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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我们编纂的《牡丹江市科学技术志》，数易其稿，现已成书问世，这在牡丹江市科

技发展史上实属首次。把牡丹江市科技发展状况载入史册，让后来人温故知新而有所受

益，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对我国科技文明史应做的贡献。

该志书是在市科委领导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黑龙江省科技史志

办公室和牡丹江市志办公室，在业务上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各县(市)、区和市直各单位

以及驻牡丹江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有关部门提供了科技志资料。为此，谨向上述部

门、地区和单位的领导与同志们表示谢意。

《牡丹江市科学技术志》的修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

过对各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牡丹江市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使该志

书基本反映了牡丹江市科技事业的发展全貌，体现了牡丹江市科技人员和广大劳动者的

创新精神。编纂工作是在10年动乱后，资料散落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经艰难搜集、编

纂，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漏在所难免，欢迎修志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牡丹江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学技术志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记逑牡丹江市科学技爪实践活动的志书，其内容比较扼要、篇幅比

较简短。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从有资料记载1857年开始，下限断至l 985年末。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市档案局、市统计局和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采集并经核实

的口碑材料等。

四、本志以牡丹江市解放时间(1945年8月1 4日)为界，划分为解放前、后时期。

为记述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五、本志记述范围：1956年底以前主要记述市区：1957年后记述牡丹江地区和牡丹

江市区。1983年后，全市含7县1市，市区仅含市内各区。

六、本志采取横排竖写记述方法，结构设篇、章、节三个层次。采用以志为主，志．

记、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按时间顺序记述，力求略古详今。

七、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为主，日不详列于月末，月不详列予年末。

八、地名、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九、本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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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牡丹江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全市位于东经1 28。02，至l 33。56'，北纬43
6

25 7至

46。367。市区位于东经i29。1 8
7

45,1至129。557 1 5u，北纬44。227 33u至444 49
7 50Ⅳ。属于

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l 20天。历史记载，最高气温36．5。C，最低气温零下

58．3。C，年平均气温3．6。C。平均年降雨量500～600毫米。

全市总面积(含7县1市)57 632平方公里，1985年末总人口3 026 976人i市区面积
1 35i平方公里，i98：年末总人I：I 617 9lo人。全市农田耕地面积i 1 2I．1万亩，乡村林地面

积4i 2万亩。森林面积197．08万公顷，复盖率45．6％。林木有25科、l 20多种。山区盛产

木耳，人参、蜂蜜，刺五加、黑豆果、山葡萄等土特产品，山野菜60多种，山药材23

种。有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藏96种。水利资源丰富，有牡丹江、乌苏里江、绥芬河三大

水系，牡丹江、乌苏里江、绥芬河、穆棱河四条主要河流，8 30多条支流。

牡丹江市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被列为国家重点名胜风景区。市郊的牡丹峰是黑龙

江省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之一。

全市有5个县(市)与苏联接壤，边界线728公里。绥芬河是国家重要对外贸易口

岸。
。

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东南部交通枢扭，主要铁路干线有滨绥、牡崖、牡图等线，区

域内有铁路l 952公里，除东宁县外，县县通火车。公路干线有鹤大、绥满、方虎、鸡匾

等公路，总长7 247．1公里。

牡丹江市在1932年5月前是个村屯，隶属吉林省宁安县乜河乡(现牡丹江市兴隆镇)

管辖。日本入侵后，于1937年建市。1945年8月14日牡丹江市解放，同年建立市人民政

府。1946年4月1日起牡丹江市是绥宁省政府驻地，同年l o月1 8日绥宁省撤销，成立牡

丹江专区。1947年8月2日起是牡丹江省人民政府驻地，1948年7月9日牡丹江省撤销，

牡丹江市隶属松江省。1954年8月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于i9 36年3月6日组建中I

共牡丹江地委和牡丹江专署。1968年2月7日牡丹江市与牡丹江地区合并。197 3年9月

1日地、市分设。1983年9月1 3日地、市又重新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辖宁

安、海林、林口、穆棱、东宁、密山、虎林7县和绥芬河市。牡丹江市有东安、西

安、爱民、阳明和郊区5个区。市辖区域内，有省辖牡丹江林业管理局，下属104"林业

局；有省辖牡丹江农场管理局，下属l 4个国营农场。

解放前，牡丹江市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科研机构很少，科技人员寥寥无几。建晷

后，牡丹江市科学技术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科技队伍不断扩大，科技成果不断增多。

1985年，初步形成多学科研究网，开展多学科科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全

市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牡丹江市已形成以轻工、化

工、机械、建材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农，林、牧、副、渔各业全

面发展。医药卫生已形成教学、临床和科研相结合体系。



．2 牡丹江市科学技术志

解放初期，牡丹江市只有1个研究所。建国后至1962年，先后建立起研究所12个。

到1985年，全市范围内共有科研机构33个，其中省属研究所6个，部门研究所3个，市

属研究所8个，县属研究所1 6个。按专业划分，工业方面12个，农业方面1 9个，医药2

个．研究所设备、试验条件逐年改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人员素质和研究水平不

渐提高。’黑龙江省造纸工业研究所、黑龙江省林副特产研究所、黑龙江省水田机械化研究

所、牡丹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市建筑材料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科研力量都比较强。

牡丹江市科技队伍不断扩大。解放初期98人；1947年全市科技人员68j人；19 58年牡

丹江地区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增至l 2 061人，其中，市区1 79 3人；1978年牡丹江地区25 219

人，其中市区6 1 54人。1985年全市(含7县1市)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增加到26 203人其中，市

区14 442人。在26 203名专业技术干部中，工程技术人员7 820人，农业科技人员2 032人，

卫生技术人员6 769人，科研人员102人。在各类学校中从事自然科学教学人员835人。各

类科技人员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201人，中级技术职称人员5 833人。全市有1 300多名科

技人员分别获国家级、省级、市(地)级科技成果奖。

1960～198j年期间，牡丹江地区和牡丹江市共安排科研和新产品项目835项，补助

霹}技三项费用款3 0l 3．27万元，其中，国家科委拨款195万元，省科委拨款2 558．52万

元。共完成科技成果1007项，其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l项，国家发明奖1项，国家
“六五”科技攻关奖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获全省科学大会奖60项，获省重大

科技成果奖、省优秀科技成果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六五”科技攻关表彰奖以

及省科技成果推广奖共67项。获牡丹江地区和牡丹江市科学大会奖1 12项、表彰奖196

项．获市优秀科技成果奖158项，市优秀科技成果推广奖3项，市农业科技进步奖43项。

这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对促进牡丹江市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对推动

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对提高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水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

市科技进步和经济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牡丹江市科技服务部门逐年增多，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市有科技情报研究所，各县

(市)、区和厂矿、大专院校都设有科技情报机构，从上到下形成科技情报网，全市有

专、兼职科技情报人员258人。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存有中、外文期刊和各种科技资料3万

多册。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与全国948个科研单位建立科技情报联系。全市有．各类科技

开发、科技咨询服务机构70个，有专业人员350人。

牡丹江市科技交流日益活跃，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科技组织建立了科技联

系。1984年有300多名外国科技人员来牡丹江市短期工作。1985年有148位外国科技人员

来牡丹江市进行技术考察、技术协作和技术交流。同年牡丹江市先后派出13#-代表团去

1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技术考察、技术交流。1982～198：年期间，全市引进国外技术

(包括单机、散件、生产线等)109项。这些引进项目，为牡丹江市的科技发展、技术

改造和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

牡丹江市科技群众团体发展较快，1957年全市只有1个科学普及协会，1962年市内

有自然科学专门学会7个，会员：00多人。到198￡年，全市有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48

个，会员达7 G50人。全市农村有科学技术普及组织1 426个。这些学术组织和科普组织的

括动，对促进生产发展，对城乡人民进行科学技术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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