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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志书，记事物之盛衰变迁，可以起到存史、资治、教

育的目的。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侯马医药行业荣逢盛世，编

写专志，确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一项美举。

1993年2月下旬，山西省医药行业编志工作会议结束后，

本市积极筹备，于3月1 9日，侯马医药志编纂组正式成立。随

即研讨编写方案，、制订志书凡例，拟出搜材提纲，开始边搜材

边撰写工作。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 《侯马医药志》初稿，至

5月底草成。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个别章节进行了修改。
’

由于侯马建市仅20余年，所以历史资料比较匮乏。但侯马

医药事业的发展速度是可喜的，编写中，编纂组总务杨景霞不

辞劳苦，辛勤奔波，终于收集到不少现代珍贵史料。编写人员

谨按搜材，撰写成志。全志分药材、医药经营、制药、整顿医

药市场、药材公司，人物6章，共13节，4万余言。条分目析，

内容全面，基本达到史实无误，不枝不蔓的编志要求。看医药

经营之茂盛，制药厂家之崛兴，可知侯马医药事业之兴旺发

达，发展迅速，看名优产品之品种多、销路远，可知侯马医药

界对全国和全世界人类贡献之大，看先进模范人物、专业技术

人才之盛，可知侯马医药行业人才济济，前途光明。如此种

种，令人欣慰，令人振奋。同时，由此而感到；只有在共产党

领导下，侯马才能繁荣，只有社会主义，侯马才能发展。



编写过程中，市医药经营单位及各制药厂家，积极支持，

提供资料。省医药管理局编撰《医药志》办公室同志，认真负

责，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还有张希良，田进峰、王浪萍等老

同志，均热心帮助，撰写史料。连同对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

人，藉此一并致以谢意口

书中纰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欣值本志成书问世之际，谨撰数言以为序。

侯马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德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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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地域性相

统一。

二、本志记事，上限溯至有史料记载之时，下限至1992年

底。

三、本志记事范围，以侯马市境为准，1971年前原属曲沃

县内所有医药方面的史实，与本市有关的应充分记载，否则不

予记录。

四、本志体例为横排纵写，先横排门类，再纵写变迁，并

做到纵横交错，融会贯通。

五、本志体裁，采用志、传、录、记、图、表等，以志为

主。 ．

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记述。

七、本志人物章分传记、名录2节，凡对本市医药事业有

突出贡献的本籍或客籍已故人物立传，健在的医药界先进人物

均获得省、地、以上模范称号者，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立入

名录。

八、本志纪年，191 2年(民国元年)以前均用历史纪年，

括注公元纪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括注民国纪年。

九、本志公历世纪、年、月和民国纪年，及各种记数和记

量，一律使用阿拉拍数字，历史纪年和夏历记时用汉字。

十、本志文体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记述，文字一律用标准

简化字。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曲沃县志》、市档案馆、药材公

司、制药厂及口碑资料等9



■·

日

古都焕华容，小镇换新天，这是现代侯马变迁史的概括缩

影。

侯马市位于山西省临汾盆地南端，地理坐标北纬35。34．Z

一3 5。5 2．9 7，东经11 l。2 3．5’一1l 1。4 1．1’。总面积

22 0．9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紫金山耸

立南部，汾水环绕西北，浍河横贯境内，屏山带河，气势雄

壮，构织成一幅天然锦绣画图。．

侯马古称新田，周简王元年(前5 85)，晋景公迁都于

此，命名绛，历景、厉、悼、平、昭、顷、定、出、哀、幽、

烈、孝、静13公，共209年。秦、汉为绛县治地。 北魏太和十

一年(48 7)后，隶属曲沃县。明洪武八年(1 375)，侯马设

驿站，始称镇。民国年间为曲沃县第三区治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筹划建市，1956年10月至1957年12月，成立侯马市筹

备处；1958年11月至1963年4月，组建侯马市；1971年8月，曲

沃、侯马分治，侯马建市，至今。

建市以来，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余年

的奋斗，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尤其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工交文卫各条战线突

飞猛进，迄今，侯马不仅成为连接秦、晋、豫各省之交通枢

纽，而且成为全国商业荟萃之地，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古老都



城，已焕发成为20世纪现代化新型城市。

侯马市医药事业的发展也较突出。昔日只有一家私营药

商，从业人员4人，经营医药品种300余个，年销售额8000余

元。而今经营医药事业的国营商站达3个，零售门市部3个，人员

120余入，经营医药品种2000余个，年销售额1700余万元。 其

它医疗单位医院、卫生院、卫生所、诊所等售药部门均不计在

内。此外，尚有制药厂家3个，产品190余种，职工1130余名，

年产值达3900余万元。其中侯马中药厂研制的紫金山牌男宝，

蜚声世界，造福人间，为侯马人民增添了光彩；还有平阳制药

厂精制的男康片，获全国首届中成药“健康杯”大赛优秀奖；

晋光制药厂生产的猴头健胃灵，首创我国中医学上采用食用菌

与中药配伍而成的治病良药，这些都是侯马人民的骄傲。今昔

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医药事业的发展，占工交文

卫及各条经济战线胜利的比重是微小的，但它关系到人类的身

体健康与生活幸福。其伟大功绩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良相良

医，同样重要，就是这个道理。愿全体医药界人员，戒骄戒

躁，再接再励，挖掘祖国医药宝库，发扬创新优良传统，为人

类的幸福与健康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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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药材

．第一节 资+源

侯马地处汾浍之交，南屏紫金山，适宜予野生药材生长。

乾隆《曲沃县志》载： “茵陈出台骀庙者佳’’。台骀，春秋时

晋国人称为汾水之神，其庙在今侯马市高村乡台神村，西北临

汾河。所产茵陈，色正、味香、绵软，属历史名产。

紫金山尾向西南延伸，昔称峨眉岭，产远志极佳。明代

(16世纪后)，由曲沃乾育昶药店加工后，销往上海、广州等

地。

1986年2月，侯马市首次进行药源普查工作，由药材公司

孙建萍、乔德龙、马明义组成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并抽出

有中药专业知识的史兆华、陈云胜，共组成野外普查小分队，

对全市范围进行野外实地普查。普查涉及5个乡，50余个生产

区和重点产区，历时8个月，于9月底工作结束。实际普查到全

市药材资源有61种，每个品种并采集有标本，其中植物58种，

动物3种，如下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1种药材简介

名称 性 昧’ 主要功能 主要产地

苍耳子 性中、味辛微苦 理气解郁，调经止痛 凤城乡

大力子 平甘 清热解毒 上马乡

车前子 寒甘 利水、通淋、止泻 上马乡

瞿麦 寒 苦 利尿、清热、破血 上马乡

自芍 微寒、苦酸 补血敛阴、平肝止痛 凤城乡

黄芩 寒 苦 清湿热、泻火解毒 上马乡

山药 平甘 健脾开胃、补气养阴 侯马乡

山豆根 寒苦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上马乡

败酱草 微寒、苦辛 清热解毒、祛瘀排肿 侯马乡

芦根 寒 甘 清热解烦、生津止呕 张村乡

党参 平甘 补中益气、生津 高村乡

五加皮 温辛 祛风湿、强筋骨 侯马乡

莱菔子 平辛甘 下气消积、化痰 侯马乡

扁蓄草 微寒、苦 利水通淋、杀虫止痒 凤城乡

王不留 平苦 通经下乳、消肿 上马乡

黑自丑 寒、苦有毒 逐水、消积 上马乡

白头翁 寒苦 清热解毒、凉血止痢 上马乡

红大戟 寒苦 泻水逐饮、解毒消肿I散结 侯马乡

柴胡 微寒、辛苦 解表退热、疏肝解郁 上马乡

红花 微温、辛 活血化瘀、调经 张村乡

茵陈 微寒、苦 清热、利湿、 高村乡



61种药材简介

药名 性 味 主要功能 主要产地

商厶胛 平甘 补肝肾、润燥结 高村乡

自茅根 寒甘 凉血止血、清热利尿 上马乡

茜草 寒苦 凉血止血、祛瘀血活血 凤城乡

益母草 微寒、辛苦 祛瘀生新、活血调经 张村乡

防风 微温、辛甘 发表祛风、胜湿解痉 张村乡

香附 平、辛微苦 疏肝理气、调经止痛 高村乡

白芷 温辛 散寒通窍、祛风止痛 风城乡

山芋肉 微温、酸涩 补益肝肾 上马乡

干遂 ·寒苦 泻水逐饮、消肿散结 张村乡

桔梗 平苦辛 祛痰排脓、开宣肺气 风城乡

潺芦 寒苦、咸 清热解毒、排脓通乳 上马乡

槐米 温辛 疏肝理气 侯马乡

瓜萎 寒甘 清热化痰、宽胸散结 侯马乡

旋覆花 微温、苦辛 祛痰行水、降气止噫 蔓马乡

白蒺藜 温、辛、苦 疏肝、解郁 上马乡

酸枣仁 平甘 宁心安神、敛汗生津 上马乡

马兜铃 寒苦微辛 清肺止咳、平喘 上马乡

沙参 微寒、甘苦 润肺止咳、养胃生津 上马乡

地丁 微温、辛 发表散寒、行气消肿 高村乡 ．

小蓟 凉甘、 凉血止血、解毒消痈 上马乡

大蓟 凉甘苦 璩血止血、解毒消痈 上马乡

3



61种药材简介

药 名 性 昧 丰要功能 主要产地

蛇床子 温辛、苦 补肾阳、散风寒、燥湿杀曲 张村乡

葶苈子 寒苦辛 清热解毒、止咳润肺 凤城乡

板蓝根 寒苦 清热凉血、解毒 侯马乡

洋金花 寒甘 清热解毒 上马乡

芜花 温、辛 泻水逐饮 上马乡

丹参 微寒、苦 活血通络、凉血消肿、除烦清心 高村乡

蒲公英 寒苦甘 “漪热解毒、清肝明目 上马乡

生地 寒甘苦 清热凉血、养阴生津 高村乡

远志 温辛苦 安神、祛痰、消痈 凤城乡

黄苠 微温、甘 补气固表、利水托疮 高村乡

丹皮 微寒、辛苦 清热凉血、滋阴降火 风城乡

菊花 微寒、甘苦 疏风除热、清肝明日 张村乡

地骨皮 寒甘 凉血退蒸、清泻肺热’ 上马乡

透骨草 温辛 散风祛瀑、解毒止痛 上马乡

白术 温督’苦 健脾益气、利水化湿 高村乡

鸡内金 平甘 理脾胃、消食、祛积 侯马乡

蝉蜕 寒咸微甘 散风宣肺、’解热定惊 侯马乡

土元 寒咸有毒 破瘀血、通经 上马乡

枸杞 平 甘 补肝肾、强筋骨、润燥结 高村乡



第二节 生产

1958年以前，本市药材均属野生，产量低，品质差。1959

年市药材公司首次引种河南地黄(生地)良种在高村刘海泉家

试种，由公司提供种子、农药，并选派史兆华作指导。起初，

由于未掌握栽培技术，下种后多数不出苗。在实践中，产量逐

渐提高。由原来亩产200公斤到300公斤，再提高到500公斤以

上。于是家种地黄在全市广泛推广。此后，家种药材品种增加

有白芷、菊花、破故纸、薏米、丹皮、白芍、莱菔子、川芎、

丹参、桔梗、山药、小茴香、瓜萎、黑芝麻、板蓝根、枸杞

等。1 9 5 9年始，市药材公司每年下达种植药材面积，计曲沃

400亩，新绛400亩，汾城200亩，重点是曲沃药材生产基地。

曲沃、侯马分家后，市药材公司每年向各公社大队(乡、村)

下达种植药材计划。1972年下达计划90亩，其中，生地50亩，

板蓝根5亩，薏米20亩，山药5亩，川芎2亩，梅杞1亩，白芍5

亩，丹皮2亩。1984年下达120亩，其中生地100亩，山药5亩，

破故纸5亩，板蓝根5亩，小茴香5亩。1992年下达种植药材计

划1 25亩，其中生地1 00亩，山药5亩，白芷5亩，黑芝麻3亩，

板蓝根2亩，薏米10亩。 但由于只下达任务，不检查落实，往

往有品种超种或不种的现象。，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计

划更难实现。

附：1986年市药材公司对本市生地栽培技术经验总结简

介：



一、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生地生活力量较弱，适宜于温

和韵气候，阳光充足，排灌顺畅，深厚肥沃而疏松的土壤。这

样，生长出来的生地，皮细肉嫩质量高。土壤过粘过硬，地下

根系不易生长。如果积水，容易造成烂根。生地最宜不干不湿

的土壤，一般用手将土握紧，能使土捏成团．，松手也不裂，而

抛掷地上则散开。因此，在灌溉时应做到三浇三不浇。即：施

肥后必须浇水，天旱时必须浇水，暴雨后随放睛时，气温高必

须浇水；地面不干不浇，天阴不浇，中午炎热不浇a二、选

地。生地易染病虫害，忌用或不宜前作物是种植白菜、萝卜、

芝麻、棉花、豆类的土地，前作物如系禾本科的谷子、玉米、

麦类等为好。生地忌连作，连作病害严重，一般须隔5年后才

可再种。邻作亦需注意，南面西面不宜种玉米、高梁等高秆作

物。三、防治病虫害。生地病害主要有斑枯病、轮纹病、枯萎

病、黄斑病、细菌性腐烂、绿霉病、腐烂病等。防治方法以预

防为主，生地收获后，清除病叶集中烧毁，实行轮作，选用健

壮优良品种，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增施磷钾肥等。斑枯

病和轮纹病发生时，可喷1：150倍的波尔多液或65％代森锌

500—600倍液．枯萎病发病初期可用50％退菌特1000—1600倍

浇注。黄斑病发生的地也可喷万分之一浓度的土霉素溶液。细

菌性腐烂的防治，主要是改善栽培条件，选用无病种栽作种，

用蒜汁浸种6小时，即可防止。虫害防治方法：红蜘蛛可用乐

果、0．3度石硫合剂或20％三氯杀螨矾600倍液喷洒。地老虎可

采用毒饵诱杀。蝼蛄可在早晨捕捉或灯光诱捕。虫蝶(毛毛

S



虫)可用DDT乳剂喷洒。四、防止退化。生地无性繁殖，退化

严重，超过5年不可继续种植。防止方法要采用两选法：(--)7月

中旬在大田中选择无病虫害、生长健壮、具有优良品种性状的

进行倒栽(每株可繁殖10一15株)。o秋季收获地黄时，在大

田中对优良品种的块茎，进行选择，选留其中适宜做种者。

1983年推广薄膜覆盖生地，栽培技术又革新一步。

第三节收购

私营药商及公私合营药店均收购农民交售的野生药材。

1956年市药材公司建立，即开始收购药材。1971年收购品种、

有甘草、．党参、生地、白芍、牛膝、丹皮6种，1 49公斤。此

后，品种数量不断增加，至1992年，先后收购有甘草、党参、

当归、生地、白术、白芍、麦冬、银花、山药、红花、菊花、

元胡、元参、丹皮、枸杞、人参、泽泻、木香、白芷、厚朴、

枳壳、天麻、远志、黄芩、黄连、茯苓．、杜仲、桔梗、川芎、

贝母、牛膝、黄芪、连翘、枣仁、冬花、黄柏、五睬子、防

风、大力子、木瓜、陈皮、花粉、板蓝根、香附、柴胡、苍

术、藿香、秦艽、半夏、赤药、天冬、知母、山芋肉、三七等

共50余种。其中地产药材生地、白芍、丹皮、山药等10余种，

均占主要比重，尤以生地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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