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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研究岳阳

的社会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岳阳的科技发展史。然而长期

以来，人们对此知之寥寥，研究甚少。

《岳阳市科学技术志 》的编慕人员，历尽艰辛将岳阳

的科技发展史料搜集起来，修成岳阳市第一部科技专志，

是一件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大事。

这部志书，不仅详尽地记述丁岳阳科技事业在漫长

的历史征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和事，而且将岳阳科技

发展的盛哀起伏的史实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反映丁历

代岳阳先氏在科技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功伟绩，

而且介绍丁当代科技精英在岳阳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精神风貌。该书的问世为我们认

识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提供丁翔实的支料和宝贵的

教材。

人类社会发展到丁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土升到第一

生产刀的地位。 正在举步腾飞的岳阳，以什么为动刀?依

靠科技进步是毫无疑义的。做一个元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的岳阳人，应当从这部专志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

谨此与读者共勉。是为序 。

张登甲

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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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岳阳市科学技术志 》根据岳阳市地方志编摹委员会办公

室制订的编暴才案和湖南省科委、岳阳市科委有关规定，借鉴《湖

南省科学技术志》的编目编革而成。全书分大事记、概述和农林牧

水利、工业、城乡建设、医药卫生、科技支撑体承 5 篇，下分 27 章

100 节。科技人物品、附录设置其后 。

二、本志记述范围:时间为主断不限，因事而异，根据所集史

料，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断有止，综合情况和数据一般至 1990 年

止，个别事项适当延伸 。 大事记记述到 1993 年 。 空间为发生在岳

阳市境内的科技事项，对与本市有关的全国、全省或市外事项，仅

咯述其缘由，或作背景材料 。

三、岳阳市及所辖各县(市)、区、农场的管辖体制几经变动。

1964 年，从.湘潭专署划出岳阳、平江、湘阴 、 1I各湘县和益阳专署的

华容县设岳阳专署 。 1966 年，分出湘阴县乐部设泪罗县 。 1968 年

至 1970 年 ，屈原、钱粮湖、君山、黄盖湖农场划归岳阳行政公署管

辖 。 1975 年设岳阳市 ，属岳阳地区 。 1983 年，岳阳市升为省辖市 。

1986 年，撤销岳阳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 ， 将原地区所辖各县 、 农

场划归岳阳市 。 198 7 年，撤销泪罗县，改设泪罗市 。 1992 年，撤销

临湘县，改设 Ij;各湘市 。 至此，岳阳市辖南 、 北 、 郊 3 区，岳阳、平江、湘

阴、泪罗、 11;各湘、华容 6 县 ( 市)和屈原、钱粮湖、君由、建新、黄盖湖

5 个农场。鉴于土述情况，本志对各个时期的机构、职务、地名等，

均以当时名称为准 。 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 计量单位除历

史上少数不便换算者保持当时采用的单位外，均采用国家颁布的

公制单位。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

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 》为准 。取用的数据，以岳阳市统计局提供的

为准;统计局木列项的，以市级有关部门提供的为准 。 凡采用的文

献资料一般不另注明出处 。

豆、本志根据地(市)级科技发展的特点，按照"独详同略"、"主

详辅略"、"今详古略"的要求编写。记述时间，在贯通古今，系统反

映历史与现状的前提下，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科技事件。记述内容，重点为科技

成果的引进、推广应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综合性管理等

方面 。志书刀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色，呈现科技发展

规律，反映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科学技术在椎动经济、

社会发展宁的巨大作用和广大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在科技进步中

的主体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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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大





大事记 3 

史前期

据钱粮湖农场坟山堡出土文物考证，公元前 8000 年(新石器

时代早期) ，境内先民己掌握陶器制作技术，采用泥片贴塑法制坯，

用堆烧法制成夹炭陶器。

据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泪罗市附山园、华容县车轴山发掘的遗

址中遗存的大量稻谷壳考证，公元前 8000 年境内先民已将野生稻

培育成人工栽培的稻谷。证明洞庭湖区是水稻发源地之一。

据华容县车轴山发掘的遗址文物考证，公元前 4000 年(大溪

文化早期) ，境内先民己掌握用陶纺轮制绳、线技术。

夏商代

据岳阳县费家河和荣家湾的遗址中出土的铜镜考证，境内先

民在商代已掌握冶炼、铸造青铜技术。

从岳阳县五境乡古港、麻塘对门山发掘的商代遗址中的制陶

作坊和陶窑、陶器上的原始袖考证，商代，境内先民的制陶技术跨

进了一大步。

秦汉代

情光绪《巴陵县志》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 ，鲁肃屯兵巴

丘，扩建巴丘邸阁城，相传其西门谁楼即今岳阳楼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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