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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为了试制柞丝新产品，于一九五一年三月间，在海城缫丝

八厂院内筹建了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试验场(即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前身)，有

职工二十七人。

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试验场，当时有设备。

倒丝机 l台 {铁木丝织机i 4台

并丝机 l台

捻丝机 3台

整经机 1台

卷纬机 l台

△随着抗美援朝的形势好转，及便于为各丝绸厂服务，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试验

场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海城县东关，搬迁至丹东市公安街九十一号。

△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为了jIH强全系统的科技工作，集中了部分科技人员和管理

人员，制订“辽东省柞蚕丝织技术改进委员会条例及试验场初步组织方案"(草稿)。

△为了改善实验条件，公司以柞建字178号文批给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试验场基

建指标1，458，705千元。

△六月二十八日公司以柞荣}f字20号文，转厅工人字第428，4 16号批示，李杰任第一

剐场长，陋固任副场长兼织绸室主任，翻卫酒侄技术员兼织绸室付主任。
△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以柞人字174号文批复，按厅工人字缩47l号，将“试验

场"改为“试验厂"，下l殳总务室，化验室，缫丝室，织绸室，针织室，资料室等机

构。

△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以柞资169号文，任命王仁舫为试验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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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产品试制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一九五四年试制成柞丝立绒和香云纱两种

新产品。

△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所完成了各缫丝厂制丝用水的水质分析与测定工作。

△试验厂于一九五七年参加了公司长远技术改造规划组，在公司统一领导下，编制

了“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柞蚕工业技术发展规划。，，

△研究所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研制成一台适宜于柞蚕绸化学整理用的高温烘焙

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完成了柞蚕绸泛黄的试验。

△一九五八年四月研究所完成了“关于消除柞蚕绸的几个历史性质量疵点，，的研究

任务。 ．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以(58)柞研综字第2I号文，通知各单位改变隶属关系，启

用“辽宁省纺织工业局技术研究所"公章。

△一九五九年二月完成了克服柞蚕绸亮经亮纬疵点的研究工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提出“柞蚕茧煮漂联合机的基本结构及其原理"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五月完成了丘柞蚕茧滞头机一的研制工作。

△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提出柞蚕茧18绪简易水缫机定型的研究报告。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至七月三十日止，对高分子酸性，酸性含缫，酸性蜞染，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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醌还元，纳芙妥和活性染料共800种的染色及牢度进行了试验。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完成了空心乔其和空花乔其设计原理和工艺的研究任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完成了绒毛圈织物类的起毛原理和工艺定型的研究。

△辽宁省纺织工业局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以(59)纺人字第30号文批复，李义任

所长，王仁舫、刘金铭任付所长。

△一九六。年十-'J1完成了大连工学院合成的新型活性染料，在柞蚕丝绸上印花和

染色试验。

△一九六。年九月十五El完成了从柞蚕蛹中提取壬二酸的研究任务。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日完成了用汽巴兰染料染柞绸的试验。

△一九六o～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中，新产品试制项目有七项。

△一九六。年编制了三年总体改造规划。

△一九六O年四月十五日完成了柞蚕6051型并捻机和柞蚕6051型并捻卷纬机的研究

任务。

△一九六。年翻译外文资料50，000字，图书利用率达681次，资料利用达370杉C，情

报员发展到40名。

△为了推行自然科学工作十四条，丹东市科委在我所试点。调整了研究室和管理机

构的设置，推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建立起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各研

究室设兼职学术秘书和行政秘书。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完成“S001织物构造的研究，，论文撰写工作。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以(62)柞研综字第48号文，向安东市纺织工程学会年会

推荐六篇学术论文。

A--JL六---年三月十九日向安东市登记1953～1962年科学技术研究重大成果。

△一九六三月十月十二日试制成安东绵绸。并制订出安东绵绸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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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发“纺织科学技术赶六十年代水平的

意见”，督促各单位全面的完成纺织工业十年规划。

△一九六四年完成人造绵树脂整理研究任务。

△在纺织工业部召开的纺织科技规划会上，还制订了“纺织工业技术情报工作条

例’’，并决定在全国纺织工业的所有单位试行。

△一九六五年纺织工业部于十一月十日以(65)纺技第2516号文，通知所有单位贯

彻执行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管理办法。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完成了从蚕蛹中制取5 7一核苷酸注射液。

△丹东市丝纺局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八日以(7r2)第9号文通知，蔡兴华任丹东柞蚕

丝绸科学研究所革委会主任。

△丹东市丝纺局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El以辽丝纺发(72)42号文，任l夏噩蓟为丹
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革委会付主任。 ．

·

，

△中共丹东市丝纺局委员会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以丹丝纺发(73)第124号

文，任命王永和为中共丹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总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中共丹东市丝纺局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以丹丝纺发(7I)42号文，任

燕景兰同志为丹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革委会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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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丝纺局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主持了柞蚕茧自动缫丝机的技术

鉴定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组织了各专业的技术人员，深入海绸、接文缫丝点、盖

绸、松绸、俭汤缫丝点、庄河缫丝点、红星缌丝点、凤绸，绢绸、孤绸、岫绸，以及凤

城、海城、孤山、庄河等茧站，由李顺明书记带队，共进行二十五天。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研究所为了使上级领导机关更多的了解本所倩况，撰写

了关于丹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的情况反映。

△由研究所情报室提出。关于进一步搞好科技情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署名辽宁省丝

绸科技情报站。

△中共丹东市丝纺局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以丹丝纺发字140号文通知，

李修荣任丹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付所长。

△研究所与试样厂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以柞研所字(79)第1I号文，报请公司同

意研究所和试样厂合并。

△中共丹东市丝纺局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以丹丝纺发字(79)160号文，

通知常宝春同志任丹东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付所长。

△一九八。年三月在所内实施辽宁省丝绸公司研．究所暂行工作条例(试行)。

△一九八O年六月十二日以丹柞研所(80)第20号文，上报莱纳索元青活性染料应

用于柞蚕绸染色的试验报告。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辽宁省丝绸公司联合组织了
柞蚕茧筒子自动缫丝机的鉴定会。

△一九八O年十=月一日研究所和丹东毛绢纺织厂合作，完成灯笼茧的脱胶与染色

试验。

△一九八O年三月二十=日以丹柞研所(80)号义，上报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

查情况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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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总公司，

项保密性研究任务。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E1邀请丹东市科委和有关单位技术人员，

纺产品的研究，进行了技术鉴定。

委托研究所的一

对柞绢与苎麻混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完成柞绢包芯纱产品的试制任务。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辽宁省丝绸公司、丹东市科

委等有关领导机关和行业有关单位，对活性染料莱纳索染色工艺进行了鉴定。

△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对RZ81001整理剂整理柞蚕绸，进行了技术鉴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对蚕丝蛋白粉的研制与应用进行了鉴定。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辽宁省丝绸公司组织了鉴定会，对我所研制的LZ D

一202型真空煮漂茧机，进行了技术鉴定。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以辽丝人干字(8t)第6号文通知，刘至

全同志任辽宁省丝绸公司丝绸科学研究所所长。

△中共丹东市委工交工作委员会以丹工交发(81)第12号文通知，李顺明同志任丝

绸研究所党委书记。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以(81)辽丝人字第359号文通知，林

树桐、杨风康任丝绸研究所付所长。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书面材料，推荐朱克敏胥升．岛级一亡f琶师。 ．

△丹东市缝委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以丹建规字(81)7 l号文通知，在绸校学

生宿舍东侧空地建四层住宅楼一栋，1300平方米。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以辽丝所字(82)第3l号文，向公司申报对765、862砖性

蛋白酶中试生产的技术鉴定。 ‘·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以(82)辽丝人字第326号文通知，

杨风康同志任辽宁省丝绸公司科学研究所第一付所长。

△中共丹东市委工交工作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以丹工交发(1982)34号文通

． 知。雍启发同志任辽宁省丝绸公司丝绸科学研究所党委付书记。

△中共丹东丝绸业务部工作委员会于一九A---年十二月三日以辽丝业发(82)26号

文通知，刘至全同志任辽宁省丝绸公司丝绸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丹东市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评选领导小组于一九A--"年三月闪日通知，辽宁省丝

绸公司丝绸科学研究所染整研究室，被}平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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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辽丝所字(82)30司-1(，申报新建染整实验厂，建筑面积为3，600平方米，投

资金额为420余万元。 ．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由辽宁省丝绸公司组织二氟一氯嘧啶活性染料在柞蚕绸

上的应用技术鉴定。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以<83)辽丝委字第7号文通知，钱建昌

同志任辽宁省丝绸公司科学研究所付所长。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以(83)辽丝生字第12号文通知，授

予朱克敏同志为高级工程师的称号。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以(84)辽丝委字第22号文通知，杨

风啦同志任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所长，陆宗恺同志任付所长。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改选了学术委员会。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以(84)辽丝生字第107号文通知，

将研究所的现名辽宁省丝绸公司丝绸科学研究所改为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对ZW防水剂，组织了技术鉴定。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对柞丝针织产品，组织了技术鉴定会。

△辽宁省丝绸公司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对我所研制的柞蚕雄蛾酒，组织了技

术鉴定。

Aq,共辽宁省丝绸公司党组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以辽丝党组(85)24号文通

知，刘至全同志任中共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曹景锷同志任副书记。杨凤

康I-1志任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所长，陆忠恺同志，金东植同志，鞠景堂同志任副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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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状况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设在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公安街八号，属中国丝绸公司辽

宁省丝绸公司领导，垒所共有七个研究室和七个试验车间，其中丝织研究室、机电研究

室、情报研究室和丝织试验车间分布在丹东市元宝区公安街八号，制丝研究室、染整研

究室、理化研究室、综合利用研究室以及制丝试验车间、机修车间、助剂车间和综合利

用车间，则分布在丹东市元宝区公安街九十一号。染整试验厂新建于丹东市元宝区胜利

街；全所截至一九八五年共有职工201人，是我国仅有的一所以柞蚕丝绸为研究宗旨

并配备有相应科研手段和科技情报服务手段的省属科研单位。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的服务范围，包括省内二十四个丝绸厂和十一个蚕茧收购

站。所址所在地的丹东市，是我国柞蚕业主要产区之一，年产量在五十万担左右，占辽

宁省柞蚕茧总产量的Ro％以上，市区内现有丝绸厂十一座，还有五个蚕茧收购站，一

所丝绸工业学校，一个柞蚕丝绸检验所，因而丹东市素有丝绸城之称，而驰名国内

外。虽然地处边陲，但丹东市与省会沈阳市不仅有沈丹铁路相连结，而且有中国民肮的

定期航班。市区还有凤上，丹大两条铁路支线，总长为三百五十六公里。公路有丹沈，

丹普、丹宽等八条国省干线和十九条县级公路为主潍的三千八百一十八公里的公路网。

海运方面，客运经大连港与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等港口通航。电报与长途电话也

较方便，有电报电路十一条，长途电话二百一十五路。综上所述，为我所开展所内外

协作，搞横向联合，特别是为振兴丝绸工业服务，提供了较好的科研工作条件。

第二章 本所发展综述

解放前的柞蚕丝绸工业，由于长期禁锢在手工操作生产方式之中，致使生产技术非

常陈旧和落后，技术经济效益也极为低下。解放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j!!l!科技工作。

建国后不久，朱德同志便提出。 “依靠技术建设国家"的口号。辽东省营柞蚕丝织公司

为了迅速改变全省柞蚕丝绸工业生产技术的落后面貌，于一九五一年作出决定，成立试

验厂，由试验厂担负起我省柞蚕丝绸工业的技术改造任务(在一九五三年以前，主要搞

新产品试制)，于是辽宁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当u．1-Ⅱq辽东省营柞蚕丝绸公司试验场)

便于一九五一年三月问诞生了。三十四年来在备级党委和辽宁省丝织公司的领导下，在全

体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经历了聚积与培养人

才、实验室建设(1951．-V1957年)、承担国家十年规划项目(1 958～1966)，“文革’’

(1967"-'1976)，科研体制改革(1977--．-1985)五个时期，为初步改变辽宁省柞蚕丝绸

工业生产技术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制丝方面的成就

自建所以来，在制丝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回顾过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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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可以无愧的蜕，是这些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之后，使我省柞蚕茧制丝生产力

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三十四年来的科学实践表明，我所采取的狠抓原料茧改质，大力开

辟水缫缫丝，力争早日实现柞蚕茧；tiⅡ幺乏机械化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在狠抓原料茧改质

方面，主要敦促蚕业科研部I'l女n何迅速增加柞蚕茧的含丝量和改变茧丝结构，为工业生

产增加出丝量和提高丝质打基础。这项工作征纺织工业郏，中国农业科学院镇江蚕业研

究所，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紧密配合下，柯了很大的进展。辽宁省蚕业科学研

究所先后培育出一批良种，如青黄六号，清河一号，早熟一号等新品种，为柞蚕丝绸工

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火力开辟水缫缫丝方面，主要是开展柞蚕茵解舒原理的

探讨和解舒设备的研制，属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t千缫漂篮改室保温为桶保温，用离

心脱水装置代替干缫压茧榨，柞蚕茧滞头饥等研究项日。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又着手研究

并取得科研成果的柞蚕茧煮茧机，柞蚕茧漂茧机，以及后期的柞蚕茧煮漂联合机和真空

渗透煮漂茧机等，为辽宁省柞蚕丝绸工业缫丝生产的准备工序提供全套新设备，使柞蚕

煮漂茧走上了机械化生产。在力争早日实现作蠡茧制丝机械化方面，我们根据辽宁省柞

蚕丝绸工业的发展规划进度，将柞蚕鳓0丝机械化的研究，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研究干
缫缫丝机的改造，第二步集中力量开辟水缫缫丝，第三步力争早日实现柞蚕茧缫丝自动

化。按照上述指导思想，我所于一九五三年研制成柞蚕茧简易电缫机，一九五七年研制

成柞蚕18绪水缫饥。又从一九五六年起沿千缫技术路线，进行了自动缫丝机的探索。失

败后立即改沿水缫技术路线探讨柞蚕茧自动缫丝机的研究。一九六四年研制成第一部定

纤式柞蚕茧自动缫丝机，一九八O年七月十八日研制成定车12式柞蚕茧自动缫丝机。前一

部机的人班产量可达1．9公斤，后一部饥可达2．7～2．8公斤，但l^li部机器回收率比立缫

机都低5％左右，而且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人工轴助。从科研角度看，箭5需突破除豢器、

添绪、曳丝等技术关键，因而现在尚不能投产应用。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为了更好的为各丝绸J 1‘服务，多年来毫无保留的把柞蚕茧

制丝方面的科研成果，提供给有关丝绸工厂。为他们的技术改造服务。比如，移植给新

建的丹东缫丝五厂的科研成果就有。简易电缫机，漂蓝片J的保温筒，离心脱水装置，柞

蚕茧滞头机等四项。移植给“一五”期间重点企业一凤城丝绸厂的科研成果有。柞蚕茧

煮茧帆，柞蚕茧漂茧机，18绪柞蚕水缫机，柞蚕蛹衬滞头机和真空渗透煮漂茧机等五

项。实践证明，由于全部采用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使这两家丝绸工厂

的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凤城丝绸厂‘的生产技术水平，当时已达到国内外

柞蚕茧制丝的先进水平。而辽宁柞蠡丝绸科学研究所，为此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丝织方晒的成就

在丝织方面的研究，多年来辽’j。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采取存计划的列出一些课题的

方法，探}寸柞益丝的机械惟能(干态、泓态)，进Ifli为兜帔协史性质傲疵点，提高产品

质址和合理的进行工艺设计，提供技术措施。其次足集中力数进行柞螽纤维应用的研

究，为开发柞蚕绸新产品多作贡献。第三是开展诸如R701it"倍捻大卷装一类具有突破

性的研究项目，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改变柞舀丝织准备设备与生产工艺的目的。

建所以来，先后共按排了柞蚕绷明丝紧纬的成囚，克服柞蚕绸毙经亮纬疵点的研究

等柞丝上浆近十个研究项目，沫进行明丝紧纬的产生原因和克服方法的研究。一九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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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属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经丹东丝绸一厂应用之后，有了显著的效果。其后，辽宁省

丝绸公司便在全省各丝绸厂推广开来，为提高柞蚕绸的产品质量，起剑了一定的作

用。

在柞蚕纤维的应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三十四年来试制成：绸、缎、

纱、绢，绉、纺、绨、绒、呢、吡I几等十大类新产品，连阔花色近千种之多。近五年来

又研制成包芯，包缠纱织物，经编与纬编织物，柞丝针织产品等新晶种，为罗F发柞丝和

柞绢纱的新用途，作出了贡献。

3，印染与化学整理方面的成就 ．

柞蚕绸的印花染色和化学整理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三十四年来我所在柞

蚕染色方面，对用纳荚托，阴丹士林、海吕兰，酸性、中性，盐甚性染料染柞蚕绸都

进行了大量的染色试验。“文革"以后又用活性染料进行染柞蚕绸的染色试验，粱计共

筛选出300支(有的项目是同丹东丝绸印染厂合作的)适合染柞蚕绸的各类染料。

关于柞蚕绸化学整理的研究，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当时丹东丝绸印染厂，丹东绢

绸厂，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i候启鲴，朱璋、丁桥梓、许真、韦介棠等

人，开始是自行研究，后期由辽宁省柞蚕丝绸公司组成柞蚕绸化学整理试验组，集中在

研究所进行_战验。一九五八年春纺织工业部派苏联专家柯金来丹东参加试验组，柯金先

在上海丝绒染整厂和我所作了一些试验之后，建议将试验组的试验方案作了调整，再经

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了减轻柞蚕绸反黄，水迹、起毛、褪色等较好效果。为此，纺织工业

部，中国丝绸公司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联合在安东市召开柞蚕丝绸工业跃进大会，纺织工

业部洪沛然司长在大会上宣布，柞蚕绸的“四害’’已经基本解决，向全周人民报鼻。

会后，我所的科研人员如韦介棠、朱克敏等于一九五八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1965年

硫尿甲醛在绢绸厂投产鉴定，以后陆续研究成三聚氰胺，又使用四聚甲醛和硅酮及

RZSl00I整理剂，进行柞蚕绸化学整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我国柞蚕绸的化

学整理技术不断的增添新成果。

4、综合利用方面的成就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就很重视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最早是以蚕

蛹为中心开展了研究。随着综合剩用方面知识的不断扩大，实验手段的日臻完善，近十

年来对蛹蛋白，废丝，柞蚕雄蛾激素等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

建所以来，在综合利用方面取得的成果如下表所示。

综合利用的潜力很大，为了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我所于一九八四年设立综合利用研

究室，担负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任务。

5，茧丝理化性能方面的成就

三十四年来，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将作蚕茧，柞蚕丝、柞蚕丝胶，柞蚕丝素，

绢丝液等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列入年度科研计划之中，组织力量，争取外协，持

续不断的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一些阶段性科研成果。如，一九六二年以前的有。

茧层，茧丝灰份中元素的分析，碳，氢，氧、氮的组成，茧层透永性，柞蚕茧在结茧时

的排泄物分析。柞蚕茧纤维的微细纤维排列等。一九六二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的指导下'开展了用层析法进行柞蚕丝胶氨基酸分离的研究，以及柞蚕蛹蛋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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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竺竺f竺竺!■三．．：二
柞蚕蛹饼的分析

磺化油

蟹 自 胨

合成洗涤剂

氨基葡萄糖盐酸盐

壬 二酸

蚕丝蛋白扮

柞蚕雄蛾洒

尼龙69纤维

2 7—3 7一混合核苷酸

5 7一核苷酸注射液

禽畜饲料

试 剂

细菌培养基

日用化工产品

医药用品

助 剂

高级荚容霜、护

肤剂、婴儿皂

补 洒

合成纤维

合成农药

医 药

主要氨基酸组成等。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柞蚕茧丝胶、丝素，绢丝

液等方面的分析研究t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实验研究所，上海市科技大学等单位

的协助，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在已取得了丝胶，丝素中分离出准确的氯基酸种类，而

且还提取到一定量的柞蚕茧丝上三部分有色物质。

除进行上述茧丝理化性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外，还在利用生物酶作柞蚕绸精练脱胶

剂，柞蚕绸精练脱胶与染色同浴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我所选用的菌种是地衣芽

孢杆菌765、S6z。脱胶效果显著(时间短、酶效高)，还可节约能源，现已通过技术鉴

定。

6、对外技术交流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所根据国家对外技术交流的有关规定，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

准，从五。年代开始，开展了对外技术交流工作。交流的方法有二，一种是代培，另一

种足提供科技资料和图纸。通过对外技术交流，不仅提高了我所在国外行业中的声誉，

而且还加强了与各国人民之闾的友好往来。我们开展的对外技术交流工作有以下几项。

国 别 时 间 技术交流内容

苏 联 1957 提供柞蚕蛹衬滞头机全部图纸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1962 向朝鲜纤维代表团，提供了柞蚕茧煮

共和国 漂联合机图纸。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1957 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实习

共和同 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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