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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省药材公司经理牛德清在全省中药材生产腾冲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各县相继组织人员进—罩药材瓷源普查。图为省药材公司经理牛德清^前一一1)参加腾冲县中药材资撮普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61年第一次锯下了人-CUlI养的鹿茸。

人工讲养的鹿长出了粗壮结实的鹿茸．



国营麓冲县制药厂新建的厂区．

国营腾冲县箭药厂老厂区。



■冲县。东方虹一豺药厂新建的厂房．左边为密丸车阍，

右边为前处理车闸．

mj|f'll-“东方红”制药厂老

厂区大门。

脯冲县“东方红”镧药厂对

外开设的中草药九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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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是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既是经济事业，又是福利事业，是

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保山地区的医药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就有商贾经“蜀身毒遭"将地产

药材运销各地。唐樊绰《云南志》记载： “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

币。?“青木香，永昌(今保山)出，其山多青木香"⋯⋯。然而，由于封建制度的束

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医药事业发展很慢。

、 中华人民共租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健康非常重视，医药事业有突飞猛进
，

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_‘豢未i。参譬：；二。； o

《医药志》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保山地区医药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科学的全面

地了解和发展保山地区医药事业提供亨疠吏2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
_I．。；。’．：‘··一’

代特色，为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保山地区医药2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律实的资料，为今后发

展保山地区医药事业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这部志书，对保山地区的医药工作必将发

挥较好的“资治，权化、存史"的作用。1

王 菊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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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保山地区中药材的资源、生产、经

营，管理等侍况，特别着重记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全书

共12章、29节、35．5万字。

三，本书采用白话文、记述体，以志为主，记、志、传、图、表、录、照片，融合

一体，坚持志在于用的原则。

四、本书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5年底，个别章节记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五、本书的年代记述、民国及其以前用汉字记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一律用公元纪年，其余数享·律用，阿拉舶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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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印度入龚世候随英国领事携带西药进入腾冲。

保山、腾冲先后成立药材商业同业公会和医师公会。

3月，云南省保山贸易分公司成立，并由国家首次经营药品器械。

开始由国枣收购、经謦中}药材譬!．。·～ ． 龌，

11月，腾冲县成立，腾冲县卫生协会医药供应社砂。

1952年：保山地区各县成立百货公司，药品器械划归百货公司经营。
1 955年；6月，中药材业务划归供销社经营。

6月，中国医药公司云南省保山分公司成立。

1956年：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保山分公司成立，同年，保山、腾冲成立县医药公司和县

药材公司，龙陵、昌宁成立县中药材公司。

1956年：保山各县私营药材商店实行公私合营。

全区各县第一次进行中药材资源普查，直至I]1962年普查结束，全区普查出野生

药材526种。

1 957年：撤销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保山分公司和中国医药公司云南省保山分公司，以及

各县医药公司、中药材公司。

1958年；腾冲县办起养鹿场，进行人工驯养鹿。

1960年l

在大上快上错误口号影响下，全区各县盲目大购药材，受到惊人的损失浪费。

腾冲县成立国营制药厂、东方红制药厂。

8月，省卫生厅、商业厅联合在腾冲县召开全省中药材生产现场会，出席会议

代表128人，会期7天，腾冲县被评为红旗单位。会议期间，省卫生厅副厅长

张其榜、省药材公司经理牛德清、腾冲县委书记孔繁跃、州中药材部门负责人

徐海宽等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

保山修北庙水库时发生中毒事件，保山地区医药公司全力以赴，：积极组织货

源，投入抢救。据不完全统计，共组织药品及器械320多种，金额8万多元。

全区各县开始办起药材种植场，向全国引进药材进行试种。

全区各县农村相继发生水肿、干瘦、闭经、子宫脱垂“四病"，地，县组织人

员采挖中药材150多种，50多万斤，外调药材200多种，20多万斤，进行治疗。

中共德宏州中药材公司支部委员会成立。

新建施甸县，同时成立县中、西药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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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恢复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保山分公司、保山、腾冲县中药材公司、昌宁、龙陵、

施甸设中药材购销站。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80年：

1982年l

地、县中药材公司、购销站相继成立革委会。

省l芦药材座谈会提出“在1970年内，县以上都要有一个药厂，已有的要扩建，

没有的要新建”。甚至提出； “公社也要办药厂”，全区各县开始大办药厂。

保山地区举行中药材展览，参加展出的有保山、德宏的十县一镇，以及驻保山

部队等24个单位，展出中成药膏、丹、丸、散、酊酒等品种近900个，中草药标

本3，300余棵、896种。共接待274个单位，20，975人次，展出时间近五个月。

7月，中、西药业务合并，成立地、县医药公司。

5月，成立保山医药二级批发站。同时，保山地区医药公司受权开始供应麻醉

药品。

5月，龙陵发生7．3级和7．4级的强烈地震，地区医药公司派出人员赶赴龙陵县

医药公司，协助作好医药供应工作，并向全国25个省、市、99个站购进救灾药

品204种、5，749件。从北京、上海、青岛、常德、扬州、蚌埠、宜昌、重庆、

昆明等地空运急救药品29种、471件。

4月，地、县医药公司升格为地、县一级的“政企合一”单位。

1月，地、县医药公司的人、财、物、供、产、销上受省医药管理局(医药总

公司)管理。 ／

6月，保山地区六个独立核算的医药企业，进行全面整顿，至1985年5月整顿

结束，经验收合格后，由省医药总公司颁发了合格证。

11月，中共保山地区行署医药公司支部委员会改为中共保山地区医药公司党

组，同时成立中共保山地区医药公司机关党支部。 。

国家卫生部公布127种淘汰药品，经清查，全区属淘汰药品的，保山地区医药

公司有51种，价值313，560．26元，腾冲县医药公司的价值60，246．31元，施甸

县医药公司的价值2，443．19元；昌宁县医药公司的价值17，815．72元。其中l

按规定销售的，地医药公司有12种，46，710．60元，腾冲医药公司有10种，

22，783．68元，昌宁县医药公司有8种，8941．91元。退厂回收的，地医药公司

有3种，7，886．20元。转为兽药销售的，地医药公司有37种，58，847．52元I

踌冲县医药公司有7种，9，002．23元。销毁的，施甸县医药公司有2种，

653．1 4元，昌宁县医药公司有23种，8，873．81元。清查后封存的，地区医药公

司有29种，51，040．30元，腾冲县医药公司有42种，17505．62元；施甸县医药

公司有1aM，1，790．05元。

1984年：r 4月，全省医药商业整顿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施甸县召开，施甸县医药公司

介绍交流了经验。

1985年。5月7日，根据中共保山地委整党安排，保山地区医药公司列为第一批整党，

全公司有中共正式党员23人、预备党员2人，均参加了整党，1985年12月20日

结束，经中共保山地委整党办公室验收，23名正式党员中，同意22人登记，一

人缓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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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地区医药、卫生、工商等单位配合，对全区生产，经营、使用中的伪劣药品进

行大检查。查出向福建省晋江县购进的假药价值143，1 42元。但已销售88，419．87元，实

际查封54，722．13元，其中：保山市医院购进9个品种，10，780元；保山市医药公司购

进15个品种，41，946元，保山地区医院购进两个品种，2416元，德宏州医药公司保山批

发站购进11个品种，8，8000元。同时查出一游医药贩卖出售假虎骨、假天麻、假人参、

假砂仁等伪劣药材。经过检查，被查封的晋江假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均已销毁。

全区中药材资源普查，查出中药材552种(不含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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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医药是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既是经济事业，又是福利事业，是人

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份。

保山地区的医药事业，清代以前无据可查，清朝至民国时期有一定发展。民国时

期，全区城乡已有中药堂(店)300多户，医疗诊所50余家。但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

历史条件的限制，医药事业发展很慢，而且各药堂(店)、医疗诊所均系以户私营、以

赚钱为目地、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不少地方，特另q是农村，仍处于缺医少

药的境地、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病以及疟疾、伤寒、痢疾、百日咳、猩红热、麻

疹、回归热、白喉、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到处流行，常常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命、生

产受到极大阻碍。疫病严重时，甚至整个村寨死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日

本帝国主义侵占怒江以西以后，播放了大批鼠疫杆茵，蔓延全区，造成了人口大量死

亡。腾冲县曲石区的千双，清末时有100多户，因疟疾流行，人口逐年减少，到民国三

十八年(1949年)只剩下24户，仅1949年初的一次疟疾流行，就死亡50多人。群众中流

行着这样的歌谣： “宁走夷方，莫走千双，来了三个，死了一双，剩下一个，还要敲口当

D当"。由于医药卫生事业落后，不少群众生疾有病时，只有求助“神灵”，因而烧香拜

佛、求神卜卦的现象相当普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健康非常重视，医药卫生事业有较大的

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设立了医药专营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医药的产、供、销迅速增长，不仅保证了全区医疗卫生单位的用药需要，

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而且还支持了边疆各地。不少药材、成药还远销各省和国外。

医药工作对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预防各种传染病、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保山地区的医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的大好局面，医药的供应，无论是中药或药品、器械，基本上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

需要。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通过整党和企业整

顿，党员和职工队伍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生产经营有了大的改善。生产增长，购销扩

大，市场活跃。全区1985年实现利润193万多元，为1980年42．5万元的4．54倍。全区

1985年的固定资产为311．7万元，比1980年的117万元增长1．66倍。医药工作为各族人民

防病、治病、保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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