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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四院志》正式出版了。这本志书，真实地概括和全面地反映了铁

四院40年来的历程和贡献，这是件可喜的事，也是铁路勘测设计战线

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铁路勘测设计事业发展的需要，1953年

成立了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1956年扩编改制为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在铁道部直接领导和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政府的支持关怀下，四院职工

转战在中南、华东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冒酷暑，战严寒，跋山涉

水，历尽艰辛，为我国的铁路勘测设计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

献。从1953年至1992年间，共完成勘测设计工作量6万多综合折算公

里，涌现出了不少优秀设计、优质工程和重大科技成果。其中亚洲首屈

一指的郑州枢纽郑北编组站，获70年代国家优秀设计奖和优质工程银

质奖；大瑶山长大铁路隧道修建新技术，获铁道部科技进步特等奖；软

土地基粉喷加固新技术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在高速公路、高层建

筑、港口码头等方面的勘测设计，也有不少好的成果，这充分说明铁四

院在生产技术与科学研究各方面的长足进步。

随着生产的发展，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得到改善与加强，

曾两次获湖北省“党风建设先进集体”称号，被铁道部命名为“全路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双文明建设也喜获丰收，被湖北省授予“文明单

位’’称号。铁四院培养出了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

队伍。职工生活也有明显改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四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

大潮，汹涌澎湃，为企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铁四院人以自己的科

技优势，立足铁路，走向社会，面对海外。“精心设计，开拓创新，团结协

作，艰苦奋斗”的四院精神，已成为全院职工的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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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铁四院曾工作过6年，对这里的一切寄予无限深情。“踏遍青

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荣誉应归功那些创业者和已故的前辈。鲜

花应献给那正在默默忘我工作的无名英雄们。他们的功绩与日月同辉，

与大地同在。

铁四院的修志工作，从征求意见，搜集资料，核对事实，到反复修

改，精心选编，历经三个春秋，作者与编者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

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

《铁四院志》出版，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只有认真总结过去，才能更

好继往开来，这也是我的愿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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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

的原则，系统记述四院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撰写采用以类系事和以时为经的方法，上限始于1952年

筹建中南设计分局，下限断至1992年末。

三、本志分章根据专业分工与科学分类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兼顾部

门的实际情况。

四、本志各章按先总后分和先外后内排列。首章总介概况，第二至

六章分别记述有关新建铁路勘测设计、既有铁路技术改造勘测设计、铁

路枢纽及站场勘测设计、勘测设计手段及技术水平以及战备、外委与援

外工作，第七至九章分别记述有关管理、教育卫生与生活福利以及党群

工作。

五、为扼要介绍四院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事件，本志特编大事记，以

补各章之不足。

；六、为扼要介绍四院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本志特编人名录。由

于篇幅所限，收入者限院党、政、技术领导，各方面代表及先进人物。

七、本志资料由院内各单位提供，来源于档案、文献、图书、报刊、口

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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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

第一章概况刨业与发展历程

第一节创业与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旧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欧风东渐，铁路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

中国。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在英国诞生。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

行在上海至吴淞间修建的，从而揭开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序幕。

从1876年至1911年清政府期间，共修建铁路9100公里；1912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又

修建17100公里，旧中国总共修建了26200公里，完全或基本由中国自力修建的仅占36％左

右，大部分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修建并直接经营，明显地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

旧中国铁路的特点是数量少，布局不合理，标准杂乱，质量低劣，运营设施简陋，但也不能

否认，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国大陆除因战争破坏或其他缘故被拆除3600公里铁路外，

留下来的22600公里(不含台湾、香港与工矿企业专用线)，能勉强通车的仅11000公里。整个

路网缺乏全面规划，布局偏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且各自为政，有的还互不联轨，形不成整体。铁

路勘测设计，在民国时期虽曾设有勘测总队，但仅从事草初测工作。铁路建设的勘测设计，一般

均由铁路局自理，专业也不齐全。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迅速展开了既有铁路的抢修工作，并抓紧对既有铁

路的技术改造。与此同时，又布置对新线、枢纽的研究与勘测设计。1952年铁道部成立设计局，

主管铁路基本建设的勘测设计工作；组建兰肃、湘黔、天成、集白、定西等铁路测量总队，以后又

陆续改组成立17个勘测设计总队。同年9月，为展开大规模新建铁路基本建设，铁道部又组建

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华北等5个设计分局，将17个勘测设计总队按所在地区划归各设计分

局领导，负责所在地区的铁路勘测设计工作。
。

铁道部责成衡阳铁路管理局负责筹建中南设计分局。衡阳局指派沈祖寿、刘果、钱梅岭组

成筹建小组，经过积极筹备，中南设计分局(以下简称分局)于1953年2月4日．，在当时中南局

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正式成立。 ：：

铁四院自分局成立之日起至1993年，已有40年历史，从学习苏联、艰苦创业到改革开放、

开拓经营，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现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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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苏联、艰苦奋斗、创业奠基时期(1953～1957)．， ；!

分局成立，赵化南任代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沈祖寿任副分局长兼总工程师。铁道部将第一、

十五、十六3个勘测设计总队划归分局领导。分局机关设10个生产专业科和其他职能部门(见

附表1—1)。至1953年末，全局范围共有职工1854人。当时，分局的机构设置、专业及其人员

配备，都按照苏联交通部设计局的模式，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分局成立之初，机关在册的专业

人员仅42名，其中线路、房建、机车车辆各8名，桥梁7名，电务4名，经调3名，地质2名，站

场与施预各1名，有些专业人员是临时改行，边干边学，有的专业还是“空白’’。这对当时执行中

南、华东地区的铁路勘测设计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1954年，铁道部作出了加强勘测设计工作的决定，为分局增派干部，分配大批大中专毕业

生。分局将3个勘测设计总队改编为第一、二勘测设计总队，增建了第三勘测设计总队，并开始

建立技术责任制、总体设计负责制，充实各专业科室技术力量。同年年末，赵化南、沈祖寿调离，

铁道部任命薛焕章为分局长，严铁生为总工程师。 ’

1955年，第一勘测设计总队随鹰厦线任务的转移而划归西南设计分局领导。3月，铁道部

聘请了以依·瓦·别列雷根和布克什塔为正副组长的苏联专家组12人来分局工作。分局成立

专家工作室，负责接待专家，并组织技术人员学习苏联经验，推广专家建议等工作。苏联专家在

分局工作的2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提出建议460余件，能计算出节约价值的达4500万

元，对广大技术人员帮助也很大。

同年5月，张可翔任分局党委书记。8月，根据铁道部设计总局指示，分局撤销固定勘测设

计总队，按任务成立派遣总队，实行院、外业综合队两级管理；技术人员实行全面派遣制，贯彻

“谁勘测、谁设计，一竿子到底’’的原则。从此，基本上解决了勘测与设计脱节的现象，并由勘测、

站场两专业为主体，协调其他各专业的作业关系，以利于整个勘测设计质量的提高。

分局开创时期，职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外业勘测全靠人力操作，笨重仪器机具

主要靠人力转移，野外作业工人平日多以馒头咸菜充饥，住宿多在牛棚、庙宇或祠堂内。机关职

工同样也很艰苦，开始时没有职工宿舍，单身职工都栖身于一间破旧的机车库内，冬天寒风凛

冽，雪花飞扬，雨季屋外下大雨，室内下小雨，晚上睡眠须盖上防雨油布，吃饭大家都挤在一间

用树皮盖的工棚内。随着机构的逐步扩大，后来虽陆续兴建了一些宿舍，但也是“僧多粥少"。当

时条件虽然很差，但广大职工以苦为乐，以参加铁路勘测设计事业为荣，不叫苦，不怕累，艰苦

奋斗，克服困难，钻研技术，埋头苦干，初步形成了一支能开得动的勘测设计队伍。分局的创建，

为四院的奠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大规模铁路建设项目上马，原来的设计分局建制和技术力量已不能适

应新的发展需要。经中央批准，铁道部将各设计分局扩编为设计院。1956年元旦，中南设计分

局改名为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以下简称四院)，仍执行原分局所辖地区的铁路勘测设计任务。2

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李轩任四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后又兼政治委员。

四院成立后，技术人员仍实行全面派遣，由各专业科统一管理安排。当外业需要勘测时，各

2

翱懑镬，；

鞲。

：孺谚皑t

《{Ⅶ{

：罐疆翊委露。脾漕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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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派技术人员到外业队，由派遣总队组织综合生产，实行总体负责制。内业设计时，技术人员

携带外业资料回院，由专业科组织设计，并负责设计质量把关。总体设计负责人用作业进度计

划表组织各专业之间的协调生产。与此同时，院加强了计划与技术管理，及时解决生产技术原

则问题；建立生产调度制度．加强计划任务在执行中的监督保证；公布两阶段设计样本，在允许

与可能的条件下，实行初步设计与施工两个阶段设计，以缩短设计周期，满足施土要求；在学习

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整章建制，摸索适合于自己的体制和制度。1956年12月，将勘测、地

路、大型建筑、站场4个专业科升格为专业处。

1957年，根据铁道部指示，四院成立由中国苏联联合组建的联合航测总队，进行西安至汉

口的航空测量，学习推广苏联航测经验。这不仅在全路，也是在全国开创了首次航测工作，培养

了航测技术力量，取得了初步经验。

1953年至1957年的5年间，共完成勘测设计工作量3579．25综合折算公里(换算公里)

(见附表1—2)。新线勘测设计施工建成后交付使用的铁路有黎湛等1132公里。既有铁路技术

改造，包括增建第二线勘测设计施工建成后交付使用的有京广铁路李家寨至孝子店段，解决了

京广铁路北段控制输送能力的薄弱环节。勘测设计的枢纽主要有郑州、武汉等9处，分别进行

了总图规划和分期工程的各阶段设计，经旖工后自1 1J56年开始陆续交付运营，解决了运能和

运量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由于较好地执行了基建程序，基本上做到了“勘测一条，设计一条，

施工一条"，及时满足了施工与运营的需要。 ’0

二、调整机构、整章建制、充实提高时期(1958""1965)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跃进艘。四院为适应形势要求，首先在生产体制上作了大调整：主

要是撤销4个专业处和经行：施预2个科，重新组合成3个综合线路勘测设计处和1个枢纽勘

测设计处；撤销派遣总队，外业综合队分别归以上4个处领导，技术人员仍实行派遣；技术室与

计划科合并为技术计划处。当时铁路建设遍地开花，放“卫星"，搞“献礼”，“快"字当头，“数量第

一"。为了加快勘测设计进度，不少任务采用一阶段设计，因此，正常的生产程序被打乱，初步建

立起来的一些制度无法执行。据统计，由一阶段设计交付施工的文件占全年]沲工项目的33％，

仅1958年就完成了6875综合折算公里，为这一时期8年总工作量的四分之一还多，为前一时

期5年的1．9倍。大部分设计文件因资料不全，文件不配套，质量不高而无法满足施工需要。

在克服纠正“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中，四院党委向全院职工提出了内外业工

作必须遵循的“28字艿方针，即外业勘测要求“认真选线，两个阶段，拉开档子，分组统管"；内业

设计要“定下来，交待清，衔接好，丈件全"。动员和组织力量对1：2个建设项目进行质量大检查。

为确保外业资料质量，制订了《统--夕t"业勘测工作精度要求》；召开设计与施工协作会议，恢复

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围绕生产关键，大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献计献策；

要求认真采用新技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设计速度，促进施工与运营的高效能。在采用

新技术上，主要：一抓设计“四化一，即设计综合定型化、制图活板拼装化，计算仪器图表化，资料

采用手册化；二抓勘探工作机械化与轻装化；三抓推广新技术，更好为施工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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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为适应外业需要，成立物理勘探队和松软地基试验队(即软土队)。技术计划处设

航测科。同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严铁生任院总工程师。

1961年，党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四院立即组织现场检查

回访，经过认真讨论总结，李轩向铁道部党委提出《关于勘测设计工作10个问题的报告》(详情

见附录)。部党委对此报告给以很高评价，并批转全路进行学习讨论。至今，该报告对勘测设计

工作依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同年3月，四院成立精密测量队。7月为贯彻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支援农业i撤销厂房科，

将房建、机辆、给水下水、电力等专业合并成立站场设备处。10月，撤销因“大跃进"而成立的3

个综合线路勘测设计处，分别成立勘测设计处、地路处、桥梁设计处，保留枢纽勘测设计处。同

时，为加强综合生产的领导，成立包括经行、路网、施预在内的总体处，协调各专业之间的生产

关系，并将勘测队改为综合勘测队。

与此同时，由副院长薛焕章主持，进行了一系列整章建制工作，经过草案试行，讨论修改，

至1962年正式公布了以技术岗位责任制和总体设计负责制为中心的19项技术管理制度。这

套完整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全院职工经过10年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晶。

1962年2月李轩调离。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杨嘉恩为四院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7月，

为贯彻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精神，将总体处和勘测设计处合并为线路勘测设计处，撤销技术计

划处，恢复技术室和计划科，同时也撤销了一些其他机构。
‘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后，四

院在支农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对18条线路和5个枢纽的设计，按照支农要求进行认真修改；拟

定《勘测设计中具体贯彻支援农业的措施》和精减职工等。两年内共精减职工1656人，并动员

了208名家属回乡。截至1963年末，全院固定职工人数压缩为2465人。 _：

，1963年2月，铁道部任命郭耻干代院长。12月，组织机构又有所调整：成立经行科、施预

科，枢纽处改为站场处，站场设备处改为设备处，桥梁处改为桥隧处，计划科升格为计划统计

处。 。．

，

：一
1964年，铁道部为贯彻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发出了《关于加速修建西南

铁路动员全路支援勘测设计和施工力量及有关问题的指示》。毛泽东主席提出“成昆路要快

修’’、“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的指示。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和工地指挥部也发出了相应文件

和条例。四院支援二院1个成建制勘测队和50名技术人员，并接受川汉线任务，在四川秀山成

立4101总队。当时由于川汉线任务重，时间紧，铁道部又从各铁路局调集400名干部支援四

院；四院从精简回乡人员中招回400余名测钻工，充实4101总队。郭耻干和杨嘉恩分别兼任总

队长和政委。与此同时，四院的“设计革命运动’，开始。川汉线途经地区，重山峻岭，地形险恶，

地质复杂。总队广大职工爬高山，下溶洞，踏遍了川、黔、湘、鄂四省的山山水水，进行了35万平

方公里的大面积选线。铁道部长吕正操亲自到川汉沿线视察选线，慰问总队职工。．+

值得记载的是1965年9月25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副总理贺龙、陈毅、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在铁道部长吕正操陪同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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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四院副院长方力，4101总队副总工程师曹晋伦等汇报川汉铁路设计方案，为中央决策提

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四院史上闪光的一页，也是四院人的光荣。 ，·
：‘

‘： 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间，共完成勘测设计工作量25800．09综合折算公里(换算公里)

(见附表1—2)。新线勘测设计施工建成后交付使用的铁路有萧穿等干线747公里，洛宜等支

线203公里。既有铁路技术改造，除继续完成1957年未完工程外，建成并在1961年前交付使

用的双线有京广北段等1690公里。这些项目均为我国运输繁忙的线段，通车后对保证物资交

流，促进工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枢纽勘测设计的主要任务，除继续完成

1957年未完工程外，增加了鹰潭枢纽的编组站(鹰潭东单向二级二场)。。 ’．

+在这时期里，四院机构调整频繁。三年自然灾害给广大职工与家属虽带来生活困难，浮肿、

肝炎、血吸虫病流行，但仍响应党的号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生产自救，渡

过灾荒，又以英雄的气概，豪迈的步伐，在总结“大跃进"的基础上，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奋勇前

进J 一’ ·’

：’

’

三、，下楼出院”极左思潮泛滥时期(1966"'1976)

1966年1月，四院成立4102总队，承担焦枝铁路勘设任务。．随后，又成立4103总队，承担

铁沙铁路任务。5月，为适应战备和现场设计要求，四院作出了“下楼出院"的决定。机关进行精

简，撤销站前各专业处科，合并成立综合线路处，为管理职能处。站后各专业包括站场，合并成

立站场设备处为站后的勘测设计部门。总队负责组织勘测设计工作，恢复了院、总队、队三级管

理体制。随着“设计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克服干部与技术人员的“三脱离"，院机关以“下楼

出院"的形式，迁往河南平顶山牛马庄办公，武昌杨园设留守处，其结果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生产

秩序，同时给许多职工家庭造成困难。“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后，平顶山的职工陆

续回武昌机关“闹革命’’。 ．一。 ．

‘

同年11月，因杨嘉恩病休，铁道部任命杨守高代理党委书记。

1967年是四院遭受“文革"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各部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外业职工，

甚至在国外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队伍也纷纷回院“闹革命力。各级领导干部受批挨斗，知识分子

被诬为“大：总、统一j“臭老九"。院内发生武斗事件。行之有效的19项制度被作为“修正主义白

皮书”批判，正常的生产秩序完全被打乱。 ’ ’‘： ：‘ 。+·．’j -。1
．‘

1968年10月，四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生产、办事、后勤等组，军代表陈豪之任主

任。 。．
‘!

一．

’’

：’ ：’二 ：。’ ；‘’

1969年8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来院作“参加焦枝铁路大会战’’的动员报告。‘职工

纷纷奔赴会战第一线，陆续投入焦枝、襄渝、枝柳、湘黔等线，参加现场设计，配合施工，1坚持领

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完成了任务i：’ !．

，： 焦枝铁路全长．753’公里。从1966年编制初步设计，1969年定测并在现场设计，陆续交付

线路平剖面等施工资料，1969年底除站场设备部分外，设计基本完成并参加施工，至1970年

“七一"接轨通车，。十一’’移交郑州铁路局。该线仅化5年时间完成了勘测设计与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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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柳铁路全长883公里，其中洛满至柳州32公里由柳州铁路局负责设计外，四院负责

851公里，比焦枝线长不到百公里。1970年8月开始现场设计,10月施工队伍进点，到1984年

1月才交付运营。从现场设计施工到交付运营长达14年之久，主要原因是当时受极左思潮影

响，技术上的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与采纳；违反客观规律，盲目硬性地搞不测地形、一次定测，

在现场用“一比一”比例尺决定线路方案，忽视了地形地质选线这一重要原则。其后果是勘测设

计质量低劣，返工浪费大，后来虽做了大量的复查补课，挽回了部分损失，但延误了工期，教训

极为深刻。

1970年，为了试点推行设计施工一条龙，勘测设计与施工合一，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与四院

在武昌合并组建新的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以下简称四局)。6月，四局实行军管，范世杰任军管

会主任。1971年，第一、三勘测设计总队分别与第五、三工程处合并进行为时一年多的基层勘

测设计与施工合一的试点。1972年3月，四局成立设计处，负责全局范围的勘测设计管理工

作。10月，湖j匕省军区撤销对四局的军管。

1966年至1976年的11年间，共完成勘测设计工作量7931．42综合折算公里(换算公里)

(见附表1—2)。新线勘测设计施工建成后交付使用的干支线铁路有汉丹等2562公里。双线勘

测设计施工建成后交付使用的铁路有京广(武昌至衡阳)等930公里。枢纽勘测设计施工建成

后交付使用的有武汉(武昌南单向二级四场和江岸西扩建单向二级四场)等6处。这些项目对

增强中南、华东地区的运输能力，巩固国防，促进国民经济与三线建设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四院广大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在工作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

下，怀着对祖国铁路建设事业无限热爱的心情，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以最大努力保证勘测设

计质量，从而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这11年是四院历年来完成勘测设计重点工程最多，建成

通车里程也最多的一个时期。 ’‘

函
四、全局整顿、改革开放、开拓经营时期(1977～1992)

197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局院分家，勘测设计与施工分开，分别恢复原建制的铁道部

第四设计院和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四院仍在武昌原址。四局迁安徽合肥。

10年动乱的“文革”宣告结束，经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后，进入改革开放，开拓经营的历

史新时期，四院的各项工作又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1977年2月，铁道部调白云峰任四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翌年1月，铁道部任命

自去峰为党委书记；任命方力为院长。3月，根据铁道部通知，院名改称为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

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

四院恢复建制后，狠抓：1．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按中央要求不断充实加强各专业处科领

导；2．整顿规章制度；3．重新制定一套完善的勘测设计生产指标体系；4．开展“质量月"活动。

全面调整组织机构，撤销总队，实行院、队两级管理，直接领导外业队；恢复派遣总队和实行技

术人员派遣制；撤销设计处，恢复成立线路、桥隧、地路、站场和设备处(包括通信信号)，增设电

化处，恢复有关职能科室；撤销站场设计队，其他勘测设计队改为综合勘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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