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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线重要的基本建设

• 薛克军军

盛世修志，资治当代，急及后人，是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编

修科技志，是时代赋于我们的一项开拓性的事业，是梓技战线上喝

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尽管编修科技忐涉及西广、工作量大、浩繁复杂，且又是系统

的艰巨工程，然而由于各级领导均关怀重视，在各方面均积极支持

配合下，经编修人员均勤奋努力、刻苦工作，终于骗暴去版甘肃科

技志的第一部书。

这本《甘肃科技志·大事记)，是整个特拉志中非常重要、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志书编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丙且就

整斗、科技志苟言，起着总纲提美、联系篇章、统车全志的件用。它

是以对为经，以享为纬，以时系亨，横联各幸 p纵贯古今，对整个科

技志具有明显的维系力。主妥特点是，具有历史序排的迄贯性和记

事为本的选择性事文字简要，内容丰宫，对整卒志书吗门类来说，

具有拾遗补竭的作用 p 对读者可以起到提示、索引和向导的作用，

能从空前和时间的宏观中获得全局性的一敖认识，尔后阅读全书内

容，就会居高 11各下，易于全面了解科技事业起伏兴表均发展状况.

这本大事记均编写，历经三年多的时坷，进行了大量艰苦地搜集

资料、整理昂迄、反复核查工作，并在印发初稿、征求意克玛基础

上，重新编写而成。它编入了自上古以来发生在甘肃这块土地上具



有一定影响功科学技术亨件。根据详今咯古均编写原剂，重点突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38年特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议来科学

技术方面均发展成就。但是，由于练基力量不足，且水平有睬，搜

集到的资料不尽全面，尤其是历史资什维以完善，加之全省科技战

线编志工作造反不一，遗误之处恐在所难免。尽管我们在主观上想

等齐求全，只因时有至是，不能再拖下去，只好不尽完善地在版问

世。另外， <<甘肃科技志》均编寨工作正在深入，敬请科技界广大

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和一切关心修志的领导、同志们，继续给

予大力支持帮助，我们将不足主感谢。



甘肃科技史的简要纪录

.魏庆同

世界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拉术支》约序言开蓄

写道 z a辛辛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均组成部分"。当我

们把这本建要记录我J高科技丈的《甘肃科技志·大事记》奉献给大

家的时候，有必要回顾一下科学史传历史。 1913年，作为科学支

重要奠基人之一的美菌籍比利时人萨顿，创办了国际性科学史杂志

《爱雪斯)) ( Isis ) ，他还若有 3 卷本的《科学文引证>>，从而开

剖了科学史研究的先汗。 1929年，离际科学史学会宣告成二泣，科学

史自此成为世界上公认均一门独立学科。本世纪二宁年代以来，科

学技术支的研究方兴未艾，获得一系列举世魏玛的成果。 1929年，

英国科学史学家升点尔出鼠了《科学支一一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

系》著作; 1931年苏联科学文学家赫森在第二次离际科学丈夫会上

发表了《牛顿"原理"玛社会根源和经济稳源》均芳名报告; 1938 

年，美国科学文学家东明写出了《十七世纪英璋的科学、挨术和社

会》一书; 1939年和1954年，英国科学文学家贝尔纳先后捧出了

《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支上的科学》两部名芳.最令世界科学

文界震惊的是，美国科学支学家李约瑟，从1954年以来陆续推出

了《中国科学技术支》一至七卷宏芳。这侍事，在中国科技界和科

学文学界引起了赞叹和深思:逗些年来，世界各国在科学支方面取

得的成果举不雇举。所有这些成果，对于人们借鉴过去的特学精



华，不断开拓新的科学领域，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建

设，已经和正在发挥善重大作 F骂。

的确，要做科学均主人，必须懂得科学均历丈。这一论点可琦

甘肃工业大学的一项研究得到佐证。 1978年，甘肃工大在国内外首

次提虫"裂纹技术n 功科研课题，西科学研究本身却不断要求必须

考察这一新技术的经检胚胎在历史长河中均流交和演进过程。至2

1982年，在这一重大科技成果经鉴定正式问世并获得国家机械部一

等奖的同时，甘肃工大裂纹技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说自然科学支研

究所的专家们共同研究发表了<< ..刃"的发现和原始采纹观念的形

成上《关于裂纹技术的思维历史》等论文，他幻上溯到 190万年前，

从原始人防止裂纹之害和利用裂纹之利的实践，一直写到近代系统

技术诞生均必然性，从西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从科学均历文考察

它，就会明白作为历史的科学的裂纹技术将有多么广阔的前景。我

们愿意迄离自己都摆进这才、必然拉玛论证中去，为发展我国的裂纹

拉求做出贡献。"仅此一例便可说明，真正均科学研究必然包含科

学史研究，不懂得科学史就不能做科学的主人。借此机会我强调了

科学史的重要，愿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勉@

我国方志宝库，卷技浩繁，但科技丈志非是一呀空白。正可谓

"盛世修志"近些年来，科学史的研究、教学和编撰工作，才在

我国得到重视。我有编慕科技文志均工作，也正是在这种影势的促

进下，被列为科技战线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开展了起来。毫无疑

问，我们的甘肃科技史志，必将以其准确可靠、翔实丰富功科技精援

和具有全毒性、连续性、信息性功特点，以及不同阶段的科技发展

水平及其豆示出的生产力水平，起到忠于当前、荫及后代，资治、

教化、存支，帮助领导进行决策、指导工作功巨大作用。这部虽非



史志却是亦史亦志的《甘肃科技志·大事记>> ，经专家、学者们坪

份认为，不仅有概括历史、经世致用的社会价佳，西且有记事传

世、存支检索功学术价值。

大事记的先.ft 出版问世，为编慕并正式出成《甘肃科技志》揭

开了序幕并提示了志书的主线。它的编慕漂则是"大事突出，妥亨

不远，新事不丢，琐事不录"。其特点特色，相信读者会克仁兑

智、触目有感均。

件为《甘肃科技志》均主编，我妥哀心感谢为此书提供了大量

资料和给予哉挚相助的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界锦诸多专家、学者、

领导和同志们。在省科技支志编辑部精心痛迄整理、悉心调查考证

和专心编辑润色的过程中，作为本书主妥编暴者的芦开文、胡主主清

俩位同志，反复修正，五易其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幻还妥加倍努力。

我们一定妥编摹出第一部高层量的《甘肃科技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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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科技志·大事记·公元宵 • 1 • 

远古至清末

公元前

〈远古至公元前〉

.远古约10多万革费，今镇原县姜家湾和青海口一带，已有原始人群按:耳旁生活，

跃狞猎和据点天然植物为生，生产工具为石器和少量角器。

.远古纬10万年商量"元始天尊"伏毒草氏，于农历正月 16日生于成纪(今天水) , 

画八卦于三期)11卦台血。现存八卦因为本制雕刻，正面刻八卦图形及文字，背面卖IJ 有

"伏毒草六十四卦二十八窑全圈" 12个字。

.远古韵3万年前，今环县楼房于、庆阳巨家摞等埠，石器已有进一步加工，出现

了石片和系抛的球形投掷器，并已掌握了取火方法。

·远古约7800""-'7350年间，中华民族祖先的一部分，己在天水渭河流域定居繁1fj生

息。在位于陇由西倒之葫芦捋支流五营?可与离家沟漠水交汇处lÙ台地秦安大地湾，建立

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农业材落。现发瑰遗址30万立方米。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

虫b烂夺吕的远古文化科学技术，出现了磨审j石器和梅纺轮。陶器有红、灰色择F 房屋建

筑从半地穴发展为平地建房为主，开始农耕、棋i养家畜。

.远古约6000盖在擂，泾、渭、河流域，出现了细红陶为主的多型器具，击9揭技术有明

显提高。同时建房技术和结构也有了进步。

.远古纯5500"-'4900革前，今天水泾、渭流域出现了石、梅、骨、角等质料，有

刀、石铲磨都精细并带有钻孔，商时石磨、石器加工工具也应运丽生。

.远古约4800年前后. l胃、泾河流域开始用混坯直接烧制海刀，黯纺轮也有改造。

遗址发现于镇原常白，古称 a常出下层文化"。

.远古垂000"-'5000年间，禹、碍治水于今敦煌、张被、自丹等处，导溺水攒下成

功。

.远古毒000"-'5000年代，据史科载，秦安大地湾影黯器物工艺发达，造型缉毒匠，坚

硬先滑，形纹多异。

.公无言tr2050"-'1900年，在说词、大夏洒和渭河上游一带，开始出现铜器，铜盾

纯，多为红铜。今山丹至玉门一带出现了"西坝文化好。

·公元前770"-'220华〈春款战国时期) ，秦安撞内森栋密布 r 材木易得，民以术造

窍。《诗经·秦风》中有"在其提屋纱. <<正义》臼"秦之茜睡民亦截屋"。

.公元前246"-'206年(襄朝) ，秦安县冶炼钢器具工艺技术高超，有锅鼎、锅壶、



• 8 '"' 甘肃蒋捷毒·大事记· 1912 .....， 1911华

中华民国时期

( 1912年........1949年〉

1912年

.12窍，兰州地区自喉症流行，小JL病死萌者甚重。

1913年

.是竿，甘肃省署令玉门县知事查勘赤金区石油矿原油送北京化验，每市窝原油含

汽油1. 5钱，煤油3钱，蜡烛原料2.5钱。

.是年自夏人邓隆等集资，在兰州小西湖部办光明火柴股份公司，年产火柴700

余箱。

1914年

.3月，英国传教士金平兰在兰全H黄、河北出土开办博德恩医院，治麻风病。

.8月，甘肃省农会会长玉树中在牵兰甚北乡农村铺涉地，抗旱效果好。

.是年，邓德兴等人集资，在兰州黄寓北王堡域建光明火柴γ。

1916年

.是竿，德盛公翻砂厂在兰州开业，生产翠铮等农具，

1917年

.6月，甘肃省署于兰州西关举院开办"公立甲种农业学校"招收寂业本科学生

一班。

.离月，省署在兰*1创办甘肃省副绘学校。

.需JL 甘肃公立图书辖在兰1'r!成立。

.9月，甘肃省署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窍，生产抢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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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华

·是竿，平稳安口陶瓷技艺人~j毡，制成具有民族艺术员格的穰璃瓷具。

1919年

.5月，甘肃省署在兰乡H创办第一工业学校。

.四月，兰如i成立电灯电话局。

19.20年

.12月 16日，晚6时35分，甘肃泉兰、输中、永登、景泰等58县发生强烈地震，为

8.5级，被及面积170万平方公里，延及13省。兰知i数月内，先后震100余次，墨家崖白

云现 9 级塔，震落 4 缀。五祟山顶三台阁震毁上层，屠民死亡273人，伤236人，压死牲

畜8000余头。

1921华
.9窍，兰州在民韧试矜冬麦成功。

·是年，平凉安哥倡建费瓷专业学校。于1923年报出8名学生去江西景德镇学习葫

掏技术工艺，回来创建先华瓷厂，以当地原料捷制成自瓷。

1922年

.12窍，恢复甘肃织呢局，改为商办。

1923年
.是萃，天水设立电灯厂，将票有30菇电视改为200庭。

1924年

.11~ ，甘肃机器局改为甘章制造蜀，有员工160人。

1925华

.12月，甘肃彗军公署始在兰州设立无线电台。



.10. 苦露科技事·大事记· 1827"-'188a年J

1927年

.，月，甘肃造i1i厂在兰州成立。用民国3年天津铸币袁世扭头象模型铸造银元，同

时铸造50、 100 、 200铜币，在全省疏通。

.5月29日，现代中国著名的科学考察团体面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花京成立之后，这支

由中嚣科学家和外医科学家联合组成的大型科学考察团体，受我国学术西体t9J.会的指导

与监督，来我省及青海等地进行科学考察，患了8年时阔，在西在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进行的多学科综合考察，取得了震动世界的考察成果，

1928年
.10月15日，甘肃省政府令各县扩充长途电话线路，增设无线电台。

.12月，天水工艺厂制革部移来兰卦i西关贡院内，改组为甘肃制革厂。

1930年

.12月，甘肃牵兰等7县发生霍乱，死者甚多。

1931年

'是年，中医医医结甘肃分馆在兰倒成立。
.是盖在款，经人分绍，朱允畴〈甘肃会宁县人〉进入当时的必中央气象研究所"学

习两个多另，由所长空可祯交给部分气象仪器带西兰翔，于1932年 2 月 15S 在兰成立了

"甘肃省立气象那候厨"朱元明任厨长，开始X尾酒工作。

1932年

.5窍，中嚣、德雷合营欧亚航空公司在南京、西安、兰卦l线第一次试航。"欧亚

号"机组4人，自南京起飞，至西安沿渭洒飞行，经凤翔、天水、能西，据兰如i京郊拱

星墩飞凯场降落。

.是年，兰如i市藏族居畏王佐都〈贡觉才让〉在兰州销办我省第一家电影院-→一藕

民电影院，其历尽千辛万苦，从上海引进无声影片。

.是竿，玉拉姆在兰州部办新民系列企业，其中也组织社会医务人才，引进摄影新

技术和科技图书，创立了3个新衍业二←薪畏医院、新民照像信、新员书店。

1933年

.是竿兰姆设立无线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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