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021年 12月9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冯超 美编 彭崇远

百年芳华桐君阁 匠心智造中成药
百年岁月长河，焕发风采芳华；传承创新制药，绽放岐黄之美。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药厂”）创建于清光绪34年（公元

1908年），经过113年的岁月积淀，成为拥有“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殊荣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在岁月长河里，桐君阁人恪守“品贵不减物，
制繁不省工”的祖训，以“优质高效，品种丰富”的中成药立足市场，许多产品享誉全国，驰名海外。

桐君阁药厂，在业内享有“丸剂世家”的美誉。丸药，是桐君阁药厂的起家本领，创始人许健安在创立桐君阁之初就将丸剂定为最主要的产品。以丸剂制
作技艺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在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在岁月长河里为世人诠释“岐黄之美”。

丸剂世家，秘籍制药

12月2日，在重庆桐君阁药厂
茶园厂区，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
人、桐君阁药厂医学博士、主任中药
师吴大章介绍，桐君阁药厂的丸剂
有“奇、秀、绝”三大特点，不仅剂型
齐全，有水蜜丸、大蜜丸、微丸、浓缩
丸、水泛丸等，而且外观也十分漂
亮，各色药丸中有的乌黑发亮，如还
少丹、强力天麻杜仲丸，有的洁白如
珍珠，如防风通圣丸；有的粉红如
霞，如一粒止痛丸。而“绝”则包含
了制药的“绝活”和“绝技”，精制成
药，桐君阁拥有绝招：手工起模让药
丸均匀；油粉分离令质量稳定；独特
包衣使药效长久。“桐君阁药厂的纯
手工微丸技术，其直径只有1毫米
左右，1克微丸平均能达到550粒；
麻仁丸便是通过独特的油粉分离制
丸技艺使质量非常稳定，疗效更加
突出。”吴大章介绍说。

“对药材的炮制方法恰当与否，
会引起药物在性味、功能、主治等方
面的很大区别，中药的炮制方法多
种多样，因材而制，主要的炮制方法
有：修制、水制、火制、水火共制。”吴
大章介绍。

桐君阁历代传承人在这些炮制
方法的基础上，又摸索总结出多种
独特制法，并将他们熟练运用于不
同药材之间，让药材发挥最大的功
效。因此，桐君阁药厂从初创时便
以“现场配方、现场选料、现场制药”
而闻名。

人才培养，传承精华

据了解，在2011年传统丸剂制
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后，桐君阁药厂加大了
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从熟练掌握

丸剂制作工艺流程，技术精湛的员
工中选拔专业知识丰富、对中药制
作有着浓厚兴趣的人员进行常年的
培养，搭建起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梯
队，为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供人才保障，坚持为老百姓制好
药。

桐君阁药厂还不断引进高等院
校专业人才，提升职工综合素质；邀
请知名药学专家、医学专家做顾问，
为员工讲解中医药知识，同时积极
与权威科研院所合作，建设了一支
高素质的研发队伍。据桐君阁药厂
常务副总经理胡彬介绍，目前，桐君
阁药厂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位、市级非遗传承人2位、区级非遗
传承人19位，他们为丸剂制作把
关。

丸剂制作相当精细，对制作人
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不同技术水平
的人做出的丸剂，从外观到质量都

可能截然不同。每年的中药炮制比
赛是桐君阁制药人展示看家绝活的
好时机。在集团公司丸剂泛制技艺
比赛中，蔡苏屡获第一名。蔡苏，今
年41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他拥有
各种头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区级
传承人、重庆市巴渝工匠、涪陵区拔
尖人才、南岸区江南能手……干一
行、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正是蔡苏 20 多年制药生涯的写
照。蔡苏扎实的丸剂泛制技术在全
集团公司中数一数二，生产过程中，
丸剂经他的手一捏，嘴一嚼，就能知
药丸水分含量大致多少，崩解时限
多长，与仪器检测结果相差无几。

道地药材，保证药效

道地药材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

药材的优异品质，药材好，药才好。
中药非常注重道地性，特定的地域
所产的药材具有独特的药效，同一
种药材在不同的产地，其药效、价格
都相去甚远。

为了保证药效而采购品质上乘
的药材一直是桐君阁的原则。桐君
阁药厂总经理刘超介绍说：“原产地
的药材肯定是药效最好的。所以，
我们基本只采购原产地的药材，比
如重庆石柱的黄连，四川的川芎、麦
冬，广西的肉桂，云南的茯苓等；河
南的‘四大怀药’，浙江采购‘浙八
味’。”

“除了采购道地药材以外，我们
还建立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进一
步减少质量安全风险。桐君阁严格
按照国家GAP的要求，在全国几十
个县建立药材种植基地，从土质的
筛选，到药农的培训，从种植、采收
的时间，到加工、储藏的方法，都制

定了严格而细致的控制标准，力求
把好药材的第一关。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对药品的
质量管理，桐君阁还严格实施来料
全项检验，“全链条”把好进口关。

战略加速，智造好药

在医药工业化时代，如何将中
药产业发展壮大？怎样把好药带到
老百姓身边？那就必须在传承的基
础上，与时俱进，谋求创新。桐君阁
研发人员通过大量实验，对数据进
行收集、整理、分析，逐渐摸索出适
合丸剂生产的工艺参数，形成了完
整的工艺流程，使丸剂的质量更稳
定。同时，通过运用现代化、智能化
的制药设备优化工序，可以迅速扩
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

2016年，桐君阁药厂在涪陵李
渡新建了综合制剂车间，引进智能
丸剂生产线，将传统工艺与智能制
造完美融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实现了丸剂生产的现代化、智能化、
数字化。现代化的工厂，全自动化
的制药机械，智能化的生产，完美地
把提高产量和提升质量合二为一，
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与现代化
生产手段相互融合，每天都有数十
万盒中成药发往世界各地。

桐君阁药厂销售副总经理苏泰
安表示，“十四五”期间，桐君阁药厂
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以消
费者为根，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核
心价值观，实施“5520”战略规划，
力争用五年时间，打造五个年销售
过亿主品，年销售额突破20亿元大
关，实现桐君阁药厂的持续快速发
展，为百姓带去更多好药。

何婧 图片由重庆桐君阁药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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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君阁药厂发展大事记

1996年，桐君阁药厂被中国商务部授予
“中华老字号 ”荣誉称号；

2009年，“桐君阁传统中成药制作工艺”
被列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1年，“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被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桐君阁药厂被列为重庆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013年，被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评为

“重庆市中医药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奖”单位；
2014年，桐君阁药厂创造的《“管理的有

效性”在百年中型国企中的运用》荣获重庆
市第 22 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
奖；

2016年，桐君阁药厂荣获“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

2018年，桐君阁药厂“中药口服液体制
剂整体纯化-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
验室”顺利通过认定；

2019年，桐君阁药厂荣获“重庆市智能
制造标杆企业”、“重庆市制造业龙头企业”、

“重庆制造业企业100强”、“重庆市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2020年，桐君阁还少丹、麻仁丸、强力天
麻杜仲丸3项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药厂获重庆市“高新技术
企业”、“重庆双百企业”、“重庆市文明单
位”、重庆“十佳智慧健康工厂”、“重庆市智
能工厂”等荣誉。

“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这句
话被中医药界人士奉为圭臬的话，也是桐君
阁药厂始终恪守的祖训。未来，桐君阁药厂
将坚持传承优秀中药文化，匠心筑梦，开拓
创新，砥砺前行，使百年老字号萌发新芽，再
展风采芳华；致力于弘扬祖国传统医药事
业，造福更多百姓，守护国人健康！

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

弘扬中医国粹弘扬中医国粹 杏林之美助推杏林之美助推““三养三养””綦江綦江
12月4日，“杏林之美·三养綦

江”—中国（重庆）2021中医药文化
节綦江分会场活动在綦江区中医
院通惠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包括3个环节：“中医
药文化节”启动仪式、“弘扬国粹·
感悟中医”传统诊疗技术展示、“守
正创新·共融发展”中医学术交流
活动。

医者使命
为人民健康护航

传承岐黄术，守护中医魂。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重庆市
中医药条例》等法规颁布实施，中医
药事业发展踏上崭新征程。綦江中
医院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传承发
展，守正创新，2020年，医院成功举
办首届綦江中医药文化节，成为重庆
市中医院医联体单位，助力中医优质
资源下沉基层。近年来，医院多次组
织中医义诊活动，让青少年领略中国
传统医学，感受中医药文化。綦江中
医院作为本次中医药文化节活动的
分会场，活动内容较之前更加丰富，
形式更加多样。

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綦
江区中医院党委书记陈琳在开幕式
致辞中谈到，本次中医药文化节活动
的开展，旨在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发
展，抓住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助
推三养綦江。并表示医院会继续开
展名中医“师带徒”传承，引进更多博
士后进驻科研工作站，加强双高人才
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的引育，提升科研
能力，传播推广中医药文化，努力建
成中医特色突出、西医技术领先的现
代化美丽中医医院，持续推进綦江中
医药事业跨越式发展。

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党支部
书记、秘书长操复川表示：“中医药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体现”。他坚信，本次綦江分会场活
动将进一步推动、扩大綦江中医药文
化的理想建设和社会知名度，为綦江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未来，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将作为
桥梁和纽带，竭力为推进綦江区中医
药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应有
的服务和贡献。

随后，操复川为区中医院授牌、
授旗。

綦江区副区长雷瑞宏介绍说，近
年来，綦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中
医药事业发展，按照“完善体系，学术
引领，培育队伍，服务民生”的总体思
路，着力推动区中医药事业快速高质
量发展。通过努力，区中医院办医条
件实现较大改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
伍建设进步可见，中医已成为广大群
众健康保障的重要选择。未来，在大
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针指引下，通过
各级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久久为功，
中医将生命之树长青，为人民大众健
康护航。

薪火相传
领悟医者仁心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
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
救含灵之苦……”拜师仪式上，綦江
区中医院师生现场诵读《大医精诚》，
体悟医者修养。

拜师仪式现场，老师们集体端正
就坐，学者左腿单膝跪地，端起茶碗，
低头行礼，请老师喝茶。老师浅尝一
口茶后，年轻学者接茶碗并放置，而
后学生起身向老师鞠躬，献花，呈拜
师帖，礼成。

作为老师代表，成都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教授彭德忠上台发言道：

“发展中医，关键在于人才培养。继
承和发扬中医学术，让其精髓传承下
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两
代中医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学者代表梅雪峰认为，应将本次
拜师仪式载入中医院发展历史史
册。更表示中医药作为唯一拥有五

千年连续历史的医学，要传承和发
扬，需要深入思考薪火相传的教学规
律。

弘扬国粹
感悟中医文化

拜师仪式结束，八段锦功法太极
（八法五步）、太极十三刀、五禽戏等

带有中医文化元素的表演精彩纷呈，
每段表演深蕴着自身独特的养生意
义。八段锦功法动作简单易学，适合
于男女老少广大爱好者；太极（八法
五步）具有文化性、健身性和简易性；
五禽戏是东汉医学家华佗继承古代
导引养生术，依据中医学阴阳五行、
脏象、经络、气血运行规律，是一套养
生健身功法……

綦江区通惠总院门诊广场左边，
印有“弘扬祖国医学，服务百姓健康”
的大字的帐篷呈U字形排开，是“弘
扬国粹·感悟中医”传统诊疗技术展
示活动现场。

据綦江区中医院心病科主任、主
任中医师李芳琼介绍，为了让老百姓
更加了解中医、信任中医、防病治病，
本次诊疗活动分别设置了名中医健
康义诊、传统中医手法体验、中医护
理体验和中药膏方文化展示等4个
板块。现场可体验皮部经筋推拿、筋
膜按摩、龙氏整脊等传统中医手法及
小儿推拿、耳穴埋豆、穴位贴敷、脐
灸、火龙罐等中医传统护理，还设有
中药标本、膏方传统制作工艺、中药
炮制、药枕、中医药知识有奖竞猜活
动等8个中药膏方文化展示区。

活动现场各个诊疗区、展示区排
满了长队。原定于上午11点30分结
束的义诊活动直到12点人群才渐渐
散去。专家们“望、闻、问、切”，一丝
不苟的将每一位参与义诊的病人情

况记录在案。直到最后一个义诊的
病人离开，专家及医护人员才陆续离
开义诊现场。

名中医健康讲座在医院通惠总
院3楼大会议室开课，讲座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中医文化、中
医养生”为主题展开。中国中医科学
院医学实验中心研究员、主任医师宋
军《中医文化与睡眠（线上讲座）》结
合实践经验，从多角度、多层次论述
讲解中医文化与睡眠的关系；重庆市
中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任毅，以《我
们的经典中医探索之路》为题，谈中
医发展、中医未来。

与此同时，2021重庆市康复医
学会康复医学新进展研讨会暨重庆
市康复专科联盟学术活动分论坛活
动在綦江豪生酒店举行。本次活动
围绕着临床康复思维运用、体系建
设、儿童康复、重症康复、中医康复、
康复护理等方面展开学术研讨。参
会人员均表示参加本次会议收获颇
丰，受益匪浅。

“杏林之美，三养綦江。本次中
医药文化节綦江分会场活动，充分体
现了綦江中医传承之延续、中医态度
之虔诚、中医精神之可贵。同时也让
人们见证了綦江打造‘养生、养老、养
心’三养之所的决心与信心。”綦江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亚

传统护理体验-耳穴埋豆 陶涵 摄

綦江区中医院师生现场诵读《大医精诚》 陶涵 摄

太极表演 陶涵 摄

綦江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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