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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科学技术是生产实践的总结和提高，是促进生产发展，推动社会前

迸的动力。

我们安化山区，境内山青水秀，物产丰富，科学技术历来与生产同

发展，与国运共昌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科技人才辈出，

科技成果累累，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历史面貌焕然一新。可是，在这

入杰地灵之地，却未编写过一部“科技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圉运昌隆，科技发达，经济繁荣。逢此盛

世，我们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惠及后世为己任，在安化县志编委的

领导下，组建了“安化县科技志”编纂领导小组，历时两年多，编纂出

了安化县第一部“科技志”。

《安化县科学技术志》是记述安化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志书，希望

全县广大科技人员以《安化县科学技术志》为借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

训，为发展安化的科学技术，振兴安化的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安化县科学

技术志》，在资料的收集与编写上，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

．正，、

李诗兴

1 9 8 9年7月30日



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l 8 4 0年(清道光=十年)，下限止于l 9 8 8年，唯对地震史料

则追溯到l 5 l 2年(明正德七年)，以保持历史的完整性。

二、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映安化县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实，

力求起劐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三，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不溢美，不隐过的原则，秉笔盥书，不妄加评议，力求

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今后安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四，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能原则，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安亿县科学技术

的发展。对1 9 4 9年至1 9 7 8年的记叙，坚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如实记叙成就和失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化科技事业的发展，详

加记叙，以备参考。

五、本志在体例结构上，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概逑全貌、条述重点、表述一般的

方法，力求纵不断线，横不缺项，重点记叙科学技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突出“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的观点，反映安化科技发展的进程。

六、安化的科技史料见诸典籍档案的极少，采编对只能走访有关部门和知情人士，了解

史实，经过考证、甄别，予以记叙。

七、出于安化县科学技术协会编有《安化科协志》，群体科技话动，本志未加记叙．

八，根据“生不立传”的惯例，对在外地工作的安化籍科技界专家学者，汇编成人物

表，随同部分主要文件附录予后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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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安化县茶场研制的绿茶新品种“安化松针”，1988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佥质奖。

图为安化县保健食品厂研制的茯拳糕，九八八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质奖。



图为安化县种子舟司种植的杂交稻高产制种竞眷日

1984年杂交稻高产制种获省科技成果四等奖。

图寿毒化县杠科所选育的虹薯新品种1安虹二号L。



图寿安化县乳酸厂研究生产的轧醮正在灌入桶内。

图为安化县农机修配厂引进、改良的著丝机。



9为安化悃溪电子仪器厂研制的Mk—I型脉宽调制酸度(PIJ)监控器。

圉由安化县轻机厂设计制连的新产品HG24一～1型金花牌j用火锅。



图寿1985年安化县卫生防疲站在资江发现的寄生虫中间

宿主、世界新螺类——中国挟口螺。

图为安化羊角塘(1曰称二都)引进、改盘选育的地方良种二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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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化位于湘中资水中游，雪峰山脉北段。北宋熙宁五年(1 0 7 2年)置县，县治在今

梅城镇。1 9 5 1年7月与涟源分县后，县治迁东坪镇。全县总面积4 9 4 3．7 7平方公

里，境内山多田少，山青水秀，森林资源丰富，是湖南的主要林区之一。地下矿藏主要有

煤、铁、锑、钨、金、石煤、石灰石等矿。

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压迫，安化地瘠民

穷，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了生产力。工农业生

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科学技术日薪月异，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历史进入了
一个新的纪元。

清朝后期!安化科学技术有所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工业生产起步，新的生产
力萌芽。

清道光=十年(I 8 4 0年)，牛角塘铁厂建立，有工人l 2 0余人，生产熟铁、生铁

板，除供应全县生产、生活用铁外，还有部分产品销至宁乡、益阳、常德、桃源等地，历时

1 l 0多年后停办。

清同治年问(1 8 6 2～l 8 7 4年)，二都人引进宁乡猪，改良育成“二都猪”。一

直驰名县内外各地。

清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年)，安化渣滓溪恒通锑矿开采公司(今渣滓溪锑矿)成

立。由于开采工具落后，企业亏本，不久被华昌公司兼并，改组为新恒通公司。宣统三年

(1 9 1 1年)，易名为佐新公司。 ．

清光绪年问(1 8 7 5～l 9 0 8年)，红薯、玉米成为全县人民主要食品之一，稻谷

总产居农作物首位。茶叶、桐油、木材已成为省的主要产地。

识。

中华民国时期，全县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农业生产确‘所发展，科学技术逐步被人们所认



民国9年(1 9 2 o年)，省茶叶学校迁来县境小淹，更名为湖南省茶叶讲习所，从事

改良茶叶生产工作。

民国l 8年(1 9 2 9年)春，安化县贫民工厂在县治梅城镇城隍庙创立。初招学徒

4 0人，分印刷、染织两班，所出物品，颇算适用。同年，廖家坪道善锑矿公司成立，引进

技术，生产纯锑，产品获中华国货展览会特等奖。

民国2 1年，县政府以“安邑茶、纸、煤、铁、农、林各项，均须改良，矿业亦须启

发"，经建设厅核准，成立安化县实业改进委员会。

民国2 5年，东坪镇发电厂和蓝田镇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东坪、蓝田开始用电照

明。

民国2 6年，县建立农事实验场(后更名为农业推广所)，开始农作t、牲畜良种评选、

试验、繁殖、推广。

同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因战乱迁入县境，历时八载，为

安化培育了一揽科技人才。省农科院研究员夏爱民、副研究员谌创之、四川兽医大学尉教授

陆宏开、自沙溪茶厂科技人员廖保先、县茶叶公司科技人员吉鼎合、陈伯勋等，都是此时毕

业手该校的安化人士。

民国2 8年7月，县卫生院成立。随后，蓝田分院、桥头河分院和大福、小淹、烟溪卫

生所相继成立，初步形成全县卫生羽络，开展防疫注射和防治传染病的工作。

同年，安化茶场相继研制成茶叶筛分机、拼堆机、捞筛机、轧茶机、抖筛机、平抖机，

各地争相仿造，推广极为迅速。

同年，县设农林场子岩溪(今东华乡)，建油桐苗圃。处，：占地3亩，加上民间育苗·

年植油桐2 8万余株。

同年，全县种植棉花8 8 0 0多亩，棉花产量剧增。县立职业学校(鸦雀坪)．、县立女

子职业学校(梅城)、萸泣职业学校(东坪)，乃纷纷开办纺纱科，采用三一式木机纺纱，

缓和了日寇压境，棉纱没有来路的矛盾，并为安化培育了一批实用技术人才。

民国2 9年春，县立职业学校纺纱科主任技师谭钟初，‘发明摇纱，紧纱两用机，解决了

木机所纺土纱大松不能作经纱用的问题，从而缓和了抗日时期优质棉纱短缺，影响棉布生产

的矛盾。

民国3 1年，县政府《关于四年来安化县政之检讨》公布· “本县纺织工业异常发达，

⋯⋯成绩甚优。关于全县纺织工艺，经调查统计，织布者计l 0 3厂，纺纱者计6厂，纺织

兼有者2 7厂，针织者9厂。”安化手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年，省农业改进所在内迁安化的湖南修业农校设立工作站，委托推广水稻良种，负责

安化等县的水稻增产工作。是年，安化推广水稻良种“胜利籼”，增产幅度达l 6％。

民国3 2年，县农业推广所引进“胜利籼”、“黄金籼”，“油粘”、“白谷早”、

“3 0 5选粘”等5个优良品种l 6担，使稻谷产量较上年增长四分之一。
’

民国3 4年，县公务统计简报表载： “本年全县官办工厂3家，官商合办工厂5家，民

营工厂5 0 0家，年产煤9 5．6万市担，金3 7 0市两，铁4 2 0 0吨，月产纸3 0 0 0市

担，棉纱1 5 l 2 8市斤，土布l 3 4 1 8疋。”全县工业生产日益兴旺发达。



民国3 6年，全县共引进推广水稻、旱粮、经济作物品种2 0多个，牲畜良种4个，开

始形成“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以茶叶为主的多种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生产体系。但因封

建生产的束缚，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生产仍很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化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生产力不断提高，工农业生产和各行

各业蓬勃发展，特别是8 0年代以来，商品生产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

第一阶段：1 9 4 9～1 9 6 5年

1 9 4 9年6月2 8日，安化和平解放尊9月2日，县人民政府成立。9月7日，县人

民政府设建设科。l 9 5 3年5月，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成立，负责指导兴修农田水利和推广

农业技术工作。l 9 5 4年，省茶叶试验场下放县办，从事茶叶科研工作。l 9 5 5年开

始，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先后成立，负责农、林、牧技术推广工作。

l 9 5 8年l 2月，安化县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次年改为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年，县农

业科学研究所应运而生。l 9 6 2年，精简机构，撤销科委，全县科学技术管理工作随之中

断。l 9 6 5年，县农具改革办公室成立，农机具革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建立时，安化的科技力量十分薄弱。据调查，l 9 4 9年，全县仅有科技人员

6 0人，其中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48．3％。，至l 9 6 5年，全县有科技人员s 7 6

人，为l 9 4 9年的6倍多，其中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 0．6％。特别是农业科技人

员的增长速度更快，l 9 6 5年为l 9 4 9年的2 4倍。

这一时期，全国上下集中力量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突出发展农业这个基础，积极推广农

业技术。从l 9 5 3年起，打破常规，引进推广水稻良种，改单季稻为双季稻，实行合理密

植、增施肥料等各项农业增产技术措施，提高了粮食产量。全县农业生产登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据统计，全县稻谷总产量，l 9 4 9年为6．5万吨，l 9 6 5年达8．9万吨，净增

2．4万吨。茶叶生产上，推广条列式茶园，改造老式茶：园，茶叶有所发展。

林业方面，建立苗圃，培育树苗，推广人工造林，发展了林业。据调查，l 9 5 5年，

全县立木蓄积量达l 3 5 0万立方米。

医药卫生方面，新中国建立时，全县仅有一所设备简陋的县卫生院。l 9 5 5年，安化

县人民医院建立。尔后，县中医院、县麻风病医院、县精神病医院以及l 0个区和5 5个公

社卫生院陆续建立。5 0年代，县人民医院只有一台显微镜做“三大常规化验”。l 9 6 0

年开始“生化检验”，包括肝功能、转氨酶等5 0余项的检验。l 9 6 1年1月，引进第一

台X光机，开始透视、一般照片及胃肠造影，为诊断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l 9 6 3年，开

始心电图和超声波诊断。防疫方面，普遍接种牛痘，消灭天花，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安化的

医疗卫生事业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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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 9 6 6～i 9 7 7年

l 9 6 6年“文化大革命p开始后，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科技机构瘫痪，

科技人员遭受摧残，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但是，全县科技人员绝大多数虽身处逆

境，仍继续为繁荣科学技术、振兴安化经济而坚韧不拔地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7 0年代初期，科技工作逐步恢复。l 9 7 0年1月，县计委指定专人分管科技工作。

’l 9 7 2年5月，县农具研究所成立。l 9 7 3年8月，县旱粮科学研究所成立。I 9 7 4

年l 2月，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成立。1 9 7 5年，县计委设科技组。从此，科技工作被列入

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这一时期，全县科技队伍已发展到l l 2 3人，科技工作前进了一步。早稻的高杆改矮

杆，黄豆、花生良种的引进推广，茶园的密植免耕，畜禽的品种改良，林业的封造并举，岩

溶水的开发利用，石煤的综合利用，薯丝机、打稻机的普及推广，氮肥厂的建成投产，都有

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全县粮食产量犬幅度提高。1 9 7 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 9．9万

吨，比l 9 6 5年粮食总产l 5．2万吨，净增4．7万吨。医药卫生方面，l 9 7 0年，县人

民医院开始“病理检验"(包括切片和诊断》、淋巴结核清除、甲状腺切除、脾切除等手

术，医疗水平有较大提高。

第三阶段：1 9 7 8～1 9 8 8年

l 9 7 8年1月，安化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同年g月l 8日至3 1日，全国科学大

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根本的拨乱反芷。全县科技人员欢欣鼓舞，以满腔热情投入新的

战斗。至l 9 8 8年，科技队伍发展到l 9 9 6人，比l 9 77年增加8 7 8人，特别是教师

队伍发展更快。全县中学理科教员由l 9 7 7年的3 9 1人增加劲l 9 8 8年的7 3 4入，

净增8 4 3人。科技机构陆续恢复建立。从1 9．8 0年起，先后有农业、林业、畜牧、轻工

等l 0个局建立科教(生技)股，负责科技管理工作。1 9 8 5年，县科委人员编制由7人

增加到l 3人。同年4月，县科技情报所成立，负责科技情报、信息的搜集、传递工作。

为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从1『9 8 0年超，先后两次授予l 7 9 9名科技人员以技术

职称，选拔8 1名科技人员担任局以上枧构的领导职务，加强和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特别是中共十二大提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发展商品经济，开展科技工作j

一、采用新技术，开发资源。安化盛产锑、竹木、茶叶、红薯和野生植物。为开发利用

这些资源，组织发动全民、集体单位和乡镇企业，兴办锑品冶炼、竹木加工、乳酸、保健食

品、山楂食品、保健饮料、猕猴桃酒等厂，研究生产出了五氧化二锑、荷叶花篮、云雾山保

健茶、食用乳酸、茯苓糕、山棱汁、玉液春等各类新产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g；避、淮广凝菠术、虢成果。工业上，先后从外地引进各类农副产品加工、建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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