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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一
K 一‘y

， ‘鱼台县医药志》承蒙济宁医药公司史志办公室关怀指导。自1986年4月着手，采

一访座谈，翻阅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针，本着露实事求是一

“去伪存真力的原则。详今略古，兼用图，表，照、录和横排竖写，编年加章节的记叙

方式，上溯1597年，下记1989年底，尽可能反映鱼台县医药商业经营管理，．中药材生

产、·收购·加工及机构沿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和现状，以资后人借鉴．． ．：’：

由于机构变化较大，我们搜集电料和编写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恳旖医药及各

界人士批评指正· ，+ ：：．． ： ?一o‘．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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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进行编纂的。 ；， ’，一j，一

二、本志上限1597年，下限断于1989年底·

“’三，本志分章、节，目兰层结构．以事为横，以时为纵，横排纵述，体裁以7志为

主，综合运用记，图，表．录等形式表达o ：：j +．。

： ： ’-，。?‘|．。

一四，纪年采用公元在前夹注年号的表述方法．．．． 。⋯： ．『⋯1，j．，。
， ～五：计量单位除中药材种植采用亩外，其余一律采用公制，如。平方米，元，万元

7等·j t j．，一．’i’～i+h．’：
一 ：j·

4’’‘
‘，～．‘

’’

六、采用的单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则简，如建国前(后)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前后，省即山东省，县即鱼台县。县公司即鱼台县医药公司o． ．； 。

七、凡公历年，月、日，两位数以上的数字及图表中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I凡世纪，年代，年号以及习惯性用语中的数字，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表述性语言

． 中的数字和数字专门名称，一律采用汉字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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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鱼台县原名方与，始建于秦。公元762年(唐宝应元年)因县北有鲁隐公观鱼处
’’

(今武台乡武台村，现存有明朝石碑，上书“宇：恐公观鱼处)故改方与县为鱼台县。其

位子鲁西南平原，南与江苏省丰县、沛县搭界，东依我国著名湖泊一一微山湖、西和金

乡县，北与济宁市郊区毗连。水利资源丰富，交通发达r水运方便，是我省的重要商品

。～粮基地∥素有矗米乡之称"。
“

’j
“

。 全县辖十四个乡、镇。387个行政村，-总人口378254人。面积636．95方公里，人口
、 密度52。人。地理坐标：[L34。517——35。107东径116 9237一116。497。土壤母质系黄

泛冲积物，部分乡镇有湖相沉积，属第四系松散岩层：县境内有17条河流，全长167公、

里，属南四湖流域，淮河水系，承接苏、鲁、豫、皖四省十二个县、市的客水，逢之汛

期，暴雨集中，历史上屡次发生水灾o 7。

’
、，

’1|t

我县气候属温暖带季风大陆气候，累计平均气温13。7，℃，累计平均降水量696．8毫

米，平均累计蒸发量为1417．2毫米，全年无霜期213天，日照时数累年平均为2324．2小

时，全年太阳总幅射量为117．5千卡／平方厘米。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芒种

前后盛行西南干燥风，秋季气温下降剧烈，昼夜温差较大。全县土壤2个土类，33个土

，种，全部可以耕种，为中药材的生产提供了优异条件，地产药材122种。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中药是我国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过程中

。和疾病长期斗争经验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药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 在和世界人民的商业交往中也有中药材的出口贸易。

中药材在鱼台县拥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悠久的历史，据明朝万历二十四(公元1597年)
p

‘兖州府志》记载，鱼台县就设有培养中医药人材的“医学"校和专门研究天文气象的

一“阴阳学"o并异产上等蜂蜜进贡。可见当时的中医药事业已相当发展，中药也列入了

， 商品流通。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2年)《鱼台县志》记述了地产药材68种，到了乾隆

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达85种，并有南药北移，嫁接种植柑桔、香橼和佛首的记载。

光绪十五年(公元ls90年)《鱼台县志》记载的地产药材已达100种。

；但由于旧中国反动政府的歧视和打击，中蹑中药事业处于长期饱受欺凌和摧残日趋

淹没的境界。人民缺医少药，致使瘟疫流行、水，旱，蝗灾泛滥，劳动人民治病用药更

4+加困难。 ， ．一

‘

一：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医西药传入我国。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谷亭镇办了

一处“春兰医寓"以中药为主，出售少部分西药。+如酊、膏、针剂。并可作简单的创伤

缝合，以后西药相继出现。本世纪三十年代全县药镐己发展到52处，从业人员202人。既

有坐堂先生，又有批发零售药品，还生产成药。如：六呔地黄丸、太乙膏、眼药等50余

个品种。，
‘

’ 。 ’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鱼台县，县城十余家店铺全部关门停业。1941年“福
· 一 。 ～

·

·
， l＼。

“
， ● 、

]‘



林堂全部房产，药材被日军焚之一炬。后虽有几家药铺营业，

乱，，药业也生意萧条，诊所药铺所剩无几。．，

，
J’^

，

，’|

P、
“。、

但战事频繁，人民逃反避 ‘，

’

1946年我县第一次解放，成立了店员工会领导对资本象争取工资．提高待遇的斗争。：’

但随着解放军的战略转移，刚刚复苏的中药业又遭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予

1949年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医联会，·卫协会。医药事业和医药商业获得了新生。

’·些私营药店逐步转向联营或过渡到各级医院。为了彻底改变人民缺医少药的面貌1954 o

年成立了鱼台县供销合作社药材经理部。1956年金乡、鱼台两县合并后，商业工作中出；

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购销供存根本不按医药商业的经营规律办事，造成了药品积压和。

霉烂变质。金乡，鱼台两县分开后于1964年成立鱼台县药材公司至今，国营医药商业从

无到有、逐步发展、1965年有职T27人，现有职T_77人。除担负全县有时对邻省·县人，。

民防病治病、计划生育药具的供应及地产中药材的生产收购、加工业务。。建公司25年，

来，经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生产经营不断扩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

，更加迅速。1987年实行经理负责制和经济承包责任制以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经济体制

改革的精神，加强企业管理，组织多渠道进货，．改变经营方式，扩大销售，提高了经济7’

。效益，商品销售总额由19,-；5年的41．7万之上升到1989年的920，4万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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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年(明万

鱼台县已设立

‘兖州府志》

1641年(明崇

“疫大作，死

1692年(清康

《鱼台县志》

1765年(清·

《鱼台县志》

1889年(清·

《鱼台县志》

， 同年“官局施种牛痘" 、

”
J’

1922年(民国十一年)一 ·一 j

李春兰在谷争镇办“春兰医寓"始用西药。， ，

1929年(民国十八年)‘ ．
，

：’ 。 国民党政府提出废止中医，使中医中药事业遭到摧残。． ’t

一

』

，

一

1930年(民国十九年)秋．一 ，4

-一，．

武台、．大闵、盛洼、展洼覆乱大流行，波及石集、王鲁等地，发病11000人，死亡
’

3000余人o．’1 ．’
。

”“1。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

’

一一
‘， 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在“鱼台书院秒设考场考核中医药人员、鱼台县录取13名，首

冠王士全·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春 t．．’。5
⋯

，．

。日本侵略军占领鱼台县，县城药铺全部关门。5月；伪政府没立县立医院·

?1941年(民国三十年)春 ，’

，，J “福林堂矽药铺全部房屋，，铺面，中药材被日本侵略军焚之～炬。
‘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一

．，．、 鱼台县天花流行。 ·

，，1943年8月(民国三十二年)。 ．

、

鱼台县和江苏省丰县并为．“丰鱼县黟．属苏、鲁豫边区领导。

194 4年(民国三十三年)
一’．

丰鱼县政府在谷亭镇设立“抗日诊所’’· ，．

．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丰鱼县撤销，恢复鱼台县，日军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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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6年(民国三十五年) 。”，，9 ，。

“

国民党政府成立“鱼台县政府医院"·
’“ ”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7月
’

；’ ’．
√。’。

’

“。

．． 鱼台第二次解放。
。’

-
r‘j 。．

．．

‘”
。

，

同年伤寒流行，王庙染病率达604以上·
”

1*，、

’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8月 、。7』 ．
一

鱼台县县立诊所成立· ，：．
。。 、 。

～
一

1952年 !
，‘

‘．J_

。

’t
；

，。’．

。’ 建立鱼台县供销合作社医院，兼营药品批发和地产中药材的生产收购，加工业务· ‘．
’’． 1954年

， 一。‘
一

．一 一。． ‘?，

，， ．建立鱼台县供销合作社药材经理部o
“

，。
一

。

1956年4月。‘ ： ’， 一、。 ，，；。 6．二一 ，

．·

．，

’ -，鱼台县并入金乡县。 。．

’
。

’* ．．

t 7月，供销社药材经理部交卫生部门管理·， ，一，．．d。 、t_、 ，

·。

’

1962年2月， ‘k’。
．

． 一
：

、：， 一+ ’．：

． 成立鱼城药材经营组． ?
‘

，
。 一扎，‘ r

y。： 一

1964年8月 ，，

，’ ．|，。’．” q
．

恢复鱼台县。成立“申国药材公司山东省鱼台县药材公司’’。隶属商业局领．导，

：李占奎任付经理。1965年元月正式办公。 。
v。，： ，。

’

， 1966年3月 ，

i，

1

} 。、 t。‘

根据国务院3月4日指示精神，中药材批发实行“二斤十两力制。 ，一 ，
-．-

‘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
． 。一。

8月15日—一9月30日 ，． ‘。， 一。。 ．

’’

．．

鱼台县药材公司与百货公司合并为“山东省鱼台具综合商店"。 ?：‘／： ’：

r_t 1967年5月
。 -

， +一、
‘

， 成立“鱼台县药材公司革命委员会"。李再谅任主任。 二， ， ．。 o． 、

1968年3月 ， {．?

建立清河崖药材经营组，。占地3．1亩．
“

。一
。’

4月，公司基建竣工，占地18亩。’ ，．+1。 ， ．，：．、
：

：j”

。‘

f1．‘

1968年5月
”

，． √厂‘：一， ．‘
?7

’

‘中国人民解放军6057部队彭金全负重伤，成立由卫生局长王继德’，药材公司李再谅’，．·．-

为首的抢救小组，公司派员赴金乡县药材公司将仅有的两盒异丙基肾上腺素专车运回。 ．

．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于谷亭公社医院。 。，j ，，‘，；”，+ h：．

1969年5月 ⋯ ‘H

‘1

1=|、’
，

^． 。。。’

，

’

‘

县公司开办“小药厂以一 ．’ ：． ．， +

7．

“一r

4， lo月2日，中药材实行全省统一销售价，中成药实行全国统二销售价，并实行送货。 ～。+。

．制o
‘

．。
。． ， 、．

‘

．
，．

．-- “

11月5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下达“关于降低中药材、中成药价格的通知’’。这次
t．

’

~． ·

·
t’

“

一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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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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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々
●

‘ 一 7-

／

、

，

”

，， ?j一、 ，。 ．
．



．，阵价总水平约降低5．58％，于12月1日执行· 。

，

．1970年6月2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70)第197号文，下达“关于第二次降低中成”

药价格的通知’’．这次降价总水平降低2．36％，于7月1日执行·
。 ’全县卫生系统“开办土药厂秒生产大输液、片剂等·

“’

，1971年j。～’
“’

。 “

“中国药材公司山东省鱼台县公司’’更名为“山东省鱼台县药材公司纡o‘‘，，

1974年 ．
、，

。． 、、

． 计划生育药具免费供应o
’ ’

。c
：

。，+’1975年” 。一 一1

’

． 鱼城药材经营组迁入现址，占地8．83亩。 ，，+ “。’

：

、、 同年10月撤销“鱼台县药材公司革命委员会’’。
、

．‘

～

，一：

k’
．2

、1976年11月
’’p

。一d ’|：，

。’4

： ．‘

? “药材经营业务，实行全省统一核算，统一调拨，统一管理’’．
”

1977年 ，

’。’。’

一

， 罗屯乡大阎村“1605"农药中毒，死亡lo人，其中一户绝户o ．

’‘。。
’

t， 1978年 ”

。
，，

、

‘．， ． ，6中医处方一律实行克制。 ．‘。， ，．，’。

一
． 一 1979年4月全部药品更改货号o +．’

、 ‘8月召开全县药政管理工作会议。县公司派员参加o
一

+，
”

。

‘。“

，llY]“山东省鱼台县药材公司"更名为“山东省药材公司鱼台县公司"隶属于济宁 ．．

、j ’药材采购供应站领导。 ．
，

“。

1980年4月 ， ．。，，

，济宁市卫生局批复“鱼台县药材公司收购黄芪一事，，。购销双方各损失5u％e

7月15日及11月10日两次药品调价，是历年来品种最多的一次，共1200余种，多数

下调。如潘生丁片下降51．67％，强的松龙针下调62．84、利福平胶囊下调24．464、四环‘j，’

素片下痢29．9％、安乃近片下调19．82叻。上调者有：非那西丁增51．4l％，奋乃静片增

50％、比麻油增3d．96％。共损失金额12．4万元o ，．
，

llY]40％职工调整工资。 ，一r 。

‘

1981年1月 ’．
． ⋯

。

，

。

营业大楼交付使用。投资耶万元，建筑工期5年，建筑面积900平方米。 ，

J
。 9月鱼台县卫生局发出通知，公社医院停止生产大输液．．

‘

。

1982年7月， ， 。

‘。一 清仓利库报废68个品种，损失94】0．30元，削价2种损失94．30元o 。。

’

O月24日，将58种三类中药材价格下放县药材公司管理。‘ 。 。

11月对淘汰的127种药品集中封存。
。

一
。

。

，

。1983年4月 卜 ，： ．’ ，’
7、 ，。

’
“

建立“鱼台县药材公司第二零售部’’^并T1985年撤销．
‘

i 。
，

． 4月9日，下放129种三类中药材价格由县药材公司管理。 ，。：
／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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