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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纂志修史，是我虱优良的历史传统．医药在我国民族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我

市蜃药的产生、形成和发赫尚未有系统性、逢熬性的厦史专志．现在我国已进入了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新的盛世时期。当此之魄”‘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特将建国
；§

前后以来的历史分门别类，加以归纳，编纂成忠，、’堪献给医药事业的创业者与建设者，

献给行将参加这一事业的一代叉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关心这一事业的各行、各界人士、

海内外的同胞和朋友们l

根据汕头市志编纂的要求，1986年夏，油头市医药联合总公司成立《油头医药志))

编辑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编纂工作，由郑铁男同志担任主编，组织人力，由下而

上，上下结合，集中一段时问，完成志书编写工作。

((汕头医药志))是一部专志，同时又是《汕头市志》的组成部分。在时间上，详近

略远，详今略古，以建国以来的历史为主，建国后以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为主，从清

末、民国写至新中国，止于1987年，部分延续至1988年。在地域上，顺应行政区划的变

化，以汕头地区中的潮汕各县、市为主，潮汕中以汕头市为主线．在范围上，涉及医药

行业、工商业、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科研应用及与之相联的经营管理．

以与社会发展有关的重要事件为主，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内容为主。以叙记事，以事

系人，力求全方位，以求实的精神反映整个医药行业形成、沿革、变化、发展的历史．

鉴古可以知今，察往可以知未。本志书是一部具有资料性、科学性、理论性。以资

料性为主，以记事叙事为主的专志，较完整地记载湖汕地区医药行业发展的轨迹与历史

发展规律，足以作为一业之史汞．由于资料不全，加之缺乏经验与水平．难免存在问题

与缺点，谬误之处，望予批评指正．

杨润彬

分无l，89牛5月初

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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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头医药 士
．I曲

概 述
‘、

医药在我国民族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市医药工商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历史

上未作系统连续的记载，但作为一个行业活跃在我市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是建国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决定加强医药事业的领导与统一管理。1980年

6月，我市建立起医药工商一体，1产、销结合的新体制，加强了行业的管理、组织、协

调，使我市的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兴的医药工业"，建国前，我市仅有一些分散、零星的前店后场的小成药作

坊。五十年代初期，广州市私营星群中药提炼厂在汕头市建立了潮汕分厂，始有正式药

厂。在社会主义对私改造高潮中，组建了汕头星群制药厂、汕头市联合制药厂、商办联

和药房制药加工场、安平区成药社(厂)、汕头市医药用品社、潮州市宏兴制药厂、露

海县城关时代制药社(厂)、潮阳县棉城凉茶社。经过大跃进，三年调整，至1965年才

形成一定规模韵汕头制药厂、汕头市中药厂、汕头市医药用品厂、潮安县宏兴制药厂，

揭阳县医药用品厂。70年代又发展起商办企业汕头市生物化学制药厂、汕头地区药1品

公司药厂和二轻企业汕头市鱼肝油厂。但全行业产值一直徘徊在1500万元左右。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整顿药厂，改革开放中，巩固发展了我市的制药工业，新办起汕

头市化学制药厂，生产蛇药制品的饶平县浮山蛇场，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为饶平县中药

厂，调升潮阳县棉城凉茶厂为潮阳县中药厂，复办澄海县时代制药厂。在汕头经济特区

新建内联企业鸵滨制药厂，停办汕头地区药品公司药厂。至此，我市拥有12家初具规模

的中小型药厂，其中，汕头制药厂、汕头市中药厂、潮州市宏兴制药厂被定为全国中成

药重点药厂。“六五”期间，全市制药工业靠自筹资金、贷款1 000万元，用于企业技术

改造，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 “七五”的前二年立项技改投资已达6000万元。使潮

汕的制药工业从量到质起了变化，提高了生产水平和应变能力，能生产原料、针、片、

粉、酊水、糖浆、冲剂、胶囊j贴膏及丹、羔、丸、散等多种剂型，540多个品种。年产

片(丸)】5亿片(丸)，大小蜜丸、酊水、冲剂3000吨、针剂2000多万支。有汕头制

药厂等6个药厂先后荣获省、市“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或“质量良好企业"称号，2个

产品荣获国家银质奖，3个产品评为部优，19个产品评为省优质产品，21个产品获得27项

省以上科技成果或优质产品奖，其中多数产品，如石淋通、消炎利胆片、消炎清毒片、

当归补血液、益心丸、心灵丸、心宝等已进入国际市场销售。1983年提前7年实现医药

工业总产值翻一番的目标。1985年工业产值达封5403万元，比1980年增长1．82倍，5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间生产中、西、成药1．76亿元，每年平均递增23％，出口药品120多种59l万元，创税利

，688万元，为全部固定资金投入的1．7倍，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1987年突破工业总产

值1亿元大关，创值1408l万元，比1983年翻二番，创$1J2532万元，取得迄今为止最

好、最高的经济效益。

“发展中的医疗器械与化学试制工业"。’1 958年广东省医药公司向汕头公元厂投资

175万元和一些必要的设备，协助该厂建立X光胶片的生产车间，使我市的医疗器械工业

X光胶片显、定影粉，创制X光胶片恒温显影黔填补国内空白，。至1985年全市已有专业生

产医疗器械的企业18家，年产值近2000万元，在全国金省占有一定韵位置。随着科学

事业、工业及教学实验的发展而兴起的化学试制企业，从70年代初，达濠化工厂开始生

产化学试制，继而建立起汕头市安平化学试剂厂，至今，我市经国家批准定点的生产化

剂已有9个企业。

搿为全民族健康服务，满足各方面需求的医药商业"。汕头市医药商业的产生和发

展，在客观上对推动潮油地区医药事业的进步，提高潮汕人民健康水平发挥了越来越明

显的作用。从1952年开始组建医药、药材专营企业就挑起城乡医药供应的主要任务，积

极组织药品(成药)下乡，帮助基层在全市(区)农村建立2000多个药品供应点。1954

年配合卫生防疫部门扑灭疟疾，1958年又转向扑灭血丝虫、钩虫病；J 959～一1961年

组织生产供应大批营养性补品，防治了当时被称为困难时期的“四大疾病"一一浮肿、

千瘦、闭经、子宫下垂。1966年冬至1967年组织供应大批嚣流脑”专用药，制约当时波及

全区的“流脑”的蔓延。1970年“9．14"揭西山洪爆发，河婆被洪水围困，为防止灾

后疫病流行，医药职工涉水解运药品进入灾区。1978年i下半年一一19 7r9年上半年在

a02”病流行时，在药物上保证灭病需要。从1958年开始，全市(区)医药商业就积极

开展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经营和供应工作，1974年避孕药具转为免费发放以后，在医药

门市普遍设立计划生育用品服务台，免费供应，指导使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秘人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为适应城乡群众对康复、保健药品的要求，

医药消费变化的新特点，以汕头市为中心，恢复建立22个医药、药材分、支、县、市公

司，担负起全市人民防病、治病、康复、保健、计划生育用药供应的主要任务，还办起

了】0个医药贸易中心和商场，52家零售药店，至1985年底，全市经营医药的国营企业已

有172个，比1980年增加80个，新增营业场地8284平方米，经营场地由1980年lO，9 L6平

方米扩增歪1985年底的19，230平方米，兴建2万平方米仓库，至1985年底全市仓库面积

达到62，818平方米，添置20部载重汽车，进一步改善了服务设施，提高了经营能力和服

务质量。1 985年全市医药纯销售额为9926了j"元，比1980年增长50％，人平医药销费额

为10．9元，比1 980年人平6．3元净增4．6元。1987年纯销售额增至15796万元，又比1985年

增长59．2％。为有史以来最高消费水平。

“在振兴发展中的中药事业”。汕头市在解放前是潮、梅、闽、粤、赣边药材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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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但北药靠调入，南药靠进I=I。i957年始，地、县(市>相继投资兴办起一批中药材种

植场和白花蛇养殖场。自1960年开始组织农民种植中药材，引进北药，发展南药，变野

生为家种以来，中药材生产成为农村多种经营治穷致富的新项目，而迅速发展起来。继

潮阳县1959年第一个培植潮阳白菊花成功。1957年，澄海县首创大面积引种河南生地

成功，产量居全省第一位。1970年，陆丰县又成功引种沙参，产品调供省内外。1972年，潮

阳县首创全省大面积种植川芎：r974—1975年，揭阳、潮安相继实现小苗冷冻移植党参，

提高产品质量、单位产量。糯平县变穿心莲、溪黄草、金钱草野生为家种，林药间种砂
仁，全帝<区)已形成商品生燕静中药材有40多个灞融，还人工养殖了淡水珍珠、白花

蛇，海马、金边土鳖、梅花鹿，均取得一定科研成藕“20年来，为国内外市场，工业生
产提供的中草药总值达到12000万元。)叭1984年开始，麓淦市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经过
130多人专业普查队伍，二年多来的努力，已完成96个区的重点普查，普查面达五成，

一共查出中药资源212科，i290乖]'，其中属全国重点品种1 81种，属省重点品种72种；

制作药用植物标本13000份，盆栽活标本150多盆，新发现了黑紫编辛，刚毛刺五加、·

黄莲、紫背天葵等一批珍稀中药资源，基本摸清了全市中药资源分都情况和资源蕴藏．

量，为开发利用我市中药材资源提供了方向和资料数据．

“职工队伍素质的变化”。医药干部职工队伍历史存在文化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

的状况，1980年前，全系统有技术职称的人员仅十几人。“六五’’期间医药企业的职工

人数由1980年5131人增至1 985年底7，794人，增长51．8％，其中多数是青年职工，“有

文凭缺水平"，为了提商队伍的素质，投资50．8万元，从1 982年开始，对青：|士年职工分

期分批进行了文化与业务补课，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有】935人领到文化补课的合格证，

占应补人数的93％，2，369人领到业务技术合格证，占应补人数的90％，与此同时，组

织经理、厂长参加各级企业管理学习，大批干部职工参加各类大专、中专、电大、职

大、夜大、函大专修或参加刊授大学学习，并通过培训考核，造就一支数量可观的中级

技术人员，评聘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主管药师和初级技术员，使

全员素质有了提高，成为企业技术、经营与管理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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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成药生产

第·节．早期，中成药生产

中戚药生产是潮汕地区制药跹业的主体r在溺蟹韵岁月中，产品剂型一直是源于古
方、验方、秘方为主盼丹、膏、．丸、。散，多是单家囊耀紫的手工业作坊。其渊源可追溯至

1645年(清顺治二年)b其时澄海莲阳程洋岗(大娘巾、)人蔡九敏，继承医业，悬壶治

病。乙酉年遇盗褥秘方￡。后经精心整理编著墩妇科难症医籍十二卷毋集为家藏。由验方

精心加工炮制治疗妇科病的“宁坤丸．!_，、搿调经丸"、—落白丸"、“补血丸”、招徕

众多的慕名求医求购的海内外垒亲。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澄海鲍浦大井乡人林

含铃，于饶平隆眼城都地方，5开戗“长安堂药铺刀一，精心炮制“食积伤脾散”、 “眼药

散"。此外，。为民众所应和公认的有：1750年(清乾隆年代y，饶平县黄岗德春堂的

“食伤药散”。1827年(．清道光七年)，澄海城树德堂的“鸡肝散"、天元堂的“神

藕"、“午时茶”。同治、光绪期间，大埔人肖镜湖、肖镜清在潮梦M府城开设的“天和

堂”药铺，后改名为矗宏涨栈≯，卖药并制售中成药丸、药酒。由澄海程洋岗蔡氏卫生

馆迁至潮州，制售的誓调经自带丸0、‘‘参茸保胎丸刀．“产后补丸”、“妇科补丸”，

等妇科为主的中成药丸，，曾销列香港、泰国、新加坡等海外地区。饶平县书屋“古楼

山万槌吊膏”，澄海樟林宋剑波的“剑波丸”、搿双剑铜青裔"、寿世堂的“桃核目

药”、姚钟记的i够青尊药丸”。潮阳县和平肖广丰泰的“长春酒"、“驱风药酒”。普

宁县军埠树脚乡?保和目药散刀：从清末至潮汕解放前，中成药生产逐步尘集于潮州和

汕头。较有名的有1942年开业的潮州紫吉磨药店，、以制售“七厘散”、“保婴丹”、

“回誊丹”、譬惊风秽等儿科药为主。30年代，在汕头市由叶一举、叶一德兄弟创办的
。华夏氏”药房‘，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搬往揭阳)，其产品有驱风药水、双灵油、补肾

丸、保生丹、双灵膏、清凉油、五梅英雄酒、国公酒等。此外，生产福生丹、牙痛水、

真宝油、癣药膏、紫色水、．红汞水的有“广生堂”，出产“葫芦丹”、“外感散”的

“平安堂”化制药厂等120多家。 、

_ 第=节 现代中成药工业 ．

■，，ij、

建国初期，潮汕各县、市重视恢复发展生产，相继成立具有专业性质的制药生产企

业。1950年6月，澄海县在中医师陈焕梅、张景炎主持下，成立了“时代制药社”。生

产“救急行军散"、“万应保健丹"、“皮肤灭毒灵”、“强身固肾灵"4种药品，销

售于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年产值约l万元。1951年汕头市经营杂粮土糖行的资本家

张自吟、倪克容(镐号“张和成”、“泉丰昌")，在政府鼓励创办工业的号召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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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民币10．6万元，合股办药厂，经与广州星群中药提炼厂洽商，由其派出生产技术

人员，转让中药提炼工艺，租赁本市中山路310号原来一间纱厂的厂房为生产场地(占

地面积1500平方米)。于9月15日正式开工生产。厂名为“广州星群中药提炼总厂潮汕

分厂”，全厂职3239人。从此，出现了提炼中药单味药、酊水合剂的新剂型。

1953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潮汕各地个

体经营的中成药厂、场在政府韵引导下逐步组织起来，向集体所有制、公私合营过渡，

进入起步发展的时期。广册鬟群中药提炼总厂潮汕分厂因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二年亏

27户生产传统中、西、小成药、膏、丹、丸、散、酊水剂韵制药手工业户，组成汕头市中

成药生产合作社。同年5月，有二十多个药材手工业加工户，成立了汕头市药材生产合

作一社，1956年又先后约有10家药材小手工业加工户，成立了汕头市药材生产合作二社和

三社。以后演变为汕头市安平公社制药厂一一汕头市中药厂。主要产品有矗面中宝"，

“必丽素”和滋补大、小蜜丸、杨君远／JEJ[,丸、古楼山“万槌吊膏”、 “千金茶，，，V并

加工泡利各类中药材。1956年1月潮州宏兴药行(前店后坊)、紫吉庵药店、大娘巾卫

生馆三家私营企业合并为公私合营宏兴制药厂。主要生产散、丸、酒剂和一些小成药品

种、行军丹、龟鹿补肾丸、清凉油、1七厘散、保婴丹、n回春丹、虎骨木瓜酒、zl、Jh消炎

散等33个品种。1957年先后制出六神丸、养血当归精、驱风精、妇科补丸等四个品种出

口香港、新加坡。同年汕头市的广生堂、华夏氏、平安堂化制药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

汕头联合制药厂。1957年省卫生厅批准汕头市酒厂生产药酒(该厂生产的长春牌药酒，

驱风药酒、紫金龙药酒是由肖广丰泰按古方生产经营的药酒，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并入

的，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至1957年底止，潮汕中成药生产企业已有汕头市的星群厂、联

合制药厂、潮姒市的宏兴厂三家公私合营厂和汕头市、澄海县六家生产合作社l：1957年

工业总产值为368．83万元，为1952年的39．9倍。

1958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出现了大跃进。潮汕各制药厂、社由小集体向

大集体、公私合营向地方国营过渡，国家开始投资帮助企业发展，中成药生产逐步从手

工业作坊为主转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车间生产。至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

止，已初具规模，但产品多属仿制方剂，缺乏独特产品，发展速度不快。潮阳县几家炮

翩中药饮片的私人小作坊予1958年合并组成棉城镇凉茶厂，生产暑茶和小膏药。同年6

月，汕头联合制药／-'90余人连同设备并入公私合营汕头星群制药厂。7月1日，公私

合营汕头星群制药厂更改厂名为地方国营汕头星群制药厂，生产中药单味水、片剂产品

300多种，产值273．3万元。这一年开始提炼大蒜油、羌油和大蒜粉。1959年9月，汕头市

医药公司下属联和药房制药加工场40人连河设备并入。从1958一一1960年国家拨款

25．1万元，用予建厂房，增添设备。潮州市宏兴制药F于1958年10月由公私合营转为地

方国营，更新改造设备，以磨粉机代替人工石磨，开始有了机械生产。翌年，宏兴制漪

厂建置蒸气锅炉二台O．507吨／时，增添j5珏发电机一台，当年耗用原煤435吨。1961年开

始，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各县、市制药企业相应作了调整，精减职工，出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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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紧缺，资金困难，生产走下坡。1962年，汕头制药厂、汕头市安平公社制药厂、潮州

宏兴制药厂，工业总产值比1 960年下降45％，澄海县时代制药厂停产下马。

1963年通过凋整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过渡发展阶段，我市制药工业也开始复苏。汕

头市安平制药厂经市人委批准，升格为市级集涔厂，易名汕头市中药厂，在市郊陵海树

征用土地4530平方米，建造二层楼新厂房1702平方米。汕头市酒厂生产的各种药酒行销

全国各地并出口港澳、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年产量840吨，产值237．6万元，为国

为中成药产值的2倍以上。潮州宏兴稍药厂因未纳入托拉斯管理体制，改为专产中成药

厂。有宝塔糖、行军丹、清凉油、小儿消炎散、止痛散等10多个西战药品种被砍掉，生

产的发展受到限铺。1966年汕头地区医药工业燹开始向前发展。1967年后虽蹙文化大革

命动乱的影响，但因托拉斯的解体，松开发展生产的束缚，从上到下乎重视利用潮汕地

区自然资源，发展改变传统剂型的具有独特疗效的中草药片剂、针剂”使我市中成药生

产得以在起伏中前进。继1968年汕头制药厂科技人员根据民间验方，发现草药“穿心

莲"的显著疗效，首创“穿心莲”提取法，试制成“穿心莲片”，受蓟中国科学院及有

关药学专家重视，列为国家重点药物研究项目。潮安制药厂从1969年至1970年在一四一

野战医院的配合下，利用当地中草药资源，相继试制成冷莲解毒片、银菊感冒片。尔后，汕

头翩药厂曹仓4韵石淋通、消炎利胆片、肺得治、山熊胆注射液等新产品相继投产。1974

年为适应全国医药市场的需求，汕头制药厂、中药厂、宏兴制药厂大力增产穿心莲片、

复方消炎消毒片、肺得治、复方石淋通片、山熊假针等中草药制剂，产量为5 20,00万

片，比上年纯增2 3000万片，经汕头医药站收购阅出4 9300万片，销遍全国30个省市。

产量、产值成倍增长。1‘

第三节、新时期的中成药工业

1977年随着国家十年动乱结束，潮汕中成药工业走向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推行与实施，潮汕中成药工业在整顿、改革中，步入有计

划、有目标、有重点开发耨产品，劭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进行技术改造的新时期，

年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与效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毅兴行业。

在调整和整顿中形成新的企业群体。．1980年6月，新组建的汕头地区医药生产供应

公司根据国务院(1979)M4号文，制止乱办药厂和《(整顿药厂实施细则》，提出方

案，经汕头行署批准行文，于1980年8月正式成立有汕头地区经委、医药生产供应公

司、卫生处、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油头地区整顿药厂领导小组和整顿药

厂办公室。整顿的重点是撤、停，转不符合办厂条件，没计划、没任务、没销路的生产

点，实施文明生产，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汕头制药厂被列为全省8个开展整顿药厂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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