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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志》是根据贵州省卫生厅1987年2月9日(87)

黔卫办字第6】号文“关于纂修医药卫生机构志的通知’’的精神而组织编纂

的。记述贵州省中医研究所1957年建所以来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侧重反映

科研方面的情况。下限到1987年6月。

在编纂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

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记、志、图、表、录组成，按篇、章、节、目的次序

排列。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的30年，道路是不平坦的。既有创业发展时期，也

有艰难挫折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通过回

顾，了解今昔，存史资治，供后者借鉴。

本书共分五篇。第一篇：大事年表、第二篇：沿革、第三篇：科研、

第四篇：人物、第五篇：经验教训。

我们水平有限，加以资料散失不全，错漏之处，请予指正。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所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7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罗克聪

建所而立年，艰苦戗业难；

合署十余载，光阴飞似箭；

重振旗鼓时，正值党拨乱；

科学春天到，百花竞争艳。

改革唤青春，临床基地建；

实验与临床，二者需相兼；

振兴中医药，努力齐攻关；

希望寄青年，旧貌换新颜。

一九八七年、春



概， 述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位于贵阳市市东路1号。是贵州省卫生厅领导下的一所中医药科研机

构。

本所于1957年3月15日经省政府批准成立。主要任务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开展中医中

药的整理、总结、研究、推广工作，着重应用研究、防治疾病，为人民的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服务。建所初期叫“贵州省中医药研究所”，地址在贵阳市环城西路公山坡，当时建筑面积

1500平方米，包括实验楼、办公楼及部分生活用房。1958年改名为“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由于公山坡地势狭小，不能开展临床及药物栽培等工作，，经卫生厅批准，于1959年9月搬迁

到贵阳市市东路1号(现地址)。又遇三年困难时期，机构人员精简下放，行政管理上与贵州省

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贵州省中医进修学校合署办公；业务工作方面，设有文献研究室，药物研

究室，临床研究室，主要开展整理中医文献，中医门诊，中药凋查引种及药化，药理研究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在省政府、卫生厅支持下，于1963年起组织筹办临床医院，并予65年元月开

办60张病床的附属医院，成为临床科研的小型基地。设有肝炎、风湿等病房，开展肝炎，风湿等

科研工作。
、

1965年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贵阳中医学院。院址亦设在市东路l号院内，占用原

省卫生干校房屋。我所名称机构不变，人员编制另列保馨35人，与贵阳中医学院关系为“合署"

办公，但行政上属中医学院领导。

研究所与学院“合署”办公后，’我所附属医院的人员，设备全部合并到学院的附属医院，所

本部大量的人员、设备、图书文献、标本资料被调到中医学院，房屋被占用，临床科研工作停

顿，药物研究工作因人员设备条件不配套，只能维持在初步阶段。

10年动乱中，我所受到严重干扰，科技人员多数受到冲击，工作秩序被打乱，科研]：作被迫

中断。但科技人员仍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乡下厂巡回医疗及办中草药普及班，在止血药的研

制，慢性支气管炎病人普查及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草药物研究，镇痛药物的筛选及《贵州草

药》、《贵州药用植物目录》、《贵州中草药验方选》的编写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1978年6月，我所从贵阳中医学院分出，重新归属于省卫生厅直接领导，有了较大的发展。

到1987年6月有职工178人，其中研究员、主任医师3人，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副主任药师

15人，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44人。设有民族医药研究室(含生药)，中药化学研究室，中药药

理研究室，临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门诊部等业务科室，行政机构设有办公室， (含业务、设

备)，人事科，财务科，总务科。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贵州分会挂靠在本所内。

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大型精密仪器，如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液体闪

烁计数计，显微照相机，B超，微机，复印机等。为临床，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图书和资料不断增加，现有中外图书近3万册，订阅中外文医药杂志期刊400余种，并与全

国28个省市的医药科研，高等院校，医疗防疫等700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经常交流资料情报。

30年来，我所在中草药资源普查，品种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中西医结合研

一&r 。



究，民族医药调查研究，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和民间医药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工

作。人员素质，研究水平亦有所提高，科技队伍正按梯形结构逐步建立；化学研究从定性分析到

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药理研究从器官裁细胞分子水豫临床研究已开始从单纯的经验疗效观
察，发展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结合中医理论，进行疾病机理的探讨和研究。

1985年起，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我所的改革，已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干部聘任制，工

人合同制，初步健全了各类规章制度，建立了各级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和考核标准与办法，改革

了科研经费管理，实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及课题核算为中心的课题经济责任制，扩大了课题组长

在人、财、物方面的职权，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了全体职工的责任心，给全所带来了

活力。

1978年至1986年，全所共获得科技成果2l项，其中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次，省级科技成果奖

17项，厅级科研成果奖3项。

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我所还多次被评为南明区的文明单位。

1985年，经贵州省政府批准，中央卫生部拨款资助，在马王庙选址修建我所临床科研基地，

规模为200张病床，总建筑面积10088平方米，预计1987年底竣工投入使用。临床科研基地的建

设，结束了我所长期无临床基地的被动局面，将使我所成为全省中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的重要

基地。目前，我所广大职工、科技人员同心同德，满怀信心积极地为发展中医、振兴中医事业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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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

第一篇：大事年表

(1957————1987．6)

1、3月15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批复成立贵州销中医药研究所，编；bIso人。所长由省卫生

厅副厅长王聘贤兼任，副所长杨济秋。下设办公室，主任马振起；临床研究组，组长陈真一；药

物研究组，组长郑令芳；文献编审组，组长张叔骏。

2、4月，省财政于1956年初拨款20万元，在贵阳市环城西路公山坡修建的所办公楼、实验

楼，职工宿舍，附属生活用房等共计1350平方米竣工。

3、王聘贤所长将个人收藏的中医药书籍2000余种计10000余册(其中包括古医籍6000余册

借给所图书文献室使用。

4、6月，杨济秋副所长带领李采兰等4人，对贵阳市郊野生药用植物、进行调查、采集桥

本、历时2月。

5、9月、由马振起、陈家明、李朝斗组成的调查组、到惠水、长顺．在苗族老草药医罗德

发带领下，对猴子洞、九龙山等地进行调查，采集药物标本183种，历时12天。

6、12月，中共贵州省中医药研究所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武大觉(兼剐所长)

一九五八年

7、春、卫生部负责入郭子华到我所视察。

8、进行中医诊断法(望、闻、闻、切四诊)的文献整理’并开展了“三因八法"的研究整理!。

9、编辑出版《贵州省中医秘验方))第二辑，全书收集秘验方共24694、。

10、搜集国内20余省市地道药材并制作药材标本910种。

ll、抽国家科委张海道等人，会同组成萝荚木药物考察小纽，于11月在望漠县境内(南纬2

势度)发现萝荚木，写出了调查报告。

12、组建中药整理办公室，编写《贵州生产主要药材品名表》、 《处理中药混用晶的综合撖

表》。

13、与贵阳市中医院合作，开展中药荐草花、刺柏、忽布对肺结核的临床治疗应用及化学成

分研究。

14、与贵州省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中药枯痔散治疗痔疮的研究。

15、3月24I=t，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将省中医药研究所改名为“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由省卫生厅领导。

16、9月，开办中医门诊部，附设制药厂。

17、办中医函授研究班1期。

·8‘



一九五九年

18、2月，将文献研究组改为文献编审室，主任张叔骏；将药物研究组改为药物研究室．主

任林修灏．副主任郑今芬，续俊文．栩世群；将临床研究组改为临来研究室，主任陈真一、副主

任彭显光，门诊部主任陈真一(兼)，副主任马庆福。

19、制定研究所，室各项管理制度。

20、开展贵州产萝英木生药学、化学成分的研究及贵州民间药的整j：『!!研究。

2l、7—9月，召开了贵州民间医、草药医胯谈会、全钉各地彳丁名望的28名中革医参加，审定

贵州省常用草药标本、统一名称、交流经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贵州民闻药物》上集，计

200个晶种。 ，

22、8月12日，中共贵州省卫生厅党委决定省中医研究所、省中医进修学校、省西学中班三

个党支部合并，成立总支委员会，定名为中圉共产党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总支委员会，委员有武大

觉、范新华、马振起、马庆福、张朝荣。武大觉任总支书记。范新华任总支副书记。

23、开办中医进修班l期、学员57人。开办针炙班3期、每期3—6个月，学员共107入．

开办中医夜校班1期，学员53人。

24、12月，成立省中医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王聘贤、武大觉、程云深、陈真～‘、张

叔骏、肖海源、罗克聪、林修灏、曲严敏、郑今芳、彭显光等]1人，秘书石恩权。

一九六。年
25、组织人员到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中药苍雄丸、乌梅丸、常山丸等进行疟疾抗复

发的研究。

26、开办为期1月的气功训练班l期，学员50人。

27、开展无砒枯痔钉治疗内痔的临床研究。

一九六一年

28、编辑《贵州中医秘验方选集》l、2集，计方剂1005个。

一九六二年

2|9、编写《贵州中药志》

30、运用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开展对急慢性传染性肝炎的疗效观察研究。

31、开屣中医辨证论治对闭经疯妁治疗观察。

32、1957年招收的15名学徒，毕业lO人。

33．下放耩层王作16人，内部调整6人。 ．

34、完成《贵州民间药物》下集编写工作。全书收载贵州民闷药800种，分属146科、辐瞩。
35、撤消药物室化学组，该组并入贵州销药I钻检验所

36、与贵阳羊艾农场签订开展药物培植研究工作技术协作合同。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二年

37、3月，省人委二届45次会议通过任命程云深为中研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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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程云深；

徐运庚。

39、

40、

尚雪峰、

厚。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第二艏学术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王聘贤；副主任委员：尚雷峰、

委员：罗克聪、陈真一、林修灏、肖海源、许效达、刘子浞、谭绍尧、曲严敏；秘书

《贵州中医药学术资料}|__=编》创刊。

成立中药质精、巾药标本检查组。组长程云深；剐组长吴树清、林修灏；组员：李明彬、

陈真一、罗克聪、李采兰、高东凡、丁启厚、颜思训、罗执中。秘书：高东凡、丁启

4l、成立中医中药避孕研究小组。

42、省人委批准成立贵州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规模60张床，编制84人，拨款3．9万元，

将原贵阳医士学校教学楼改建为病房。

43、在市东路1号后院建立药用植物标本闼(5亩)，修建温室1座，引种344号约200余种

中药。

44、修建大门、围墙、马路、绿化环境。并将原流动医院饭厅改建为13问宿舍，扩建8间，

共计21间。

45、10月17日，贵州省卫生厅批复我所老中医、中药人员继承对象，即：王聘贤．(学徒；丁

启厚、唐永淑)，陈真一(陈云曼)，张叔骏(肖淑琴、万道三)，许效达(陈子章)、刘子浞

(唐建欢)，肖海源(王继导)，谭绍尧(刘丽华)，程云深(程志远、徐文慧)。

46、在云岩区医院开设中草医门诊部，以收治风湿关节炎为主，兼治其它疾病。

．47、急性传染性肝炎的临床研究工作报告(附：运用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对55例急性传染性肝

炎临床疗效分折)，由国家科委在《科学技术研究报告》上发表。

48、恢复药物室化学组。

一九六四年 一一

49、编写《农村常见病中医简便疗法》一册。

50、筹建中药药理实验窒。

5l、开展八角枫药化药理研究。

52、开展贵州石解原植物的调查研究。 、

53、省卫生厅、财政厅拨款7．1万元，修建丙型宿舍1幢，计800平方米。

54、完成《贵州中药志》初稿编写，搜集贵州产中药333种，其中植物药278种，动物药24种，

矿物药31种。分属116种，227属、422种原植物，24种原动物，31种原矿物。

55、 “无砒枯痔钉的临床研究，，、 “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治疗急慢性传染性肝炎的临床研究，，

《贵州中药志》、《贵』'I'l民间药物》通过所学术委员会鉴定上报。

56、75例复杂肛瘘应用挂线、切开式挂线配合切开的疗效分析，同属中医研究院痔瘘研究组

衙协作深题。资料报Ffi医研究院统一鉴定。

一九六五年

57、元月1日，省fI_I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开诊，设肝炎等专科。

58、元月1t日，：炎州省科教展览开展．全省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共展出20项，其中‘肆：；I医研
究所4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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