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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津南区技术监督志》是津南区弟一部以技术监督管理工

作为内容编修的志书。这是一部此较准确而翔实的资料总汇，

叉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科学史料。志书的出版，是津南区技术

监督事业的一件大事，将有助于技术监督干部历史地了解技术

监督工作，研究和探索技术监督改革的新路，把技术监督工作

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是值得我们祝贺的l

技术监督是以质量为中心，以标准化和计量为基础的综合

性事业，既具有强力的法制性，叉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是国民

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技术基础。技术监督工作在我区从初建到

现在仅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对我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尤其是在

保证产品质量不断优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共十四大精

神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举国

上下都在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技术

监督工作的改革步伐也在加快。我们回顾、记叙技术监督管理史

实，瞻望未来的光辉前景，将更加激励技术监督干部队伍的思想

解放，坚持在执法中服务，茳服务中执法，更好地为津南区的经

济建设保驾护航。

((津南区技术监督志》的编修工作，是根据中共津南区

委，区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在区志书评审领导小组的指导



下，于一九九一年八_Fl开始的。局建立了编修委员会，由多年从

事技术监督工作的老同志李士笙为主笔，多方搜集资料，查阅档

案，广泛采访，归纳整理，先后三易其稿，终于撰修成书，历

时一年半，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一九九三年五月经

区地方志书评审领导小组审查定稿。

本志的编修，在资料缺乏，人员不足，时间紧迫的情况

下，发扬了苦干实干的精神，以志书为己任，辛勤努力，争分

夺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圆满完成了编志任务。在搜集、整

理，编修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

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高铁英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凡 例

《技术监督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记载技术监督的历史和现状。

二、《技术监督志》记事时间，原则上以1981年正式建立

“南郊区标准计量管理所”为上限，此前的情况于概述中略

述，以1992年为下限。

三，《技术监督志》以专业分章，以专业内容分节，节下

根据需要加设细目。采取志、记，录、图、表并用的综合体

裁。

四， 《技术监督志))的领导人名录，I；11981年至1992年任

命的局、所级领导和科，所级领导为限。

五、 《技术监督志》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人名录，以获

得区级、市局级以上称号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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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技术监督是以质量为中心，以标准化、计量为基础的综合

性事业，其主要职能是：在我区范围内，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技

术监督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负责管理全区标准化

工作，审批乡镇企业标准并监督贯彻执行，负责管理本区计量

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开展计量

器具周期检定工作，负责本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开展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工作，负责全区乡镇企业生产许可证的管理工作。

技术监督的三大内容(标准化，计最、质量)中，计量法

制管理的历史最长。由于生产、交换的发展，私有制的逐步形

成，早在奴隶社会初期就有人利用度量衡图谋私利，“揉执者有

增损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经常发生争执，故史书上多有度

量衡法制的论述。当时的。九工正"，就是掌管度量衡制造、检定

的部门。阎朝设“内宰一颁布度量衡法令；。大行人"掌管发放标准

器，“合方氏"负责监督检查，办理地方事务的官职叫“司市"；

管理市场度量衡的叫“质人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颁发诏

书，以最高法令形式将秦国的度量衡法制推行予天下·秦代监

制了许多标准器，并实行定期检定的制度。检定超过允许误差

的要罚以铠甲和盾牌。汉代承袭秦制，其定度量衡的程式是。

度制——分、寸、尺。丈、引。十进制，即11引=10丈=

100尺=．1000寸=10000分。

雾制——龠、合，升、斗，解。除禽、合外，其它也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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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即：1斛=10斗=100升=1000合=2000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不是十进制，即。1石=4

钧，1钧=30斤，1斤=16两，1N=20铢。

魏、晋、南北朝，政权分散，更迭频繁，度量衡制度极为

混乱，单位量值任意增大，出现了“嘴人适北，视升为斗”的
状况。隋唐统一，设“太府寺”主管度量衡。颁发标准器，改造

斗、斛、尺、秤，规定每年八月校正斛、斗、秤、度，加盏印

证才能使用，违反者要分别治罪。

清代康熙皇帝亲自累粟定尺。政府拟定惩处办法。帝国主

义入侵我国后，英、俄、法t、．德等制纷纷传入，量值差异极大。

清末重定划一度量衡制度，．由国际权度局制作长度和质量两个

原器，运送来华。度以营造尺、量以漕斛、权衡以库平两为标

准。1915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公布《权度法》，设甲、乙两制t

甲翩为营造尺库平制，乙制为万囤权度制。

国民党政府予1928年公布《巾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

定米突制为标准制，同时还规定与标准制有最简单之比率关

系，．与民问风俗相近者为市制。在国民党的《刑法》中，专门

列有“伪造度量衡罪刀一章，违反者要处以一年或六个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计量工作。_

九五五年建立国家计量局。一九五六年制订了《中华人健共和

国计量条例草案》和《国务院关于推行米突制的决议草案》等

文件，培养了第一代计量人员五百多名，干部，并开始建立计量

标准。到一九五七年，己初步开展了几何计量，温度计量、力

学计量、电磁计量、无线电计量、时间频率计量、电离辐射计

量、光学计量、声学计量及标准物质等十大类计量。从一九五

八年刘一九六五年的八年间：，’计量事业是在调整中前进的，当



时确定了米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单位制度，加快了国家计量基准，

标准的建设步伐。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十年文化大革命

期间，中国计量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里程，计量管理体系受到

严重破坏，计量器具产品质最下降，在用计嚣器具管理混乱，使

国民经济受到重大损失。‘自一九七八年以后，计鼍工作又得到

恢复和大力发展。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和，《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最单位

的意见》。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最法》，从而使计最工作走上了法制的轨

道。

滓南区在历史上曾多次变更，没有设立过技术监督机构。

度量衡的使用处于自任状态。在日伪时期，除市制、英制、米

突制之外，还有德日制计量单位存在。解放前后，成水沽只有

～户制造、修理木杆秤的作坊，公私合嚣后取消了。本区使用

的木杆秤和台秤需到市内去买。一九八一年建立标准计量管理

所前，咸水沽供销社有一个制造、修理木杆秤的门市部，粮食

局的咸水沽第一粮库和小站大有桥粮库各有一个台秤、案秤维

修点，负责粮食局内部台秤、’案秤的维修工作。

一九八一年前，南郊区已有生产计量器具的工厂九个，

1．天津市电表厂；2．天津市光学仪器厂，3．天津市第五电表厂，

4．东花园仪表厂I 5．津南寒暑表厂，6．海河电器厂，7．天津市

计时仪表厂，8．天津市木尺厂，9．天津市第八玻璃厂。产品有

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电流互感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小时计时器、氧气表、乙炔表、椭圆形齿轮流量计、木折尺、

寒暑表、烤烟干湿计、温度计等十三种。～九八一年后，经区

计量管理局批准，又增加了六个生产计量器具的工厂，产品

有：木杆秤、煤气流量计、压力表、电流表，电压表、铁水平



尺等六种。

一九八一年，南郊区标准计量管理所正式建立，一九八七

年改为懒区计量管理局：”，一九九。年又改为“津南区技
术监督局骨，将标准化、计量和产品质量监督统一于一个局。人

员从南郊区标准计量管理j昕的七名干部，扩大到律南’医技术监

督局的三十八名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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