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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医药商业志

(1 9儿一l 9 85)

洛阳市医药管理局编志办公室



洛阳市医药管理局：

药志办公室：

来函收悉。得知你市医药商业志在各级

党政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界人士大力

协助下，经过你们全局同志三年多的共同努
力，已于今年十月脱稿，并即将印刷出版，特

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的辛勤劳动给洛阳市

的医药商业干部、职工带来宝贵的历史经验，

也为后代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同时还会给全

国各地编写地方医药商业志的同志们很好的

借鉴。为此，我谨代表《中国医药商业史稿》
编委会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敬礼!

致

钱乃正
1 9 86．1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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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医药商业志》主要记载了1 91 1年以来洛

阳医药事业兴艾的史实，这对研究洛阳医药事业的

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我市的经济建设，

都是有益的。

洛阳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和旅游胜地，也是

我国的新兴工业城市。早在六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

先就在伊洛河流域生息、繁衍。从公元前1050年周公

姬旦营建洛邑至今，也有三干多年历史。洛阳是“九

朝古都”，在历史上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在龙门石窟的群芳中，有一颗闪烁着医药之光

的瑰宝一一“药方洞”，它就是历史的见证。在洞
门两侧的石壁上，雕刻着140个药方，这些药方，不

仅为炎黄子孙的强身治病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证实

了祖国医药事业源远流长。然而，在封建的旧中国，

洛阳城池屡遭兵燹，医药资料多已散失，医药事业

受到严重压抑。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

的关怀下，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医药商业发生了深

刻变化，至1985年末，全市共有医药经营网。6,33个，

从业职工81 1人，经营品种1 1 250种，为我市人民防

病治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洛阳历代典籍甚多，然而，关于医药史志方面

的专著殊不多见，给编修药志带来一定困难。在

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盛世之年，医药战线的

编志人员通过四年多的采访3征集了大量的资料，

编纂出版了《洛阳市医药商业志》。本志内容丰富，

材料翔实，集区域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

一书，不仅为总结前人经验教训，资治存史增添了

光辉一页，而且必将对发展医药、振兴洛阳发挥其

积极作用。-

何国庆 赵振和

一九八七年--Yl二十六Et



斋兰}
剥f 百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祖国医药事业的宝贵遗产，开创我市医药工作

耐薪局面，我们在洛阳市地方史志总编室和省医药
志总编室的部署指导下，于1982年12)1 19日抽调人

员组成编纂室，着手《洛阳市医药商业志》的编纂

工作。1 984年因多种原因，编纂工作中断。1985年

6月。总公司党委重新调整充实了编纂队伍。通过走

访座谈、查阅档案、搜集数据，摄取图像等取得了

大量基础资料。在此基础上，1985年四季度进行整

理编纂，年底完成初稿。

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为指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上限自1 9 11年(民国元年)，下限至l 985

年，共分七篇十六章五十一节。遵照详今略古，．实

事求是的原则，采用文、表、图、像并举的记述方

法，横排竖写的体例，记载了本市中、西药的经营

历史和现状。同时，记述了我们工作中的成功经验

与失误的教训。

由于洛阳城历遭兵燹，古籍散失严重；旧志对

医药事例记载寥寥无几，且难以考证，使承前部分



写得十分简略，加之时间仓促和我们的水平有限，

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热诚期望各级领导和同志

们提出宝贵意见，以待补正。 ，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市委档案处、市卫生局、

三门峡市医药公司、洛阳市图书馆、民生药厂、洛

阳地区人民医院等单位提供资料，积极协助，在此

表示谢意。

洛阳市医药管理局药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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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 ·1·

洛阳市是九朝古都，过去有“九州腹地，十省

通衢”之称。龙门艺术宝库，白马寺佛教“祖庭”‘，

驰名中外。牡丹名花，誉甲天下。洛阳的中医中药，

历史悠久。华佗在洛阳的医疗活动，留下了千古佳

话。龙门石窟的药方洞，记载了古代的单方验方，

对后来的医药发展影响深远。洛阳市医药总公司大

楼，就座落在这美丽繁华城市的中州西路大道上。楼

高六层，呈扇形，坐北向南。全院占地面积5，936平

方米，建筑面积5，864平方米。是洛阳市的医药贸易

中心。

洛阳早在东汉北魏之世，空前昌荣，隋唐之际臻

于鼎盛。当时人文荟萃，商旅云集，贸易兴旺，市

容繁华，名医辈出，中医药行业，不断发展，源远

流长。一随后，宋、元、明、清各代，战乱频生，洛阳

逐渐衰落，医药行业，也曾几度兴衰。届民国年间中

药有“四知堂”等45家，西药有“丽华”，“中西”药

房等20多家，但经营规模较小；到1948年解放前夕，

洛阳已沦为一般的县治小城，中药店堂只剩33家，

西药房20家，经营品种约四、五百种。

当时的中、西药业，大都是个体或合资经营，

少数较大的店号批、零兼营，有的中药房前店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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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自制膏、丹、丸、散出售。那时，有些店主唯利是

图思想严重，时有高抬药价，以伪充真，以次顶好

的现象、；西药虽已传入，但药价昂贵，贫苦人家大

都吃不起。医药市场，萧条冷落。

1948年洛阳解放后，各行业获得新生。

1 95 3年4月，洛阳医药支公司成立(1 954年改

为洛阳市医药公司)，有职-V_42人，资金22，800元。

1954年，洛阳市确定为国家重点经济建设城市，

发展迅速，人口不断增长，为了做好药品、器械供

应，1 955年l 2月洛阳药材经理部成立。同时建立、

健全各级管理机构；制订发展规划以及各项规章铷

度。使整个医药行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发展。

1956年公私合营后，公司统一管理了医药市场，

破除陋习、建立新规、稳定药价、增加品种，遵循“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开展经营活动。

六十年代洛阳市已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大型工

厂多，科研机构多，历年来，各单位所需药品、医

疗器械，面广量大。公司根据来之不同需求，不断

加强采购人员组织货源，满足各行业需要。同时，

组建医疗器械、化学试剂、麻醉药品、中草药、中成药

等批发、零售经营网点，方便医疗、科研等部门选
购，方便群众配药。并在各医药销售部门设立计划

生育药具供应专柜。截止1985年，医药总公司下设

有三司(药械公司、薮材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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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店(万国、人民、西工、春晴药店)、八个批发

部(其中药械公司4个、药材公司4个)，下属18

个零售门市部，网点遍布全市。为贯彻甜立足全市、

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优惠特需”的原则’。开展优质

服务，礼貌待客，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活动；严格执

行各种规章制度，坚持安全生产，加强企业管理，实

行“批仓合一”和“商品动态每日盘点”；中药饮

片加工，严格按照炮制规范操作等措施，来提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七十年代，在搞好城市供应外，
抽出人力、提供设备、装备了公社卫生院，品种有

X光机、心电图机、电动吸引器等，以提高医疗水

平。为引导农民走致富之路，组织有关社队，发展

中药材生产，公司提供种子，传授技术。

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医药事

业更加繁荣兴旺。为了搞活市场，振兴中药，发展生

产力，成立医药贸易中心；并实行经营部门划细，

核算单位划小；商品采购，以销定购，广辟渠道；

商品销售，对单位实行上门联系、免费送货等有力

措施，更好地为医疗单位、科研、教学部门服务，

赢得了信誉。到1985年，全公司经营品种有：药品、

器械类9，900种，分八大类(针、片、粉、酊、医

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麻醉药品)，中药

1，650种，分两大类(中草药、中成药)，基本满足

社会的需要。同时，历年来供应了大量的避孕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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