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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本志上限到炎黄时代，简介陕西中药之起源I下限刭

1988年末，个别事件到1989年，1记述全省中药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二，体例；采用志体，横列中药门类，纵述发展过程。以横为主，

纵横结合，先分大类，再分小类，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层层相辖，

先后相因，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三、形式：本志采用志，记、图、表、传，录等形式，以志为主，

记为大事，图表相辅，附录为补。《大事记》历史部分从略，1955年

陕西省药材公司成立后则逐年记列若干条，无确切月、日者，排在当

年之末。

四、范围；以全省药材系统为主，兼及系统外卫生、科研、农林

等部门之有关中药情况。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药史料简要记述，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后的情况，则尽可能详述药材、饮片，

中成药的产、购、销、调、存及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整个中药的发

展过程。

五、资料：记载陕西中药的史料极为丰富，本志记述时按行文需

要已多有出处，无出处的史料在注释中予以注明来源’新中国成立后

的资斟。以省药材公司档案及各地市县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主，同时有

各中药厂，中药科研单位等提供的资料及有关统计资料。

对有争议的入和事，则如实注明，为以后修志提供资料。

六．称谓：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时间称谓，按历史朝代纪年号，并

注明公元年，未查出准确年月的，按胡代记述。机构称谓均按当时的

名称纪述。

七，方法。本志除按志书方法记述外，还运用了统计分析法、历

史资料对比法等现代科学方法，以期尽可能地达到揭示中药发展规律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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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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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位子我国内陆腹地，黄河中游，在东经105。297一110。15 7，北纬31。42 7--39。25 7之

间，南北长约870公里，东西宽约200--500公里，面积20．6万平方公里。地理和气候条件复

杂，跨越冷凉、温和与温热三个气候区。全省被秦岭和北山分为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

山区三个各具特色的自然区。构成有山有水有川、南北气候兼有的自然环境，为我们提供了

种类繁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材。根据中药普查发现3291味，尤其秦巴山区是物种起源的

中心．在第四纪期受冰川影响较小，保存了一些古老的珍稀植物孓遗种，被专家誉为“生物

基因库"、“天然药库"。
“

。 ’。‘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地。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

祖先兰田猿人就劳动，生怠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有了入类的i土；现也就有了医疗活动，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发生在古陈仓(陕西宝鸡)境内的姜城堡蒙峪沟一带。。医药之始祖炎帝，

黄帝都曾在陕西活动过。 ．

自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始，陕西的先民们在生活与生产中不断发现、认识、利用各种药物

防病治病．并不断总结完善。
。

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在出土的陶罐内装有榛子、松子、朴树

子等植物种子，这些在后世都是可作药用和食用的，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一定的医药知识。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奴隶社会的西周、封建社会的秦、西汉、东汉(末年)，新莽，

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陕西建都，历时

一千多年，其间大夏王赫连勃勃建都在统万城(今靖边县长城外自城子)。作为全国长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的中药商业活动随之兴起，特别是京城长安更是久盛不衰。

陕西历代中药名人辈出，医药著述甚丰，许多外省籍名医药家也来陕西从事医药活动，

故在列国时秦医独盛，药业发达。春秋时代的医缓、医和j战国时的扁鹊，汉代的仓公．楼

护．隋唐时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蔺道人，韦善俊，韦慈藏，宋代的石泰，明代的刘纯、杨

瑁．武之望，清代的叶蓬春⋯⋯等，他们都在我国医药史上作蹬过杰出贡献，群星灿烂!相互辉

映。许多医药巨著也在陕西问世。隋代的《四海类聚方》：《诸病源候论静，唐代的((备急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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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要方》，(<千金翼方》、K外台秘要》、议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宋代的

(<本草衍义》等，都是我国医药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对我国和当时的亚州医药学都产生过

深刻影响。

陕西素有“秦地无闲草”之称，许多药材早已成为名品，华山的茯苓，自水的黄芪，大荔

的沙苑子、麻黄，安康的厚朴，白胶香，陕北的甘草，彬县的地胆由唐时就列为贡品I长安的

酸枣、麟游的柴胡等由宋时起都列为贡品，且从陶氏《c名医别录》起以后历代本草著作早有

著录．沙苑子、杜仲、甘草、山茱萸、党参等也都是畅销全国的地遭药材。秦巴山区的草医草药

是我国民间医药学中别具一格的一个重要流派，自唐以后逐渐形成的太白山草医药市场，吸

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医药贩。

陕西有许多医药史迹。宝鸡姜城堡的神农橱，耀县的药王山，太自山的药王庙，洛南的

韦公祠，汉中的天台山，陇县、南郑等县的“药王祠”等。

陕西现存的药方碑石较多．其中药王山存六通，是我国最大的一组药方碑群，陕西省中

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存四通。这些药方碑石是陕西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实物见证。

从古代的甲骨文， 《诗经静，《山海经》到《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历代本草

和医药典籍都记载了陕西产许多药物和陕西先民们的医疗实践。

宝鸡益门出土的西周早期的中药朱砂和炉甘石，可将我国炼丹木的历史推溯到周代以
■

前。

1987年在韩城东汉墓中出土的薄荷，薏苡仁和枣核等中药，把我国薄荷的药用历史由唐

代推溯到东汉时期。

不仅如此，从户县出土的汉代铁药臼，是由石器，骨器，青铜器工具发展而来的捣药专

用工具。‘ ’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造纸的发明．加速了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提高，人们的医疗

实践和用药知识也更加丰富。人们开始种植药物。秦时在“上林苑"种植有上百种药材，堪

称世界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书"时明令医药卜筮、农作之

书除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药史料。

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并最先开始了我国同异域的

药物交流。

汉代还设有“本草待诏”官职，可以推断在l}l二以前就已有本草著作了。司马迁(陕西韩

城人)的Ⅸ史记·扁鹅仓公列传》里已有学医、授药和“药论玎的记载。更重要的是这时

的医药学家总结了前人的用药经验辑录成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本草学专著Ⅸ神农本草

经》，共载药36$种。按用药功能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养命，中品养性，下品治病。．《神

农本草经》开历代本草学之先河，对中药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陪代开始设置太医署，作为全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机关，除了谈有行政人员外，还设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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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的教学人员，并已有了专门研究野生药材种植的著作《入林采药法》、《种植药法》筹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经济繁荣时期，：京城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也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水陆交通发达，为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据《唐六典》记载，唐与当时的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医药

方面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国药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中药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

波斯，然后影响到欧州。中国医药成为亚州医药的中心，对周围各国有很大影响。日本、朝

鲜，埃及等国纷纷派学者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唐政府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鸿

胪寺·礼宾院。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矗蕃客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格之

高下。”另外市内还有外国商人开设的邸店、药行，进行药物贸易，也有印度的矗胡僧”在

街上摆摊行医。 ，
r·

唐代医药教育制度有了更大发展，且将医药分成两个部分，高祖武德七年(624)在

京城长安建立了药学专校，当时称为药园，辟地300亩，种植药材800余种，可谓名符其实

的专业药用植物园，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学教育机构。教学内容有栽培、采集，鉴别、炮炙

等。 ’!
‘

唐代统治者曾数次颁布医方，令各郡各县的行政长官将《开元广济方》择要写在大板

上，公布于村镇要道处以广为宣传，这是我国医药卫生普及宣传的创始。唐玄宗时还曾诏令

天下各州，要求把《本草》和Ⅸ百一集验方》同经史一起保存下来，还发给百姓防病治病的

药物，可见当时对医药卫生的重视。· ．’．

唐代的民间药事活动也得到很大发展，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陕西耀县人)，于唐高

宗永徽三年(65；2)撰著《备急干金要方》后又写成((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是集唐以前医

药之犬成的百科全书。唐太宗有《(赐华原隐士孙思邈颂》诗： “凿开径路，名冠太医，羽翼

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③．

唐《新修本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它成书于唐显庆四年(659)

的京城长安，比西方纽伦堡药典早883年。

此外，孟洗的《食疗本草》(孟曾任同州即今大荔刺史)，、陈藏器的Ⅸ本草拾遗》(陈

曾任三原县尉>，学术造诣甚高，影响颇深。“，

西安及关中各地出土文物中不仅有乳石、朱砂、琥珀，紫石英，珊瑚等各贵药材，还有

盛名贵中药的金银器皿和用玛瑙制作的盒、罐、鼎、碗、钵、坛等。其上多有唐人墨书题

字，注明药物名称、品级，数量等。说明唐代确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陕西药业日盛，各府，州，县志及许多药学专著都大量记录了当

地所产药物及形态．功能，主治等。私营药业也日趋发达．在长安东西两市21行中，药行是

其中一个重要行业。著名卖药人宋清就在西市开店，柳宗元曾为其著书立传。

宋元明清时，陕西药业进一步发展，到清末民初之际，大小药店遍布城乡，既经营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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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又经营熟药丸散。不少药商大量雇工专事药材种植，安康即有私人药山，风县种植的

“凤党”和平利，镇平一带种植的“八仙党"量多质优，驰誉全国及东南亚一带。在本草著

作上则有宋寇宗爽的《本草衍义》，学术成就很高。

自唐以来，陕西各地逐渐形成一大批著名古药店，历代相传。唐时西安的万全堂，金元

时户县的谢家店，明代西安的藻露堂、榆林的保元堂和积善堂、泾阳的万灵堂，明末清初富

平的恒心堂、汉中的公兴大，清末民初宝鸡的诚顺和、临潼的福寿堂等。这些古药店及各地

许多药店大都设有坐堂医生应诊，还备有方剂、汤头谱等。问病查方抓药，方便患者．也是

善经营之道。这些中药行店大都是前店后场，以师带徒，子承父业，秘方传授，制售成药。

户县谢家店的脚鱼归脾丸、周至广育堂的痧药、兴平的红杏核眼药，富平恒心堂的妙济丹，

泾阳大寺的狗皮膏药，西安藻露堂的培坤丸，临潼福寿堂的灵宝丹等都享有盛誉。店因药而

名，药因店而灵。

中药生产分散，在长期的经营发展中，逐渐形成大小不同的中药集散市场。西安市场早

已驰誉全国，三原、虢镇在西北亦名噪一时。此外太自、华岳庙等也有一定影响。而安康．

汉审、商洛是陕西药材主产地，也是陕薅药材集散地，历来依靠汉江稻丹江水运，经汉口转

销各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交通阻塞，运销困难，我省一些家种药材如黄连，党参等急剧下

降。同时，由于工厂内迁，西安，宝鸡等大中城市人口激增，货源紧缺，药价猛涨，大量游

资投向中药经营，使中药行业一度出现畸型繁荣。西安东关药材行、店林立，药商云集，庄

客遍布上海、汉口，天津．重庆等地。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解决军民医疗用药困难，

边区政府根据边区中药资源丰富这一具体情况，建立和发展了防治结合、医药并举．民营公

助的医药机构一一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保健药社不断发展，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

贡献。

国民党统治时期，采取扼杀中医中药政策，引起中医药界请愿反抗。陕西中药业遭到破

坏，加之战争、交通等原因，不少药店纷纷破产，如安康有影响的几家药店于1945年先后倒

闭，到1947年10月，西安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所属130多家中药店铺，业务凋零，大部分仅

能维持伙食。各地药材种植亦相继衰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瘟疫横行，民国21年(1932)

全省各地“虎烈拉”(霍乱)流行，死人无数，许多城镇一时间棺木售之一空，多数死者以

席殓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中药，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措施。

1955年以后，省，地、县各级药材公司相继成立。随着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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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逐步实现了农、工、商一体，产，购、销结合的管理体制，陕西中药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各地陆续开展了中药资源普查，为发展药材生产和中成药工业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就地生产，就地供

应"的方针，省，地、县药材公司建立了相应的生产机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1959年省药

材公司首先在平利县的千家坪，自河县的五峰山、宁陕县的柴家关，略阳县的塔坡寺，镇巴

县的黄柏林等地办起了五个国营药材种植场，随后，各地陆续建立了许多集体性质的社，队

药场，大力开展引种试种．野变家种家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65年全省家种药材由1957

年的“种增加到29种，种植面积由1957年的8000亩增加到S．3万亩，易地引种的元胡、菊花、

浙贝母、自术、川芎等均获成功。1966年在镇坪、岚皋、平利试验推广林间栽黄连并创造了

条形梯地栽连技术。但是，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努的动乱，使陕西中药工作受到严重影

响，产，购，销，财务等管理曾出现自流状态。不少地方把种植，采集药材当作“搞资本主

义力“小生产自发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有些地方甚至农民采挖药材被批判、

正当收入被没收，罚款，以致许多药材集体不能采集、种植，个人也不敢采集种植，药材收

购量减少，供应紧缺品种增多，群众。抓药难"。但是，由于党和政府对中药工作的霞视，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和政策，纠正了“文革"动乱的影响。加之药材战线广大千部，职工的

努力，特别是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搿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加以提高刀和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努力抵制极右思潮的影响，大

抓药材生产，收购和服务质量，使我省中药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并在各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1969年9月，陕西省卫生局，省药材公司在临潼召开了全省药材生产，收购工作会议，

并提比县县办饮片加工厂的意见。此后，全省各地大抓药材生产，办起了更多的社队药场达

4207个，到1978年，全省种药面积33．9万亩。各地先后引种试种药材20余种，野变家种家养

近20种，同时，各地普遍开展了中草药普查和开发利用工作，特别是配合医疗卫生工作，开

发中草药用于计划生育，’治疗慢性气管炎等常见病、多发病，走中医药结合的道路，为改变

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取得了显著成效。

1979年以后，随着农业经济责任制的推行，药材生产出现了较大变化，药材种植场解体

或被社员个人承包，干家万户种药，出现了许多种药专业户，重点户。到1988年，家种药材

70种，总面积达94．8万亩，较1957年增长117．S倍，比1978年增长0．8倍。但生产计划失

控，存在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千现象。

药材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收购，保证了市场供应和疫情用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后，陆

续有计划地开展药材收购，到1957年产地药材公司直接设点或委托供销社对国务院规定的甘

草，大黄、杜仲等38种药材实行有计划的收购。1958年后，私营药商及游医药贩被取缔，中药

材逐渐形成由药材公司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的局面。到1988年全省药材收胸达11580万元，

纯销售10349万元，分别比药材公司成立初期的1956年的806万元和960万元增长13．3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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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倍。
．

丰富的中药资源，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陕西中成药工业的兴起。1956年1月，

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西安国药制药厂，此后，汉中、宝鸡、安康、渭南、延安，榆林、商洛先

后成立了中药厂，西安市有五个区办中药厂，同时还有秦岭，永寿，麟游等数十家县办药

厂。到1988年，各地、市药厂和西安五个区办药厂生产中成药即达285种，年产量达2823吨，

产值5731万元，复方羊红膻片，平消片、乳康片，天麻片等十余种产品先后被评为部，省优

产品。陕西中成药工业已由小到大，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同时，各医院中药制

剂室还根据医疗需要，自制了数十种中成药。

中药饮片的加工炮制，也由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县县有饮片加工厂，加

工炮制逐步规范化。凤翔县饮片加工厂是我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受到商业部、国家医药管

理局及中国药材公司的多次表彰。

， 陕西中药专业教育、职工教育和科研机构亦有很大发展，中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问题

有所缓解，中药科研工作也取得显著成就。1958年在镇坪县建立了人工养麝试验场，取得了

多项科研成果，从1982年起又开展了家庭养麝。牛体培育牛黄和用B型超声波仪器普查天然

牛黄成功，后者还获1987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牛体培育牛黄高产稳产技术研究获1989

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从国外引进的水飞蓟，西洋参成功并已大面积生产。人工养蝎、养

鳖、活熊取胆汁等均获成功。天麻野变家种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先后获省科技成果奖和国

家发明二等奖，陕西天麻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一半以上。．一些地、县公司还大搞群众性

的科研试验工作，研制成功饮片加工炮制工艺流程及设备、电子抓药机，中药喷雾干燥技

术，近年来又陆续采用微机等现代管理手段。据统计，全省已取得中药科技成果40余项。同

时，有关中药学术著作亦先后在各出版社出版数十种之多如《中药研究文献摘要》、《陕西

中药志》(第一册)，《陕西中草药》、《(中药真伪鉴别》等。
“

建国后陕西中药外事活动不断，1979年由沙西·蓬耶拉尊率领的泰国9入药用植物考察

团来陕对黄芪、杜仲、当归的栽培进行了现场考察。1983年，日本第四次生药研究者访华团

来陕进行学术交流，考察了陇县大黄生产基地。1986年，陕西省药材公司派员参加国家医药

局赴日考察团去日本访问考察。同时中药进出口贸易也有较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省各级药材公司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

经营责任制，不断改革内部机制，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84年lo月以

来，在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陕西中药业出现了新的格局，产购销统一经营的局面被打

破，出现了多成分、多渠道，国营、集体，个体竞争的局面，长期被取缔的私营药业再度兴

起，康复路药材交易市场已闻名全国．成为十大药市之一(见附录)，除杜仲．甘草．厚朴、

麝香外．其它品种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据西安市1986年统计，西安市药材系统外购销

比重分别占全市的32％和28％，仅康复路药材市场月购销额即达1S0—18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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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务院提出“中药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后，全省各级药材公司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

(如西安市药材公司同重庆，统阳，武汉、广州、成都，烟台等13个药材经营单位建立了大

中城市中药贸易联合会，宝鸡市医药工商企业联合成立了宝鸡市医药集团等)’各级药材公

司、各中药厂，中药科研单位都更加重视人才培训，中药专业教育和职工教育有较大发展，

职工队伍素质得到提高，全省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达1500余

人，中药后继乏入问题有所缓解，各中药生产经营，科研单位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建

全质量管理机构和制度，饮片，中成药质量普遍提高’同时，结合市场情况，建立了信息网

络，及时调整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大力解决紧缺品种的供应，各中药厂也由单纯生产型向

生产经营型转变，科研，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都取得多项成果并获部，省级奖励；在多方

的努力下，中药工作得到较快发展。1988年，中药市场过热，价格居高不下，全省购销分别

完成17596万元和17635万元，实现利润2537万元，达历史最高水平，分别比1956年增长19．4

倍、15．9倍和7．1倍，较1978年增长2倍，1．7倍和13．2倍。供应的紧缺品种由1985年的45种

减为40种，是历史上最少时期，对国务院和省政府要求解决的1S种紧缺药材除细辛，甘遂属

多年生野变家种已安排生产外，其它已基本满足省内供应，成方率达96％，群众买药难的问

题基本解决。中药饮片质量合格率已由1985年前的79．18％提高到90．96％。省内13家中药厂

生产成品一次合格率片剂达92．63％，水丸81．7％，蜜丸86．29％，冲剂97．1l％。优级品率

片剂达80．63％，水丸S7％，蜜丸47．97％。对13家饮片厂进行了重点技术造改，列入了全省

技改计划，三年来有14个项目列入计划，总投资1263．8万元。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药大见成效的目标基本实现。

此外，渭南、宝鸡等地工商业联合会还在当地开设了中药店，对继承和发展中药事业起

了积极的作用，受到群众好评。

但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以来，陕西中药工作在生产、收购、经营和管理上都曾出现过

较大失误。生产上大起大落，出现了“多了砍，少了赶"，收购上群众批评是“萝卜快了不

洗泥，萝卜侵了要剥皮"，经营中盲目购进，积压报损，基础管理工作差，各种事故．损失时

有发生⋯⋯等，都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近几年，中药工作在改革，开放．搞

活方针的指引下．出现了企业活力增强，生产发展加快，购销经营活跃，紧缺品种减少的好

形势。但宏观管理失控，百业经药，多方插手批发，倒买倒卖，流通环节增多，部分药材价

格上下波动过大，致使一些药材生产盲目性很大，时多时少，购销中不正之风严重，林木和

野生药材资源破坏严重J市场上伪劣、假冒药品不断等，严重危害中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I．98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和整顿流

通秩序的精神．印发了陕政发(1989)60号“关于整顿医药市场的报告的通知’’，省医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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