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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气候温和，土地膏腴，境内中草药资源丰富。
据宋、元史载，浏阳有矿物药生产。明、清时期县志记述，县内有虎、 ．

鹿、8麂、獐，木瓜等珍贵动物和植物药材。浏阳官办的医药管理机构在
明洪武三年(1 370年)已设立。清末民初为私营药业鼎盛时期，西药也

开始进入浏阳市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医药事业蓬勃发．

展．为支援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至解放前夕，由于战祸和国
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全县药业处于萧条状态。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

指引下，浏阳医药事业获得新生。1 954年10月，县供销合作社供应经理

部药材批发处开业。1956年初，药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同年5月24日，

县药材公司成立。尔后，医药事业日趋昌盛。1 956年至1 985年，金县中药

材生产种植面积由数十亩增至2475亩，中药材收购由年收购275公担、
1．42万元增至2999公担、62．6万元；收购品种200余个，除自销外，尚

可援调全国各地。1985年底，全县共有四级药材购销站17个，医药零售
网点62个，中药材收购网点19个，中药加工厂(组)18个。(省、地、市、

县厂矿企业药房和县、区(镇)、乡、村卫生系统药房760个)拥有固定

资产213万元，较1956年29，300元增长62．7倍。干部、职工数由1956年

的475人增至625人。年完成总购进、总销售2916．5万元，零售378．7万

元，利润69．19万元(其中入库利润38万元)，三十年来，分别增长30、

4．98、6．8倍。医药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中举足轻重、日益发

展，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浏阳县医药志》根据历史事实、反映客观存在，主要记述了浏阳
近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史实。它将帮助人们比。

较完整地了解浏阳医药事业的发展过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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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县药材公司

2．县医药大搂



3．县药材公司百宜仓∥

．县药材公司中药切捌J



5．县医药职j二学校

6．县医药器材公司犬围山药镑绣，地处海拔1500多

米的大围1U玉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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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县药材公司文家市药材购销站

10．县药材公司官渡药材站官渡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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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地处老苏区的张坊药}才站上lI药宙，姒崭新的面貌服务人民

12·生长在青荜乡薄撼r基地上繁藏似锦的黄框_了



i i．看，趟!拄r铡喇毙内明皇’；半过量是多么茂盛



15·这是∥政家种∞麦冬，产量是多么的高

16·珍富药用植物一石斛，生长在这大围ul的巨石上。



17．这是生长在张坊乡张坊村新塘纽

的千年古树一一罗汉给(短叶土杉)

18．遍及县内将地的水犀科植物贼子，

在县城内也生长的这么好!



191这是生在臼沙乡黄花村新棚纽磨刀坑彬

20．公孙树，学名银舟 雌雄异株。这对树生长

F呵产种子贰佰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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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澍阻县地方用药一钉乳香。

22．县内七宝山的七宝之一一胆矾，为我县最早记载有产的矿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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