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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江西医药志》，顾名思义，乃江西医药事业发展历史的

记载。说到江西医药的历史，实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八百多年

前的樟树，就享有“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的美

誉．至今一年一度的樟树药材交易会，仍盛况空前，久兴不

衰。江西的现代药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

和关心，逐步发展起来的，迄今系统内外已有九十二个药厂，

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基本配套的医药工业体

系。医药商业网点遍布全省城乡，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达1436

价，南昌市黄庆仁药店数十年来以品种较齐，饮片质量较好

而遐迩驰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医药事业

有了很大的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医药工业产值平

均每年递增16．14％，以1980年为基础，将于1985年(提前二年)

实现翻一番，化学药品产量平均每年递增7．4％，中成药产量平

均每年递增14．17％；全行业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9．57％}

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6．6％。实现了速度、效益同

步增长。医药产品质量也稳定提高，共获国家金质奖—个，银

，质奖五个，金银牌总数占全省的近五分之一；部优质奖十个，

省优质奖50个。研制成功了安脉生、联苯双脂、牛磺酸、核糖

霉素、维生素D：、维生素C磷酸脂镁、清热安宫丸、复方柳菊

片、口服宫颈炎片、白金降脂丸、白花败酱感冒冲剂、人工虫

草茵、九华栓等新药29种，其中有17种已经省药政部门批准投

入批量生产．技术改造五年共投资6500余万元，取得了较好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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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受到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表扬。综上所述，江西的医药事

业真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成长迅速，值得我们认真编写、

总结的。尤其是在实现新老干部交替中，总结老一辈同志在革

命建设工作中的宝贵经验，使之发扬光大，后继有人，是一顼

十分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组织编写这本《江西区药志》，

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建国以来的成绩，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工

作确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编写这本《江西医药志》，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全省医

药行业广大职工的意志，奋发精神，再展宏图。我们回顾过去

有很大进步；向前、向外比较，差距很大J展望未来，任重而

道远。胡耀邦总书记对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江

西经济发展速度应当略高于全国发展的平均水平”，“更大胆

的对外开放，更大胆的对内搞活”。这同样适合于江西的医药事

业．江西是一个资源大省，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这是我们的

“国宝”。据最近中药材资源普查达七百五十余种。有全国闻“

名的最大淡水湖一一波阳湖，龟鳖，珍珠都可以大量养殖；泰

和武山的白毛乌骨鸡驰名省内外；赣南的糖蜜资源，可以制成

酵母系列产品，如维生素D。等。我们要发挥江西的资源优势，

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商品优势，经济优势。通过编写出版这本

《江西医药志》，做到以我为主，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博采

众长。坚持依靠政策和科学，依靠技术进步，积极培养自己的

科技人才，大力开发医药新产品，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

开创江西医药事业新局面。

《江西医药志》作为我省医药行业第一部综合性、资料性

的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强调“写实”，力求做到事实清

楚，反映客观，数字准确，重点突出，阶段分明，体现发展，

展示成长．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推动我们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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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防病治病、康复保健、计殳J

生育、自然灾害服务。我们江西人均医药产值水平和人均医药

消费水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确实是—个“花钱不多、

收益大、见效快”的行业；是一个“投资少、产出多”的行

业。特别是医药直接关系十亿人民健康长寿，我们要争取党和

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给予一定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事业是

经济事业，但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性质，我们要努力取得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致。作为我们江西省的医药职工，要

满；野信心，振奋精神，要看到医药事业有广阔发展余地，前程

似锦，要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为振兴江西医药事业作出贡

献。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

李叔蒲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南昌



第一编医药工业



江西医药工业三十五年

喻达志

(历史沿革]

江西的医药事业历史悠久。早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清江

县樟树镇就是我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不仅中药品种齐全，而

且饮片炮炙和中成药加工精良，质量可靠。但是，真正具有现

代特色的医药工业，却起步很晚。到解放前夕，全省基本上仍

是一张自纸，既没有一个药厂，更不能生产任何一种化学原料

药及制剂，就连注射用水，都要从省外调进．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药事业·一九四九年

十月，在江西省卫生处(后改为厅)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江

西卫生材料厂筹备处，国家拨出相当于大米20万斤的资金(折合

人民币2万元)，选定南昌市中山路翠花街口“恒孚银楼"

(现为南昌市化工原料商店)为厂址，于一九五。年四月三日

正式投产。当时仅能小量生产针剂、片剂、成药等二十多个品

种。当年产值二万一千元。同年末，厂址迁往下沙窝，改名江

西制药厂。一九五五年，南昌市的私人药坊一一培康药店等，

经公私合营成立江西第一家生产传统药的中成药厂一一江西国

药厂。一九五九年，樟树镇的私人药坊长春饮片加工部等，经

公私合营组建樟树制药厂。但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

五年计赵前期，全省医药工业基本上局限于制剂和中成药生

产，化学原料药仅有从茶末中提取的咖啡因(1953年)和由松

节油、草酸合成的龙脑(1958年)。由于受条件和资源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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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发展缓慢，直到一九六五年，

九八。年不变价换算，下同)。

总产值仅361．37万元(按一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华东地区小三线建设江西省第

二指挥部，先后由上海包建建成以生产青霉素为主的东风制药

厂和以生产磺胺类药为主的黎明制药厂两个全国重点中型药

厂。一九六九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给每个县拨款四万元办药

厂。从此，全省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的小药厂遍地开花。同

时，化学制药工业方兴未艾。到一九七八年，全省医药工业总

产值即达8643．76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医药工业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经过一九七九⋯九八一年全面整顿药厂，到一九八四
年底止，全省共有药厂(含兼产单位)九十二个，初步统计生

产品种六百六十二个(不含重复品种)。同时，全省医药行业

狠抓技术改造，仅一九八O年至一九]k--年，列入改造的项目

四十九项，安排改造资金共3059万元。通过改造，扩大了生产

能力，一九八四年实现总产值25121万元，与一九五O年的2．1

万元、一九六五年的1533万元、一九七八年的8643．76万元比

较，分别增长11962倍、16倍和2．9倍。一九七八年与一九八四

年比较，全省医药工业分大类品种产量增长情况：化学原料药由

846。7吨增至1676吨，中成药由不到1000吨增至53289电，针剂由

8972万支增至20593万支，片剂由272．045万片增至479．311万

片，大输液由331万瓶增至1058万瓶，注射葡萄糖(含日服葡萄

糖)由522吨增至5913吨。

[现有水平]

通过三十五年的努力，全省医药工业已初具规模。至一九。

八四年底止，共有制药职"['-1413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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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约占7．3％。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1207万元，净值6652万

元，定额流动资金7080万元，动力设备45600台(件)。主要产

品分大类的生产能力：化药原料药1600吨，中成药7568吨，抗

生素分装15840万瓶，针剂30000万支，片剂68亿片，大输液

1600万瓶，注射(口服)葡萄糖6300吨。

从全国看，江西医药工业总的水平处于中下游。按一九八

四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和十二大类化学药品产量计算，在二十九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分别列第十八位和第十六位，在华东

地区列第六位，约占全国医药工业比例的2％。人均用药量，

全省一九五O年为0．77元，一九六五年为1．71元，一九八四年为

8．5元。省内医药产品自给能力：中成药为69．6％，西药为68％。

一九／k--年开始的企业全面整顿，使本省医药工业企业的

素质大大提高。各企业普遍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完善

了经济责任制，职工队伍、工艺设备及各项管理基础工作，有

了明显的改善，生产潜力得到较好的发挥，经济效益提高。

近年来，贯彻党的“开放”、“搞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省

医药总公司先后制订了“松绑”、“放权”三十条和关于进一

步搞好改革的意见，各企业全面试行了厂长负责制，大大调动

了企业和广大干部、工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外引内联方面，

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除工商、工贸、系统内外、省内外的联营

和经济技术协作以外，一九八五年初，省总公司组织所属企

业单位51人次，参加深圳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时，各企

业按照本业为主，多种经营，积极发展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

日用化工和饲料添加剂等，大办第三产业，取得了较大成效。

[工业结构]
‘

全省九十二个药厂(含兼产单位)，主要分布在南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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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镇、上饶等地。其中绝大多数为300人以下的小厂，设备条件

差、规模小、品种少，应变能力弱。但是，就地取材，就地生

产，就地供应，具有地方特色。其结构情况。

按所有制分s全民八十三个，占90％，集体九个，占
10％。

按行业分：化学原料药(兼制剂)厂十二个，占13％I秘

剂厂十一个，占12％；中成药厂五十六个，占61％；脏器生化

药厂三个，占3％，综合利用兼产药品单位十个，占11％。

按隶属关系分：省医药总公司系统六十个，占65．2％j省

农牧渔业系统四个，占4．3％；省林业系统九个，占9．8％；省

商业系统四个，占4．3％；省教育系统二个，占2．2％；军队系

统二个，占2．2％，地、市、县经委七个，占7．6％；司法、劳

动、乡镇企业、纺织等四个占4．3％。

按地区分‘：南昌市十八个，占19％；景德镇市三个，占

3．2％，萍乡市二个，占2．2％；九江市四个，占4．3％， 吉安

地区十个，占11％，宜春地区十一个，占12％，上饶地区二十

个，占22％j抚州地区十一个，占12％；赣州地区十个，占ll％；

鹰潭市二个，占2．2％，新余市一个，占1．1％。‘

按规模分：1000人以上的企业四个，占4．3％，300一1000

人的企业三个，占3．2％I 300人以下的八十五个，占92。5％。

品种结构：十二大类化学原料药，我省有产的六大粪，计

24个品种。地产606个中西药制剂品种中，有针剂85个，西药片

剂108个，中成药片剂78个，丸剂95个，糖浆剂和口服液57个，

散剂32个，冲剂23个，茶剂7个，酒剂19个，酊裁22个，各种

歆H艮膏(水)41个，胶囊16个，硬膏7个，敷料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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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

医药产品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物质，又是防病、治

病、康复、保健、计划生育的特殊商品，医药的生产和流通，

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毫无疑问应当按经济规律办事，讲

求经济效益，而从医药产品造福于人类这一点看，又必须注重

社会效益。医药产品的这种特殊性和重要性表现在；①产品质

量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安危，必须绝对可靠，不允许粗制滥造，

以假充真，以劣充优，②数量要求满足供应，少了不行，多了

也无用；③有一定的使用期限，过有效期不得再使用，使用价

值随之消失，不能延期或降价使用I④品种要求齐全，尤其是

中药品种的属性复杂，品种繁多，配伍严格，缺一种就影响疗

效。正因为这样j国家对医药正逐步采取相应的特殊政策。

一九八。年前，我省医药企业分别归口子省轻化厅(医药

工业)、省商业厅(医药商业)、省卫生厅(医药科研、医疗

器械)等管理。多头领导，多方插手，分散管理I计划不统

一，生产不正轨，质量无保证，严重影响了医疗用药和人民防

病治病需要。为了加强全省医药、医疗器械生产、供应、销售

及科研、教育的集中统一管理，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O年以赣

政发[1980 3165号文件，批准成立江西省医药管理局(一级厅

局)。局机关行政编制五十人，职能机构设五处一室：计划生产

处、科技质量处、财务物价处、物资供应处(与省医药物资供

销公司、省医药进出口公司合署，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劳

动人事处和办公室。局长兼党组书记刘达迎，副局长、局党组

成员周风麟，周学武。局直属单位有东风制药厂、江西医疗器

械厂、江西省医药公司、江西省药物研究所、江西省中药材技

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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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遵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

定》(国发[1981 387号文件)，省人民政府发出《转发“国

务院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的通知》(赣政发[81 383号

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全省医药统一管理体制。

一九八三年在省直机关机构调整时，江西省医药管理局改

名为江西省医药总公司，由行政改为企业，但工作任务、职责

和范围不变。除直接管理原所属单位外，又按省人民政府《关

于将全省专业药厂全部上收省医药局统一管理的通知》(赣政

字(1982]184号)，将黎明制药厂、江西制药厂、江西国

药厂、赣南制药厂、赣江制药厂、宜春地区制药厂(后改名

赣中制药厂)、萍乡制药厂、樟树制药厂、上饶制药厂、东

乡制药厂、抚州第一制药厂、九江制药厂、南昌制药厂、湖

口钟山制药厂、都昌制药厂、乐安制药厂、瑞金制药厂等

企业，上收省总公司实行供产销、人财物六统一管理。省

医药总公司企业编制一百人，设十个处室：综合计划处、

生产管理处、科技教育处、质量标准处、财务物价处、物资

供应处(与省医药物资供销公司、省医药进出口公司合署，三

块牌子，一套人马)、劳动人事处、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

会、党委办公室。省总公司党委书记齐志亭，经理、党委委员

李叔镛，副经理、党委委员周学武、黄成龙。一九八四年八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新成立江西省中药学校，由省总公司

领导。
’

(产品质置]

自省医药管理局成立以来，始终把医药产品质量当作生命

线，放在头等位置，各级领导亲自抓，质量管理部门全力抓，

做到有长远规划，有短期安排，有检查评比，有工作重点，有

王O



攻关措施。尤其是一九A_TM年机构改革，省医药局改为省医药

总公司后，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充实了一大批专业技术干部，使

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形成，质量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化。全省医

药工业企业围绕创优质名牌产品这个中心，在建立质量保证体

系，组织质检人员学习培训，开展质量评比交流，落实质量工

作责任制，贯彻《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

MP)和省政府《关于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十条指令》等方面，

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现在，各企业广泛开展了全面质量

管理，并逐步把推行TQC和实施GMP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

了整个质量管理的水平和中西药品的质量指标。一九八四年，

列入省经委考核的十项质量指标，质量稳定提高率达100％，列

入省总公司考核的111个原料药、中西药制剂品种的质量稳定提

高率达85％。全省发表QC成果24项，是历年来最多的。从一九

七九年全国开展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以来，经评定，全省医药

行业获国家经委优秀QC小组5个，获国家医药管理局优秀QC

小组11个，省优秀QC小组36个，黎明制药厂连续五年获省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赣州市、余江县、铅山县、上高县四个饮片

加工厂被评为全国饮片质量优胜单位。

全省医药工业企业创优质名牌产品卓有成效。一九七九年

以来，获省优医药产品63个；获国家医药管理局级优质产品15

个；获国家金银质奖8个，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医药系统

中列第13位，在江西省各行业中列第8位，占我省金银牌总数

的七分之一。

(科研教育]
一

‘

依靠技术进步，加速开发新产品，是企业不断获得新的内

在动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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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需要。为了捕好医药科研、情报、信息，省总公司进，一

步加强了江西省药物研究所的建设，调整了班子，充实了专业

技术人才，添置了仪器设备。一九八四年，成立了江西省医药情

报研究中心站。并以东风制药厂、黎明制药厂、江西制药厂、江

西国药厂等骨干企业为基础，组建了全省医药情报网，创办了

《江西医药信息》刊物。在加强新产品计划管理上，制订了新

药报批的有关规定；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初步健全了科研新产

品考核、检查、汇报制度及奖惩办法。各医药工业企业更加深

入地认识到开发新产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这作为一项根本

性的任务来抓，相继成立了科研所或中心试验室。至一九八四。

年底止，省总公司所属十二个直属药品生产企业，已先后建立

厂办研究所、中心试验室或试制组十一个，拥有技术人员和技

术工人—百八十九人，其中中专以上技术人员一百二十一人，

占从事新产品试制人员的64％。经过努力，仅一九八四年，全

省经药政部门批准投产的医药新产品即达70种，其中，五个项

目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七个项目获省科技成果四等奖，三个

项目被评为省优秀新产品。

一九八o——一九八四年我省医药企业共获廿七项科技成

果奖，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获国家医药局科技成

果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

奖九项、四等奖十四项。

现代化的企业要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其关键

就在于知识和人才。为了加快智力开发和知识更新速度，一九

七九年创办了江西省中药材技工学校，江西国药厂、黎明制药

厂也开办了厂技工学校。三所技校招生总规模400人。至一九八

四年止共培养制药技术工人650名。一九A．N年成立的江西省中

药学校，规模为500人，一九八四年已招收新生50名。各企业还=



选派了一靴干部职工到省内外医药院校学习或进修，举办了各

类学习班，对职工普遍进行专业技术教育和文化补课，使全省

制药职工的文化结构和技术结构有了显著改变。文化补课合格

率累计平均达80％，技术补课合格率达69％。

(经济效益]

历年来，江西省医药工业的经济效益稳定上升。特别是一

九Jk---年省人民政府提出“经济效率年”，全行业实现了生产，

税利、财政收入“三同步”增长，第一次消灭了亏损企业。省

压药总公司及其所属江西国药厂、黎明制药厂、东乡制药厂，

荣获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经济效益先进单位称号，东风制药厂等

．二十个企业荣获经济效益优胜单位称号。
’

一九八四年与一九七八年比较，全省医药工业利润总额由

1863万元增为3332．4万元(含价格因素在内)，增长80％，上交

利润由1733万元增为2256．7万元，增长30．22％J上交税金由

：506万元增为961．3万元，增长89．98％，可比产品成本下降率

由6．7％降为3．36％。

但是，医药工业面临着产品降价、原材料调价等一系列严峻

考验。一九八四年，全省仅化学药品降价损失即达955万元，原辅

材料、燃料、运输调价影响利润650万元，另有产品让利约890

万元。在这种形势下，各企业加强管理，努力增产适销对路的

产品，狠抓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成本，使大部分调价影响的

利润在企业内部得到消化。一九八四年全年医药工业实现利润

为2377．4万元，如相同条件计，实现利润可达4872．4万元，劐

。比上年增长59．3％．

(产品出口)

江西医药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但经过多年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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