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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零陵，建制于西汉，属吴楚故地，汉唐名郡，历史文化悠

久，山水风光秀丽，广大劳动人民开发利用当地药物资源繁衍发

展，具有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遗憾的是一直空缺着一部

较完整、较系统的医药志书。历史跨入20世纪90年代，神州大
地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古老神奇的零陵大地各行各业焕发出

勃勃生机，在地委和行署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采编人员近四载的

艰苦工作，、《零陵地区志·医药志》终于面世，这对于查考历

史，继往开来，振兴和发展零陵医药事业。促进精神文明，物质

文明建设，意义十分深远。

本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求真存

实，不溢美、不隐过，严格遵守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

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药事业演变与发展的史实。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志书的本质特征，其时代特色、专业特色、

地方特色得到了应有的弘扬。

本志上限1736年，下限1991年，时跨255年。这是一项浩

繁的工程，尽管资料散失严重，采编人员踏破铁鞋，收集资料洋

洋180万字。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五订篇目，四易其稿，

最后编撰成这部29万字的部帙。值此出版之际，谨向全体采编

工作者和各界给于支持与帮助的同仁，致以深深感谢与崇高敬

意。

， 詹建。基

1 993年l O月



编辑说明

本志书记述，起自清乾隆元年(1736年)，止于1991年12

月，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重点，个别章节，如中草药

资源，上溯到商殷，汉、唐时期，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要求：对近期直属公司，药厂和经营业务大的县(市)较重要

事项多所记入，并尽力翔实，对时间长、年代久的次要事物和经

营业务较小的县，资料一般从略；对新中国建立后，各项政治运

动中形成的文书资料，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

正精神，予以核实，力求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

按照“事以类从，贯通古今”的拟目原则，分十章：第一章

为中草药资源，记述零陵地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主要产品产量

蕴藏，及其开发利用。对全区中草药资源分布，民间医用单方验

方作多次精选，详细纪述了常用单方的药用量和使用方法。第二

章为中药生产，收购，记述历年来发展中药生产情况和收购品

种，数量，金额，引种试种区内没有品种成功及野蛇人工饲养的

成就。第三章为中西药品生产，第四章为制药机械及医药用品生

产，分别记述传统中药饮片，成药加工技术改造，医药工业从无

到有，发展中西药品，制药机械生产详细情况。第五章为瑶民医

药，重点记述瑶药品种，瑶药加工炮制和瑶药治病用药特点，方

法。第六章医药供销，记述国营医药机构建立后，中西药品、医

疗器械供应经历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和供应形式，及地产药材(药

品)历年出口量。第七章为药品质量管理，记述中西药品，医疗

器械生产和经营中加强质量管理，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麻

醉、毒药及限制性剧药在内，和质量有问题中西药品，医疗器械

处理办法。第八章教育、科技，主要记述医药管理人员和医药生



产，经营人员的培训情况，科学技术在医药和制药机械领域中推

广应用，研制开发新的医药产品，制药机械取得的重大成果。第

九章为职工队伍，记述医药工商企业职工队伍来源，人员结构和

职工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情况。第十章为医药行业管理，

主要记述医药行业从清乾隆元年(1736年)以来，机构演变，

行政管理变动频繁过程，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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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零陵多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药材资源十

分丰富。1986年中药资源普查，全区有动，植、矿物药材2016

种。境内药材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清道光“永州府志》记

载⋯：“商·泰伯，仲雍采药处，在今宁远县大富山下有洗药

池。”长沙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有境内产的茅香、桂皮，花椒，

辛夷、高良姜、于姜，杜衡，藁本、佩兰等9种中药材。3号汉

墓出土的简书和帛书中，有医书2．7万多字，“五十二病方》记

载用药253种中，有宁远九嶷山采集的药材。晋·庾阐九嶷采药

诗中有“采药灵山螵，结驾登九嶷”之句。自唐代以来，零陵历

代进贡的中药材有零陵香，石燕、石蜜，香茅、犀角、百合，六

眸龟。明代以来，永州府志和各县志记载的中药材，共241种，

其中矿物药材9种，动物药材32种，植物药材200种。零陵中

药材种植，始于唐代，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永州府

志》记载， “潇西旧产淫羊藿，东山旧产术，柳子厚居永移植之

而系以诗”。
’

清废官药制后，境内私营药业发展很快。康熙年间，江浙药

商到江华山区采购木斛、石斛，获利数倍。清乾隆元年(1736

年)以来，不少江西籍药商，来零陵各县开设药店，促进了中药

事业的发展。中药饮片anT_炮制和中成药生产，由少数几家发展

到遍及城乡较大药店。经营规模也由药店发展到药栈，由零售发

展到批发。清末民初，零陵县有药店(栈)19家，祁阳县有13l

家，东安县有3l家，江华县有3家，蓝山县4家。药材生产，

收购，也随之有了发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西药随

【I】滴康熙九年《永州府志))载：大富山在县城北五里，逍遥岩前，建有泰伯祠．侧

有仲雍徊．永州知府丁懋儒作泰伯裥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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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英国人韩永禄来零陵开办普爱仄院传入。

民国时期，随着中药经营的发展，药材集市贸易逐步形成。

1933年至1936年，区内水路运往长沙、湘潭，衡阳。转运广

东，天津的中药材有百合、厚朴、前胡，黄莲，通草、白蜡，

蜜、金银花，云香和蔸朴，共2820担，价值20．75万银洋。抗

日战争时期，不少药店遭到破坏，被迫停业。1937年以前祁阳

县城乡有药店13 1家，1944年减少到6l家。抗战胜利后，药少

价涨，药品经营困难。1945年，零陵县脑膜炎流行，疟疾爆

发，患者达22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50％，由于缺药治疗，死

亡一万余人。到1949年解放前夕，区内有批发兼零售私营药店

10家，行医兼零售和零售私营中西药店1060家(零陵177．祁

阳县264、双牌县12、东安县145，道县7I、宁远213、江华

35，江永38、新田47、蓝山68)，共经营药品，臣至疗器械35

种．中药材456种，中成药89种，年销售总额215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维持私营药业。1951年，县供

销合作社建立，开始经营药材。至1953年4月，全区医药商业

销售223万元，人均用药0．6元。1954年，县百货公司设西药

批发专柜，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1955年，成立县供销合

作社药材经理部。1956年，围家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城镇药店实行公私合营或组织合作药店，农村药店参加联合

诊所。同年6月，医药商业从供销合作社和百货公司析出．零

陵，祁阳、道县、成立药材公司，江华，江永、东安，宁远，新

田、蓝山成立药材购销组，归商业部门领导。1957年后，药材

购销组更名为县药材公司。1958年，各县药材公司改归卫生部

门管理，全区各县药材公司有职工356人，固定资产原值100万

元，年销售总额315万元。
l 957年，私营药店(栈)中的中药饮片加工，经过社会主义

改造，组织成饮片加工厂(组)。1958年、1959年，具办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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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发展到10家(零陵县两家)，丸、散，膏、丹、酒、露和穿
心莲、黄连素(注射液)、葡萄糖大输液等20多种中西药品制

造成功。引种南北药材，地产药材，野生改家种和动物药材人工

、饲养成功，为全区大面积发展中药材生产积累了经验。这期间，

高指标，浮夸风盛行于医药行业。医药工业不顾条件盲目上马，

大办制药厂，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不好。中药材计划收

购，分级收购被取消，提出“有什么收什么，有多少收多少”的

口号。医药经营不顾及品种，质量，价格、包装，销路。经济流

转方向。经营范围、经济效果诸多方面，各县药材公司收购不少

伪劣药品和不能药用的植物。祁阳县药材公司1958年收购号桐

杆40余公担，全部报废。1959年又收购老虎花蔸2525．23公

担，积压1500公担，损失资金2．13万元。1962年，停办各县

制药厂，减少中药材种植面积和品种。同年11月，成立专区药

材、医药分公司。1963年，清理医药商业库存商品，在途商

品，往来悬账及各项财产的“三清”中，仅专区药材分公司损失

资金146．95万元。其中商品报废损失64．98万元，商品削价、

调价损失18．13万元，在途商品损失12．25万元，资金损失
5 1．57万元。1964年元月起，医药商业企业由卫生部门改归商业

部门管理。1965年5月，按经济区划设置商业机构。组织商品

流通要求，撤消专区药材，医药分公司设立药材分站。6月，撤

消药材分站．成立衡阳药材采购供应站冷水滩分站和道县分站，

分别负责零陵、东安、潇水林区管理局和道县，江永，江华等县

(局)的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供应及中药材生产、收购工作。是

年，全区中药材种植23个品种，4103亩；药材收购161个品

种，1357公担，金额61．37万元；中西药品、医疗器械销售达

522．29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城镇医药经营受到严重干扰，

专、县药材公司业务骨干遭到批斗。长期下放农村。一些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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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药品采购无法进行，所需中西药品、医疗

器械难购进，地产中药材压库难调出，经营下降。1968年4

月， 成立零陵地区医药器材公司革命委员会后，医药经营逐步

恢复，各县药材公司业务活动得以开展。l969年8月，地区制

药厂在零陵县城东门岭建成投产。1970年6月，中南制药机械

厂在祁阳县天马山建成投产。1971年4月至6月，地区医药器

材公司清仓查库，共清出有货无账商品107个；有账无货商品88

个，金额1243元；霉变商品13个，金额2．3万元。1972年至

1975年，野生药材减少，特别是金银花资源破坏严重。中西药

品，医疗器械销售，增长缓慢，亏损单位增加，由1973年的江

永县药材公司，增加到1974年的江永，蓝山：东安、道县4个

县药材公司，亏损金额由0．9l万元，增加到4．6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各级医药工商企业认真贯彻执

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制定的医药生产，经营方针，政策，实行

拨乱反正；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实行经

理，厂长负责制，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和职工优化组合；放宽政

策，实行多渠道医药商业零售，允许和支持集体、个体开办药

店；管理体制、管理办法进行改革，医药产，销，管实行政企分

开；批零网点实行五定(定人员，任务、质量、利润、奖罚)，

技术经济承包和浮动工资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增强了企业活

力，全区医药工商企业有了较大发展。

机构队伍 1979年12月，零陵地区医药管理局建立，对全

区医药工商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实行统—管理。l 983

年11月，撤消地区医药管理局，地区医药器材公司析为地区药

材公司和地区医药经营公司。地区药材公司负责全区医药工商企

业行政管理。l984年，全区医药工商企业进行全面整顿，撤消

县医药管理局，县药材公司升格为科级单位。1985年，根据湖

南省人民政府和省医药总公司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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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药材公司财权下放给县市人民政府管理。同年10月，成立零

陵地区医药总公司。1988年3月，经行署同意，地区医药总公

司、药材公司、医药公司三个单位合并为地区医药总公司，既是
． 经济实体，又负责全地区医药工商企业行政管理工作。1989年

元月，解散医药总公司经济实体，恢复药材公司、医药公司。

1991年元月17日，在地区医药总公司的基础上，加挂医药管理

局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1991年底止，全区

医药行业有行政管理机构11个(1个地局、10个县市局)；医

药经营机构二级站2个(地区药材，医药公司)；三级站13个

(县市药材公司)；四级站17个(农村墟镇药材站)，城乡零

售药店71个。医药系统外，发有“三证’(合格证，许可证、

营业执照)的集体药店9个，个体药店84个。医药工业企业19

家(含地，县市药材公司中药饮片加工厂，不含县市玻璃仪器厂

和地，县市人民医院制剂室)。共有职工3192人(医药商业

1259人，医药工业1933人)，其中获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1081

人(高级14人，中级165人，助级425人，员级477人)。

中药材生产，收购 1978年，‘道县、江华、双牌，定为湖

南省万亩林木药材生产基地。1983年，中国药材公司又将三县

定为厚朴生产基地。1984年，道县人民政府成立“厚朴生产领

导小组”。1985年以后，全区中药材种植，每年增加l万亩以

上。1986年，种植21个品种，1．05万亩，1991年，种植36

个品种，2．10万亩，与1978年比，增长2．58倍。、1991年止，

林木药材存土面积14．9 l万亩；中药材收购品种，由1978年的

236个增加到265个；收购数量，由1978年的3595l公担，减少

到8584公担；收购金额，．由1978年的226万元，增加到296万

元。中药材收购量下降主要原因，是林木药材乱砍乱伐严重和药

材经营部门忽视小品种收购。
’

医药工业1978年以前，区内有“三口铁锅闹革命”、艰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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