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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述本地科

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限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遵循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

论，依据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生不立传的原则，．力求具有较好的

“资治、教化、存吏"的功能。

三、本志以“序"开篇，全书由序、述、记、志、图、表、。录组

成；以志为主体，分类记述，按篇、章、节顺序排列；图表、照片随”

文穿插，配以说明。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
7

．

畅。． ．

’ 五、本志时限，上限不作规定，尽可能追溯到源流和发端，下限
至1988年底。 ’·

六、本志历吏纪年先写朝代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
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

七、本志不设人物传，仅列人物简介和名录。 ，

八、本志所涉及的地理名称、．机构、官职、技术职称等均按当时

称谓书写，人名直称其名，r不冠官职称谓。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均

按当时的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书写。“， ．， ．。

九、本志的数字写法使用汉字和阿拉伯宇，书写规范按19 86年国
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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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萍乡历来没有科技吏志著述。新编《萍乡市科学技术志》的问

世，当是本地科技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本志辑存分散的资料，既贯
+；- 通古今，又不悖于详今略古；既反映出本地科技事业的全貌；又因果
·，’ 彰明，体现时代精神。’深信一定有助于总结、研究科技事业的历史经

， 验，。为服务当代：启迪未来提供翔实的史料。
’

。‘一

^， 勤劳智慧的萍乡儿女，缔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商周时期的陶器与
．青铜文明，早现异彩；由宋及明，、细瓷烧制，颇有造诣；民国制瓷，：

。‘ 诸多突破；现代电瓷生产，又技高一筹。自北宋迄今，煤炭科技更
、

：有令人扬眉吐气的一页；在西方炼焦工业发端之时，本地堆烧法炼焦
和焦炭的应用．已具相当水平；继而发明平地炉炼焦法，’又突破煤矸石

发电技术难关，名扬四海内外。古来的冬酒、棉纸与士硝的制取技

．术，堪称炉火纯青。’“绿色革命’’成绩斐然，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三次谱写，“科学种田"的技术新篇，水稻产量连上三个台阶。获得国

’

“，家特等发明奖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在本市率先实现7“三系’’配套。
继而育成早稻新品种“73一p7’’，发现“萍乡显性雄性核不育水稻，力夸

：水稻育种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萍乡也成为金省著名的水稻高产
地区。⋯19 78年以来，步入科学的春天，萍乡科技之花，生机盎然。

，一科技事业新的发展与繁荣，更在前头。，
j

· 本志编修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征博

采，精心归纳，撰为志稿。内容涉及科技机构、队伍、r成罘、管理和
群众性科技活动诸方面，皆编排有序。科技事业遭受的左倾错误的困

扰，中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饱尝失误与挫折的苦果，兴衰起

伏，迥肠荡气，尽在事实记述之中6
‘

，

，



本志脱稿时，编者对我说：古人把科学技术视为，雕虫小技”。
、

现在，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风尚正在形成。、往
、

者可鉴，来者可追。本志若能为采风者浏览，则笔者寒暑之劳释然。 ，，

因感其诚，欣然命笔，为之序。 7．：．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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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管理机构⋯⋯⋯⋯⋯⋯⋯⋯⋯⋯⋯⋯⋯⋯⋯⋯⋯⋯⋯⋯⋯．．．⋯⋯⋯⋯⋯⋯⋯(35>
+‘。

第一节市(县)科学技术委员会⋯⋯⋯⋯⋯⋯⋯⋯⋯⋯o⋯⋯·j⋯⋯⋯⋯·(35>
，3 第二节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一⋯⋯O Og e'OO⋯：⋯⋯”(36)

第：章科研机构⋯⋯⋯⋯⋯⋯⋯⋯⋯⋯⋯⋯⋯⋯⋯⋯⋯⋯⋯⋯⋯⋯⋯⋯⋯“_⋯⋯”(38>
_ 第一节市属科学研究所⋯⋯⋯⋯⋯⋯⋯⋯⋯⋯⋯⋯⋯⋯⋯⋯⋯⋯⋯⋯⋯⋯(38>

第二节企业科学研究听⋯⋯⋯⋯⋯⋯⋯⋯⋯⋯⋯⋯⋯⋯⋯⋯⋯⋯⋯⋯⋯⋯(44)

第三节区，乡级科学研究机构⋯⋯⋯⋯⋯⋯⋯⋯⋯⋯⋯⋯⋯⋯⋯⋯⋯⋯⋯(45)

第四节科研所体制改革⋯⋯⋯⋯⋯⋯⋯·⋯⋯⋯⋯⋯⋯⋯⋯⋯⋯⋯⋯⋯⋯～(46>

第三章科技群团机构⋯⋯⋯⋯⋯⋯⋯⋯⋯⋯⋯⋯⋯⋯⋯⋯⋯⋯⋯“⋯⋯⋯⋯⋯⋯⋯(48>

。』 第一节市(县)科学技术协会⋯⋯⋯⋯⋯⋯⋯⋯·⋯⋯⋯⋯⋯⋯⋯⋯⋯⋯“(48)l

第二节区，乡，厂矿科协组织⋯⋯⋯⋯⋯⋯⋯⋯⋯·⋯⋯：⋯⋯⋯⋯⋯⋯⋯‘(49>

j ?

第一章

第=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编辑‘技‘队伍

队伍发展⋯⋯⋯⋯⋯⋯⋯⋯⋯⋯⋯⋯⋯⋯⋯⋯⋯·”⋯⋯⋯⋯⋯⋯⋯⋯⋯、．．⋯·(53>

科技干部管理⋯⋯⋯⋯⋯⋯⋯⋯⋯⋯一⋯⋯⋯．．．⋯⋯⋯⋯⋯⋯⋯⋯⋯⋯⋯·(56)
政策待遇⋯⋯⋯⋯⋯⋯⋯⋯⋯⋯⋯⋯⋯⋯⋯⋯⋯⋯7．．⋯⋯⋯⋯⋯⋯⋯⋯一(58>

科技培训⋯⋯⋯⋯⋯⋯⋯⋯⋯⋯⋯⋯⋯⋯⋯⋯⋯⋯⋯⋯⋯一⋯⋯⋯⋯⋯⋯¨(60>
技术职称⋯⋯⋯⋯⋯⋯⋯⋯⋯⋯⋯⋯⋯⋯⋯⋯⋯⋯⋯⋯⋯⋯⋯⋯⋯1⋯⋯⋯⋯J(63>

第三编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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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节鉴定与奖励⋯⋯⋯⋯⋯⋯⋯⋯⋯⋯⋯⋯⋯⋯⋯⋯⋯⋯⋯⋯⋯⋯⋯⋯

第二节推广与交流⋯⋯⋯⋯⋯⋯⋯⋯⋯⋯⋯⋯⋯⋯⋯⋯⋯⋯⋯⋯⋯⋯⋯⋯

第三节成果档案o⋯⋯⋯⋯⋯⋯⋯⋯⋯⋯⋯⋯⋯．．⋯⋯⋯⋯⋯⋯⋯⋯⋯⋯·

第三章科技服务⋯⋯⋯⋯⋯⋯⋯⋯⋯⋯⋯⋯⋯⋯⋯⋯⋯⋯⋯⋯⋯⋯⋯⋯⋯⋯⋯⋯⋯

第一节农技服务⋯⋯⋯⋯⋯⋯⋯⋯⋯⋯⋯⋯⋯⋯⋯⋯⋯⋯沁⋯⋯⋯⋯⋯⋯
。：

．第二节科技情报⋯⋯⋯⋯⋯⋯⋯⋯⋯⋯⋯⋯⋯⋯⋯⋯⋯⋯⋯⋯⋯⋯叩··j⋯

第三节专利代理⋯⋯⋯⋯⋯⋯⋯⋯⋯⋯⋯⋯⋯⋯⋯⋯⋯⋯⋯⋯⋯⋯⋯⋯⋯

第四节科技市场⋯⋯⋯⋯⋯⋯⋯⋯⋯⋯⋯⋯⋯⋯⋯⋯：⋯⋯⋯⋯⋯⋯⋯⋯”
1-．

‘

．· ．j第四编工程技术

第一章煤炭⋯⋯⋯⋯⋯⋯⋯⋯⋯⋯⋯⋯⋯⋯⋯⋯⋯⋯⋯⋯⋯⋯⋯⋯⋯⋯⋯⋯⋯j··(97)

，、第一节土窿采煤⋯⋯⋯⋯⋯⋯⋯⋯⋯⋯⋯⋯⋯⋯⋯⋯⋯⋯⋯．．．’⋯⋯⋯⋯⋯(97)

，．． ，， ，第二节机械化采煤⋯⋯⋯⋯⋯⋯⋯⋯⋯⋯⋯⋯⋯⋯⋯⋯⋯⋯⋯⋯⋯⋯⋯⋯(98) 。

、 第三三节综合利用⋯⋯⋯⋯⋯⋯⋯⋯⋯⋯⋯⋯⋯⋯··’⋯⋯⋯⋯⋯⋯⋯⋯⋯⋯·(103)

’第=章炼焦⋯⋯⋯⋯’⋯⋯·⋯⋯⋯⋯⋯⋯⋯⋯⋯⋯⋯⋯⋯⋯⋯⋯⋯⋯⋯⋯_⋯：．．··(106)

，第一节堆烧法炼焦⋯⋯⋯⋯⋯“L⋯⋯．．⋯⋯⋯⋯⋯⋯⋯⋯⋯⋯⋯⋯⋯⋯⋯(106)
’

‘， 第二节萍乡炉炼焦⋯⋯⋯⋯⋯⋯⋯⋯⋯⋯⋯⋯⋯⋯⋯⋯⋯⋯⋯⋯⋯⋯⋯⋯(106)

第三节机械化炼焦．．．．⋯⋯⋯⋯⋯⋯⋯⋯⋯⋯⋯⋯⋯⋯⋯⋯⋯⋯⋯⋯⋯⋯⋯(108)

第三章陶瓷⋯⋯⋯⋯⋯⋯⋯⋯⋯⋯⋯⋯⋯⋯⋯⋯⋯⋯⋯⋯⋯⋯⋯⋯⋯⋯⋯⋯⋯⋯(109)‘

第一节古，陶⋯⋯⋯⋯⋯·：⋯⋯⋯⋯⋯⋯⋯⋯⋯⋯¨⋯⋯⋯⋯⋯⋯⋯”。⋯⋯(109)

第二节宋元瓷⋯⋯⋯⋯⋯⋯⋯⋯⋯⋯⋯⋯·i⋯⋯⋯⋯⋯⋯⋯⋯⋯⋯⋯⋯⋯·(109)·
·· 第三节清代瓷．．．⋯⋯⋯⋯⋯⋯⋯．1．⋯一，⋯⋯⋯⋯⋯⋯⋯⋯⋯⋯⋯⋯⋯⋯⋯”(1il)

’

第四节民国瓷⋯⋯⋯⋯⋯⋯⋯⋯⋯⋯⋯⋯⋯⋯⋯⋯⋯⋯⋯⋯⋯⋯⋯．．．⋯⋯(111)，，

、第五节工业瓷．．．⋯⋯⋯⋯⋯小⋯⋯⋯⋯⋯⋯⋯⋯⋯⋯⋯⋯⋯⋯⋯⋯⋯⋯⋯(1 12)l

第四章钢铁⋯⋯⋯⋯⋯⋯⋯⋯⋯⋯⋯⋯⋯⋯⋯⋯⋯⋯⋯⋯⋯⋯⋯⋯⋯⋯⋯⋯⋯⋯(114)·
√ 第一节铁矿⋯⋯⋯⋯⋯⋯⋯⋯⋯⋯⋯⋯⋯⋯⋯⋯⋯⋯⋯⋯⋯⋯⋯⋯一⋯(114)：

第二节炼铁⋯⋯⋯_⋯⋯⋯⋯⋯⋯⋯⋯⋯⋯⋯⋯⋯⋯⋯⋯⋯⋯⋯⋯⋯⋯(115)
’ ‘

第三节．炼钢⋯⋯⋯⋯⋯⋯⋯⋯⋯⋯⋯⋯⋯⋯⋯⋯⋯⋯⋯⋯⋯一⋯⋯⋯⋯(116)
’

第四节轧材⋯⋯⋯⋯⋯⋯⋯⋯⋯⋯⋯⋯⋯⋯⋯⋯⋯⋯⋯⋯⋯··?⋯“⋯⋯(1 17)

第五章轻工业⋯⋯⋯⋯⋯一“⋯⋯⋯⋯⋯⋯⋯⋯⋯⋯⋯⋯⋯⋯⋯⋯⋯⋯⋯‰⋯⋯⋯··(118)

第一节鞭炮焰花⋯⋯⋯⋯-．⋯⋯⋯⋯⋯⋯⋯⋯⋯⋯⋯⋯⋯⋯一⋯⋯⋯⋯”(118)

1第二节造纸⋯⋯⋯⋯⋯⋯⋯⋯⋯⋯⋯⋯⋯⋯·：⋯⋯⋯⋯⋯⋯⋯··!⋯⋯⋯·(122)’

．、 第三节酿酒⋯⋯⋯⋯⋯⋯⋯⋯⋯⋯⋯⋯⋯⋯⋯⋯⋯⋯⋯⋯⋯⋯⋯⋯⋯⋯(123)

第四节塑料制品⋯⋯⋯⋯⋯⋯⋯⋯⋯⋯⋯⋯⋯⋯⋯⋯⋯⋯⋯⋯⋯⋯⋯⋯⋯(125)

第六章机电产品⋯⋯⋯⋯⋯⋯⋯⋯⋯⋯⋯⋯⋯⋯⋯⋯⋯⋯⋯⋯⋯·：⋯⋯⋯⋯⋯⋯⋯·(126)

第一节机械产品⋯⋯⋯⋯⋯⋯⋯⋯⋯⋯⋯⋯⋯⋯⋯···⋯⋯⋯·．．．⋯⋯⋯⋯一(126)

，． 第二节电工电器产品⋯⋯⋯⋯⋯⋯⋯⋯⋯⋯⋯⋯⋯⋯⋯⋯⋯⋯⋯⋯⋯⋯⋯(128)，
‘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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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电子产品⋯⋯．．．‘‘⋯⋯⋯⋯⋯⋯⋯⋯⋯⋯⋯⋯⋯⋯⋯⋯⋯⋯⋯⋯¨(129)．

第七章发电⋯⋯⋯⋯⋯⋯⋯⋯⋯⋯⋯⋯⋯⋯⋯⋯⋯⋯⋯⋯⋯’?⋯⋯⋯⋯⋯‘：⋯：’(130)

第一节火力发电⋯⋯⋯⋯⋯⋯⋯⋯⋯山⋯⋯⋯⋯⋯⋯⋯一?⋯⋯⋯⋯⋯⋯(130)．

第二节煤矸石发电⋯⋯⋯⋯⋯⋯⋯⋯⋯⋯⋯⋯⋯⋯⋯⋯⋯⋯⋯⋯⋯⋯⋯(13 l>

第三节小水电⋯⋯⋯⋯⋯⋯⋯⋯⋯⋯”“⋯⋯⋯⋯⋯⋯⋯⋯⋯⋯⋯⋯⋯”(1 32}’

第八章建筑材料⋯⋯⋯⋯⋯⋯⋯⋯⋯⋯⋯⋯⋯⋯⋯⋯⋯⋯一．．．⋯⋯“：⋯⋯⋯⋯⋯’(133>

第一节水泥⋯7⋯厶⋯⋯⋯⋯⋯⋯⋯⋯·～·一⋯⋯⋯⋯⋯··?⋯⋯⋯⋯⋯厶(1 33)，。

第二节砖⋯⋯⋯⋯⋯⋯⋯⋯⋯⋯⋯⋯⋯⋯⋯⋯⋯⋯⋯⋯⋯⋯⋯⋯⋯⋯⋯ (t3s>
，

第九章水利工程⋯⋯⋯⋯⋯⋯⋯⋯⋯⋯⋯⋯⋯⋯⋯⋯．⋯⋯⋯⋯⋯⋯⋯⋯⋯⋯⋯⋯(135)‘；0

第一节蓄水与引提⋯⋯⋯⋯⋯⋯⋯．．．⋯⋯⋯⋯⋯⋯⋯⋯⋯⋯⋯⋯⋯⋯⋯。(135>■。，

第二节山口岩水利资源及其开发⋯⋯⋯⋯⋯⋯⋯⋯．．⋯⋯⋯．r．．⋯⋯⋯．．．·(IS6} 。

‘。，，笆三节坪村水库大坝渗漏及防漏处理⋯⋯⋯⋯⋯⋯⋯⋯⋯⋯⋯⋯⋯··：⋯ (13T)．

’． 第四节水土流失⋯⋯⋯⋯⋯⋯⋯_⋯⋯⋯⋯一⋯⋯⋯⋯～⋯⋯⋯⋯⋯⋯(137>’

第十章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1 33)

， 第一节环境监测⋯⋯⋯⋯⋯⋯⋯?⋯⋯⋯⋯⋯··?⋯⋯⋯⋯⋯．．．⋯⋯⋯⋯· (1 28)，-

第二节污染治理⋯⋯⋯⋯⋯：⋯：⋯⋯⋯～⋯⋯一⋯⋯?⋯⋯⋯⋯⋯o⋯⋯‘(140)．

第五编’农林技术 ’．。j ’．

●●●●⋯●●●⋯⋯●●‘●●●⋯●●●·●··●●。●●⋯●●●●●·⋯⋯·’●o●⋯‘·。●●●

⋯⋯●i⋯●⋯⋯⋯⋯⋯⋯⋯⋯⋯⋯⋯⋯⋯⋯⋯⋯⋯⋯

⋯⋯⋯⋯⋯⋯●●⋯⋯⋯⋯⋯⋯⋯⋯⋯⋯⋯⋯⋯⋯●⋯

⋯⋯⋯⋯⋯⋯⋯⋯⋯⋯⋯⋯‘t●⋯⋯⋯⋯⋯⋯⋯⋯●’●

利用研究⋯⋯⋯⋯⋯⋯⋯⋯⋯⋯⋯k⋯⋯⋯⋯⋯⋯

育水稻⋯⋯⋯⋯⋯⋯⋯⋯⋯⋯_：⋯⋯⋯·。：⋯⋯．．．⋯．．
蟹

⋯⋯⋯⋯⋯⋯⋯⋯⋯⋯⋯⋯⋯⋯⋯⋯⋯⋯⋯⋯⋯⋯

●●●●●●●●●●●●●●●-●●●●，●●●●⋯●●●●●●●●●●●●●●●●●●●●●●●●●●⋯●●●●●●⋯
"

‘
’

···‘r·‘⋯’‘‘’’。‘。。‘’。‘。。’’。。’‘。’。。’’。’⋯。‘’’。‘。。。⋯’。。’’‘‘。’‘‘。

⋯⋯⋯⋯⋯⋯⋯⋯⋯⋯⋯⋯⋯⋯⋯⋯⋯⋯⋯⋯⋯⋯

⋯⋯⋯⋯⋯⋯⋯⋯⋯⋯⋯⋯⋯⋯⋯⋯⋯⋯⋯⋯⋯⋯

治⋯⋯⋯⋯⋯⋯⋯⋯··⋯⋯⋯⋯⋯⋯⋯⋯⋯·⋯⋯⋯
●●●●●●●●●-●●●●●●●●●●●●●●●●●●●●●●●●●●●●●●●●●●●●●●●●●●●●●●●●●●●●●●●●

⋯⋯⋯⋯⋯⋯⋯⋯⋯⋯⋯⋯⋯⋯⋯⋯⋯⋯⋯⋯⋯⋯

●●●●●●●t●●●●●-●●●●●●●●●-●●●●●●●i●●●●●●●●●●●●●●●●●●●●●●●●●●⋯●●●●●

⋯⋯⋯⋯⋯⋯⋯⋯⋯⋯⋯⋯⋯⋯⋯●●●⋯⋯⋯⋯⋯⋯

(145)'

(145)-

(146)·

(148)·

(148，

(150)．

(152>
‘

(1 52>

(154>

(158>
。

f 159)

(160)

(164>

(164)

(164>。

(165>

(167)

(169)

(16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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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淡水养鱼⋯⋯⋯⋯⋯⋯⋯⋯⋯⋯⋯⋯⋯⋯⋯⋯⋯⋯⋯⋯⋯⋯⋯⋯(171)

第三节蚕，蜂养殖⋯⋯⋯⋯⋯⋯⋯⋯⋯⋯⋯⋯⋯⋯⋯⋯⋯⋯⋯⋯⋯⋯⋯(173)

第六章林业技术⋯⋯⋯⋯⋯⋯⋯⋯⋯⋯⋯⋯：⋯⋯⋯⋯⋯⋯⋯⋯⋯⋯⋯⋯⋯⋯⋯”(175)
’ 第一节森林资源⋯⋯⋯⋯⋯⋯⋯⋯⋯⋯⋯⋯⋯⋯⋯⋯⋯⋯⋯⋯⋯⋯⋯⋯(175)

．第二节植树造林⋯⋯⋯⋯⋯⋯⋯⋯⋯⋯⋯⋯⋯⋯⋯⋯⋯⋯⋯⋯⋯⋯⋯⋯(175)

第三节苗木繁育⋯⋯⋯⋯⋯?·∥⋯⋯⋯⋯⋯⋯⋯⋯¨⋯⋯⋯⋯⋯⋯⋯⋯·(176)

第四节经济榷培育⋯⋯⋯⋯⋯⋯⋯⋯⋯⋯⋯⋯⋯⋯⋯⋯⋯⋯⋯⋯⋯⋯⋯(178)

第五节病虫害防治⋯⋯⋯⋯⋯⋯⋯⋯⋯⋯⋯⋯⋯⋯⋯⋯⋯⋯⋯⋯⋯⋯⋯(179)
'+

’．

’ _

一 t
’

第六编 医药卫生

第一章中医药⋯⋯⋯⋯⋯⋯⋯⋯⋯⋯⋯⋯⋯⋯⋯⋯⋯⋯⋯⋯⋯⋯⋯⋯⋯⋯⋯⋯⋯

第一节中医⋯⋯_⋯j⋯⋯⋯⋯⋯⋯⋯⋯⋯⋯⋯·j⋯⋯⋯⋯⋯⋯⋯⋯“

第二节中药⋯⋯⋯⋯⋯⋯⋯⋯⋯_⋯⋯⋯⋯⋯⋯⋯⋯⋯⋯⋯⋯⋯⋯。．

第二章西医药⋯⋯⋯⋯⋯⋯⋯⋯⋯⋯⋯⋯⋯⋯⋯⋯⋯⋯⋯⋯⋯⋯⋯⋯⋯⋯⋯⋯⋯

第一节西医⋯⋯⋯：⋯一⋯⋯⋯⋯一⋯⋯⋯⋯⋯⋯⋯⋯⋯⋯⋯⋯⋯⋯”

第二节西药⋯⋯⋯⋯⋯⋯⋯⋯⋯⋯⋯⋯⋯⋯⋯⋯⋯⋯⋯⋯⋯⋯⋯⋯⋯

第三章计划生育⋯⋯⋯⋯⋯⋯⋯⋯⋯⋯⋯⋯⋯⋯⋯⋯⋯⋯⋯⋯⋯⋯⋯⋯⋯⋯⋯⋯

第四章地方病防治⋯“．“．⋯⋯⋯⋯⋯⋯⋯⋯⋯⋯⋯⋯⋯⋯⋯⋯⋯：⋯⋯⋯⋯⋯⋯”
_．’ ’第一节地甲病与地克病⋯⋯⋯⋯⋯⋯⋯⋯⋯⋯⋯⋯⋯⋯⋯⋯⋯．-．⋯⋯⋯

} 第二节麻疯病⋯⋯⋯⋯⋯．．．⋯⋯⋯⋯一⋯⋯⋯“．⋯⋯⋯⋯⋯⋯⋯⋯⋯⋯
f‘

，

，’，，，l ． ．． ，

J‘

、 第七编 科技群团活动 ．．

⋯
●

， ，
，

第一章交流⋯⋯⋯··：⋯⋯··崔⋯⋯⋯⋯⋯⋯⋯：⋯⋯⋯⋯⋯⋯⋯⋯⋯⋯⋯·：⋯⋯⋯”
。

第一节学(技)术活动⋯⋯··：⋯⋯⋯⋯⋯⋯·：⋯⋯⋯i一“⋯⋯⋯⋯⋯⋯

’： 第二节技术协作⋯⋯⋯⋯⋯⋯⋯⋯⋯⋯⋯⋯⋯⋯⋯⋯⋯：。⋯⋯⋯⋯⋯”

第三节报刊与论著⋯⋯⋯⋯⋯⋯⋯⋯⋯⋯⋯⋯⋯⋯¨。⋯⋯⋯⋯⋯一⋯⋯

，第二章培训⋯⋯⋯⋯⋯⋯⋯⋯⋯⋯⋯⋯⋯⋯⋯⋯⋯⋯⋯⋯⋯⋯⋯⋯⋯⋯⋯⋯⋯

j 第一节科技知识传授⋯⋯⋯⋯⋯⋯⋯⋯⋯⋯⋯⋯⋯⋯⋯⋯⋯⋯⋯⋯⋯⋯

第二节实用技术培训⋯⋯⋯⋯。⋯⋯⋯⋯⋯⋯⋯⋯⋯⋯⋯⋯⋯⋯⋯⋯⋯

第三章科学普及⋯⋯⋯⋯⋯⋯⋯⋯⋯⋯o⋯⋯⋯⋯⋯⋯⋯⋯：：⋯⋯⋯⋯⋯⋯⋯⋯．

第一节科普创作和宣传⋯⋯⋯⋯⋯⋯⋯⋯⋯⋯⋯⋯⋯⋯⋯⋯⋯⋯⋯一⋯

。 第二节青少年科技活动⋯⋯⋯⋯⋯⋯⋯⋯⋯⋯⋯·：⋯⋯⋯⋯⋯⋯⋯⋯⋯．

，第四章咨询服务⋯：·．：⋯⋯⋯⋯⋯⋯⋯⋯⋯⋯⋯⋯⋯⋯．．．⋯⋯⋯⋯⋯⋯⋯⋯⋯⋯．．

。。第一节专业咨询⋯⋯⋯⋯⋯⋯⋯⋯⋯⋯⋯⋯⋯⋯⋯⋯⋯⋯⋯⋯⋯⋯⋯⋯

第二节决策咨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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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历史悠久。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十几万年以前，今宣风京口青苔岭一带，已有原
： 始人类的活挚。．：．：。 ，．． ⋯，． √“ i’．‰， ， ．：一

、‘ ”

．+ 。： 萍乡，从三国时吴国宝鼎二年(267)置县，至1988年已有一千七百二十一年的历史。。萍

乡的科学技术伴随着我们祖先的繁衍生息而逐步产生：发展和走向繁荣。、一， ，。

·

’萍乡位于赣西!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北端。全境总面积2764．9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
面积占70％，耕地v水域，道路和庄园面积占30％‘，概称“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 ：

一 ’。园"。境内山地，，丘陵、河谷，平川交锗分布，地形比较复杂。南部武功山的自鹤峰海拔 ，·

”4

1918米，，西部萍水河出口河床最低点海拔只有64术。境内有萍水河，栗水，草水和袁河四条
， j’9河流，分属湘江水系和赣江水系。萍乡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动植

·。． 物的生长，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工业价值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有30余种，。尤以煤闻名，。素有 ．．

‘．．，-，“江南煤城"之称。 ．卜 ．：：j‘：÷⋯．
一

；．’∥。 、，

’

’j 1960年3月19日萍乡改县制为市制，归属宜春专区领导。1970年3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
：

“， 为省辖市。全市设湘东，上栗、芦溪，城关4个县级区。1988年末总人口1354945人，是新
中国建立前萍乡县人口的2．3倍。1。：， ．”、

j

一，、 ．．’。，∥

萍乡的科技文明源远流长f四，五千年以前，境内已有水稻种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
“’

中，农民自发选留优良品种。明崇祯十年，水稻选种已见成效，选留推广的籼型早稻品种有．
。 救公早‘婺源早、吉安早等。至清康熙年间，适应本地栽培的水稻品种，B逐步实现早稻i ．

’

．中稻0晚稻和糯稻品种配套栽培。境内培育的多种经营优良品种有万龙山的云雾茶，进贡朝 一“

廷，从明洪武四年(1371)始，历时51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农民耕山种麻，本

地苎麻以纤维细长、柔韧、富有光泽，质地优良著称。由于苎麻的种植，’带起了夏布家庭‘
’

手工业的发展。种植二百多年的萍乡葡萄，种植三百多年的柑桔，。品质较优，曾成为本地重 ·。‘

?‘ 要物产。随着历史的推进，林业抚育技术，畜牧．水产养殖技术和蔬菜栽培技术也开始产生租。
-J，t

j 。发展。⋯． ．∥‘
’t． ，。

j
。 j。。一．?4 ．。： 7，’

、 ‘．萍乡的工业科技伴随着传统技术：传统工艺而萌生和发展，距今四、，五千年前，境内已
‘

有陶器生产。从赤山，宣风、，桐木，福田等地发现的商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标本上，可辨认 ，

‘当时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j褐陶，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成型方法有手制法、轮觎 ， ，。

_t n法。在制陶技艺上已注重有目的地选择和精炼原料。南宋时以芒口复烧法烧制的青自瓷，
“

以涩圈叠烧法烧制的青釉瓷。胎壁轻薄，断面细密，光洁白净，。颇具特色e此技艺历经元．

·、． 代，沿用至明代。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灾荒迭起，生产凋敝，瓷业停办，技艺失传。为寻 +．

’

求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景德镇聘请高师试烧细瓷■．传授
’

．技艺．仿造景德镇式窑炉，现场传授本地工匠，产品制造工艺迅速提高。烧出可与景德 。

t镇同类产品媲美的日用细瓷和陈列瓷，在。南洋劝业赛会"展出，获清政府颁发的“奖证’’。

： 1920年以后，由于时局动荡，熟练工人外流， “萍乡瓷业有限公司"倒闭，萍

乡瓷业又一度衰败。抗日战争期间，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和省立陶业学校迁萍乡，在上埠创办 ?

“萍乡瓷厂-矽j拥有二批留学日本，’法国的专业技术人员，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从手工作7

坊式生产改为机械化生产。迅速改进白釉，．制成颜色釉，t‘产品独具特色。1944年，日寇入
，i 侵萍乡，瓷业再度衰落。．曲此可见萍乡的瓷业是随着时局的安定与动乱，技术队伍的强弱和技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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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乡的传统工业产品技术是造纸、鞭炮和酿酒。明末清初已兴手工作坊造纸，清康熙年 ，

间(-1662--1722)，竹纸、火纸已成为重要产物。乾隆时(1783)能生产高档细纸一一皮
。

’纸。至清末不仅有湘表纸：表芯纸，火纸、草纸等粗纸；：还有贡纸。棉纸等细纸，直至民国 ∥

初年·，作坊造纸业仍经久不衰。鞭炮是农村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清康熙三年(1664)芦溪
， 开设爆竹、鞭炮作坊达80余家。乾隆年间已形成上栗：芦溪两个集中产销地：从光绪三十年

，(1904)至1949年，境内年产鞭炮均为二万余箱。旧时生产鞭炮没有氯酸钾；都是由作坊自

+制土硝(硝酸钾l，农村的制硝户提取工艺简单，仅用铁锅陶缸就可以完成化工提取，、纯度

， 可达99．5％以上，+可见制硝术已达相当水平。民间酿造冬酒：谷酒，技未熟练、经验丰8
i

j

富，．表现在能制出既含糖化酶又含特定酵母菌种的酒曲(酒药子)，同时完成糖化与发酵两 ，’

2 个过程，工匠能熟练掌握糖化技术、发酵技术、蒸馏技术和贮存技术。以陶罐装酒，用泥土 ，。．，

7域煤封13，可贮存数十年之久，酒味仍香醇可口。。r ：3i÷’：+⋯ ：。 ’“⋯一， ’。

． ．j。‘享有盛名的萍乡煤炭，北宋时(960--1120年)已有开采。最初是露天开采露头煤，清 ‘，

朝中叶已有±窿开采地下浅层煤。至清末，安源土窿林立，密如蜂房：掘进和落煤的主要工
“

具是土镐(俗称岩尖)，木材支护，’肩挑背负运输，油灯照明，以吸水竹筒或龙骨水车排水，
’

。

；：井下采用自然通风或筑风巷用风车、’风箱人力通风。’ i ‘． 、’。 ’，。：’
’

‘

◆ 数百年间的开采实践，+造就出，大批善于找煤掌井的师傅(今称矿师)，他们能视地表 ：

．7 岩层性质状况，知煤炭之走向；选井开拓，往往十发九中。清康熙，乾隆年间，堆烧法炼焦
。’

。 在安源兴起。炼成的焦炭俗称枯块，用于冶炼和铸造业。其时，正为西方炼焦业的发端期≯

光绪二十三年又发明萍乡炉炼焦法，所产土焦质量可与机焦媲美，成为国内流行至今的土法
’

炼焦方法之一。堆烧法炼焦和萍乡炉炼焦法是本地煤炭加工技术的重要成就，曾对我国冶铸

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一· o。，‘- ， ，： +xj音
。

。，’：：土窿开采和烧炼枯块。虽有相当规模，．但因全凭人力，效率不高，产量有限，加之交通阻。。 ·

．塞，运销困难，丰富的煤炭资源不能成为发展经济的优势产业j清光绪年间，文廷式等有识之，
t 士；纷纷建议引进西方技术；兴办民族工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六II盛宣怀派员偕

·4德国籍矿师马克斯到萍乡考察煤矿后，汉阳铁厂决定采用德国机械化采煤技术，开发紫家冲

优质煤炭。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萍乡煤矿在安源动工兴建，历经十年建成投产，开始大 j“

，型机械化采煤。一当年产煤40万吨，：产焦11．9万吨，“有工人近万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 ”．

。’

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萍乡煤矿是该联合企业的组成部分，全部采用德国技术和设 ．’‘

备，年产煤炭90余万吨，r路矿员工1．5万人；在国内享有盛誉。民国17年(1928)汉冶萍

一公司债台高筑，公司解体i 1939年4月7日，因日军犯境，萍乡煤矿被迫停工。抗战胜利

。后，成立赣西煤矿局，至1 948年原煤产量仅25万吨左右。萍乡煤矿建矿，曾为本地的交通建·

设，7商业繁荣：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 ．0。“ 。．：一，?’ a一·， ：

_，?本市机电生产技术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成的萍乡煤矿，设有制 ·

。造厂，主要为本矿维修和制造矿用机器，e也承担外埠订货。但随着萍乡煤矿停产设备和熟练

技术人员和设备皆外流。+’民国36年(1947)‘，，i创办高坑小冲机厂，为高坑煤矿的机电修造

广，1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较差；至新中国建立，萍乡城内只有一家铁工厂，’主要制造铁锅
、

、

“4：

’

。，

，‘ ‘一‘

J

j。‘
。

．



。，

。和瓮霹，可以i姻]1949年前后萍乡的机电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
。，‘ ．萍乡的医药卫生科学与技术始于中医，后起西医。历代中医多以师徒相承-自求发展。，

清道光十三年(1833)，文晟集民间方剂，辑有《医书六种》，同治四年(1865)由其子文星瑞

校订重刊，共13卷。清末民初名医刘洪潮编有《医术撷华》两卷，上卷述理，下卷辨治，是i ’

广阅古藉，潜心体会的结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均有裨益，适合从医者学习和参考。民国时

期，中医由个体行医，走向医界同仁集资办院，使中西医事业迅速发展。民国15年。(1926)

1湘东许绶鱼等集资创办的“都惠医院"，是为第二钎中医院。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昕西医院已，

、 在萍矿开业。民国17年(1928)由刘之光、刘寿松兄弟创办的“普爱医院"设立在城南武

。．11官巷西昌宾馆，是城内首刨西医院。医疗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草药的采集，加工和人工栽，．

．、’培。境内中药资源丰富，有数百余种，其中以白术，金银花、栀子、厚朴等著名，白术质地

优良，加工精细，被称为“萍术矿，远销外地。白术，栀子、厚朴．，天麻等逐步由人工繁殖 j，

．．j栽培≯≯。⋯⋯j一’p。．?‘。．iI。、’|I，i?t一。I|’，i i‘7=1：’：，◆
j，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自发地进行研究、

探索和总结科学技术，缓慢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届朝廷和政府虽然对发展技术，

选拔人才作过种种努力，有一定建树。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醒悟较晚、

朝廷和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拓和资助科学技术的措施不力，．甚至人民群众创造的绝招绝艺也
÷’ 一有的失传。、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是近代历史上中国蒙受外来侵略，

? ，和侮辱的重要原因之J。，。．‘ 。f．1．．一 ‘，’． ’．1。． ：．，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建立科技组织，发展科技队伍。1950年3．。．

月充实萍乡县苗圃，．成为初具雏型的农林牧综合性科技实验机构。1958年动员全县人民“向 ·

． ’．科学进军"。，同年12月宣布成立工业．农业，哲学社会科学、医学、基础科学等五个科研

所，1959年又增设农具研究所。各乡、企业单位有科研站 (所)481个，研究室(组)3500
。

多个，有科技人员8000人。主要任务是进行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这些所、站、

’|．纽是“大跃进伊，的产物，由于组织松散、财力不足，科研人员素质低，不久后全部解体。1966”

．’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力则使科技工作全部陷于停顿。“左"的错误和教训，促使人们总
，结成功的经验0 1970年建立市农业科学研究听，1972年又建立起市林业科学研究听。党盼 ，

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带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至1988年全市拥有八个独立科
i

t学研究所，三个企业科研所。一个专利事务所，五个市、区科技市场。同时群众性的科技’ 、，

组织也相应发展，五十年代建立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81年建立市科学技术协会，先后发

．’展市级学会35个，农村专业研究会9个，区级学会20个，厂矿．区科协8个，乡(镇)科协
‘4s+，会员达10358人。 i， - ?。

1。
。 耻j ·’．-

‘

：

·

．； 随着科研机构的建立和科研活动的开展，科技管理机构也相应建立和发展。1958年8月

4日，成立萍乡县科学工作委员会，1964年5月30日改称为萍乡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

。|’市委还决定从公社(场、镇)到生产队都要建立科技组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市

-，科技管理体系被搞乱，市科委改为市科技组，先后归属市计委和市文教办公室，仅有人员l

一 ～3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i重新建立萍乡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湘东、芦溪、上栗、．

城关4个区也先后建立区科委。1985年，。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给科学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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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生机。本市分三个阶段实行科技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从改革拨款制度入

I手，对科技“三项费用拶的使用，’变无偿拨款为有偿拨款。’同时，开放科技市场，，变科技成～
‘

．果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改变科技成果与经济建设脱离的现象。第=阶段为探索阶段f全面 √，

!一推行所长目标管理责任制，扶助科研所兴办科技型经济实体，逐步走自负盈亏的道路。第三．

阶段为深化阶段，把竞争机制引入科研所，全面推行所长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放活科研

．’机构，进一步放活科技人员，二有效地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

。

¨ 新中国建立初期，萍乡科技人员很少，据统计，+各类干部534人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的只有31人，到1956年，全县科技人员总数也只有136人，每万人中只有技术人员2．4人。
i

j?1988年止，本市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693人i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80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e
， 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科技方针和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了冤假错案，为1957年错戈!f

4’

?为右派的313名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科技人员平了反。由于充分调

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阳光雨露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科技成果。钆 ，，z，i7．’

农业科学技术首先在水稻栽培新技术的忠用方面取得进展，继而在水稻育种方面取得居i．
”

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三次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使水稻亩产连上三个’

新台阶。五十年代提出‘‘科学种田"，引种生育期较短的水稻良种，改进水肥条件，把双季间

?i作栽培改为双季连作栽培，实现了农业第二次技术进步，水稻年均亩产由150公斤"-'200公斤’ ，，

提高到300公斤，跨上第一个新台阶。六十年代把水稻高杆品种改为水稻矮杆品种栽培，并研‘·．
究推广应用“三秧配套"、“三期一量”、‘“薄膜覆盖育秧"，，合理密植"，搿球肥深施抄．．

‘和“病虫综合防治"等综合技术，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实现了农业第二次技术进步，平均亩产

。超过450公斤大关，跨上第二个新台阶。：七十年代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培育出强优势组合“油 ．

优二号”，改晚稻常规品种为杂交品种栽培，197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应用，增产效果显著，． ．． 、，

实现了农业第三次技术进步，平均亩产超过650公斤大关。1981年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与推．

广，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o，1973年开展水稻新质源的研究，。，经15年的观察研究，发现了“显，

性雄性核不育水稻"，经国家鉴定认为是国内外首次发现，。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萍乡一‘。
显性核不育水稻’’。‘ ·’

。卜，’。’“。 一，⋯’。一．|．， 1； ‘．一
’

、．、 与此同时，萍乡的林业，’畜牧、水产、蔬菜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科学研究j先后起步，’： ．

， 诵现了一批达到国内和省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这些行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萍乡工业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较晚。工业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依靠企业本身的科技力． ，‘’

量承担，1051年中南工业部在萍矿设立新采煤法推进委员会，总结出长槽采煤法，“创手镐采煤：‘．

全国记录。1956在萍矿试制成功我国第一部水力采煤水枪，实行水力采煤。1969年萍矿工程、 ．，

． 技术人员开始研制全岩掘进机，至1983年获得成功，通过部级鉴定，1985年获煤炭部科技进

步三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煤矸石的综合利用是本市“六五"期问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1982年建成高坑煤矸石发电厂，已完成国家科委下达的各项指标。1985年在莫斯科召开，

低热值燃料综合利用讨论舍，萍矿代表在会上宣读了《煤矸石发电在中国煤矿区的运用与前
景》的论文，受到各国同行专家的好评。 ．⋯．

-I ≈。
一。．．

．’ ，7’

1955年筹建萍乡炼铁厂炼铁。至1988年共有高炉四座，”总容积800立方米，设计生产能

．力年产生铁40万吨。1977午lOflJ底建成高架式6。吨纯氧顶吹炼钢转炉两座，设计生产能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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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钢8万吨，结束了本地只炼铁不炼钢的历史。1987年转炉炼钢实现双机供氧吹炼，年产钢 ，-

‘】8万吨，超过设计生产能力125％。1984年萍钢建成小型轧钢车间，’生产圆钢、方钢和角钢
，等产品，1988年建成8万吨线材生产车间。4现已成为地方炼铁j炼钢和轧材的骨干钢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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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八十年历史的萍乡电瓷厂，新中国建立初期只能生产一般低压通讯电瓷，。现已发展 一

：．．成为以生产高压线路电力电瓷和审l话电瓷为主的中型企业，是国家重点出口厂家。市下埠耐
。

”

．酸工业瓷厂研制成功的深冷硬质瓷球，。代替海滩天然卵石作蓄冷器热交换介质，使陶瓷进入‘

～．深冷应用领域，达国内先进水平．市塑料厂研制的新产品缸超薄型塑料薄膜"；荷瓷陶瓷机械．
， 1·、、厂研制的新产品搿T P C一1型陶瓷抛光机秒I市毛涤纶厂研制的‰A B C毛型华达呢秽，

， t 市腐植酸工业公司研制的腐植酸水处理剂和泥浆处理剂系列产品等科技成果，均达到国内先
、

∥． 进水平，获省、市科技成果奖。· ”4．”，·
么 r一；‘

’， 。

’

’，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弹乡科技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科研投资54万元，共取得科技

。’： 成果73项，通过推广应用取得直接经济效益新增产值达1．244亿元，新增税利893万元。1979
‘

年以来全市共取得科技成果145项，；其中工业成果68项，农业成果66项，医药卫生成果11项，
1， ’获国家特等发明奖1项，国家三等奖1项，省科技成果奖64项，市奖79项，科技成果推广“。4

j ．应用率达70％以上，居全省先进行列。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贯彻党的科技方针政策，深入改7

’，。革，开放的结果，是全市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智慧结晶。4， ：

， ．⋯4萍乡的科技发展，现在正处于春色满园的鼎盛时期。令人鼓舞的是：人们已从不重视科

，’学技术，轻视知识分子的历史偏见中醒悟过来，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蔚然成风。党
j 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弦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科技方针和政策，依靠科学技术已成为 ．，

：． 发展经济的决策思蕊深入改革开放，克服旧传统的束缚，增强了科技工作者的活力和责任，．，
感，本市科学技术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前全市科技工作者正围绕四个
．观代化建设的总目标，4团结奋斗，不遗余力地贡献聪明才智o。

科技的神奇力量正在推动萍乡的经济腾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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