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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盛世修志，古今同例。《漳州市科学技术志》由漳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编，市老科技工作

者协会修撰，承蒙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鼎力支持，历经六年辛勤笔耕，

五易其稿，终于定稿付梓。本志书客观反映漳州科技发展史实，着重记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漳州的科技业绩，填补历代府志空白，是我市历史上的第一部科技专志，为我市人民

及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志书渊古抚今，内容丰富。其时空跨越1 300多年，部份科技发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其内

容涵盖农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能源、环保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科学技术、

基础科学，以及新兴的高新技术和软科学等自然科学；其纲目包括科技大事、科技机构、科技队

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科技团体、科技情报信息、技术市场、科技普及、科技成果推广、体制

管理与咨询服务、中外科技交流、学术交流，以及科技人物传记与著名科学家名录等。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既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有较强的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与可读性，是一部成功的方志。

本志的编纂出版，将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研究漳州市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历史，

有助于各级领导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有助于激励

科技人员弘扬科学精神，献身科技事业，有助于发挥志书“资政、教化、存史”的社会功能，其深

远意义和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漳州市科学技术志》能如期出版，可庆可贺，可欣可慰!借此机会，向参加编纂的修志人员

及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黄和东

2夕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漳州市科学技术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漳州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和现状，为漳

州的科教兴市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时限，上限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5年，个别类目略有伸缩。以详今略古为原

则，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现状；记述重点以市为主，详地市略县(市、区)。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行业(含各学科)科技专志、人物、附录等。概述在前，以概括科

技历史演变轨迹，大事记在后，以时为序，以备检索；章节分类叙事，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

地位主次排列，附录作为补充。本志由志、图、表、记、录等组成，以志为主体。结构分篇、章、节、

目等层次予以记述，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力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除必要的引文外，均采

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及第三人称书写。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5年漳州市行政区划为准。

五、纪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以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径称“民国”；

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尔后

统称“新中国”。各种机构称谓，在行文中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则酌用简称。人

物称谓临文不讳，一般直书姓名。

六、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位，仍按原来的名称。新中国建立后的度量衡单位，一律按1984

年2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

七、科技人物主要收录对漳州市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物，漳

州籍在外地工作的部分著名科学家也予辑录。已故者予以立传，人物传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

健在者，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以录进行简介；同时以列表形式，收录处级以上科技领导干部以及

高级职称科技人员名单，排列次序以类区别。

八、所用数字，除必要或习惯上用汉字表示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有关历史志书、文件档案、书刊文献，以及有关部门的材料和知情人

的口头资料等。所用资料，均经考证鉴别后载入。限于篇幅，一般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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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漳州濒临东海，位于东经116度54分至118度12分，北纬23度30分至25度12分。现

辖芗城区(1996年增设龙文区)、龙海市、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东山县、平和县、南靖县、华

安县、长泰县，总面积1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30万人。漳州是南亚热带植物区，花果之乡，是

著名侨乡之一，闽南三角区经济开放、科技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改造自然的角度讲，可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漳州的开化发展的

历史，也是科技发展的历史。早在远古时期，旧石器时代，距今4万～8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在漳州莲花池山加工制作复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尖状器、镞形器、凹缺刮器等石器，先民合

群地渔猎和采集食物。商朝，约公元前11世纪，华安县汰溪下游仙字潭危崖削壁凿刻五处带有

远古传奇色彩的古石刻，其属性是“吴越文”图像文字，或是远古图画，至今众说纷纭。西周，约

公元前10世纪，云霄县墓林山先民能熔铸青铜技术。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我国著名医

学家、药物学家葛洪在漳浦灶山采药练丹。唐朝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漳州水稻作物最早实现

一年两熟，往后逐步推广到闽南各县。北宋至遭二年(公元996年)龙溪名医“妙道真人”吴卒

(音滔)，善治疑难杂病，著《吴卒本草》。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一1194年)大思想家朱熹任漳

州知州，著《漳州劝农文》一书，潜心对农学思想进行研究。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全国四大名

桥之一——江东石桥采用梁板式石拱桥建造技术。元朝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漳浦大梁山

100户工匠开采水晶矿。明朝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海汀豪民私造巨舶，从月港扬帆外洋至

东南亚各国。隆庆一万历年间(公元1567--1619年)诏安海洋学家吴朴，著《渡海方程》，是中国

第一本刻印水路簿。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黄道周在漳浦制作一台“天地盘”(又叫“天文

图”)于研究天象变化。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漳州地理学家张燮著《东西洋考》、《闽中

纪》。清朝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南靖庄亨阳的《庄氏算学》被纳入四库全书。道光年间南靖

铸造师黄取，筑台置龙贡(即造火炮)，以固海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福建第一条铁路

——漳嵩铁路铺设。民国8年(公元1919年)国民革命军在漳州建造南郊机场。

从远古至民国创造发明了不少科技成果，反映漳州人民富有探索、创造发明的精神。片仔

癀√k宝印泥、水仙花美称为漳州三宝。但在清以前封建社会里没有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有些

在科学上有造就的，曾在朝廷或地方上任过官员，如黄道周、庄亨阳等。即使到民国时期也没有

设置过科技行政管理机构，仅有少数的科研组织。如民国26年(公元1937年)平和县建立了雨

量站。民国32年至34年(公元1943--1945年)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华安班)建立过气

象站，并在漳州市区、诏安宫I：I、漳浦六敖、海汀港尾建立气象哨。民国33年(公元1944年)南

靖县设立农事试验场。民国38年(公元1949年)解放前夕云霄县在中医公会基础上建立中医

研究所。集中在这些科研组织的科技人员，除医生外都寥若晨星。

从明末海禁、清代闭关自守至民国时期战乱，由于历代统治者腐败，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

入侵，漳州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许多资源得不到开发，从总体上看，直至

1949年漳州解放，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科技设旋几近空白。

新中国的建立，为漳州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952年云霄县实践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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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成立。1956年龙溪专区(即现在的漳州市，下同)科学技术普及办事处(省科普协会派

出机构)正式成立，1958年，工业科学研究所、龙溪专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科学研究所、蔗

麻研究所相继成立。1959年中共龙溪地委成立科技领导小组，60年代龙溪专区第一届科学技

术协会产生。这一期间，农业科学和医疗卫生的科研最先得到发展，科学知识得以普及，各地还

组织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以及建小型水电站。农民水稻专家黄海汀、潘无毛的水稻

栽培技术和施肥法，陈有水的温室蒸汽催芽法，东山县营造防风固沙林带，漳浦、云霄、诏安等

县成功地种植热带橡胶树，漳州化肥厂生产全省首批工业硫酸，龙溪机器厂机械制造产品的投

产，标志着漳州近代工农业的起步。此外，章宝春骨伤治疗与药膏闻名东南亚。十年“文化大革

命”期间，漳州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地、县(市)科委及科协被撤销，绝大多数科研机构处于

瘫痪状态，科技人员横遭迫害，大批人员下放农村，大量文献资料散失，许多科研活动被迫中

断。但广大科技人员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以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

坚持科研工作，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如多晶硅小炉、氩孤焊机、0．5吨工频感应炉、20匹马力

东方红手扶拖拉机、“404”示波器、土霉素、细菌肥、农用微生物、龙江120型收割机、太阳灶等。

1972年7月14日周总理作了关于纠正科研、教育中“左”的错误的指示，8月党中央、国务

院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同年龙溪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计划处成立科技组，1977年成立

地区革委会科技领导小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全省科学大会召开，党和政府

第一次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漳州科学技术进

入全面发展与初步繁荣时期：恢复成立地区科委和地区第二届科学技术协会f各县(市、区)也

先后恢复成立科委、科协；恢复或新建一批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建立学会(协会、研究会)63

个，县级学会194个。各级党委和政府陆续颁发一系列发展地方科技工作的决定(规定)，认真

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加

强科技工作的宏观指导，增加科技投入，奖励科技成果和有贡献的科技人员。“七五”期间，市府

颁发放宽政策，放活科技、管理人员政策，推行科技体制改革，促使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

场，还着手选拔和管理中青年拔尖专业技术人员。出台民办科研机构的管理规定，创建科技示

范乡镇，配备科技副县(区)长、科技副乡镇长，乡镇科协、科委，建立开辟人才、技术市场，推动

科技成果商品化。贯彻中央提出的科技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精神，建立科普文明村。90年

代，市委市府作出科教兴市的战略决定，依靠科技进步振兴经济，漳州经济实施火炬计划和星

火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农业，科技服务于外向型经济。至1994年底，有42 784人

取得技术职称，其中高级职称1 116人，中级职称8 202人。全市共有省属在漳及市属科研机构

9所，厂办科研所28所，民办科研所132所。198l一1995年全市共实施科技计划352项，“八

五”期间“星火计划”项目和1994--1995年金桥工程计288项。“八五”期间漳州市的科技投入

7 000多万元。地改市十年间，技术引进项目l 500多项，总投资19亿美元(其中侨、台资近8

亿)。至1995年，全市共获得科技奖励428项，其中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0项，全省科技进步奖

115项，市科技成果奖393项，获专利218件。多数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对全市的

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如NSR—C4卫星电视接收机、后备式正弦波不间断电

源、在线式不间断电源、农村通信不问断电源供电系统、DJB系列通信用正弦波不间断电源、水

电站工程压力管道优化设计、耐水型仿瓷涂料、FM一328型办公通讯机、细旦腈纶拉舍尔系列

凡丹妮毛毯研制、空心保健竹凉席、杂交水稻新组合——特优63、小麦新品种——龙溪6号、

滨海砂地适生树种选择研究、红锥栽培生物学基础与造林技术、林木引种与栽培技术、肉桂引

种与栽培技术、卢柑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香蕉丰产优质栽培及保鲜贮运技术、高浓度复混肥、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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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海区半人工采苗及棚架式养殖技术、针灸。十四经感传线路”等科研成果，均获得显著的社

会经济效益。

台湾台东长滨文化中砍伐器，是漳州古人类经“东山陆桥”迁徒传入的。唐代漳州与南番三

佛齐国贸易往来。明朝海汀月港是福建省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州

市对外科技交流频繁活跃。至1994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先后派出10多批55人次科技人员

前往古巴、圭亚那、乌干达、扎伊尔、阿联酋、索马里、南也门、越南、赤道几内亚、塞内加尔、塞拉

里昂、贝宁等国进行技术援助、医疗服务；同时，分别接待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比利时、巴西、

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与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讲

学、参加学术研讨会。

漳州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不少的科技名流，先后造就吴卒、吴朴、张燮、庄亨阳、

黄取等古代著名科技人物，以及高庆狮、黄海涛、方宗熙、戴文赛、张鸿斌、郑绵平、赵以成、陈荣

殿、吴钦义、施正铿、张安祯等现代著名科学家。同时涌现出黄幼雄、刘传忠、郭辉煌、王埔田、林

策、王友朋、郑兆钦等一大批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省级专家和中青年拔尖人才，为本市科学技

术的进一步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

与国内外发展趋势和闽南金三角兄弟地区相比较，面对跨世纪科技发展新态势的挑战，目

前全市仍然存在着科技队伍和科研机构比较薄弱，基础设施较差，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历史

昭示，只有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

技事业，才能为振兴漳州，促进漳州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作出历史性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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