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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北京科学技术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明古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内容：北京是首都，根据志书的性质，凡在北京地区内发生的重大科学技术活

动，均予以记述。主要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科技的方针、政策、法律、条例、规

章；国家和北京市制定的重要规划、计划；北京地区各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和现

状(至1990年)；在北京长期工作的学者和著名科学家在国内外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各章

后面编入重要获奖科技成果简表。

三、编纂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多体并用，以志为主。志，按篇、

章、节、目分层编排，按科学技术分类，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条目

式记载，每个条目基本含有时间、单位与人名、项目名称、技术内容和技术水平、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获奖情况六要素；文体采用语体文，直陈其事，述而不论。

四、时间断限：上溯起源。下限断至1990年底。部分重大科技成果获奖时间必要时适

当下延。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依年月日顺序排列，日期不详者列于月

末，月份不清者列年末，通用是年。

六、科技人物：在正文、表与传中表述。正文与表中是以事系人，科技人物篇中是以人

系事。科技人物篇入志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对北京地区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

贡献的历史知名科技人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90年底在北京长期工作的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1994年后改称院士)写传，1990年后的列表简介。

七、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均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年，其间1912～1948年底，视情况括注民国纪年。1949年1月起，采用公元纪

年。

八、名称：各种名称按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再次出现时可用简称；外国名

称采用汉文通用译名，必要时在译文后括注原文；各朝代名称，一律用历史通称；各种称谓

均直呼其名。

九、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沿用原计量单位外，原则上按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

在我国统一试行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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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地处东经115‘20’～117。30’，北纬39。28’～41。05’，面积

16 807平方公里。东南距渤海约150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太

行及燕山山脉，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山区约占总面积的62％，平原约占

38％。势踞形胜，历来是中国中原地区、东北和西北地区联系的要冲。主要河流有永定河、

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洵河，均属海河水系。一年四季区别明显，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8—12℃，平均降水量620多毫米，无霜期约180～200天，日照时数平均

2600--2700dx时。有粮油作物、蔬菜、林果、畜禽、鱼虾等多种生物资源和煤、铁、铜、

铅、锌、钨、金、银、钼及石灰石、花岗石、大理石等60多种矿产。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古都，历史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文字可考历史和数十万年的

人类生存发展史。从公元前11世纪末至五代，北京先后是燕国、前燕、后燕和北燕的都城，

辽为陪都，金、元、明、清、民国前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在此建都。勤劳、勇敢、智慧

的北京人，在长期的奋斗中创造了许多科学文化的辉煌成就，它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

部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文明和精神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古代科学技术

北京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发祥地之一。考古证明，距今约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生活

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天然洞的“北京人”，已掌握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砸击法制造

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两端刃器等工具。他们使用这些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在其遗

址中，发现有很厚的灰烬层和许多烧过的兽骨、石块和残留的朴树籽、豆科植物种子、鸵鸟

蛋化石等。这表明。“北京人”已学会用火、管理火和保存火种的方法。劳动工具的出现和

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约20万年前至10万年前，居住在“北京人”故乡的“新洞人”，狩猎技术较前有了进

步，能捕获大型哺乳动物，并以熟食为主。

此后，距今约18 000年前，生活在龙骨山山顶洞里的“山顶洞人”，掌握了刮、挖、

磨、钻孔、染色等技术。制作出石器、骨角器和精巧的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砾石、石

珠、海蚶壳、骨管、骨锥和用赤铁矿粉局部染色的鱼眼上骨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枚长

82毫米的骨针，全身光滑，针眼狭小，针尖圆锐，制作精细。骨针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

已会用兽皮等缝制衣服。斯时，山顶洞人还学会人工取火、结网捕鱼等，这标志着生产力水

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大约1万年前，以门头沟“东胡林人”为代表的北京先民，已离开山洞移居平原，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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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其遗物有螺壳项链、骨镯等，制作精致美观，加工技术明

显提高。

距今约6000至7000年前，居住在昌平雪山村的“雪山人”，已掌握了制陶技术，石器

制作技术也有了新发展。如上宅、雪山人等遗址出土的夹沙陶、红陶、彩陶，其器形有碗、

钵、罐、杯和陶羊头等。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磨盘、石磨棒及石制蝉身猴面像等。并发现

了10座半地穴式建筑遗址。陶器和建筑的发现，表明生产技术有了重大进步。

到4000多年前，北京地区已进入原始社会的末期。此时，制陶技术进一步提高，制造

出火候高、质地硬、器表光亮的黑陶器，如磨光黑衣灰陶双耳罐、三足奁等。发明了石镰、

石纺轮等工具，并学会种植庄稼、饲养牲畜、缝缀衣服、建造房屋，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

业的聚落。先民们开始从原始状态跨入新的时代。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前2l世纪～前475) 这个时期，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北京地区

属夏商时期的古燕国，西周初的燕、蓟两国。其后燕吞并蓟，燕都城在董家林古城。春秋时

燕国都城迁至蓟城(今北京城西南)。

这一时期，北京农业技术较前有了发展，农作物的耕种、收割、加工工具，以石器为

主，同时也使用骨器、蚌器，并出现了青铜工具，如房山、平谷、延庆等地发掘的鹿角

镘、石刀、石镰、石杵、石磨以及青铜刀、锛、凿和猎钩等。青铜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力

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斯时，北京先民已学会打瓦井，用于生活和农田灌溉。种植的主要

作物有黍、稷、麦、豆、稻、麻，并栽培有核桃、柿、枣、栗等果树。畜禽饲养已具规

模，饲养马、牛、羊、猪和鸡、犬已较普遍。缘于当时打仗、打猎等需要，饲马尤盛。

手工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早在夏商时，北京先民已掌握了青铜器、金器等制造技术，

进入青铜器时代。在平谷刘家河、昌平雪山村、房山琉璃河与镇江营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

铜器，其中最精致的是三羊铜孽、龟鱼纹鸟柱铜盘、圆腹铜鼎和铁刃铜钺。铁刃铜钺是采用

天然陨铁锻打成薄刃，与铜嵌铸而成，是一件稀有珍品，至今全国只发现三四件。这说明北

京已有了3000多年用铁的历史。同时，还发现了金耳环、金臂钏和金发笄等金饰。经测验，

其纯度达90％以上。这些制品，一般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浇铸、修整等一系

列工序，足见当时的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期，制陶技术有了进步，一件陶器往

往兼用泥条盘筑、模制、捏制几种方法制作，有的加绘了纹饰图，形体典雅，如鼎、鬲、

瓶、瓮、豆、簋等。<博物志>载，商代北京已能制造化妆品，以红花汁凝成胭脂；并烧铅

作粉，涂面美容。 ’．

西周春秋时，青铜器铸造工艺进一步发展。在琉璃河、延庆山戎等遗址发掘出用于青铜

器铸造的云雷纹陶范以及大量礼器、兵器、车马具和工具。其中，最著名的是攸簋、伯矩

鬲、堇鼎。伯矩鬲，全身满饰浮雕牛头纹，体态森严，造型别致，结构和谐，技艺超群。堇

鼎，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体态深厚凝重，纹饰庄严，古朴雅丽，内

壁铸有4行26字铭文，是一件罕见的西周重器。可见，此时青铜器铸造技术已臻完善，铭

文对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了金银错技术。漆器、玉器、制瓷、纺绳织布、酿酒、造车技术相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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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如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漆器豆、觚、墨、壶、彝等，均为木胎，器表有彩绘，有些用蚌片

等镶嵌，与彩绘组成装饰图案，表明当时漆器技术已相当进步。单辕四箱车和单辕两箱车，

为木质结构，轮径1．4米，轨距2．44米，车轴长3．08米，设计科学，制造精细，显示出较

高的技术水平。

西周时，建筑技术有了新发展。在琉璃河董家林考古发现周武王十一年(前1045)时

的燕国古城基址，东西长850米，南北长600米，城墙厚4米，用土夯筑而成。城墙分主城

墙、内附墙和护城坡3部分。城垣外有沟池环绕，颇具规模。这是迄今发现的北京历史上最

早的城邑。同时。还发现了陶管、黏土质青砖和小布瓦等建材。

同期，交通也很发达，燕地已有供驷车驰行的大道，并有干路通往陕西镐京。

战国秦汉时期(前475～220) 战国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七雄分立，一些诸侯国

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诸子百家争鸣，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技术的

发展。此时。北京为燕国国都蓟城所在地。秦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在全国实行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等政策，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

进步。汉朝沿袭秦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民农桑、兴修水利的政策，进一

步促进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秦汉时，北京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

战国时期 北京地区农业技术进步显著。铁制农具大量出现，在顺义、房山等地出土了

犁、镬、锄、镰、铲、耙、番、二和三齿镐、斧等；并出现了牛耕。铁制农具和耕牛的应

用，使农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时，还掌握了水利开发技术，在督亢等地兴建沟

渠，在陶然亭、蔡公庄等地大量修建陶井，利用地表和地下水灌溉农田。杏、梅、桑、蚕

丝、鱼、牧、盐也很兴旺。<战国策>载，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

六千匹，粟支十年”。当时，燕都蓟城是列居“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

燕地冶铁技术在各诸侯国中居于领先地位。早期采用低温固体还原技术，其后出现了更

先进的高温液体还原法冶铸各种制品。考古证明，此时已有了铁范，用其可连续铸制铁和铜

器，且成品质量好，表面较光滑，把冶铸技术工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青铜器制造已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錾工艺和错金、错银、错铜工艺及镏金技

术，在形制和装饰工艺上均有创新。在通县、门头沟、顺义等10余处发掘出敦、带钩、钫、

扣、匿、镞、剑、勺、灯、车軎等一大批新型铜器。如错金银带钩、鹈鹕鱼纹敦、青铜豆

等。其中，青铜豆，通高38．5厘米，腹径20．5厘米，高柄圈足，其表面纹饰皆用红铜镶

嵌，做工精巧，新颖别致。在朝阳、房山等遗址，出土了大量铜制刀币及布币，这是北京制

币技术的开端。

战国时，北京建筑技术有了发展。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在北部边境修筑了规模巨

大、气势雄伟的北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至襄平(今辽阳)，达千余里，并在沿

线设置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等5郡(见<史记·匈奴传>)。长城的建造，表现了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

自然科学方面，此时<墨经>、<考工记>等传人蓟城，燕昭王曾命“水官”浮舟称量大

猪的重量，这是对<墨经>中“沉形之衡”物理学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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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北京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新式农具。如清河、房山等西汉遗址

出土的铁犁铧、铁足耧车、扇车等等。其中，铁足耧车由种子箱、排种器、输种管、开沟器

和机架牵引装置组成，一次可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工序。在永定路、昌平等多处东汉遗

址发掘出陶仓、绿釉三层仓楼；陶磨、陶碓、绿釉磨具和绿釉双人踏俑等先进储粮及粮食加

工设备。在水利方面，打井技术有了进步，西汉时打井用的瓦圈比战国时的口径大而矮，水

井更加坚固耐用。东汉建武十五年(39)，渔阳太守张堪在今顺义一带修渠引水，鼓励农耕，

开辟稻田8000余顷。这一时期，园艺技术兴起，出现了大面积枣园、栗园，并开始栽培葡

萄。以上技术的出现，说明当时北京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期，手工业技术有了新的进步。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在渔阳(今密云)

设有冶铁官吏；在冶铸技术上，已采用柔化处理技术生产比生铁有韧性的可锻性铸铁；并掌

握了先进的生铁固态淬火脱碳成钢技术，生产优质钢铁器。在清河西汉冶铁遗址，出土了各

种铁制农具和剑、戟、钺、环首刀、马饰、马具、镜、剪、铁笄等兵器、生活用具以及五铢

钱及其作坊与陶范。其中，丰台大葆台西汉墓发现的铁心包铜错银八棱棍，银头，周身错银

菱形纹和红铜方纹，十分精巧；怀柔出土的货币马蹄金，重263克，含金达99．3％，足见

当时冶铸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汉代，已掌握金的钎焊技术，钎焊的金饰“不燎不

塑”。镏金技术已发展成镀金、镀银相间、黄白相映的“花镀工艺”，其制品更加精美华丽。

东汉时，制陶技术和石雕技术明显提高，已开发出陶纺轮、涂绿釉的楼、灶、圈和各种形状

的陶器。怀柔出土的陶楼，上下两层，仿真实建筑，结构复杂，制作精巧；八宝山发现的石

阙，雕刻精美，规模宏大，表现出很高的技艺水平。同期，玉器、玛瑙、漆器、纺织等也很

发达。

这个时期，建筑技术成就突出。秦时，把蓟城以北的燕长城和秦、赵长城连接起来，修

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古代建筑工程之一。丰台大葆台1号西

汉墓，采用了“黄肠题凑”的天子葬制，约用15 000根黄色柏木心积叠而成，结构严谨，

规模宏大。东汉时的墓室，已采用砖石结构，墓顶多为拱券，反映出当时建筑和制砖的技术

水平。

秦汉时，交通也很发达。秦代蓟城是中原通往东北、华北北部、西北的交通枢纽，修有

驰道，道宽50米，路面筑土夯实，路旁植青松，直达咸阳。汉代改进驿站制度，驿马3p里

一置，从蓟城直达长安；并且修建了从蓟城到所辖诸郡县的各条支线，交通较为快捷方便。

同期，水道漕运兴起，史载上谷太守王霸曾利用今温榆河漕运，以省挽输之劳。

自然科学方面，西汉时燕人韩婴在其所著<韩诗外传>卷3中，记述了数学乘法口诀

“九九”的计算方法，内容与今相同，其顺序相反。这是北京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数学方法。

四

魏晋+六国北朝时期(220--581) 斯时中国处于战乱状态，各政权分立。蓟城为幽州

治所，先后属于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公元

352--357年为前燕都城。这一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由于各族人民大融合，共同开发。

生产和科学技术仍有发展。

在农业技术方面。北京地区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水经·鲍丘水注>载，魏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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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250)，镇北将军刘靖率众在今永定河修建了戾陵堰，开凿车箱渠，引水至昌平、顺

义、通州一带，长百余里，灌田20多万亩。后经历代整修，灌溉百万余亩，沿用达400多

年。这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北齐时，在今房、涞、涿地区重开古

督亢渠，引拒马河水灌溉农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并引高梁河水，北合易荆水(今温榆

河)，东会于潞河，扩大了灌区。这些水利工程，旱能灌溉，涝能排洪，对北京地区农业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期。手工业技术也有提高。纺织以麻布生产为主。金、银、铜器和漆器制造技术取得

进展。在八宝山、顺义等地出土的金银手镯、指环和银发钗、银臂钏、银铃、铜薰炉、铜弩

机、铜熨斗、铜镜以及彩绘漆器等，纹饰清秀，技艺精湛。前燕光寿元年(357)，为前燕皇

帝慕容街坐骑“赭白”所铸的铜像，置蓟城东掖门。其像栩栩如生，矫逸超群，显示出当时

冶铸技术的高超水平。北魏时，在海淀车儿营建造了一座巨大石雕佛像，高2．2米，雕饰精

美，至今犹存，这是北京现存最早的石质雕像，反映了当时石雕技术的优异成绩。

建筑技术取得新的进步。西晋时，采用木结构技术建造了潭柘寺，殿堂林立，古朴雄

奇，规模恢宏，技术水平高，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寺庙。

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取得不少成就。西晋著名学者张华，精学博识，其著作<博物志>

分类记载了异境奇物，并有西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北魏地理

学家郦道元，在北京撰写<水经注>40卷，记载了汉晋至南北朝的河流1200多条和全国水

系分布、水利灌溉以及河流流经地区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古迹等，是一部内容非常丰

富的地理巨著。

五

隋唐五代时期(581～937) 隋初和盛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幽州治所蓟城

是其北方重镇，生产和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唐末和五代，中国战乱不断，生产和科技遭到

严重破坏。

隋唐时，北京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铁制农具的形制已接近近代传统农具，并在市场流

通。作物种植品种增加，如芝麻、豌豆、荞麦、燕麦，并盛产果品、桑、麻及人参等。同

时，重视开发农田水利，在今西四北大街至八里庄、紫竹院东西一带，密云引水渠沿线及一

些郊县扩大灌溉面积，开辟稻田。

同期，北京手工业技术发达。唐代在今京郊已有铁、铜、金以及大理石、汉白玉等矿开

采。蓟城设有铁行与铸钱炉。在怀柔、丰台等地发掘的嵌金铁马镫、铜牛及碧金仙铜镜等器

物，形制先进，造形美观，铸工精湛，表现出较高的技艺。其中，“开元通宝”曾作为贡品

向皇帝进献。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和<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幽州城内经营绫、罗、

绸、缎和葛麻、毛布等20余种丝麻毛织品，并每年向朝廷进贡绫、绢、帛等，说明当时纺

织技术发展较快，生产已具规模。陶瓷技术方面，在宣武、密云等地发掘的唐三彩三足炉、

彩陶凤杯和白瓷器等表明，其造型、工艺、釉色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史载，唐时已掌握造

纸技术，以生产麻纸。皮纸为主。隋唐之际，石刻、石雕技术也颇有成就，隋僧静琬在房山

云居寺刻板经，30年镌刻不断，唐、辽、金、元、明续有所刻，计刻经1122部，镌成石经

板14 278块，是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