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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技修志

世了。这是继承

实地记述营口市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专业志书。衷心

祝愿它将对营口市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给后人以鼓舞和启迪。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28万年前，就在金牛山留下猿人

向智人转变的遗址。旧石器时代，营口人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休

养生息。现存的石棚墓葬，默默地述说着营口人远古时代的建筑技

术和风俗习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学会积累总结生产经验，

传播和运用科学，扩大利用自然资源，努力发展生产。从近岸定置

渔业发展到远海捕鱼；从“煮海"为盐改为“滩晒"制盐新工艺；

发展航运事业，开发营口港；创办临海民族工业和科研事业，使营

口一度出现繁荣，昔日“关外上海”和“东方贸易良港”的美好赞

誉，至今深深地刻在营口人的心里。

新中国建立后j人民当家作主，科学技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科技管理和

科研机构，大规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加强科学实验研究，促进了

科技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推动了

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外开放以来，营口的科技事

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它将跻身于世界科技领域，造福于全人类。发

展科技，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新兴产业，振兴民族工业，

使营口由解放前的一个消费城市靠科学技术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

轻纺工业城市，拥有相当一批产业和产品，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信

誉。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了营口，启迪了营口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让我们共同谱写依靠科技繁荣营口的新篇章。 ，P．1妒f

营口市市长劭6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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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记述营口市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在历史上曾属于

营口管辖的地方，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三、本志上限1858年，下限1985年，个别章节有上溯和延伸。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五、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篇、人物四部分组成，另前有序言、凡例，

后有附录、编纂始末。

六，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一事一条。一事延续较长时间者采用纪事本

末体。月份不详者，以是年记于年末；日期不详者，以是月记于月末。

七、本志专业篇下设章、节，目，横分门类，纵向统辖，设目之节，从日

开始以时为序纵写；未设目之节，从节开始以时为序纵写。

八、本志人物采用传略、简介、录、表四种形式。坚持生不立传，对科技

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健在者，以简介的形式记载。

九、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括号内标注历代年号。东北沦陷时期(1931～

1945)标注中华民国年号。文中所记“建国前"、。建国后一、“建国初期一，是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初期。。解放前"、。解放

后’’、“解放初期"是指1948年2月26日营口市解放前、后、初期。

十、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采用当时历史时期的计量单位，建国后以1985

年9月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为准。

十一、本志地名、机构、单位名称，采用当时的通用名称，东北沦陷期的

冠以伪字，有变动的于括号内注以今名。

十二、本志除引文外，采用现代语体文。简化字以1986年10月10日国

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发表的《汉字简化总表》为准。

十三、本志的数字，符号按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个

单位1986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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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营口市位于辽东半岛北部，渤海辽东

湾东岸，地处北纬39。55'一40。561，东经

121。56t一123。02，之间。西临渤海，东与丹

东市、鞍山市，南与大连市，北与盘锦市

相接。总面积5 401．85方公里。全市总人

口1 929 932人，辖西市区、站前区、老边

区、t鲅鱼圈区、营口县、盖县。东部山区

最高峰为盖县境内的步云山，海拔1 130．7

米，西部最低处为营口县石佛乡的丝瓜秧

村，海拔1．2米。全市五山一水四分田。

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

温最高36．9℃，最低零下31℃，年平均气

温9 4C，年平均日照2 811．6小时，无霜期

150——180天。年平均降水量740毫米。

海岸线长95．8千米，滩涂面积10．6万亩。

其中，可利用面积2万亩。矿产资源较为

丰富，已探明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共有31

种，尤以菱镁和硼石为最。交通较为发达，

长大铁路、爱(辉)旅(顺)国家级公路

贯穿南北，庄(河)林(西)国道连接东

西，省、县、乡级公路成网，营口老港、鲅

鱼圈新港与国内和东亚各国通商口岸通

航。

营口因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共

产党的正确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农

业上逐渐形成了以水稻、水果和水产品为

主的三大优势。工业上形成纺织印染、家

用电器、食品饮料、新型建材、乐器五大

支柱行业为主体的轻纺工业体系，主要产

品达300多种，其中214种产品获省、部、

国家优质产品奖．出口产品达100多种，远

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营口历史悠久，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

地上，哺育着勤劳的人民，推动了人类文

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金牛山猿人化石

的发现，证明早在28万年前的更新世中

期，营口人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

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早期的“巨石文

化”石棚遗迹，充分体现当时人们的聪明

才智和建筑技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盖

州青石岭建安城遗址，显示人们已能合理

利用地形安排建筑物的格局。500年前，营

口就有在近岸进行定置的渔业生产，300

年前，发展到海上捕捞作业。明代盖州卫

(今盖县)北平山下有盐场，有人以。煮海

为盐”进行盐业生产。到1862年改煮为利

用滩晒法制盐，改进了制盐生产工艺，推

进了盐业生产的迅速发展。1372年(明洪

武五年)至1376年(明洪武九年)改建后

的盖州城是辽南政治经济重镇之一，营口

当时称为梁房口，有军队驻守成为军事要

地。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建成的盖州

城内上帝庙，是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绘

画技术的宝贵实物资料。到1726年(清雍

正四年)没沟营(今营口市区西部)已是

“一通郡渡津处也，而舳舻云集，日以千

计”的沿海集镇。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营口在东北

第一个对外开放后，营口港很快成为东北

物资集散地、对外出口贸易良港。英、法、

美、俄、德、日、丹麦、奥匈二元帝国、瑞

典、挪威、荷兰11个国家在营口设领事馆

或名誉理事，建洋行、开工厂、开展航运

事业，通过营口港掠夺东北物资资源。随

着营口港对外开放，近代科学技术在营口

陆续出现。1870年英国传教士白劳德创建

普济医院。1874年，东永茂、永顺兴等大

商号联合创办民营邮政机构——民营信

局．1884年由天津北塘经山海关、锦州至

营口架设电报线路。1900年营口河北站至

沟邦子铁路建成通车。1902年，俄国商人

在营口创办电话。1903年，营口至大石桥

铁路建成开始营运。1904年成立关东观测

所营口支所，进行天气、地震观测。1906

年营口埠内有了电灯照明。1908年建立营

口水产养殖场，进行人工养殖鱼、虾试验。

C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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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熊岳城建立农事试验场。1914年

成立辽河工程局，1916年在辽河入海口修

筑东西两个导流堤，解决了河沙淤塞。通

过导流堤增加水流量，冲走拦河沙，提高

航道水位，使4 000吨级轮船自由出入港

口。1928年在二道桥至夹信子之间，人工

开挖了东北第一条38里长的运河，既疏通

了河道，又发展了辽河的航运事业。是年

在三岔河至二道桥建成东北第一座节制

闸，这座遇洪能蓄、遇涝能排、遇旱能灌

的河闸，具有调节河道水位，使运输船只

正常营运的功能。1931年成立营口盐业试

验场，研究制盐技术和制盐副产品综合利

用。1935年辽河工程局在辽河下游河道两

岸的鸭岛、牛家屯、永运角等3处修筑丁

坝群51座，防止了辽河两岸的冲刷和河道

淤浅。

在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同时，营口的

民族工业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大豆榨油工

业由起初的楔式榨油到1925年已有21家

油坊采用螺旋式或水压式榨油机进行生

产。作为营口基础工业的棉织行业，1915

年电力织布机开始出现，到1927年已有

22家使用电力织布机481台。1933年第一

家采用机器染布的源兴染房开始生产，其

产值占境内全行业的81．25％。1927年创

建的东海罐头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当代技

术生产水产品和肉类罐头。

东北沦陷时期(1931年一1945年)，日

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财富，排挤中

国民族工业，使大部分工厂、作坊先后倒

闭。他们虽然采用近代技术建立纺织、造

纸、卷烟、榨油、制镁等近代工业，相应

地建立试验研究机构，那只是作为榨取中

国人民血汗的一种手段。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1948年2月26

日营口解放，结束了近百年来的殖民地和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为科学技术

发展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1951

年，营口造纸厂对旧的生产工艺进行改革，

试验成功快速蒸煮法制浆新工艺，获东北

人民政府奖；营口盐场试验成功滩泡水晒

盐新工艺，由过去春晒盐40天缩短到20

天，提高生产效率一倍}《人民日报》头版

刊登辽东省农林试验场给毛主席的一封

信，报告选出“卫国”等四个水稻新品种。

1952年，中共营口市委和市政府到上海等

地招聘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建成东北第

一家乐器厂，为乐器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营口造纸厂试验成功全国第一个

抄纸机弧形板网槽获轻工业部奖，并被命

名为“营纸式板网槽”，向全国造纸行业推

广。1955年营口市玻璃制品厂试制成功玻

璃罐头瓶，用玻璃瓶代替进口马口铁，为

全国首创，受到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厅嘉

奖；熊岳农业试验站科技工作者冯瑞聚和

他的助手育成水稻新品种卫国7号，它适

于在辽宁省南部种植，比原种植的日本品

种平均增产15％，经农业部批准开始在辽

南地区推广。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

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全国科学

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为全国科学技术发

展指明了方向，营口的科学技术进入了发

展时期。是年营口市联合厂研究成功全国

第一台便携式电火花强化机，在全国最先

把放电加工技术应用于生产，后来成立了’

营口电火花机床专业生产厂。熊岳农业试

验站培育出国内第一个苹果新品种迎秋。

该品种树性强壮，生长旺盛，结果期早，平

均株产185千克。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科学

技术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广

泛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交流，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培训技术人才，是年8月中共营

I：1市委决定成立营口市科学技术普及协

会。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虽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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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技人员受到触及，但他们仍能坚持

面向生产，努力工作。辽宁省熊岳农业试

验站的科研人员培育成功水稻杂交新品种

——宁丰。营口电火花机床厂技术人员研

究成功“5881型电火花小孔加工机床”和

“18型电火花成型加工机床”。为了加强对

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58年11

月23日，中共营口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

营口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2月，根据中共

营口市委决定召开营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基

础上成立营口市科学技术协会。1959年，

营口县、盖县相继成立了县科学技术委员

会，全市成立12个科学研究所。

60年代初期，根据中共中央提出“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

初，全市12个科学研究所调整为3个科学

研究所。1963年初，辽宁省科委重新调整

地方科研机构时，将营口市工业科学研究

所改为营口市轻工研究所。1964年末营口

市轻工研究所改为营口市针织研究所。

中共营口市委在落实1961年中共中

央“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

四条意见”过程中，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营口市水产研究所试验成功人

工繁殖鲢鱼。1963年营口市农业机械研究

所研究成功垅上万能播种机。营口电业局

技术人员试验成功220千伏线路带电作业

新技术。营口501矿正式开工，成为全国

硼矿主要生产基地。

在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关键时

刻，在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的方针指引下，营口市组成了一支由

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技

术协作队伍。他们为攻克技术难关，攀登

科学技术高峰，不计报酬，不计时间，公

而忘私，传授“绝招”技艺，活跃在生产

第一线。1963年2月，中共营口市委决定，

成立营口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营口

市科技事业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

折。市级科研机构被全部撤销，试验场所

被侵占，仪器设备被分掉，科技人员或进

“五七”干校，下放到工厂劳动，或到农村

插队落户。境内仅存的省级科研单位——

辽宁省熊岳农业科学研究所，大批优良树

种、鸡种被当作‘‘修正主义根子”毁掉，80％

的科研人员下放到农村，3 000多亩试验

田被其他单位侵占。全市科研机构中有半

数的科研人员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有8人致残、4

人致死。辽宁省熊岳农业科学研究所年仅

44岁的全国著名苹果育种专家、全国北方

苹果育种课题负责人、六级农艺师李荣寰

被迫含冤自杀。科技事业的严重挫折，使

营口市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严

重损失，促使部分领导干部开始逐渐觉醒，

于1971年2月，恢复并建立8个科研所。

1973年3月成立营口市科学技术局，负责

全市科技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从此广

大科技人员也努力排除各种干扰，积极开

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不少科技成果，解决

了许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营口市电子仪

表研究所研究成功的高能起爆器，被广泛

用于国内矿业生产。营口市针纺研究所研

究成功的经编无结网机，很快在渔业生产

中应用。盖县果树局探索的苹果树疏花疏

果技术，解决了苹果产量不稳定的问题，这

项技术很快在省内推广。东北乐器厂与沈

阳音乐学院合作研制成功的转调古筝，使

千年古筝焕发青春，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影

响。营口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试验成功对虾

土池人工育亩，为营口对虾养殖的迅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营口县电熔镁砖厂研究所

研究成功电熔镁砂砖，成为冶金工业不可

缺少的耐火砖。营口市仪器二厂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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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成功JF一1型氧化锌静电复印机组，

后来成立了营口复印机总厂。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中

共营口市委为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

导，决定撤销市科学技术局，于1977年9

月19日成立了营口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2

月19日召开营口市科学大会，表奖建国以

来的优秀科技成果143项。1978年4月营

口市科学技术协会恢复成立。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营口市委、市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到1985年，

共解决知识分子遗留问题11 946件。全市

知识分子11 449人，有94人进入县以上

领导班子。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173户。

1984年市政府拨款200万元，解决658户

住房困难户，其中，知识分子占42％。调

整了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171人。．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营口市科技工作

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1982年营口市科学

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建立，进一步发挥了科

技人员的智囊作用。县、区、乡和工厂基

层科协的普遍建立与巩固发展，调动了广

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群众性的职工技术

协作的深入，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活

动。到1985年末，专业科研机构有了新发

展，全市有市以上的科研机构24个，县区

科研机构6个，非独立的厂矿企业事业单

位的科研机构19个。科技群团活动活跃，

市科学技术协会建立市级学会(协会、研

究会)44个，乡镇以上科协103个，村科

协分会853个，科技咨询服务部70个，科

普村96个。科技队伍迅速壮大，全市各类

科技人员总数达到36 408人。其中工程技

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卫生技术和其

他科技人员16 677人。科技成果大批涌

现。1977年到1985年9年间全市共取得

科技成果530项。是1951年到1976年26

年间取得科技成果的1倍。这些成果，有

的投产建成专业生产厂；有的已成为工厂

的主要产品；有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有

的成果使产量成倍增长，对推动营口科技

事业的发展和振兴营口经济起到重要的作

用。科技协作关系稳步发展。1980年至

1985年，全市先后有98个单位同132所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技术协作关系，联

合攻克技术难关177项，其中已有54项投

入生产，31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1985年引进的103项科技成果，当年实现

产值1 864万元，利润103万元。

纵观营口的发展历史，说明科学技术

是伴随人们的生产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科

学技术自身又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促进

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下，全市人民遵循“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方针，正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进一步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为实现营口一市两港(营

口老港、鲅鱼圈新港)对外开放，改革、搞

活经济，振兴营口，服务东北，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积极奋斗。在不久的

将来，依靠科技进步营口将发展成为·个

多功能的工业城市，屹立在辽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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