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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0

序 言(一)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出版发行，是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

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早在5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

的中医进行研究”的重要指示。为了继承和发展我省中医药事业，造福于

人民，省内仁人志士、博学贤哲汇集哈尔滨，创建了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

究所，1985年12月更名为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至今已走过风风雨雨50年

的历程。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o”在这50年里，黑龙江省中医研

究院的同志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荜菇蓝履，艰苦奋斗，使如今的中医

研究院成为我省集科学研究、医疗、教育为一体的省级中医药科研医疗机

构。中医研究院开发的“满山红”、“双黄连”、“刺五加”等一大批具有较

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中药，疗效卓著，名扬海内；取得的“张琪学术

经验的研究”、“古典医籍《针灸大成》的整理研究”等一批学术成果，对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立足龙江，贴进实际，在治病救

人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荣获“全国卫生战线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在中医

教育方面成效显著，不仅院内涌现一批中青年骨干，而且为国内外培养一

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为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

省中医研究院建院的50年，是我省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50年，是党的中

医药政策普结硕果的50年，也是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的50年!

希望《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的出版发行，能够让人们对黑龙江省

中医研究院的发展历程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进而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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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一定会高举中医药

大旗，不负重托，再创佳绩!

一2一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07年6月 哈尔滨



序言(二)0

序 言(二)

在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50年院庆之际，《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同

时问世，令人欣喜，我愿为之祝贺!

作为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的志书，《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记述了

从祖国医药研究所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黑龙江省中医医院)的发展轨

迹，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党的中

医药方针、政策的光辉；记述了作为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医疗、教育排

头兵之一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的现实状态，显现了她如日中天的勃勃生

机。不论从总结经验方面看，还是从展望未来方面说，《黑龙江省中医研究

院院志》的出版发行，对该院及全省中医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其资治、

存史和可鉴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中最为璀璨的瑰宝，曾经为中华乃至世界人民的健

康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省中医研究院院志》所记述的历史真实，可作为佐

证之一。今天，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医药在与现代科学的融合中创新

发展，愈加显示她蓬勃的生命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时代进步的需要，

是人民健康的需求，是历史赋予中医药界朋友的光荣责任。我真诚希望，

省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牢记毛泽东同志“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

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牢记党和政府的嘱托，在中医

药的科学研究、临床医疗、教育方面悉心进取、创造不愧时代的新鲜业绩，

将“祖研名牌”唱响神州，推向世界。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它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目标，并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十分鼓舞人心。希望全省卫生界，特

别是中医药界的朋友们，珍视时机，乘势而上，将我省的卫生事业和中医

药做强做大，为全省、全国及至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书写新的辉煌。

成绩往往属于过去时，而困难常常属于现在时，品说成绩，勿忘居安

思危，谋筹未来，需保持清醒头脑。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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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o望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继续高

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

学发展观，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一2一

～一⋯枫厅长弋
20Cr7年3月 哈尔滨



序言(三)0

序 言(三)

欣闻《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下简称《院志》)脱稿暨黑龙江省

中医研究院五十年院庆在即，二禧双至，谨表衷心祝贺，并愿为《院志》

序言数句。追忆往昔，1957年，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刚刚建立时，是

一个仅有50人和800平方米房屋的小所，而今，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已发

展成为集科研、医疗、研究生教育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中医药科研医疗机

构，其成就可谓辉煌矣。

展读《院志》之余，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溯本求源，祖国

医药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谓“国粹”，被人们美誉为“国宝”(与京剧、国画齐名)，中华民族赖以

繁衍昌盛，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还承担着我国人民的健康保健任务，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49年建国以来，毛

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并制定发布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

政策。党中央三代领导人和胡锦涛总书记都为中医事业发展批示和题词，

把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2003年国务院又颁布《中医条例》，为此，

中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高等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像雨后春笋一

样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培养了大批高等中医药人才，并取得了大量可喜

的科研成果，从而使中医药事业得以复苏和兴旺。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就

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诞生的。

这部《院志》上起1957年，下迄200"／年，谭概了五十年的历程。五十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来说，却

是极其宝贵的年华。院志较全面、细致、准确地记述了黑龙江省中医研究

院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所改院(1985年)的沧桑变化和艰苦历程。这

期间，取得了如刺五加、满山红、双黄连粉针剂及宁神灵等数以百计的获

奖科研成果，造就了像张琪、高奎滨、张缙等老一辈中医药针灸名医专家。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

一1一



0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

步，事业的发展，将来还会造就出更多新时代的中医药专家，取得更多的

科研成果。为振兴中医药事业，为振兴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再创辉煌!

可以看出，《院志》在编修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突出社会主义科学

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文章几易其稿，

体现了编史修志的审慎缜密的良好文风。这是一部很好的《院志》!是一部

很成功的《院志》!

我为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过去五十年取得的成绩骄傲，同时也对中医

研究院更美好的明天充满希望，故乐为之序。

一2一

黑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

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局长

2007年3月哈尔滨



序言(四)0

序 言(四)

在全院职工热烈庆祝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的时候，《黑龙

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在欢歌笑语声中出版发行了，这是献给院庆五十周

年的一份难得的厚礼。《院志》的付梓，本来就是省中医研究院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且适值五十年院庆，真是锦上添花，可喜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而盛世修志最为人所称道。

志书所记述的自然、人文、历史，有察古、辨今、资政、教化的功能，因

此，编纂志书是一项继往开来、彪炳古今、惠益当代、福盈子孙的千秋大

业。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志》在编修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突出了社

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比较全面、准确地记述了自建

立祖国医药研究所以来，省中医研究院的沧桑变化和风雨历程，展示了它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其中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总之，这部《院志》对于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很有鉴戒和观

照意义。充分运用《院志》，发挥它的资照作用，对省中医研究院从领导到

职工来说，都是颇有益处的。

这部《院志》上起1957年，下限断至20cr7年初，恰好50年的光景。其

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由祖国医药研究所改为中医

研究院，时间不算长，但事情很多。经过全院同志的呕心沥血，方使它日

臻完善。在此，谨向参与《院志》编修的各部门和诸同志深致谢忱。当然，

鉴于《院志》编修本身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加之资料搜集、编纂水平方面

问题，肯定有诸多不足之处，诚请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及中医界同仁

批评指教。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庆祝建院五十周年之际，我

们感到欢欣鼓舞，一方面，我们为中医研究院过去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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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中医研究院明天的辉煌充满信心。我坚信，在全国提

倡“以人为本”、高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激动人心的旋律中，黑

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也一定能与时俱进，谱写更新更美的乐章，从而为下一

个五十年续志增添我们这一代人的光彩，书写新时期更灿烂的诗篇。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一2一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长

2．007年3月 哈尔滨



凡 例0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坚

持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着重记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五十年里，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轨迹。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起自1957年，下限止

于2007年初。大事记、人物、特载下限适当下延。

三、本志主要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三部分组成。专志横分门类，按

事物性质分门别类编纂；竖写事实；层次为章、节、目、子目4级设置，

即：各章为一级排列，章下设若干节，有的节下置目，有的目下设子目，

均以条目式展开记述。有的章前有无题小序，不求划一。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志为主体，专章

以记为主．辅以图、表。

五、本志资料源于档案、历史文献、报刊部门提供的资料和证书等，
“口碑”经筛选、排比、考证后载入，翔实可靠。

六、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使用规范简化字。

七、本志称谓，时间——通用公元纪年；单位——首次出现为全称，
多次出现用规范化简称；人物——直呼其名，个别配以原职务、职称。

八、本志数字、表格、标点符号、计量单位执行国家标准。志中涉及

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并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个别属历史上的计

量单位遵从习惯。

九、本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事本末，以历史纵线提挈全志内容；

概述为横剖纵述概览全志始末。特载和附录，辑入不便入志且应存入的重

要史料。

十、本志采用以事系人方法将人物散记于相关章节中，同时，设专章

集中记述。本志的专志共11章54节，全书约48万字，附图2幅，照片近

200幅(含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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