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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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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所志，可以说是一所的全史。我们编纂这部《中国北车集团

大连机车研究所志》，纵览了大连所自1922年始建到2003年的81年

历史，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重建至今52年的

发展历程。我们将铭记，建国之初于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时期，一个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研究所，引起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在中共

中央东北局直接支持下，由铁道部对这个研究所进行了恢复性建设和

改造，重新组建起了大连铁道研究所。我们将铭记参加重建的创业者

们所发扬的延安精神和建立的功绩。是他们写下了大连所新的历史一

页，他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一直把毕生精力奉献在这里。在迄今52年

(1951m2003)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大连所人，为我国铁路建设和

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把大连所建设成为我国内燃机车的

科研试验基地，担负起内燃机车的技术开发中心、试验检测中心和科

技信息中心的任务，并为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内燃机车检验

站和铁道行业内燃机车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完

成主要科研开发项目1500多项，其中通过技术鉴定项目308项，获

市(局、总公司、集团公司)、省、部和国家各类等级奖励项目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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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科技信息、标准化研究奖项55项)、授权专利42项。从老

型蒸汽机车的改造和新型蒸汽机车的试验研究，到一代又一代内燃机

车的更新升级和主要部件的开发研制，几乎都浸润着大连所人的心血

和智慧。我们编写这部所志，不仅要铭记着大连所科技工作者、干

部、工人过去和现在所创建的业绩，更要铭记着他们那种爱国奉献、

忠于科学、热爱事业、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勇于攀登的

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实现新世纪的跨越式发

展，再创新的辉煌，谱写新的篇章。

这部所志，本着志著广征、以类系事、横分纵写的基本要求，力

求全方位地展现大连所的历史全过程和全面情况。全书开卷设概述，

勾勒全貌，纵记简史，并将重新建所后52年的历程，划分为恢复性

建设与初期发展、内燃机车科研试验基地的建立、“文化大革命”中

艰难前进、新时期的改革与快速发展、新世纪的转制与跨越式发展等

5个阶段，与我国铁路科技发展的脉络一致，突出地反映出不同阶段

管理体制、机构建制和方向任务的几次重大变化和科研生产经营的阶

段性发展。大事记，把历年主要科研活动及主要成果列为记事对象，

体现研究所的特点。以下设组织沿革、专业技术研究、科技信息与标

准化、生产经营、综合管理、+科研生产基建设备、生活福利、党委工

作和群团工作等九篇。除第一篇外，以下八篇均为按工作系统、分门

别类所写的专志，共38章143节，是这部志书的主体；主线和重点

是专业技术研究和生产经营，按其专业类目和年代顺序，系统地记述

了大连所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

发、改进创新和发展进步。

这部所志，浓缩了大量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对于了解大连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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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状，乃至了解我国热力机车、内燃机车的技术史及发展轨

迹，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参研价值；其中集成的信息、有益经验

和规律性的东西，可为开展新的研究，谋划新的发展，进行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引为借鉴。这部所志，也为向职工进行所史、所情教

育和职业教育，提供了一部集资料性、史鉴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参考

书籍。这部所志，是一个史料库、信息库、数据库、知识库，可供查

阅、存史、收藏o

这部所志，横撰众多门类、纵跨80多年，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

工程o 1991年，曾组织一批老同志进行过编纂工作，他们为收集整

理资料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为《辽宁志·铁道志》的科技章写了

“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这部分。他们为所志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o 2003年7月，重新建立了编委会和

编纂组，继续这项工作。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发展的观点为指导，本

着系统思考、科学编排、完整准确反映历史的总体思路，在编写过程

中认真遵循核实史料、写真求实，以类系事、以志为主，纪事本末、

廓清脉络，详近略远、突出重点等内容与形式要求，全所统筹安排、

上下互动、共同参与，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工作。查阅了

数千万字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书籍和材料，进行了多种方式

的咨询和调查，前后有几十名同志提供了专题稿件或有价值的资料。

经过2年的紧张工作，于2005年6月完成审定稿，共84万多字。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研究所志》的编纂出版，是在全所各级

领导和各部门积极支持下完成的。编纂组和参与工作的人员为此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许多离、退休老干部、老专家给予热情关怀、支持和

指导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一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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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所志的出版，完成了大连所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和文化建设成

果，实现了全所职工期待多年的一项愿望。回溯过去岁月波澜壮阔，

展望21世纪任重道远。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深刻地了解

和总结过去，汲取经验、发扬成绩，在新的征程中，更好地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开拓创新，为把我们的各项事业继续推向新发展、实

现新跨越，做出新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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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大连机车研究所志》，以类系事，横分纵写，纪事本末，系统地综述

了本所81年的历史，主要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重新建所以来的52

年的发展变化。本书上限为始建的1922年，断限至2003年。

二、本书正文设概述、大事记，以下分为组织沿革、专业技术研究、科技

信息与标准化、生产经营、综合管理、科研生产基建设备、生活福利、党委工

作和群团工作等九篇。正文之后设附录。

三、本书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握客观真实性，力

求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地反映大连所的历史脉络、源流正变与发展进步o
‘

四、这部所志，从本所的特点出发，谋篇以专业技术研究开发与生产经营

为主线，以专志为主体。突出重点，有详有略，一些记事作扼要简写，也为使

本书篇幅不宜过大。

五、本书所记史实，以档案资料为根据，并查阅了有关文献、书籍和材料。

对因资料遗失，难以查实、确定的，权且从略，虽有不足，而为历史负责起见，

宁缺勿滥。

六、各篇章按门类设置，分之相对独立，合之融为一体，共为全志。某些

篇章内容相互有关联，所引用的部分资料有交叉重复，以保持各篇章的完整性。

七、本书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

对应记载的人物，以事系人人志，并设名表。

八、名表，为历任所级领导、各系列的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市以上的党

代会、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市(局、总公司、集

团公司)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按年代顺次排序。

九、本书选取部分见证变迁、反映发展的照片，分类插于相关篇章之中。

十、由于书内涉及的单位重复出现较多，为了简便称谓，对中国铁路机车

车辆工业企业和研究所及铁路院校名称，采用的是系统内部的简称(见附表)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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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l所志内涉及单位的简称

全 称 简称 注

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注1) 中车公司 (1)2000年9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 月，中车公

齐齐哈尔铁路车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齐车(集团)公司
司重组为中

哈尔滨车辆厂 哈尔滨厂 国北车、中
牡丹江机车车辆厂 牡丹江厂

国南车两个
长春机车厂 长机厂

长春客车厂 长客厂
集团公司，

沈阳机车车辆厂 沈阳厂
并均移交中

唐山机车车辆厂 唐山厂 央企业工委

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 天津厂 管理。大连

北京二七机车厂(注2) 二七机车厂 所划属中国

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 南口厂 北车集团。

大同机车厂(现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厂 (2)、(3)前

太原机车车辆厂 太原厂 身为二七机

永济电机厂 永济厂 车车辆工厂
济南机车车辆厂 济南厂 (简称二七
西安车辆厂 西安厂 厂)。1980年
兰州机车厂 兰州厂 1月，分立为
大连机车车辆厂(现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大连厂

二七机车工
大连机车研究所 大连所

厂、二七车
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 四方所

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
辆工厂。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 戚墅堰厂

资阳内燃机车厂 资阳厂

成都机车车辆厂‘7 成都厂

北京二七车辆厂(注3) 二七车辆厂

北京昌平机车车辆机械厂 昌平厂

石家庄车辆厂 石家庄厂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 四方厂

南京浦镇车辆厂 浦镇厂

铜陵车辆厂 铜陵厂

武汉江岸车辆厂 江岸厂

武昌车辆厂 武昌厂

株洲电力机车厂 株机厂

株洲车辆厂 株辆厂

洛阳机车厂 洛阳厂

眉山车辆厂 眉山厂 。

贵阳车辆厂 贵阳厂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术研究所 戚墅堰所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株洲所

铁道部工业总局 ＼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铁科院

铁道部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大

铁道部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 北方交大(现北京交大)

铁道部大连铁道学院(现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铁院(现大连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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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附表2大连所及其前领导组织沿革曾用名及简称

一3一

f砂

全 称 沿革曾用名 简称

大连机车研究所 沙河口铁道技术研究所(1945．9一) 非特指，一般

大连铁道技术研究所(1950．5一) 均简称大连所

铁道部大连铁道研究所(1951．1 l一)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大连分所(1952．8一)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大连机车定置试验室
(1955．卜)
大连机车车辆科学研究所(1958．5一)

铁道部大连热力机车研究所(1959．5一)

铁道部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1978．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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