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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编史，盛世修志，读史以清，读志以鉴，这是继承历史，反

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郑州市医药志》上限起于1905年，下限至1985年，记述了此间郑

州市医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针，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详今略古、实事求

是的原则，记载着郑州市医药行业各个时期的兴衰、经营、药材资源

和制药工业发展等，为振兴我市医药事业提供借鉴和依据。

本志采用志、图、表、记等表现形式，以志为主体。全书共设七

篇八章三十二节，记十二万余字。概述篇和大事记以时为序，反映医

药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重大事件，其它各篇按类设章，分别记述医药

商业、工业、机构沿革等各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

在编綦过程中，得到省、市史志编委会、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纰漏在所难

免，恳请批评指正。

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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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医药局
’

2，省医药公司，中西药，特药部

．3，市医药局，医药公司、新药特药，化学，玻璃批发部

4，新，特药商店

5，新药批发部

6，市药材批发公司

．7，医疗器械批发部

．8，同仁堂中药店(集体)、中华药房(集体)，青年医药经理部(集体)

9，长春中西药门市部

J．O，长寿堂中药店 ’7

Jl，益寿堂中药店

．12、延年中药房

13、向阳中药房

14，新华大药房

健康药房(集体) ·

，15．中原药房

，16，新草药店

r17，花园路中药门市部

花园路西药门市部

18，华丰药房(集体)

19、亚洲药房、

20，人民药房

21、工农兵药房

工2，康复药房，解放中路小批发部

，23，经七路医药门市部

24、老坟岗医药门市部

25、福寿街青年经理部(集体)

26，黄河路小批发部

，27，劳动市场小批发部

2跃化学制药厂

经二路

金水路90号

中原东路109号

大同路东段路南。

大同路东段路北

南大街38号

南阳路l号

德化街

北二七路185号

大同路126号

乔家门89号

解放东路30号

向阳路106号

金水路54号
7

金水路55号

嵩山南路23

太康东路24号

花园路市场

花园路市场

解放西路64号

北二七路8号

大同路68号

福寿街84号

解放中路72号

经七路3号

老坟岗市场

福寿街

黄河路24号

碧沙岗二街91号

优胜南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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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药小厂

中药制药厂

中药制药小厂

嵩山制药厂

嵩山制药小厂

卫生材料厂

医疗器械厂

医疗器械二厂

黄河制药厂

化学试剂一厂

化学试剂二厂

金水药厂

生物化学制药厂

喷雾器厂

省假肢厂

郊区医药公司

红旗路

陇海西路

南门东拐

工农路183号

建设路

西陈庄后街

城东路

伊河路．

郑新路

农业路

东里路

经八路

南阳路

经八路

经二路

解放中路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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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郑州地处中原腹心地带，历史悠久，北临黄河，邙山，西依嵩山，东面和南面是黄淮平

原，介于东经112。427～114。147和北纬34。167"-,-'34。587之间。属淮河流域。气候温和，土质

肥沃，适合中药材生长繁殖。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有通往全国空中航线，是

我国重要交通枢纽之一，为省会所在地，是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的中心。

全市辖有中原，金水，二七，金海，上街、新密、郊区，管城回民自治区和荥阳、巩县，密

县、登封，新郑，中牟共八个区六个县，总面积为7．447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1053平

方公里。早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郑州已经形成了城市。西周称管国，汉时属河南郡，隋

朝始称郑州。以后历代屡经变革，先后称荥阳郡、管州、西辅、管城、郑县等，1928年改为郑州

市。公元1906年，京汉，陇海两铁路在此相继交合后，商人、外国传教士接踵而来，使郑州

逐渐成为一座商业城市，同时电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我黄淮流域农副产品与推销其工业产品

的重要据点。未通铁路前，街道狭窄，道路弯曲，具有十八世纪古城镇浓郁色彩的小集市，

药市以中药铺为主，分布在东大街、德化街、顺河街(解放路)一带，比较大的药铺有。天芝，

堂骨(据说创建于明朝)，_义和堂竹、。钧济堂”、。义庆长”等10家，从业人员119人。1920年后，城市

迅速发展，商业布局初步形成，医药商业逐步发展起来，1928年第一家中药材货栈“普利公"

药栈成立。1930年西药房有“中法"药房、“中华”药房、“中西，，药房等6家。中药铺有

19家，从业人员155人，“天芝堂’’、“大生堂"、“同仁堂’’都是比较有名的中药铺。嗣

后，由于郑州交通便利以及各种市场条件如金融、货栈等业比较完善，药材行业继续兴起。

1931年有。豫成德”药材行在郑州成立，经理张德子，以后家数日多，计有“瑞胜昌”、。复顺正修，

“汇源长"、。大圣昌骨、。利通”等8家，年成交量约300万元以上，取手续费5％(买方1．5％，卖方

3．5％)。同年成立了“郑州药材骡马大会，，，每年会期一个月，在秋季举行，地址在以塔湾

为中心东大街一带。会期，全国药商云集于此，各地药材直接运郑，进行交易。禹县药商见

此情况，争先恐后迁入郑州。至1937年有药栈(行>17家，从业人员950人，资本约30，000元，

年平均进货量为300万公斤，销量225万公斤。中药铺发展到31家，资金为42，000元，从业人员

210人，其中设有座堂医生的约8家，并代客煎药，兼营丸、散’I膏、丹，以“大生堂”、。天芝

堂一较有名。天津达仁堂在郑设有分号，所经营的药品，价格虽贵，但因质量信得过，颇受群

众欢迎。专门经营人参、鹿茸等贵重药品的，在德化街、敦睦路各有一家。药材行业己相当

发达。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开始，交通阻隔，市场萧条，药商相续歇业或迁往外地经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药业逐渐恢复，药栈(行)计有“正生玉黟、“协盛昌一，“玉兴隆修，

。同顺恒"等20家，原有的药栈有“豫生长修、“利通一、“公和永"等12家，行栈合营者

有“普庆长正记"一家，共计33家。全年进货量达125万公斤，销售量为100万公斤，分别为

抗战前的41．5％与44．44％。以上各行、栈主要分布在南大街、东大街，盐店后街、唐子巷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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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至194
8年中药业的传统经营方式，逐渐臻于完善，按其体系性质分药栈，药行，行商

和中药铺四类；

其一，药栈。俗称“棚帮一，又称“拆货棚，，。有口置成一、_信义恒"，“同义刀；，

再同春’’、“豫生长弦、“三泰和一等ll家药栈，分设在南大街和盐店后街。备有多达数百

种粗细药材和各种丸散类、将购进的粗细药材，按照处方进行加工、研、磨、烹、炼，配制
成各种丸、散，膏、丹。还有参茸和其它珍贵药品等，在市场上出整分零的形式经营。

其二，药行。俗称4行帮黟。主要业务以代客：买卖为主，行内除备有少许活动资金代客

支付零星费用外，就只有几杆秤和一些代客接洽交易、提取货物的伙友、店员。当时有“普

庆长"、“大盛昌"，“敬益恒一，“协昌，，、4信孚一，“会元长"等十六家药行，分布

在南大街、盐店后街，磨盘街，唐子巷、东大街等。

其三，行商。系经营贩运各类药材，通过药行进行交易。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恒春一，

“天德源弦、“三德合一等家。这些栈、行和行商，除以上经营方式外，还有。囤积居奇，’

垄断面场。以蕊价将货主一时销不出的中药材购进，垄断市场，然后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转

用货款。即对寄卖的药材，卖后货款拖欠不清或对某些买主先钱后货作代购，不要本钱做生

意I赊销·即暂时不要饯，按期结帐。经营方法，各地客商来货，全部落卸在(行)栈中，

只取一定数额的佣金。存货不论日期长短，’一律不索取费用。不愿销售亦不给栈租。交易时

全系明码，不要黑码。并有义务替客商暂付运费，短期内由客商归还。药商交易规定四个月

一结帐，分别为农历四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二十日进行结算。双方恪守买卖信

用。秤规。川广货均以新秤折合老秤，并按货色除皮扣算，山货如黄芩，防风，柴胡等，按

八折皮扣秤，但有的如款冬花，猪苓等则不扣。广货按八七扣。川浙货按)kl匹l扣。药商的交

易，都是在“赶场矽与“会客，，中谈价定盘的。每天早饭后，各药号和客人均川流走动，将

新到货物和所需货物告知行中，接洽交易，这叫“赶场”。晚上，他们到各药号和药栈中去

会客人谈生意，这叫“会客"。药材行的收费，除佣金(手续费5％，其中买方1．5％，卖方

3-5％)外，尚有：加息余额。如药行借款为一分三厘，给客人则按一·四至一·五分计算，

其差额称加息余额，损税余额。代客报税时，因系零扣整数缴纳，其间所剩余额，客商在行

中所交伙食余额及所给的赏金(又称小费)系给店员服务的酬劳金。

药材来源及周转情况。我省所产药材，以银花为出口大宗，行销东南亚各国。内销除我

省各县外，还远销北京、天津、上海、汉IZl、杭州等地。约占销售额的70％。药材种类繁

多，来源地区各异，主要可分。川广货、如川芎、藿香、陈皮等。经汉口运郑，分向东西转

运，西货。如当归、大黄，甘草等，由西安运郑，分向南北转运，关外货。如鹿茸、人参、

高丽参，出天津、北京运郑，转运鳆南’省产红花(延津、鄢陵)，银花(密县)，柴胡、

黄芩，防风等，大多先褒中于郑州暑，再向外转运。西货当归、大黄与密县银花为全国所

髂，备地药声多来郑采!《57。

其四，中药铺。主要经营饮片、兼营丸，散、膏、丹。至19,4=8年，城区内有大小药铺32家，这

些药铺人数不等，大的约有lo一15人，小的仅2—3人。有独家经营，也有合资经营，有的

只搞零售，有的搞批零兼营。经营方式，大致相同。主要店(堂)经营特点是。重视药材质

量，讲究加工炮制，在切、炒、炮、炙上严格遵守古inl。该切顶刀片、顺刀片、斜刀片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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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如当归要分当归头、当归身，当归尾，全当归，，切片时，归头是顶刀片，j巨身是

顺刀片，归尾是斜刀片，全当归是混合刀片。一个槟榔个，要切几十片、．甚至上百片，“片如

纸薄，要求刀刀见片，片片见边。在泡药材时，重视少泡多润，以防药性伤水流失。对挑、

拣、筛，簸，从不省略。土炒、麸炒、蜜炙，醋炙，酒炙．炒炭讲究炮与存性，加工熟地必

用铜锅、铜笼，九蒸九晒，一遍不少，加入黄酒、砂仁，一两不缺。设座堂医生。比较大的

药铺如德化街的“同仁堂一，长春路(现二七路)的“大仁堂，，，大同路的“晋泰矽

和“大生堂打，乔家门的“林茂春"，东大街的“天芝堂一等设有座堂医生，诊断处

方，在本店拾药。有的店(堂)和店外医生搞好关系，医生用暗药名处方，指定到该店取

药，该店给医生一定报酬，多数药铺前店后作，以传统验方或秘方加工丸、散、膏、丹等

药。也有的代客加工I价格上各行其事，一般加30％为批发价，零售加50％。有的叫十两归

本(即十六两为一斤，卖出十两够成本)六两为毛利润。对紧缺俏货、贵重药品，则是随意加

价。正如俗语所说s “黄金有价，药无价一，对顾客热情接待，笑脸相迎，起立让座，递烟

倒茶，语言和蔼、恭敬，如遇中，小店顾客或医生上门，酒肉相待，留店住宿等，以招徕生

意，赊销。对于中小药店进货，一时无钱，可以赊销，分期付款或下次进货结帐。

自京汉、陇海两铁路在郑交合后，西医西药相继传入郑州。1909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

医生劳莪担来郑州行医传教。初在盐店后街租赁民房开设诊所，用西药治病，是城区西药传

入之始。1912年意大利传教士贾师谊等人，在慕霖路(现解放路西段)创建了“天主堂医

院"。随着西方教会来华传教、开办医院，西药相继不断传入，逐渐出现了西药商业经营。

城区于1915年(民国四年)始设第一家西药房，即“中西”大药房，位于大同路路北，门面

三间，掌柜田志斌，从业人数6人。以后又开设了“中法一药房和“中华’’药房。l 9 2 6至

1930年，又陆续开业者有“良济，，药房、“陆太和"药房、“五i}}l，，药房三家。当初的西药

号称“洋药”，价格昂贵，如一支德国606针剂，就需要银币四，五元。使用者只能是少数

军．政官吏，地、富、豪绅，贫苦人民一般使用不起。因而西药商业发展也较缓慢。以后西药大量

进口，国产少量西药相继问世，加上西药治病迅速有效，如头痛发烧，服“阿颠匹林，，后，

即可发汗祛病。所以得到群众普遍信任，西药生意日益兴隆。1934年在德化街开设了“大

华，，药店，西大街开设了“复华矽药店，大同路开设了“大有，，、“太和，，药店。至1937年

全市西药房发展到14家，从业人员43人，资金12，518元。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停业，有的

外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药开始兴盛。1946年为22家，1947年增至38家，1948年

发展到56家。其中。大同路有“新亚彦，“中西”、“建国"，“中法"等17家，德化街有

“益友"、“大华"、“复华玎等12家I钱塘里有“台湾斗、。五洲修：“万国"等7家I开

泰东里、北里有5家，长春路(现二七路)3家，西大街、福寿街各2家，乔家门、太和街

各1家I其它顺河街(现已拆除)，西关等处有6家。独资经营者40家，合资经营者11家。

资金为87，420元，从业人员为219人。此期间，郑州无翩药工业，经营的药品、器械，主要是

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用邮寄或火车运来。经营的特点：张贴广告，介绍药品的性能，争

夺医药市场，礼貌待客，服务周到，日夜卖药，便利群众，讲质量，重信用。当时西药价格

昂贵，如盘尼西林针剂，一支的价格相当于25公斤小麦的售价。遇有紧缺商品，药店随市易

价，一物多价，甚至数倍相差，为蒙骗顾客，一些大药房以暗码标价，如天生药房以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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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药公司，统一经营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等医药产品。医药事业迅速

发展，1965年公司的年总购货额是2547万元，为1956年779万元的3．27倍，销售额是2735万

元，为1956年775万元的3．53倍。为发展祖国遗产的中药材生产、收购工作，1956年建立了

“中药材收购部，，，负责药材的生产、收购业务。1958年市公司和郊区公司组织了“中药材

普查工作队’’，对郊区的药源情况进行了全面普查。1959年开始中药材种植。1969年郊区共

生产药材417种(包括家种和野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先后从外地引进试种了近百种名药，

引种成功的有。 “生地一，“山药黟，“菊花，，，“怀牛夕蟹，“白芍打、盥三棱罗。等7251'药

材，有的已达到优质高产，1978年仅“三棱，，一个品种产量30万公．斤。进入市场销售达70余

种收购量约50万公斤左右，价值50余万元。1959年在东郊司家庄征地100亩，建立了中药材种植

试验场。62年改为养鹿场，年均产鹿茸60余公斤，1982年后，由于鹿茸滞销，鹿场连年亏

损。市医药局决定，将该场改建为药品仓库。在零售经营方面，各门市部开展予夜间售药、

代客煎药，寄药，代量血压、体温、小伤口包扎，出租吸奶器、’大便器等一系列方便顾客的

服务项目，广大群众比较满意。

“文化大革命一期间(1966m1976年)，由于“左"倾路线影响，医药商业受到了干扰

破坏是严重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各项规章制度被废除，为顾客服务项目处于自流状

态，官商作风严重，市场上出现了买药难的局面，‘特别是药材生产受到破坏，野生药材上市

大大减少，紧缺品种经常在百种以上，给人民防病治病造成了很多困难。

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使医药商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

系，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整顿等工作，+使医药商业得到比较快的恢复。1982年公司内设有业

务，计财、总务基建，组干、宣传，保卫，工会，共青团和办公室，9个科室，下设有四个批发部。

中药批发部(包括一个饮片加工厂)、西药批发部、医疗器械批发部、化学试剂批发部。五个零

售商店(包括13个中药门市部和14个西药门市部)t中二七商店，北二七商店，劳动市场商店，

新药商店(集体)，知青商店(集体)和一个养鹿场。共有职T_777人，其中集体工143人。同

年为搞活经济，解决职工子女中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公司决定，将l酉药批发部在德化街用

房交集体租用，省医药公司为其子女就业，将福寿街营业房交集体使用，并投资13万元，成

立了集体性质的知青商店，安排待业青年80余人。后发展为劳动服务公司。全体职工，遵照

党的搿三中全会"的路线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及“对内搞活经济，对外

实行开放"等政策，结合公司实际，主动调查市场情况，充分发挥优势，广泛开展业务活

动，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1983年全市利润完成428万元，比1978年265．3万元提高了

65．5l％。经营商品有6562种，其中·西药有抗菌素，磺胺激素、维生素，解热止痛、抗癌，

避孕等1400种，中药材有根茎、果实，全草，花叶、菌藻、动物、矿产等654种I中成药有丸，

散、膏、丹，片，酒，糖浆等501种，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等1507种，化学试剂有无机试

剂，有机试剂等2214种，玻璃仪器有烧器、皿管、瓶类、量器、高真空等286种。总购进额

6575万元，比1978年的5683万元增长了15．70％。商品主要来源：从本市各制药厂购进的占

44％，从上海、广州等地购进的占35．38％，总销售额7380方元；比1978年的6060万元增长

21．78％，其中·纯销4174万元，增长41．16％，西药类总销售额为3662万元，占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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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1390万元，占18．83％，化学试剂257万元，占3．48％，玻璃仪器81万元，占1．10％

中药材552万元，占7．48％，中成药1438万元，占19．49％。至1985年底，城区医药商业共有’

职工853人，其中集体3：173人，通过企业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商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

都有了较大提高和改进。各批发部和零售商店设有专职联络员，对各医疗单位进行联系，送货
’

上门，调研群众发病和用药情况，帮助医疗单位解决急用药品的供应，及时调剂余缺，介绍i

药源新品种等。零售药店，认真执行营业人员的规章制度，不断增加新品种，开展了夜间售 ，

药，代客煎药、寄药，代量血压、体温，小伤口包扎等方便群众的项目。

中药材贸易货栈(行)，从1926年开始兴建，几经起落，1937年发展到17家，抗日战争。

开始大部停业搬迁l战抗胜利后到1949年发展到57家，从业人员732人，经过_三反¨五反骨和：

对改造私营货栈已停业或转业。1951年和1961年国营商业曾两度开设“药材信托部胗，开展

代销业务，1963年奉上级指示，全部封闭。1980年后，国家医药局调整了药材购销政策，对

三类药材全部开放，自由购销，议价买卖，有升有降。这一政策贯彻后，药材货栈(行)再一

次兴起。1985年，城区共有药材货栈(行，公司)22家(集体19家，个体2家，国营与集体-

联营1家)从业人员225人，资金170万元，月销售额80．5万元。 j

锯放前，郑州市的医药工业十分薄弱，除芦医庙的肥儿丸，宋家烧伤膏药，黄家眼药有点．

名气以外，一般只能加工炮制一点中药丸、散之类。其生产方式和规模一直局限于手工作坊 口

势态。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推动下，揭开郑州市医药工业发展的序幕。1951年一

由革命残废军人孔祥甫等五位共产党员，在政府支持下，把各自的残废金凑到一起。办起了

裕华卫生材料厂(现郑州卫生材料厂的前身，该厂于1952年收为国营)。同年9月，中药行

业大仁堂经理李德琛联合全市48家中药铺集资3l万元，予南大街办起了中药联营制药厂(现．

郑州中药厂前身)。继之，1953年有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大专生为主办起了省卫生厅医疗器一

械修配组(现郑州医疗器械厂前身)。1958年，由商业厅工业品局副局长王振中同志牵头，

从厅属医药系统选调了一批业务骨干，组建了商业厅兽药厂(现郑州化学制药厂前身)。与

此同时，市人民政府为解决全市六家国营棉纺厂及制药用淀粉问题，确定在西郊建立了郑州

淀粉厂(郑州嵩山制药厂前身)。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的不断发展，郑州市先后出现了一些 {

区办，校办和厂办的集体性质的医药工业企业，由于当时医药工业缺乏统一规划和统一管

理，有的已中途因故停业，但是也应看到，这批新生的医药工业企业，对推动城区医药工业

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它们当中，郑州第一化学试剂厂，郑州第二化学试剂厂，船

州黄河制药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长、发展和保留下来的。城区医药工业的不断发展，从根

本上改变了我市历史上没有医药工业，长期依赖外援的面貌。至此结束了数千年传统的前店后

作、制售一体的医药生产方式，初步形成了以中西制药工业为主的、器械、化试全面发展的

医药工业体系。截至1985年，郑州城区内共有医药工业企业22家(含集体ll家)，其中t化

学制药厂(含生化)18家．中药制药厂2家，医疗器械厂(含卫生材料)7家，化学试剂厂2

家，玻璃仪器厂1家，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医药工业队伍，拥有职工6362人

工业总产值达9093．5万元，实现利润710．6万元。累计生产医药产品300余种，其中获国家银

质奖的1种，部级优质产品2种I省级优质产品奖的6种。除供应本市本省外，郑州中药厂的热

参气雾剂，脑灵通片，双料参鹿乌鸡白凤丸I嵩山制药厂的玉米淀粉和卫生材料厂的精制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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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等还远销香港和泰国、‘新加坡、‘欧洲共同体等地区和国家。 ．

．建国后，由于医药行业长期处于多头领导，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中未能形成统一管理的

专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成长和在医药经济领域中的能动作用，出现了产销脱

节，比例失调。为了加强医药统一管理，国家医药总局成立之后，郑州市医药管理局于1979

年lO月正式成立，原隶属郑州市煤炭化工局的“郑州化学制药厂黟，“郑州嵩山制药厂筇，

“郑州中药厂一，原隶属郑州市纺织局的“卫生材料厂，，，原隶属郑州市电子局的“郑州医

疗器械厂’’，原隶属郑州市中原区的“第二医疗器械厂一，原隶属郑州市第一商业局的“郑

州市医药公司一，归属医药管理局领导，实行产供销及人财物统一管理。编制7人。与医药

公司合署办公，业务大部分由公司各科室承担。1984年，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市

管县，扩大城市辐射作用，继荥阳县划归市领导后，“新郑，，、“登封，，，“中牟∥、。巩

县"，_密县，划归郑州市领导。同时对上述县的医药公司均实行业务领导。原隶属开封地区

的“孝义制药厂"，。予新制药厂"划归药局直接领导。同年7月，根据“政企合一一精神，医

药局由经营管理型改为经济实体，和公司正式合并，实行两块牌子(郑州市医药管理局，郑

州市医药公司)，一套班子，内设工业，商业、财务，技术、组干，工会等13个科室，计

83人。至1985年底商业城区有郑州市药材、医药两个批发公司和劳动服务公司，有职工

853人。郊区和市属六县均设有医药公司，有职32308人，共同承担全市的医药批发、零售业

务。全市医药工业共有22家，职工6362人，其中市属7家，职2114734人，生产化学药品228个品

种，中成药161个品种，卫生材料厂7个系列15个品种，医疗器械40个品种，年工业产值9093万

元。医药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还有7个产品远销美国、欧洲共同体，东南亚一些国家和

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市历史上没有医药工业，长期依赖外援的面貌。

根据(198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医药企业各

自初步进行了整顿，在市医药局和市医药公司合并为一个机构后，充实加强了各级企业整顿

领导班子，J人1984年10月全面开展企业整顿，至1985年12月全市医药系统予算内工商企业

19个。其中：市属工商企业9个，县、区属工商企业10个，全部验收合格。通过整顿和经济体制改

革，调整了各级企业领导班子，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缺乏开拓精神的班子，作了调整，

实现了新老交替。进一步建全完善了指挥系统和经济责任铡，经上级批准实行了厂长负责的

“化学药厂万、“予新药厂"、“卫生材料厂一，。孝义药厂一，“中药厂一五个企业，扩

大了计划安排业务经营权，工资奖金使用权、干部管理权、职工调配权，技术改造基本建设

权，财务资金管理权、机构设氍权等，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承包，利奖挂钩”的经营承包责

任制。通过整顿、改革、开放、扩权、提高了干部、职工素质，坚持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

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原则，实行人定岗，岗定责，在打破

u大锅饭，'方面迈出了一步。从而调动丁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1985年全市医药工业产值完成7824万元，为计划的104％，完成利润469．5万元，为计划的

130．9％，商业总销售额完成7945万元，为计划的103％，税利完成343．1万元，为计划的

103．28％。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全市的医药科技工作发展迅速，六十年代郑州市的医药工业比较年

轻，由于技术人员少，生产设备落后，只能生产一般片(丸)剂、针剂，散剂。随着生产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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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发展和科技队伍的不断扩大，郑州市化学制药厂子71年建立新产品试制室，79年扩建为

中心试验室，先后有右旋醣酐，复合氢氧化铝，三硝基甘油，淀粉酶，乳酶生，维生素B。，

安妥明丙二酯、冬凌草等投产。郑州中药厂先后试制成功了热参气雾剂，清热解毒片等八种

新产品，完成主要科研成果17项，其中。复方山银片，青蒿抗疟研究、热参治疗慢性气管

炎、清热解毒注射液、棉花根防治慢性气管炎、热参气雾剂、乙脑静脉注射液等七项获河南

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截至1985年底，全市医药工业企业实有科技人员372人，占职工总数的

8％(其中工程师级31人，助理工程师级91人)，比1958年增加了96％。现有中药研究所一

座，编制十人，对郑州市发展中药生产，工艺改革、试制新产品，设计装璜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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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医，药商业

郑州市的医药商业包括中药和西药两大行业。中药业经营中药材和中成药，历史悠久。

西药业亦称新药业，经营药品、医疗器械、化学试剂和玻璃仪器，始于1915年。中西药业各

自独立，界限分明。1948年前，全市的医药经营，全为私营店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

过对私改造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医药商业形成了以国营为主体，集体经营为补充的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中西药业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章药品经营

解放前，郑州市的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制药工业是项空白，西药经营以零售为主，货源

依靠外埠购进。中药材的经营，由于郑州交通便利，从1931年，药材市场由禹县转到郑州，

除抗日战争影响外，药材贸易比较繁荣。1948年后，城区的医药工业和医疗事业发展迅运，

因而医药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由零售转向批，零兼营，以批为主，保证全市防病治病的需

要。同时，地方产品在商品经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购销总额逐年上升·

1983年医药商品总购进6，575万元，比1973年增长了15．69％。商品主要来源有。从本市

各制药厂购进的是2，893万元，占44％。从省外主要是上海、江苏、广州、北京，天津购进

的是2426万元，占35．38％。从农副产品主要是中药材收购175万元，占2．66％。从各地市兄

弟公司购进的占17．96％。商品总销售7，380万元，比1978年增长21．78％。其中：纯销4174万

元，比1978年增长41．15％I西药占43．29％，医疗器械占17．1l％，化学试剂占5．87％，玻璃

仪器占1．87％，中药材占9．77％，中成药占22．09％o随着卫生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医药商

品经营品种也有很大增长。1983年公司经营的商品有6562种。其中：西药1400种，占21．33％，

中药材654种，占9．97％，中成药501种，占7．63％-医疗器械、卫生材料1507种，占22．97％，

化学试剂2214种，占33．74％，玻璃仪器286种，占4．36％。1985年购销总额比1953年增长了

6．07倍，销售总额增长了6．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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