共出口党参96吨，半夏73吨。

1959年

1月，万县市川东制药厂更名为万县市制药厂。

9月，万县市制药厂利用本地野生植物“三颗针”提制黄连素成功(是年2月曾用黄柏提制

黄连素成功)。同时利用本地桐油加硫磺提制鱼石脂成功。

1960年

开县岩水药村场从云南丽江地区引进云木香种子试种成功。

1961年

6月．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在巫溪县召开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甘肃、北京、天津、内蒙古

等参加的全国款冬花生产现场会，推广巫溪的款冬花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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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g月，各县医药经理部分别改为县医药公司，各县公司财政管理体制由原县财政核算改为



省医药公司统一核算。

1 965年

7月13日，万县专区经委根据省经委决定，将原万县市制药厂于是年1月起，移交中国医

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领导管理。并更名为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万县制药厂。

1966年

9月1日，万县专区商业局报经万县地委统战部同意，将万县市公私合营中西药业经管会

所属各店及中药加工炮制组，全部并入专区医药站，成为国营中西药商店。

1 968年

2月10日，报经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四川I省万县地区医药采购供应站革命委

员会”，行使原有站领导机构职权。

1969年

8月，万县制药厂关塘口新厂房片剂、针剂两个车间竣工，从此陆续迁入新厂生产(1974年

迁完)：
。

。

12月，万县地区医药站创办的“万县东方红制药厂。(今地区中药厂发端)建成投产．

1970年

1月，万县市东方红制药厂生产出第一个中成药产品银翘解毒丸。

1971年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本年撤销后，万县制药厂从本年1月起移交给四川省化工局医药橡胶

工业公司管理。并更名为四川省万县制药厂．

1973年

开县中和区金山公社(海拨800米以上)改黄连荒山搭木棚架栽种为利用熟地以蕨萁枝叶

蔽荫栽种(称为熟地黄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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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万县地区首次出I：1西药鱼石脂1j 2吨。
’

1975年

万县地区革委会。根据省革委关于中药材业务划归供销社管理的指示，决定万县地区中西

药机构分设。将原四川省医药公司万县采购供应站一分为二。重新组建“四川省中药材公司万

县采购供应站(兼分公司)”各县同时相应办理。’

1977年

4月，经地区革委会批准，。I匹tBI省万县生物化学制药厂”在地区肉联厂原生化制药车间的

基础上．正式成立。’ ．

1978年

4月，四川省供销社为统一全省供销社系统机构名称和领导职称·通知万县地区中药材采

购批发站改称“四川省中药材公司万县地区经营站”。领导职称由原革委主任，副主任，改为经

理、副经理。原革委会及其任职消失．

9月，经万县地委决定，万县地区医药站恢复经理领导体制，原革委会及其任职消失。

1979年

8月25日，中共万县地委，为统一管理医药工商企业，根据省委指示·决定成立“万县地区

医药管理局”，并规定医药管理局既是行政部门又是企业管理机构，暂定编制20入·

1980年

由于地区云木番多年来发展过猛，决定多数县停种，只城口县种130亩(过去全区每年种

5千至7千亩)。

是年，地区中药材站、奉节县中药材公司，南川药材种植场，研制出“硫薰法”加工奉节贝母

新工艺，提高产品折干率10．7％，1983年获省政府重大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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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月，万县制药厂经省医药局同意更名为“四川省长江制药厂”。

7月，四川省长江制药厂正式由工业局划归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管理。



是年1月。四JII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狩猎管理的布告》，全区各

县广为翻印张贴，要求把保护大熊猫和射香资源放在突出位置。

1982年

2月，经地区行署同意，万县东方红制药厂更名为。四Jff省万县地区中药厂”。

是年，万县地区中药厂缩短水泛丸崩解时限研试攻关成功，崩解度达94％以上，解开了全

国缩短崩解时限的难题．被国家医药总局授予“优秀QC小组”称号。

是年7月，全区暴雨成灾，医药系统淹没损失112万元，其中中药损失90万元，西药损失

22万元；商品损失30万元，房屋损失82万元。

是年9月4日，卫生部公布淘汰127个西药品种。

1 983年

是年，贯彻“开放、搞活”方针，中药材计划管理开始缩小品种范围，由原中央和省级计划管

理的上百种中药材缩小为34种。

lO月10日，中共万县地委根据上级指示，为精筒行政机构，同意将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

改为“万县地区医药总公司”，各县亦同。

1984年

1月，万县地区行署按照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组成“万县地区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开

始全地区范围的中药材资源普查．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查清全区有中草药1270余种，其中常用

中药419种。测算年总产量为172，721公担。其中野生资源蕴藏量为124，500公担。

7月5日，省人民政府规定计划管理的34种中药材缩小为麝香、贝母、杜仲、厚朴、黄拍、

黄连、川芎7种。

1985年

3月，省医药总公司决定继续放宽中药材购销政策，强调中药材不仅要为防病治病服务，

也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服务。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计划管理品种由上年的7种减少为

麝香、杜仲、厚朴、黄柏4种，其余全部放开，随行就市，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

5月，地区行署决定撤销万县地区医药总公司，恢复成立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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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管理机构

第一节设局前的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药品被当作一般商品进入市场交易。万县专区的专县官方均无专门的管理机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公办的万县县立医院建立之后，曾受命兼理此事。民间尚有药业公会等组

织(最早称“药帮”)，进行某些交易方面的自我管理。各种药品的产供销兼受市场支配。起落盛

衰，听其自然。 ．

1949年12月上中旬，万县专区各县相继解放。人民政府视药品为关系人民死伤病痛的特

殊商品，对其十分重视。解放初即由专县卫生科专管，由国营贸易公司经营。1951年2月成立

万县医药支公司起，逐步将中西药纳入国营医药公司(站)专营。由专署工商科主管。1952年以

后由专区商业局主管，1956年中药划归供销合作社经营后，由地区合作办事处主管中药。1958

年商业局与供销社合并，中西药归专区商业局主管。1975年全区中西药再度分开经营，西药划

归地区商业局主管；中药划归地区供销社主管t一直到1979年成立地区医药管理局后，中西药

才由其统一管理。

第二节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

为万县地区历史上首次设立的药品专管机构。1978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

建议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报告”，指出“搞好药品生产、供应、使用，是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保

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件大事”，决定成立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统一管理医药工商企业。翌年

7月1日，四川省医药管理局也正式成立。中共万县地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79年8月25日

以万地发(1979)78号文，决定成立“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将原地区商业局管理的医药站；原

地区供销社管理的中药材站，改隶地区医药管理局领导和管理(1981年7月16日原属地区工

业局领导的万县制药厂也移交地区医药局领导管理)。并规定医药管理局既是行政部门又是企

业管理机构，暂定编制20人，划归计委口，局址暂设地区医药站内。地委同时决定原地区医药

站经理鞠守义任地区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主持全局工作。 ．

地委组织部于是年lo月13日和24日，先后从地区中药材站抽廖泽龙、薛俊峰、刘承琨、

刘功全；东方红制药厂周正蓉；地区医药站抽调王万琼、雷宇莲、黎国敏、兰君佩、许永生等共

10人到医药局搭起工作班子。局内设政工科、秘书科、业务科。王万琼、周正蓉、雷宇莲、廖泽

龙、黎国敏被确定分别担任上述科室临时负责人。

12月14日，地委决定喻成翰任地区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1980年6月6日。地委同意任命地区医药管理局各科负责人员：周正蓉任秘书科科长，雷

字莲任副科长；王万琼任政工科科长；廖泽龙任业务科副科长，．黎国敏任业务科副科长；其原任

制药厂厂长；医药站、药材站科长、副科长等职务，一律免除。8月6日，地委同意鞠守义任万县

地区医药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喻成翰、王万琼为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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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8日，地委同意喻成翰任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9月27日，地

委同意廖泽龙任医药局业务科长．原任职务免除；薛俊峰任秘书科副科长；是年医药局从医药

站迁万县市人民政府二马路招持所临时办公．

1983年全省精简机构中，省政府于4月4日决定，将省医药管理局改为省医药总公司．10

月10日，万县地委参照省里的精神，相应将地区医药管理局改为。万县地区医药总公司”总公

司属企业性公司，暂作行政管理公司。管理职能和经费来源仍按现行办法不变。同时任命喻成

翰为总公司经理；王万琼、肖学福为副经理；鞠守义为顾问。原地区医药管理局领导职务一律免

除。11月3日，经地委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研究同意，地区医药总公司下设秘书科、人事科、业务

科、科技教育科。11月7日，地委决定建立万县地区医药总公司党组、由喻成翰任党组书记l王

万琼、肖学福为党组成员。11月15日，地委同意任命地区医药总公司科室负责人员：雷字莲、

薛俊峰任秘书科副科长f胡天荣任人事科副科长；廖泽龙任业务科科长，黎国敏任付科长；冷云

履任科技教育科副科长。原任地区医药管理局科室职务一律免除，1983年11月，医药局新建

办公室、宿舍综合楼竣工(1983年2月开工)，六楼一底砖混结构，建筑面积2115平方米．12

月，医药局从万县市政府招待所迁新址(电报路160号)办公。

1985年1月19日，地区医药总公司为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办事效率，决定兰君佩为业务

科主办科员；刘功全为人事科科员，程庆为办事员；李顺华为秘书科科员、林祥模为秘书科科

员。2月9日，地委同意刘承琨为地区医药总公司业务科副科长．

是年3月2日，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按照政企

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决定撤销四川省医药总公司，恢复成立四川省医药管理局。5月23日，

万县地区行署亦据此以万署发(1985)47号文决定撤销万县地区医药总公司，恢复成立万县地

区医药管理局，行使统一管理全区医药行业的行政职能。6月8日，地委组织部通知，原地区医

药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改任局长副局长。原总公司及职能科室全部负责人员均相应改任．不

另行任免。原经费渠道以及同地级各部门、各县市有关单位的关系均不变。各县医药管理机街

的设置，可参照办理。与此同时，地区医药局制定出“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工作职责”共十条，要

求全局职工认真履行．是年末全局有职工21人，其中固定工20入。

第三节中共党组织

1979年8月成立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后不久，万县地区直属机关监对党委于11月27日

同意建立中共万县地区医药管理局首届支部委员会；同意由鞠守义任支部书记；喻成翰、王万

琼为支部委员。时有党员8入。1981年4月lo日，地直机关临时党委同意地区医药局第二届

党支部由王万琼任支部书记i廖泽龙、厨正蓉为委员。时有党员8人。1982年1月14日，她直

机关I晦时党委同意地区医药局第三届党支部由王万琼连任党支部书记；廖泽龙、雷宇莲为委

员．时有党员9人。

1983年lo月，地区医药总公司建立后。12月28日。她直枧关临时党委同意建立中共万县

地区医药总公司支部委员会l同意廖泽龙任党支部书记；胡天荣、雷宇莲为委员。时有党员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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