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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泉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编，并组织有关科研所、高等院校、有关部门的

专家和科技人员参加编写的《泉州市科学技术志》，历经六年多的辛勤笔耕，五易

其稿，终于定稿付梓，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市历史上的第一部科

技专志，是修志人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泉州市科学技术志》全面、系统、综合性地记载泉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

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其时空跨越唐宋以来1300多年的历史，部分科学技术的

发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其内涵覆盖基础科学、农业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医

学科学技术等自然科学，涉及几十个行业，充分展现各行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

水平。综观全志，它全方位、多门类、多层次地记述泉州市科学技术领域的完整
体系，包括科技大事、科技机构、科技队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科技情报

(ff息)与技术市场、科技普及与科技成果推广、科技管理与咨询服务、中外科技

交流以及科技人物传记与著名科学家名录等。它观点正确、内容宏富、资料翔实、

体例完备、文风端正；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科学

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得到参与评审本志的有关学科的近百位专家和方志界学者

的好评，被认为是一部成功佳志。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作为社

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和决定性因素，正日益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

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作为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它

对推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本志的编纂出版，将有助于各级干部了解和研究泉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与现状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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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增进中外

科技交流合作；增强科学决策意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

各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志书“资政、教化、存史”的社会功能，其深远意
义和现实作用，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总之，本志的编纂是成功的，能作为国家级科技出版物规格出版是值得庆贺

的。借此机会谨向参加编纂的修志人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萄芘7彳移吼



冉 一
；奇 一

盛世修志，千秋伟业，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编纂《泉州市科学技术志》，此

属首创。今志书问世，诚为泉州市人民，特别是泉州市科技工作者、爱好者的一

大喜事j ．

泉州开发较早，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即在晋江流域一带生息繁衍。唐以前，

建置屡有更易。唐嗣圣初(公元684年)，置武荣州，治所在今南安市丰州镇。唐

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名泉州，治所在今鲤城区。此后，凡称“泉州"，即

指今之泉州市。宋元时期，泉州的商品经济、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已达鼎盛。而

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史有“东方第一大港"、“海滨

邹鲁’’之美誉，“市井十洲人"、“涨海万国商’’之雅颂，成为名闻遐迩之历史文化

名城，被中外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经1300余年的发展，留下丰

富的文物胜迹。举凡城垣古建、开元寺、东西塔、洛阳桥、安平桥、祈风石刻、宋

代古船、冶铸、陶瓷⋯⋯列入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重点单位达389处。

皆凝聚着古代泉州人的科技成就与智慧的结晶，令人钦佩，引以为豪!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之作用与地位，备受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重视。向

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时代的

主旋律。科技队伍、管理机构、科研开发、技术信息、技术市场、高科技产业、科

技群团组织，无不蓬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改革开放方针推动下，泉州市的科学技术，在理工农医诸

方面，更得到迅速的发展。自1978年以来统计，先后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达892项，有力地推动着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化协调，倩速发展。“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得以证实。
‘

1988年3月，在泉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筹划下，由泉州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牵头，协同农委、经委、建委、科协、教育、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力

量，成立《泉州市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请老同志任顾问，聘有关部门的领

导、科技界、方志界的专家、学者150余人，从事编纂、评审工作。历经7年之

久，终于完成这一浩瀚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填补历代府志的空白，为泉州市人民

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

《泉州市科学技术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泉州科技进步的历史和现状。涉及面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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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年代之长、要求准确度之高，为前所未见。编委会担负起组织指导工作，多

次召开会议，反复强调志书史料必须连续、翔实、可信。编纂人员查阅古今档案、

政府文书、民间史料，量达数千万字；深入基层，广征博采，倾听众议，去伪存

真，锲而不舍；“千海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写出长篇初稿150余万字；

几经芟选，得终稿80余万字。全书通贯古今，略古详今，突出重点，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与地方性相统一。是一部泉州市地方科技发展史大型的、综合性

文献，可为海内外同胞提供泉州科技发展史的素材；是一部讴歌历代泉州人民及

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不断进取的壮丽乐章，有利于

激扬人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也是一部富有价值的教科书，读之发人深省，前

史所稽，后人所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汲取营养，增长才智。

我有幸参与《泉州市科学技术志》编委会领导工作，主持研究、决定编志过

程中的重大事件，感悟殊深。泉州乃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圣地；泉州人情操高

尚、聪明俊颖，有敢为天下先之进取精神；向来有对外开放，发展海上交通，对

外贸易之光辉历史。而泉州的每一度繁荣昌盛，都源自于对科技的依赖，对人才

的重视与培养。

《泉州市科学技术志》是众手成志，集体智慧的结晶。编纂过程自始至终得到

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泉州市方志委及福建省科技史志编委会

业务指导，又蒙各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值此，我谨代表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向

各级领导、各位撰写、评审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泉州市科学技术志》限于篇幅，仅是科海撷英。编纂过程，限于时间、人手

和水平，疵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斧正!

祝愿泉州市人民，以史为镜，鉴古明今，继往开来，再鼓“海上丝绸之路’’雄

风，投入改革开放洪流，弘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技兴市的发展战略，再创历史辉

煌的新篇章!

泉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工量一
《泉州市科学技术志》编委会主任土重厌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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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泉州市科学技术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泉州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学科(行业)科技专志、人物、附录等。各科

技专志按学科分类结合社会行业分工的原则进行设置、排列。一般设置篇、章、节、

目四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力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科技大事记主要收录对泉州地区科技进步及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

性重大影响的科技大事，以及泉州地区首次发生的重要科技新事。

科技专志侧重记述泉州地区科技事业发展以及基础科学、农业科学技术、工

程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等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

科技人物主要收录对泉州地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人物以及泉州籍在外地工作的部分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及

国家级科技专家]。已故者予以立传，健在者进行简介或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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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技人员名表。

附录部分收录国家下达的重点科技计划项目、泉州市自然科学获奖(市级以

上)科技成果目录及重要科技著述。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尽可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一

般至1990年底，重大事件延续至1993年底。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0年泉州市行政区划为准，包括驻泉单位在泉

州地区完成的科技进步史实。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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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

为主，适当穿插必要的图表及照片。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言必有

据，事皆有证，关键所需不遗巨细。

六、对历代行政区域、地名、机构、官职、人物等，均按当时称谓书写。古

地名括号加注今地名。各种机构称谓，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重

复出现时则酌用简称(如“泉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为“市科委”)。人物称

谓临文不讳，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职位之称，不冠褒贬之词。

七、历史纪年，凡1949年9月30日以前，一般标志朝代、年号、年度，括

号内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务院颁发的国家法定计量单

案、科技成果汇编、报纸杂

不一一注明出处。本志书严

而不录，留待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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