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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处地球之巅，祖国边障，自然条件特殊，各类资源丰

富，既是鸟兽活动的乐园，又是藏药的天然王国。各族人民运用

医药学这一科学武器，在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留下了社会发展

的脚印和文化进步的记录。

《青海药史》一书，正是循着这一历史轨迹，顺应当今社会的

客观需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绘制出一幅浩

翰的巨帖，为医药事业竖起了新的丰碑。这本著作，内容丰富，言

简意深，资料翔实，条目井然，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团结

精神，记述了青海数千年，特别对近 50 年药学事业的发展，作了

较全面深刻的论述，纵横交错，有点有面，突出主题，兼顾各方，

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学术和历史价值自不待言，对承前启后，振

兴青海药学事业无疑将产生深远的意义。我们只要以历史为借鉴、

市场为导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指引下，不论在科研、

教学、医疗卫生、医药工业、医药商业等诸方面，都会得到长足

的发展。该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值得有志之士和广大医药界同

仁阅读与收藏。

J~ 
199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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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青海药史》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和精心雕琢，终于在世纪之末

问世了。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青海药学近半个世纪里，如何从萧

瑟的秋冬走向了明媚的春天。

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历史记录，也是一幅色彩斑烂的画卷，她

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生动流畅的文笔，描绘了青海医药事业所经

历的光辉里程。

路是人走出来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回首往事，读

者可从书中看到，创业艰难的历史环境和开拓者们的精神风貌。他

们不怕苦、不畏难，讴心沥血，奋发图强，把自己的宝贵青春乃

至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人民医药事业。

事实告诉我们，青海医药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落

后到先进，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是经过几代人千辛万苦奋

力拚搏的结果。今天我们回顾它、研究它，不仅是为了认识过去，

了解昨天，更重要的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增

强信心，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青海药史》记述了青海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40 多

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情况和基本面貌，有些问题追溯到一、

两千年以前。书中着重介绍了青海高原丰富多影的药物资源、历

史悠久的藏药学、医药工业、医药商业、药物研究和创新开发;评

介了药政管理、药品检验、医院药学和药学会工作，对省、市、州、



县各级药学事业的发展作了扼要介绍，充分反映了各级医药生产、

营销、研制开发、管理监督单位的历史经验和工作成果。同时，对

在青海药学界长期工作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还作了简要

介绍。

本书的的策划者是中国青海省药学会。该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及各位理事们都参与了全书编撰大纲和审

校工作。同时以药学会理事会为主体，成立了《青海药史》编委

会，由编委郭鹏举、邹寒雁、叶宝林同志负责收集资料，组织稿

件，执笔编撰、反复修改，直到全部完成书稿。为本书提供素材

和初稿的既有省、市、州、县各级从事药学工作的机关单位、科

研院所、各级医院药学工作者、医药工业商业企业的同仁和领导

同志，更有编著者个人长期的资料积累和调查研究。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青海省卫生厅于丽璇厅长、三普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英、武琪的大力支持。于丽璇厅长并为

本书作序。在此对上述单位和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撰者知识有限，时间短促，工作中难免有所疏漏，敬

请读者给予指正。

编者

199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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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饺/

结论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是社会发展的轨迹，是时代变换

的缩影，也是科学文化进步的阶梯。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国

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无不留下历史的脚印。以史为鉴，可以辨真

伪，知善恶，论古今，分优劣，也可以前车后鉴，预测成败。

研究药史，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回顾已经走过的里程，总结、吸

取经验与教训，继承和发扬优点、成绩，校正前进的航标。

医药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人无药难以生存，药

元人难以发展和提高。药物贯穿于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的一切领

域。药物资源在地球的生物圈里，同农、林、牧、副、渔，各业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生共荣。已经成为医药工业、化学工业，

食品饮料工业的重要原料。其中医药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之一。五花八门的药品成为商品流通领域里的重要一员，当

今又成为国内外、省内外与"洋药"进行争夺的重要市场之一。

今天，我们回顾青海药业的里程，研究它的历史，就是要把

青海省各个时期的药学成就，发展状况、防病治病的丰硕成果以

及为青海药业发展作过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汇编成册，留给后

人借鉴，扬长避短，为青海的药学事业蓬勃发展，为振兴青海的

民族文化及医药E生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节 药学的形成和友在

药学的发展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灿烂



文化中光影夺目的一颗明珠。青海药学史，是中国药学史的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青海药学史，必须从研究祖国的瑰宝

一→传统医学说起。

我国的传统医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博大精深，在当今

世界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早为全球医药界所触目;在维护我国

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民族繁衍昌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

伟大的文化宝库，不仅值得全国各族人民珍惜和爱护，而且要随

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发扬广大。

"药"的发现和产生，几乎可以说，是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

展同步的，在远古时代，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之

说，我国历史学家也肯定了神农氏是研究和发现中草药的始祖。古

代三大奇书之一的《山海经))，即以文学形式，形象地纪述了我们

的祖先在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采集草药疗疾治伤的故事。这

说明中草药的起掘，是和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联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中，已

有中医和中药学的形成。《神农本草》就是当时学者们对远古时代

祖国药学的继承和总结，是我国传统药学的代表作。它把药分为

上、中、下三品，上品 120 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元毒，多服，

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延年不老者本上经;中品 120 种为臣，

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失宜，欲遇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

品 125 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

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草径·序录)。这种三品分类及

收药 365 种以应周天之数，虽受儒术，方士之影响，但按其药性

之有毒、元毒、扶正、桂邪之孰轻孰重来分类，在当时是有现实

意义的。为我国历代本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 6 世纪以前，梁·陶弘景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和总结

了汉代以来各名医所用的药物 365 种和《神农本草经》的品种，合

730 种，汇成《本草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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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59 年，唐代政府颁布了《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 , 

收载药物 844 种，附图 25 卷，并分九大类，是政府编修并颁布的

药学专著。它要比纽伦堡药典早近 900 年。被世界视为古代最早

的药典。不但对后世我国药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流传

海外的时间也较早，影响也大。被视为医药科学生的必修书。

公元 10~13 世纪，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文献著作的扩

大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宋代政府，几度修订本草，其中公元

1057 年，由掌禹锡、林亿等人编修的《嘉桔补注神农本草>>，简称

《嘉桔本草>>，收藏药物 1082 种。公元 1086~1094 年间由唐慎微

广泛收集了各家名方秘录和经史传记的药物资料，编修成《经史

证类备忘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收藏药物 1746 种。初刊于大

观二年(公元 1108 年) ，属地方官刊，后也称作《大观本草>>;宋

政和六年(公元 1116 年) ，又经校订、改称《政和新修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

公元 1578 年，我国伟大的医学家，被尊为世界古代四大科学

家之一的李时珍，以毕生的精力，参考 800 多种文献，经历了 30

年的时间，三易其稿，在对药物作了实地改证和研究的基础上编

撰成药物学巨著一一《本草纲目>>，采用"目随纲举"的编写体例

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共分 16 部 62 类，附图 1 千余幅，附方 1 万

余首，载药 1892 种。是一部博物学著作，被中外学者公认为是划

时代的巨著，把我国传统医药学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

公元 1765 年，由赵学敏拾本草纲目之遣，编著成《本草纲目

拾遗》。补药 716 种，使药物达到了 2608 种，为现代药学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上述文献外，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的药学著作

问世，使医药科学叶繁枝茂，臻于完善。

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海禁大开，西方医药大量传

入，从而于传统医药之外，逐渐形成另一西方医药体系，这种传

统医药和现代医药并举的局面，既有传统本草著述(如吴其搜的



《植物名实图考));屠道和的《本草汇篡》以及被称为现代本草的

赵楠黄《生药学))) ，又有单纯介绍西方药物的译作。

近年生药学、中药学、药材学都是在"本革"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学科。日本自十九世纪末，首先引用了我国明代"生药库"的

名称，将研究有关植物和动物药材的学科称之为"生药学"。鉴于

近百年来生药学研究涉及的内容，大多数西医所用的生药材，偏

重于介绍我国不产少用的国外药材，忽略了中国实际情况，没有

面对我国劳动人民所用的为数众多的中药材，缺乏中药的生产知

识和宝贵的传统用药经验，特别是对日常配方应用的中药饮片、炮

制品重视不够。加之，矿物类中药也是中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

样原来"生药学的"含义和范围远不能适应，因而"药材学(即

现代本草)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它反映出我国广大地区所产的

药材和广大劳动人民应用药材的特点，而且也包括了现代科学最

新成就和西医常用药材的内涵，同时也为实现中药现代化奠定了

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青海药业的碍史渊峰

青海在祖国西部，东邻甘肃、四川，西南连接世界屋脊西藏，

西北与新疆接壤，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盛产地道名

贵药材的地区，从公元 200 多年开始，各代王朝中央政府和边疆

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之间，在开展政治、外交和经济文化交往

中，就把青海所产的名贵药材，作为贡物或礼品，相互馈赠:国

家之间和地区之间，药材交易也是当时商品贸易的重要内容。

公元二世纪，青海的少数民族羌人，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

就积累了同疾病斗争的经验，懂得了"服药可解毒"的道理。汉

武帝时，把青海纳入中央政权的郡县制体系内，并实行"军事电

田"和"移民实边"汉族和西北其他少数民族，不断移居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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