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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辫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精神，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中国地方志暂行
规程》为依据，较翔实地记述我县科学技术的历史和现状。

2．本志由述，记、志、图(照片)、表、录组成。以志

为主，按专业分类，用章，节，目。分目进行排列。横排纵
写。以记事为主，叙而不论。

3．本志上限从有资料记载起收录，下限截至1988年底止。

1．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5．度、量、衡’按当时使用的制计记录，能折换算的折

换算。面积按公顷、平方公里、亩，平方米、平方分米和平

方厘米等，重量t 1950年前以市斤， (按当时使用的制计计

量，能折算的折算)，1950年后以吨、千克、克记，度’以

公里、米，分米和厘米记，温度用摄氏。凡表示数量的百分
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则用汉字书写。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除在概述中第一次出现时

写全称外，以后均简写为新中国成立前后。
‘

7．路南彝族自治县县名除在概述中第一次出现全称，以

后均简称为“路南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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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一】『

’记述路南彝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第一

部志书一一《路南彝族自治县科技志》出版了。这是全县科

技战线的一件大事。它为县内志书增添了新的篇章。这部志

书将为研究全县科学技术的历史，了解科学技术对全县社会

生产发展诸方面将起到资治作用。

路南是世界闻名的旅游风景区一一石林所在地，并享有

农民画乡、歌舞之乡、摔跤之乡的盛名，又是阿诗玛的故

乡，勤劳智慧的路南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逐步

摆脱封建迷信的束缚和愚味落后的状态，应用和发展了科学

技术为路南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技术将在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路南的振兴，也必须

依靠科学的普及和提高。我们应在借鉴前人科学技术成果的

基础上，积极前进，消化吸收应用和创造，推动全县经济建

设的不断向前发展。志书大量翔实资料，尽可能追溯了不同．

历史阶段全县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人员的业绩：尤其是自

然科学。我们相信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前人

勇于探索，求真求实的精神，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

推进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殷佐廷1992年9月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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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路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路南县)位于东径103 0107

一103 041t，北纬24 0307～25 0037之间，处滇东心腹部分，

距昆明市125公里。东北与陆良县接壤，西部和北部与宜

良县相邻，东与泸西为邻，南与弥勒县相连。东西最宽处

51．S公里，南北最宽ms．5公里，总面积为1725平方公里。
整个地势自东向西倾斜，呈阶梯状逐渐缓降。东部老圭

山，主峰海拔2601．4米，西南部巴江出境大叠水处，海拔

1500米。

山脉河流由北向南展布，县境内中部大部分地区被石灰

岩覆盖，并发育成典型的岩溶地貌l西部，北部及东南高

原，受南盘江、普拉河的切割，形成相对高起的山地，巴江盆

地及南盘江，普拉河深谷，全县山区占69％，丘陵占15．2％，

坝区占14．7％，河谷占1．1％。

县内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

分明，四季如春"，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5．5度，最热月(七

月)平均温度为摄氏20．8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摄

氏8．2度。太阳幅射总热量每平方厘米为1 26—137千卡，日

照时数为2318小时。有不同程度的干旱，洪涝、低温、霜冻

和冰雹等灾害。

河流属珠江水原，南盘江流域。有过境河流南盘江，普

拉河。发源于境内的巴江，是路南县国民经济的主要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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