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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科技志》经编者数年的辛勤劳作。终于付梓成书．宦是我

市第～部关r科技，．I：作方面的专业志书．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市地方

志的编纂I：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可喜可贺

北海市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它不仅留有旧时代酌

各种印记，也吸收r海内外各种舶来的传统生产技术，是自《烟台条

约：j以后义一个对外开放的海港城市建国以后，经济建设发展迅速，

生产技术也有较快发疑特别自l 98．1年以后，北海列入全国十四个沿

海-7{：放城市，科技管理逐渐完善，科技方针政策逐步贯彻落实，各类

科技项H成果人批涌现．获得各级奖励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充分体

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内涵 式北海科技志》以翔实的内容，筒

练的文字在这方面作』，突出的记述

镳世修志，鉴古知今．谨期望≮北海科技志j秕提供历史借鉴和

科学决策依据杰‘面为冬行各业．各级领导机构服务，为。科技兴市·

添砖加瓦是以为序

苏 菲

l 993年J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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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科技专业志，是北海市志的组成部份，不受北海市志

的篇幅限制。‘： ．

二、本志取事上限自1876年起，下限至1990年底止。 ．。

三、志书正文设概述、科技机构、科技队伍、科技管理．科技工

作、科普学术及群众性科技活动，附录等七部份，分章、节记述。

四，记述范围以今北海市区行政区域为主，对市辖合浦县的科技

内容，详见合浦县志，本志原则上不作记述，仅在概述及科技成果部

份略有涉及。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上-P_‘

刚店。

六、附录所载北海市科技方针政策文件是指经北海市人民政府批

转的文件；未经批转的文件不列入本志。

七、本志资料来源广泛，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八．本志行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桂地

(1 988)Oa号《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办理?



概 述

北海市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技术引进推广和开发研究为主要特色。

其发展经历建国前、建国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远在秦汉时代，本地的采珠业和航海业就很发达，是著名的“南

珠”的产地，也是我国历史上从海上沟通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始港口之一。水产业与造船业均具相当规模。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辟为通商口岸，外国

商人和本国商人纷纷在北海开设洋行和轮船公司，大力拓展进出口商

业活动。随着航海和贸易的发展，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也较早引入北海。

诸如电报通信(1885年)，内外科医疗设备引进及麻疯病的防治(1 886

年)，木材机械加工及受到外国专家好评的木质龙骨海船的建造《1900

年)，电灯照明(1909年)，汽车运输(1924年)，第一个飞机场一

一茶亭机场的建设(1928年)，国内外航空线的开通(1933年)以及

日用轻化工业、市政建筑工程的兴起等是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标志。

建国后，自l 919年至l 98J1年，北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从国

内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引进较先进的设备和工艺为主要形式、技术引

进也是原有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基础、五、六十年代外沙

内港的兴建，使2000吨以下的船舶可以直接进行码头作业，从而结束

了过去只能依靠锚地作j!p的单一方式。港口功能的确j证，促进了海洋



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事业的较大发展。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兴建的渔港及

水产冷库，造船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钢质船舶的建造，促进了海洋渔

业的发展，使近海作业方式逐渐过渡到深海作业。传统的盐腌工艺逐

步为冷藏工艺所取代。水产加工，‘珍珠、海马，对虾的人工养殖以及

海洋生物制药均取得长足的进步。机电、食品、轻化、制糖、建材等

工业部门逐步实现机械化生产。医疗卫生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历史

上的麻疯病、流行病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五十年代末期建成的。湖

海运河一及其配套水利灌溉设施，促进了粮食．花生及糖蔗基地的建

设。六十年代末期建成的选矿厂，使北海的钛矿砂生产由手工选矿方

式改造为机械化精选并向冶炼阶段过渡。

1981年，北海实行对外开放。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陆续由国

内外引进，一批机械、电子、食品、轻化工业新产品逐步填补了本市

工业生产的空白。l986年，北海石步岭外港第一期工程建成两个万吨

级泊位；北海福成建成了现代化的中型飞机场；连接南防铁路的钦北

铁路完成了勘探和设计；南宁至北海微波通讯工程及6000门程控电话

交换系统的开通，南宁至北海的广西第一条二级公路的建成通车以及

西津至北海220千伏高压输电工程的开工建设等， 使北海具备了作为

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所必需的技术基础设旅。北海市涠洲海域石油资

源的勘探开采和北海市炼油厂的兴建，使北海的工业结构发生巨大的

变化。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北海市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时也使

企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逐渐从传统的依靠资金投入

转变为依靠科技、依靠人才。通过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和各项科技管理

政策，特别是“科技兴市”方针的制订和贯彻，大大调动7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群众性的科技活动蓬勃开展，大批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企

业的面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造漆厂、市烟花炮竹总厂、市纸箱

厂、市印刷厂，市玻璃厂等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其他，诸如农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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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优良品种的引种及推广，医疗卫生方面国内外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

及应用，均有显著的成果。截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专门从事研究、

引进、推广．示范、实验的专业科研机构6所；厂办和民办科技机构

38所；各类技术学会．协会34个，各类科技人员7600多人。通过市级

以上鉴定的科技成果400项。其中获中央部级奖的‘项；获省级奖励

的l了项；获市级奖励的69项。技术成果市场的兴起与科技的横向合作

日益受到重视。跨省合作的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的组建与及科技大厦

的建成是一个主要的标志。电子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等新技术开始在

各行各业中得到应用。技术培训及工程再教育逐步向中、高层发展。

科技支农及科技为基层企业服务亦取得可喜的进步。情报、信息、标

准、计量、测报等科技管理部门的工作手段也日臻完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科技机构

第一节管理机构

一．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海市最早的科技管理机构是l 956年成立的。北海市科学技术普

及协会”。l967年，该机构被撤销。 。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于1966年：1968年改组为“北海市科技领导小组”；1973年又改组为

。北海市科技局”；l 977年复设为“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l 984

年，北海市对外开放，为适应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需要，市科委更

名为“北海市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编制增至15人；1985年，为加强

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恢复。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保留

。北海市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两个招牌，一套人马，设置有“科技

干部科”，。科技管理科”，“对外联络科”．“综合业务科“ 和

“办公室”等办事机构。此外，尚有l 982年成立的“科技人员职称改

革办公室”，行政上属。北海市科技人员职称改革委员会”领导，是

由科委代管的职称工作办事机构，业务上由“科技干部科”主管。市

科委的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对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时向市委、市

政府沟通科技工作情报，协同人事部门抓好全市科技人员的思想教育，

技术培训、职称评聘等项工作，制订和协调科技项目的开发与科技课

题的研究试验，制订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督促科技计划的实施，落实



科技经费的使用和管理，鉴定并推广本市科技成果，开展科技，信息、

人才交流活动。

．附表：北海市科委历任领导成员

l 966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 方永存

副主任 李果刚孙正中赵芝兰《女)

l 968年北海市科技领导小组

负责人 吴显贵

1973年北海市科技局

第一副局长 吴显贵

第二副局长 彭福同

1977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 潘安业

副主任 李智 黄成连

l 980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 潘安业

副主任 李智 黄开宏钟绪高

l 984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副主任 罗强烈钟绪高

l 986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 罗强烈钟绪高杜渐庆张石松

1987年北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任 张石松

副主任 杜渐庆

督导员 罗强烈



二、北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是市委领导下的科技界群众组织。北海市第

一届科协成立于l 979年。1 982年，科协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北

海市第二届科协。1989年，科协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北海市第

三届科协．北海自对外开放后，科协管理机构人员得到充实，并与中

国科协、自治区科协共同投资，建成了“北海科技活动中心”，使科

协的各项工作活动得到正常开展。北海市科协现有人员编制8人，常

设机构有“科普部”， “学会部”． “办公室”。附属机构有“北海

科技活动中心’、 “北海科技咨询服务公司”。 “北海辩苑宾馆”。

。北科实业开发公司”、 “药物检验所”、 “生物实验室”等。科协

又是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县(区)科协和厂、矿科协的联合

组织。目前拥有a4个基层组织，3000多名会员 科协的主要职责是：

开展科学技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科学技术教

育，反映科技人员的建议．要求，指导建立基层科研组织、学会、协

会、研究会，开展群众性科学试验工作，组织考察、交流、协作、培

训、咨询服务等活动。

附表：北海市科协历届领导成员

19了9年北海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

主席 韩克

副主席 潘安业李智林怡贤

l 98 J年北海市科协第一届委员会改组

主席 黄成连

副主席 潘安业李智张发强

l 982年北海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会

主席 黄成连

罗光辑张发强钟绪高

林怡贤钟绪高



副主席 潘安业 张发强林怡贤钟绪高黄就恩

l 986年北海市科协第二届委员会改组

名誉主席 林怡贤

主 席 钟绪高

副主席 张湘云 罗继璋 黄作贤 林述琨 王书华

张树庆

l 989年北海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

名誉主席 林怡贤钟绪高

主 席 赖福特

副主席‘ 林述琨韩光禧王书华罗继章张树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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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专业机构

⋯、科委直属专业机构

北海市科技情报所成立于l 976年，现有编制20人，设有“情

报资料室”、 “咨询开发室”。 “国外产品样品样本中心”、 。协调

室”． “抒公室”、 “办公自动化服务部”等机构．

北海市计算中心成立于l981年，现有编制lO人。

北海市科技开发公司!。成立于l 986年；现有编制l o人．分支机构

有“北海市科学器材联合公司”一 “北海市生物联合实验场”、 “北

海市进口汽车维修中心”． “北海市科技印刷J．一，。北海市金刚石

制品厂”等，

北海市科技干部进修学校成立于l986年，现有编制．1人

北海市地震办公室成立于1974年，现有编制5人

北海市专利管理办公室成立于l 985年，现有编制2入

北海市海洋综合管理办公室成立于1 990年．现有编制5人

二、科委代管的科研机构

北海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成立于1975年，现有编制l 2人。行政

上从属市农机局，事业经费由市科委划转

北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成立fl 972年，现有编制l 2人：行政上

从属市农业局，事业经费由市科委划转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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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海洋研究所与广西水产研究所

广西海洋研究所建于l978年，驻地北海市建所初期，编制有26

人，设地质、水文，水化，和气象四个专业。广西水产研究所北海分

所成立于l 976年，其前身是l 96 1年毫l 96 6年问设立的北海市水产研究

所．1980年，广西海洋研究所与广西水产研究所北海分所合并。对外

称“广西海洋研究所”和“广西水产研究所”．编制为l 08人，增设

水产养殖．加工、捕捞和海洋生物等专业 1 990年底，全所共有人员

编制l 19人，其中有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25人，初级职称60人。

设有。海水养殖研究室。， “海产品加工研究室”、 “海洋资源研究

室” 等3个研究室。下设。无菌实验室”、 “饵料培养实验室”，

“生物显微拍照室”． “生化实验室”、 “冷冻室”等。拥有原子吸

收仪．气相色谱仪，液相蛋白层析仪，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仪器设

备=，研究所还建有⋯个海水养殖实验基地和一个海产品加工实验工厂、，

四、标准计量及气象水文测报机构

北海市标准计量局成立于l984年，其前身是l 968年成立的北海

市计量所。原有人员编制18人，设有长度、温度、电磁、力学、化学

等专业．标准计量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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