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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志办公室的同志编撰的这部《江西省科学技术大事记》以简

明扼要的方式记述了江西省上下几千年的科技大事，宛如我省从古

至今科技发展的纵切面，江西科技五千年的起伏兴衰在这里得到了

最集中的反映．。温故而知新一，了解、记录，并宣传这段历史，无论对

资治．对教化，还是对存史，也无论对我们当代人．还是对后代都有极

大的意义．’
’

《 二=‘一、’ ，一，一 ·-、+ “’

江西自古以来便享有。物华天宝”、_人杰地灵”的美誉。江西科技

界也历来是人才辈出．创造纷繁。以宋应星为代表的古代科学家群，

在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科学成

就有相当一部分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他们的学术见解均有独到之

处，其中有的“每发一条．辄出泰西诸儒之上”。以雷发达、文廷式、曾

炯、胡先骁等为代表的近、现代科学家们，都是中国或世界科技界光

耀熠熠的人物。他们在传统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近、现代科技

知识的传播、研究、应用和教育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当代，江

西科技界亦是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吴有训、黄家驷等江西籍科学家

蜚声中外．省内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

争相奉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

有江西各项事业发达的今天．’r 4：一’ 。

’’ ’

：

“

人杰才会地灵．历代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不懈努力，使江西在一

些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科技优势。。瓷都景德镇”、。药都樟树”的地位是

举世公认的I古代天文、传统建筑、有色冶炼、水上运输、农业科技等．

也都。各领风骚数百年”．江西科技曾有过辉煌的过去．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重视科技对经济建设

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我省科技有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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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

：瑞昌县铜蛉铜矿遗址表明，江西在商周时期对炼铜产生炉渣有’

选址集中处理的迹象。该矿有一处炉渣达效万吨之多．而且废水流出

槽的流向指入荒芜山谷．至此，江西先民有意识地通过生产设备的特

殊安排处理工业废弃物已见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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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认定，位于萍乡市福田乡田中村的潭台古城遗址为商周古

一．撤遗址．古城面积45000平方米。城基宽12米。顶面宽3米．残存高
‘

4米．城墙墙体为黄砂质泥土．夯筑而成。古城废弃于西汉时期．
．

j ．，了。 j

4}．
，

·-

。i。．y．。．-．． j。．

考古认定，生活在今萍乡福田乡一带先民，已掌握青铜冶炼技

术．他们使用当地白胶泥制内、外铜范，铸造青铜器．，， ，

鲁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公元前518年)夏五月乙未朔

‘会昌县志>乾隆卷一天星三页引‘左传，记载，是日在今会昌一

j。|。’|．。- 7|j j’|箩



带见。日有食之”．这是在江西见日食的首次文字记录．
。

，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
f

江西已出现粳稻。在新干县界埠战国粮仓遗址发现梗稻，其千粒

重约为25克，稻粒平均长度为5．91毫米．
’

； t。．． ’：。． ，

‘ ：
， 。．‘；≥’

‘江西已出现岩葬技术。贵溪县仙水岩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岩墓．

在12号岩墓中出土的大棺全长5．94米、高1．20米．用整料刳制而

成．大棺内还有长约2米、宽O．20-',,0．26米，15个孔的木筝(乐器)．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陆敬俨等经实地实验后认为，这些棺木可能是利

用杠杆、滑轮等力学装置由岩顶吊入岩洞中的． ．

·+÷’．。，’ ；j·～“．，． ’。 ’ 。
-r 一《 ·

， ．，’，。‘j．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一．，一，一～～
。

一． ： ’‘r ·

汉将灌婴派章文修筑南昌城。此乃最早的南昌城，亦称“灌婴

城”．城墙采用夯筑技术筑成。周围计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南有

南门和松阳门，西有皋门和昌门，北有东门、北门。此城在今南昌市东

南黄城寺一带，湖坊乡境内。+·“ ，． ，oj ．．一 7‘。 ．。、．；，

-，， ?j*1’’·{’p一’ ·÷
7 ‘：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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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 ‘．’．‘

．

Jf ，
， ，

●，

‘汉书·天文志’中记载：_是岁，彗星出西南。一这是在江西见彗

星的首次文字记载。，”-h。 二，’‘j
’。：一

，．‘j’7

．：’k
： ； ．

、，一
÷ 一m ．

一⋯⋯、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1 0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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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釜、三角支架、铁所(斧类)、铁刀等铁制器具已被江西先民广

。泛用于生活、生产、军事等各方面-·t一 ，，i?、j．，0。．

～

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五月：+九日7 j、
“t J，’j‘

8 ，⋯_： 々， j“

‘新建县志》记载：。有流星起斗东北．”此为江西见流星的首次文

字记载．幺。 ∥；，，■·⋯．：‘，； 、；、．‘j’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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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永元年问(公元89---'105年>4

， ‘水经注》载：。豫章郡(今南昌市)太守张躬筑塘(堤)以通南路，

兼遏塘水。惟夏月江水溢塘，民被水害。r南北朝宋景平年(公元423

年)‘，太守蔡廓在塘西加筑堤闸．拒洪泄渍，居民少患．一防洪排涝技术

已有端倪。 ，1- 一一：。
’。| 。

、。。

～

。。，i‘
·．， 。。：一-一 ·

+’ ，‘
．二i： ． ：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 ．． 。+j

。 在南昌县东汉墓葬的陶仓中发现稻谷，虽只剩谷壳，但颜色至今
。

鲜黄，属于今已在长江中下游绝迹的。光壳稻”类型(今云南尚残存)，

．属于粳稻．■一
·鼍’

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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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庐山志)记载，此时云雾茶已有焙制．
。

。

。二

．-

，、‘ ”’”$ ·h
。

。
-：+‘二

．t‘。．．

‘．

。 ．，．。：．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
’++ 。 ”

．、： +，

， 。 东吴周瑜操练水军于鄱阳湖，以饶州(今波阳)为造船基地之一j

当时能工巧匠就能将力学原理运用于造船事业．所造战舰“蒙冲(1ip
r ．艨艟)一、。舴船”和运输船。长安”、。飞云”，分为上下5层，制作精良，

， 能御大风浪．。’j‘¨j；、’， ，‘’，’t。1 ·=-二1；j， ’。7一

1|。。，；_，．f+一0’，4，
’

·

，
，．．1| ，‘一，

， ， 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正月∥?。 j√
。

’

～ ～F

： <新淦县志》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日中若有飞燕者，数日乃

消．一 。·

’：
一，』f。。．～?

，

：。，。+。，|。j一 ⋯¨】’?7 ．～、， 。-’ ：二_，。：。，、

j，．．．，．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一，‘
’

：+ ．

。 1 、 ‘。。 、

．， 宋志书中记载：。夜．月食，既丁酉夜，又食。一这是江西见月食的
。

首次文字记载。，．．．：．一‘。，A．_j≯F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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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建兴年问(公元515～516年)
J

‘

-．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的重孙葛洪(公元281",．,341年)弃官后 。

学道炼丹．从师于葛玄之徒郑隐于洪州(今南昌)西山练丹采药．奔走

予峡江玉笥山、萍乡罗霄山之间讲学授徒．在樟树亦曾居留过．后居

于罗浮，年8l岁．卒于此山。著有‘肘后备急方>、<抱朴子·内篇)等

． 书。1：肘后备急方)对急性传染病及其诊治有独到见解，而对羌虫病和。

天花病的论治，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 ‘_’’
。

’ 4 ’
一 _’ 啦

， -。I‘’ ．“三国两晋(公元220"--'420年)．，‘ j。
．

’

‘

‘ ‘

，

。 √ ，·

n
“一

‘ i “．
‘

．， 南昌出土的两晋木尺、三国竹尺．是当时江西度量衡的标准器．j
’

。

： r
、

。

‘

1。’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
5

．1

。

， f一 !}：，1．?一p．≯!”t、

。， ’南昌大佛寺建成．寺内宝殿雄伟．正殿佛像用铜铸成(铸造技术+’，
一 1未见文字记载)．。高一丈六尺，重三万六千斤．一寺几经兴毁，重建7

次，先后改名为“开元寺”、。上兰院一、。录天寺”、“能仁寺一、。永宁寺”．

。’ 清朝改名。佑清寺一，民国18年(1929年)，改称佑民寺．位于今市内 。．

八一公园北门附近。在寺钟楼内。有宋代铜钟，。高七尺，围一丈四尺。 ；

六寸．重一万零六十四斤一．寺内铜佛与铜钟．与市内普贤寺的铁象号

称南昌。三宝”．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铜佛被熔毁，寺内残存建4

筑拆除，唯铜钟尚存，现正筹建恢复．。 ’··、{ t

。．⋯． q， ．’

“

?，¨南朝·齐梁时期(公元479"-．-577年)-⋯；
’

7． H
”

， 医学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著《名医别录)云，“蔗出江东

’． 为胜，庐陵亦有好者：·@B ell取汁为砂糖．甚益人，庐陵乃古郡县名称，

今吉安一带，表明江西早在1400多年前已能制造砂糖。一，．j．，
、． j． 。

， 南朝·陈至德年间(公元585～586年)’
，

‘
～

’
， 。

’、据唐英著‘陶事图说二十则'载；。土人(景德镇当地去安徽祁门

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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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旧名)瓷名天下．”后称。陶

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莹晶如玉。时

称“霍窑一．‘ ． j”5一l。‘‘1“÷·一’-一。： ．：?
一

．

’

．
．

，‘
‘?+ ； j ．

，+‘、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_： ，‘．。

]

～ ’

洪州(今南昌)都督李元婴(滕王)，建高阁于章江门外．名“滕王

阁乞阁南北宽24米，东西长22．5米，3层，总高13．8米．
： ，。．．，

‘。
一

⋯，
”

·

， j’'‘+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一 o．
’

’

：

因秦开辟的大庚岭路陡险难行，已渐废弃，唐玄宗命张九龄重开

岭路。张九龄经实地勘察．“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坡险

之故”，改从横浦关西侧(今梅关)垭VI越岭。并加宽能容。五轨”并行，

成为当时江南少有的岭路，恢复了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梅关古道迄

今尚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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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
。

’著名书法家、抚州刺史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在南城县麻姑

山古坛附近发现螺蚌壳。以为桑田所变一，写于‘麻姑仙坛记：}中。这_

地壳变迁的地学思想，比沈括在太行山发现的螺蚌化石早300年．比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有关论述早700年．’一’ ．，；
。

．。4

唐·建中末年至贞元七年(公元783-"-'791年)。 ·

”

^，
‘

，| ．据《册府元龟)记载，洪州(今南昌)观察史李皋发明了一种车轮 。

． 战船，不甩风帆，船舷两旁各装一个车轮，脚踏转轮．由轮上的桨叶拨

水前进．据I：册府元龟》记载：。唐王皋为洪州观察史，多巧思，尝为战 。．

、+‘ 舰，挟以为二轮令蹈之．溯风破浪．其疾如挂帆席。一此种车轮船比欧 7～

洲实际使用的车轮船要早800多年．’”．， ．‘’

。

．．、，。

1|

，-

，

， #。 ‘。 ～ 、

{ ．，
。

7

R，’
．

；’

’

j!．’j，～”，“唐·‘元和四年(公元§09年广．．‘■7-：，一’々’
‘

．

^’、
1‘ - ‘’

’‘ 、 ^ 。

、t ，。’

‘

’

■ *

：o据《江西通志稿》记载；。宜春多火灾，居民自秀江提水饮用、灌田 ．．

。均极艰辛。袁州(今宜春)刺史李将顺以秀江低城数丈不易作堰，乃自 ．

城西南十里开渠引接仰山水灌田二万亩I渠入州城，缭绕闾巷，解决 ’一‘

·

州城消防用水、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又有舟楫之利．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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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星陨于牙门将孔知壤第一这是江西志书中首次记载落在南 ．

昌的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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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县志(清)》载：。江南西道观察使韦丹，因萍乡滩高水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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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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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科名医蔺道人，结草庵于宜春钟村．为人治病．著‘仙授理伤。

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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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l光化三年(公元900年)1 ’●。，“．'

· 《新淦县志》记载；。有赤气自东北至于东南”，是江西有史载以来

首次关于所见极光的记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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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 唐·天佑年问(公元904～907年)’ ，‘7’t

洪州(今南昌)建绳金塔。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重建，

塔身用青砖砌筑，明七暗八层，高50．14米，为江西规模最大、高居第

三的高层古建筑．1989年重新大修改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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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茶叶开始著称国内。史载：。茶圣”陆羽晚年寓居信州(今上

饶)城：it--里．。即山种茶，因名茶山”并在此著成被称为。茶业科技

史”的‘茶经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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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窑(今丰城罗湖)在制品陶瓷釉下施用化妆土装饰，使焙烧

后釉面青中泛自，玻璃质感增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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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刺史边镐捐铁二十万斤，铸普贤佛骑象。象高一丈多，长二

丈多”，号称南昌。三宝”之一。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象被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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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南镇(今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第一个生产白瓷的地区．镇内

胜梅亭、自虎湾、黄泥头等窑场烧制青瓷和白瓷的碗、盘、碟、执壶等·

·r其中自瓷质自且细腻。釉面光亮微闪青。胎体白度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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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县塘州乡朱家村为保护江河堤岸，采用封州育林天然更新

的方法，在该村金滩州培育樟木林200多亩i7大片樟林至今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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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县建大成殿．元、明重修．清乾隆年间重建为歇山顶殿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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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建筑．宽19．9米，深18米．高13．5米，6柱4问1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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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据‘江西通志>载．宋真宗赵恒命镇烧造御器，器底为。景德年制”

款。因制品光致茂美．四方则效，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从此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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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今九江)工匠陈智福、陈智洪、陈智汪三兄弟设计建造观音

桥(在星子县境内)，为江西最早的二座大型单孔拱桥j桥长19．J12
’． 米，宽4．3：3米，高lO．67米。桥拱由7道石拱圈并列，桥体以105块

， 带子母榫的花岗石相扣锁而成，设计独特，结构精致坚固．历时900
’

余年，至今仍完好无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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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北宋·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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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赣州府志>载。赣州府治慈云寺唐初时建(后经文物管理部门

鉴定为北宋天圣元年即公元1023年开始建造)．寺内舍利塔为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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