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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圈6石泉县前池乡河床中出土的

西双垂盘蚕(‘今日蚕业’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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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东步阶西游
休桃林阴翳桑
翔飞燕巢双鸠

流泉情水激扬
长君思悲好仇
愁叹发容摧伤

姿淑窕崭伯邵南周风兴自后妃
归思广河女卫郑楚樊厉节中闻
迦逶路退志咏歌长叹不能奋飞
颀其人硕兴齐商双发歌我衮衣
蕤葳粲翠荣曜流华观冶容为谁
悲情我感伤情徽官羽同声相遍

经离所怀叹嗟
遇旷路伤中情
清帏房君无家
华饰容朗镜明
英曜珠光纷葩
多思感谁为荣

禽心浜均深身怀忧是婴藻文繁虎龙宁自感思形荧城荣明庭
伯改汉物日我思何漫漫荣曜华凋旗孜孜伤情未犹倾苟难闻
在者之品润乎苦艰是丁丽壮观饰容侧君在时在炎在不受乱
诚惑步育浸集 我生何冤充颜曜绣衣梦想劳形 慎盛戒义消作

故尼飘施愆殃章时桑诗端无终始诗仁颜贞寒：深兴后姬源人
遗亲飘生思愆微盛翳风比 情贤丧物岁 虑渐孽班祸谗
旧闻离天罪辜恨昭感兴作 明别改知识微至嬖女因奸
废远搬地积何微业孟鹿丽 显行华终凋 察大赵婕所佞

故离隔德怨因元倾宣呜辞理兴义怨土容始松远伐氏好悖凶
君殊乔贵其备悼思伤怀日往感年衰念是旧愆祸用飞辞恣害
子我木平根尝 叹永感悲思忧远劳情谁为独居 在昭燕辇极我

惟同谁均难苦戚戚情哀慕岁殊叹时贱女怀叹 防青实汉骄忠
新衾阴匀寻辛 知我者谁世异浮奇倾鄙贱何如 荫青生成盈贞

微精感通明神 驰若然倏逝惟时年殊白日西移滋愚谗漫顽凶
云浮寄身轻飞 亏不盈无倏必盛有衰无日不陂蒙谦退休孝慈
辉光饬粲殊文 离忠体一违心意志殊愤激何施疑危远家和雍
群离散妾孤遗 仪容仰俯荣华丽饰身将与谁为 容节敦贞淑思
悲哀声殊乘分 赀何情忧感惟裒志节上通神祗持所贞记自恭
春伤应翔雁归 辞成者作体不遗葑菲采者无差从是敬孝为基

▲圈7前搴特坚时(379年)辫平女诗人菡墓剖翻的织讳目文诗——l璇玑圈'

T圈9丝舅之莳全程示意田‘●夸B丝踌叠业}1991年)





’圈15戚用钫缎枫

掂厂创折设计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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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图20跌西第一纺织机械厂

研制的BFHl20型纸布蔓台机

卜置22 dTy一1型使撼式

条千均匀廑焉试位

●圈21长峙机器厂研

制的YGl31型条干

均匀度测试仪



▲图24提花织物纹刳自动化系抗t左圈．设计人员利用鲰机作。重匠圈‘右雹}略动轧垃板帆

▲图25搪韩毛坊厂的微机染色工艺控制累统t左圈为鞭机自动调节机构．右固为监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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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主编的《陕西纺织科学技术志》一书，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与大家见面了，这对于关心三秦大地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人

们，应当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更为重要的在于激励未来。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其中纺织文化光彩夺目，丝绸之路影响

深远。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当时由于中外陆路交通

的开辟畅通，文化技术交流之盛为前所未有。丝绸之路在历史发展中，曾是联

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的纽带，从政

治、经济、文化、贸易等各方面，影响和推动了世界社会历史的进程。据调查，迄

今在陕西省境内，犹有众多的以蚕桑丝绸命名的地名、镇名和村名，标志着古

代陕西人民以“农业为本，蚕桑并举”的巨大业绩。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中，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受

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榨取和蹂躏，陕西纺织工业的发展极为滞后。

但在这块土地上，曾建立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严重封锁的年代里，开展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

为抗El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创立了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西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纺织基地之一，以其卓

有成效的业绩屹立于中国纺织工业之中，涌现了成百上千的专业技术人才，创

造发明和研究开发了众多的推动技术进步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增加产量、提高

质量、节约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改善环境保护条

件以及著书立说等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陕西纺织科学技术志》的问世，必将在回顾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面

向两个大市场的过程中，在“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纺织工业中，在

“知我陕西，爱我陕西，兴我陕西”中，起到一些“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戈，崛蠼
1995年7月



凡 例
(1)本志体例结构，分综述、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大事记及附录等六部

分，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编年与记事体相结合，详今略古，附有图、表、照片等。

(2)本志主要内容为起于陕西境内的，在推动纺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中，科技水平较高的，或社会、经济效益较突出的，或填补国内空白的科技成果

或业绩及重要的活动或事件。

(3)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字表述。凡仅以阿拉伯数字表述

者，指纪元后的年份，凡阿拉伯数字之前，冠以“前”字者，指纪元前之年份。

(4)时间断限及时代分期，上古至1839年为古代，1840年至1918年为近

代，1919年起为现代，下限断至1990年。

(5)称谓书写，对地域及各社团、部门、企、事业单位凡在文中首次出现时，

一律用其当时的全称，加括号注明前身名称和今名之全称及简称，其在后文中

重现时，一律用其简称。

(6)度、量、衡计量单位，一律以当时采用的单位表述。

(7)人物记载，循“人从史出”原则，随述、志、科技成果或业绩，列出考查有

据的主要研作人员姓名。对陕西纺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古今

闻人，另有专文简介。



陕西纺织科学技术志

目 录
综述⋯⋯⋯⋯⋯⋯⋯⋯⋯⋯⋯⋯⋯⋯⋯⋯⋯⋯⋯⋯⋯⋯⋯⋯⋯⋯⋯⋯⋯⋯⋯(1)

第一篇古代科学技术(上古"--1839年)

概述⋯⋯⋯⋯⋯⋯⋯⋯⋯⋯⋯(4)

第一章手工纺织工艺及

机具⋯⋯⋯⋯⋯⋯⋯(5)

第一节搓合技术⋯⋯⋯⋯⋯(5)

第二节劈绩技术⋯⋯⋯⋯⋯(5)

第三节纺坠纺纱⋯⋯⋯⋯⋯(6)

第四节手摇纺车⋯⋯⋯⋯⋯(6)

第五节缫车和络并捻

工具⋯⋯⋯⋯⋯⋯⋯(7)

第六节手工编织技术⋯⋯⋯(7)

第七节手工织机⋯⋯⋯⋯⋯(8)

第二章葛麻纺织⋯⋯⋯⋯⋯(9)

第三章毛羽纺织⋯⋯⋯⋯⋯(10)

第一节羊毛纺织⋯⋯⋯⋯⋯(10)

第二节羽毛纺织⋯⋯⋯⋯⋯(11)

第四章丝绸纺织⋯⋯⋯⋯⋯(12)

第一节蚕桑丝绸技术的

，发展⋯⋯⋯⋯⋯⋯⋯(12)

第二节丝绸织品及织纹

工艺⋯⋯⋯⋯⋯⋯⋯(13)

第三节桑蚕丝绸文物和

遗址⋯⋯⋯⋯⋯⋯⋯(15)

第四节丝绸之路⋯⋯⋯⋯⋯(17)

第五节蚕桑著作⋯⋯⋯⋯⋯(20)

第五章印染工艺⋯⋯⋯⋯⋯(21)

第一节染色⋯⋯⋯⋯⋯⋯⋯(21)

第二节印花⋯⋯⋯⋯⋯⋯⋯(23)

第三节后整理⋯⋯⋯⋯⋯⋯(24)

第四节色谱⋯⋯⋯⋯⋯⋯⋯(25)

第六章棉纺织⋯⋯⋯⋯⋯⋯(25)

第七章服饰⋯⋯⋯⋯⋯⋯⋯(26)

第一节服饰的演变⋯⋯⋯⋯(2d)

第二节服色⋯⋯⋯⋯⋯⋯⋯(29)

第三节缝制技术⋯⋯⋯⋯⋯(29)

第四节服装制作工具⋯⋯⋯(30)

第五节服饰的延伸⋯⋯⋯⋯(30)

第八章科技人物传略⋯⋯⋯(30)

第二篇近代科学技术(1840，．--1918年)

概述⋯⋯⋯⋯⋯⋯⋯⋯⋯⋯⋯(34)

．

第一章手工棉纺织业⋯⋯⋯(34)

第二章手工毛麻纺织业⋯⋯(35)

第三章印染业⋯⋯⋯⋯⋯⋯(36)

第四章缫丝织绸业⋯⋯⋯⋯(36)

一1一



目 录

第五章手工复制色织线带

针织业⋯⋯⋯⋯⋯⋯(36)

第六章·蚕桑著作和专业技术

学校⋯⋯⋯⋯⋯⋯⋯(37)

第三篇现代科学技术(1919"--'1990年)

概述⋯⋯⋯⋯⋯⋯⋯⋯⋯⋯⋯(40)

第一章棉纺织⋯⋯⋯⋯⋯⋯(43)

一、手工纺织业⋯⋯⋯⋯⋯⋯⋯(43)

二、机器纺织工业⋯⋯⋯⋯⋯⋯(44)

第一节清花⋯⋯⋯⋯⋯⋯⋯(47)

第二节梳理并条⋯⋯⋯⋯⋯(48)

第三节粗纱⋯⋯⋯⋯⋯⋯⋯(48)

第四节细纱⋯⋯⋯⋯⋯⋯⋯(49)

第五节络筒⋯⋯⋯⋯⋯⋯⋯(50)

第六节整经浆纱穿经⋯⋯⋯(50)

第七节织造⋯⋯⋯⋯⋯⋯⋯(51)

第二章棉印染⋯⋯⋯⋯⋯⋯(52)

第一节前处理⋯⋯⋯⋯⋯⋯(53)

第二节染色⋯⋯⋯⋯⋯⋯⋯(54)

第三节印花⋯⋯⋯⋯⋯⋯⋯(55)

第四节后整理⋯⋯⋯⋯⋯⋯(56)

第三章色织复制线带⋯⋯⋯(59)

第四章毛纺织⋯⋯⋯⋯⋯⋯(62)

第一节原料开发⋯⋯⋯⋯⋯(63)

第二节毛纺织新技术⋯⋯⋯(64)

第三节染色⋯⋯⋯⋯⋯⋯⋯(65)

第五章麻纺织⋯⋯⋯⋯⋯⋯(65)

第六章丝绢纺织⋯⋯⋯⋯⋯(67)

第一节缫丝⋯⋯⋯⋯⋯⋯⋯(68)

第二节绢纺⋯⋯⋯⋯⋯⋯⋯(69)

第三节织绸⋯⋯⋯⋯⋯⋯⋯(69)

第四节整理⋯⋯⋯⋯⋯⋯⋯(70)

第七章针织⋯⋯⋯⋯⋯⋯⋯(71)

第一节织袜⋯⋯⋯⋯⋯⋯⋯(71)

第二节针织内衣⋯⋯⋯⋯⋯(72)

一2一

第三节针织面料⋯⋯⋯⋯⋯(73)

第四节针织成衣⋯⋯⋯⋯⋯(73)

第八章服装⋯⋯⋯⋯⋯⋯⋯(74)

第一节服装设计⋯⋯⋯⋯⋯(75)

第二节裁剪⋯⋯⋯⋯⋯⋯⋯(76)

第三节制作⋯⋯⋯⋯⋯⋯．．．(76)

第九章化学纤维⋯⋯⋯⋯⋯(77)

第一节涤纶短纤维⋯⋯⋯⋯(77)

第二节涤纶长丝⋯⋯⋯⋯⋯(78)

第三节粘胶短纤维⋯⋯⋯⋯(78)

第四节锦纶⋯⋯⋯⋯⋯⋯⋯(79)

第十章纺织机械和纺织

器材⋯⋯⋯⋯⋯⋯⋯(79)

第一节纺织印染机械⋯⋯⋯(81)

第二节专用件及配套

设备⋯⋯⋯⋯⋯⋯⋯(84)

第三节纺织器材、⋯⋯⋯⋯⋯(85)

第十一章测试计量技术⋯⋯(86)

第一节标准化⋯⋯⋯⋯⋯⋯(87)

第二节测试计量⋯⋯⋯⋯⋯(91)

第三节仪器仪表+⋯⋯⋯⋯⋯(92)

第十二章环保技术⋯⋯⋯⋯(93)

第一节除尘⋯⋯⋯⋯⋯⋯⋯(93)

第二节消烟⋯⋯⋯⋯⋯⋯⋯(94)

第三节空调⋯⋯⋯⋯⋯⋯⋯(94)

第四节降噪⋯⋯⋯⋯⋯⋯⋯(95)

第五节消毒．⋯⋯⋯⋯⋯⋯⋯(96)

第六节污水处理⋯⋯⋯⋯“j(96)

第十三章电子技术应用⋯⋯(98)

第十四章专业技术教育⋯⋯(100)



陕西纺织科学技术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十五章

高等专业院校⋯⋯⋯(100)

中等专业学校⋯⋯⋯(102)

技工学校⋯⋯⋯⋯⋯(104)

纺织技艺学校⋯⋯⋯(105)

纺织美术设计进修班和纺织

品色彩学习班⋯⋯⋯(106)

科学普及教育⋯⋯⋯(106)

科技著作⋯⋯⋯⋯(108)

第一节、高等纺织院系的著作

⋯⋯⋯⋯⋯⋯⋯⋯⋯(108)

第二节纺织工业系统的著作

⋯⋯⋯⋯⋯⋯⋯⋯⋯(109)

第三节情报系统的科技资料

⋯··········⋯···⋯⋯··r109)

第十六章科技人物⋯⋯⋯⋯(1lO)

第四篇大事记

一、古代(上古～1839年)⋯⋯(118)} 三、现代(1919～1990年)⋯⋯(125)

二、近代(1840～1918年)⋯⋯(124)I
’

附 录

1．陕西纺织工业科技情报机构

一览表⋯⋯⋯⋯⋯⋯⋯⋯⋯(141)

2．陕西纺织科技著作及刊物

情况表⋯⋯⋯⋯⋯⋯⋯⋯⋯(144)

3．陕西棉纺织操作法

简表⋯⋯⋯⋯⋯⋯⋯⋯⋯⋯(156)

4．陕西科技成果获奖项目

简表⋯⋯⋯⋯⋯⋯⋯⋯⋯⋯(159)

5．陕西纺织主要节约

成效表⋯⋯⋯⋯⋯⋯⋯⋯⋯(219)

6．1956年陕西省入选纺织部推

荐技术改进推广项目表⋯⋯(230)

7．1957年12月陕西获全国纺

织工业第一次技术成就奖项

目表⋯⋯⋯⋯⋯⋯⋯⋯⋯⋯(231)

8．1960年陕西入选纺织部新技

术经验推广项目表⋯⋯⋯⋯(231)

9．1964年陕西入选全国纺织工业

第二次技术成就会议推广

项目表⋯⋯⋯⋯⋯⋯⋯⋯⋯(231)

10．1966年陕西在全国纺织工

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展出

项目表⋯⋯⋯⋯⋯⋯⋯⋯(232)

11．陕西省在全国纺织工业科

研和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

展出交流项目表⋯⋯⋯⋯(235)

12．陕西棉纺织军工配套

产品表⋯⋯⋯⋯⋯⋯⋯⋯(236)

13．陕西获国家银质奖及纺织

部名优称号产品表⋯⋯⋯(238)

14．陕西纺织获国家、部、省优

秀新产品称号产品表⋯⋯(245)

15．陕西纺织系统1979～1990年

论文分类统计表⋯⋯⋯⋯(252)

1 6．陕西纺织学术年会三等奖

以上论文登记表⋯⋯⋯⋯(253)

17．陕西纺织系统1966年前

(包括1966年)引进设备

一3一



目 录

登记表⋯⋯⋯⋯⋯⋯⋯⋯(260)

18．陕西纺织系统引进设备

汇总表⋯⋯⋯⋯⋯⋯⋯⋯(265)

19．陕西纺织系统引进设备

登记表(1965～1990

年)⋯⋯⋯⋯⋯⋯⋯⋯⋯⋯(270)

20．陕西研制的新型纺织机械

和配件登记表⋯⋯⋯⋯⋯(329)

21．陕西5项主要设备效能

对比表⋯⋯⋯⋯⋯⋯⋯⋯(333)

22．陕西纺织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登记表⋯⋯⋯⋯⋯⋯⋯⋯(343)

后记⋯⋯⋯⋯⋯⋯⋯⋯⋯⋯⋯⋯⋯⋯⋯⋯⋯⋯⋯⋯⋯⋯⋯⋯⋯⋯⋯⋯⋯⋯(401)

主要参考文献⋯⋯⋯⋯⋯⋯⋯⋯⋯⋯⋯⋯⋯⋯⋯⋯⋯⋯⋯⋯⋯⋯⋯⋯⋯⋯(402)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