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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菏泽地区的医药经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经历了新旧两

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全区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那漫长的旧社会，由于受帝、封、官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

经济落后，人民涂炭，疾病丛生，瘟疫流行，城乡缺医少药，广大

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

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益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方针、政策，使医药事业

得以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全区人民防病

?,t厶i：i病，康复保健，计划生育，抢险救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药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

期，为全区经济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一个盛世修志的

文化建设热潮正在全国兴起，迫切需要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

扬艰苦创业精神，在改革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对此，公司于1986年

初组成了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班子，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部系统

地反映菏泽地区医药事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一一《菏泽地区医药

志》问世了。

《菏泽地区医药志》的诞生，是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医药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密切配合和省医药总公司史志办、菏泽地区史志办

具体指导的结果，是我公司全体编志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该志书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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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横排纵述，纵横结合，详今略古，以通俗的语言，重点记述了

建国以来菏泽地区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出了医药事业

的基本特点和时代特点，是一部较系统的资料性著述。由于水平所

限，致使志书在体例、内容、支：-y-诸方面存有不少缺陷，但她毕竟

是菏泽地区第一部医药志，是资政、教育、存史的宝贵资料，对医

药工作者了解全面情况，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促进今后菏泽

医药事业的发展，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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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的记述菏泽

地区医药事业叟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能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二、本志上限起于1 368年(明洪武元年)，下止于1985年底，个

别资料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全书结构分篇、章、节、目，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

纵述。体裁以志为主，记，述、图、表、录综合运用。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语言简练，文风端正，秉

笔直书，以充分体现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五、 “概述”为全志之纲，概述全貌，简述过程，记其变化、

揭示规律。

六、 “大事记”为全志之经，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中药材、医药工业、医药商业三篇是本志书的主体，

是记述医药事业本身的重点。

八、本志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述而不论，寓论于史实记。

述之中，寓思想性、科学性于资料之中，对人物直书其姓名，不加

褒贬。

九、本志采用公元纪年，附历史纪年。所有数据，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计量单位一律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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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述

菏泽地区属华北平原，总面积1 2 9 5 l平方公里，平原占总

面积的9 7％，有低山残丘、湖泊河流，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为

各种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耕作区。

菏泽市培植牡丹、芍药在南宋时期即有记载，发展于明嘉靖年间而

盛于清，索有“牡丹乡”之称。郓城县产猴头半夏，在明成化年间即为

贡品，以“郓半夏”而闻名于世。据1 9 8 5年药源普查，全区共有

各种药材3 0 3种，分属1 1 2科，总蕴藏量为1 0 8 9万公斤。

相传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夏商之际，有莘人(现曹县莘慷集

人)伊尹即发明了《汤液》。据l 9 7 7年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

土文物考证，在西汉武帝时期，即有了制药丸的工具和工艺。医药

事业历经沧桑，明朝以后私营医药业逐步形成。自明嘉靖十五年，

有江西人在菏泽县开设“积善堂”行医售药，江西及河北省武安药

商随后进入菏泽市场。

1 8 4 0午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些国

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1 8 8 7年(清光绪十三年)，德国天主教

在单县以慈善为名开设“慈仁堂”，监在各县先后办起了教会诊

所。1 9 0 5年(清光绪三十年)，由石兰瀑经营的“华西药房”

在菏泽县开业，从此西药进入菏泽市场。

1 9 3 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菏泽，全区人民遭到空前浩劫，

医药事业也遭到严重摧残，菏泽县“济东药店”全部毁于炮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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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县“中和堂”被迫停业；郓城县“义和永药店”被洗劫一空，大

小药店濒临绝境。 1 9 4 5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战争频

繁，民不聊生，私营药业又遭厄运。
‘

1 9 4 8年，菏泽地区解放。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

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指引下，私营医药业得到

新生，新的私营店铺和诊所应运而生， 1 9 5 0年城乡发展到

1 2 0 0余家。 l 9 5 5年党和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全区有4 2 8户店铺，过渡到国营企业，其余农村个

体户为卫生部门所接收。

l 9 4 9年9月，菏泽医药总社成立，国营经济占据市场，领

导市场。自l 9 5 4年在菏泽医药总社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医药公司

菏泽支公司，1 9 5 5年建立菏泽药材批发站， 1 9 5 6年机构下

伸，相继成立各县医药、药材公司，形成了专业化经营的局面。三十

年来，，医药机构虽几经变动，隶属关系几度更改，国营医药事业发

展壮大，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买药难的状况。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l 9 5 8年的“共产风”， “浮夸风”

和l 9 6 6午后“文革”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还是获得了很大的

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医药企

业改为省直属企业，实现人、财、物、产、购，销垂直领导。

l 9 8 4年，菏泽医药公司建立，公司下属三个站，三个厂，九个

县公司，工商企业统为一体，标志着菏泽医药系统的形成，医药事

业得至6了很大的发展。

中药材生产建国前只有牡丹、芍药、木瓜、紫苏、荆芥等少数

品种，由群众自由种植。国营企业建立后，成立了生产组织，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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