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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邵阳第一部科技专志．力求贯通古今，全面系统

反映邵阳科技的历史与现状，：坚持详今略古，突出时代特征、科

技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编写原则。 ．

‘

三、本志记述全市(现行区域)范围内重要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发展状况、发明创造、技术革新与引进、科学普及、科技机

构、队伍，科技情报及科技管理等事项。时问上限依据历史情况

和资料尽力上溯，下限一般止于1986年末，少量延至1988年。’

四、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因事系人。结构上设章、节，目。小目。全志共8章48节。志首

设概述、大事记。 ，

’

；
。

五，采用现代语体文，按时间顺序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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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时期的机

构、职务、地名等，均以当时名称为准，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码书写。计量单位采用国家颁布的

公制单位。
一

÷
一

一 ．、

六、所用资料和数据以市统计局掌握的为准，统计局未列项

的由市内有关部门提供。凡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

一般不男注明．出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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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邵阳，地处湘西南。辖9县(邵东、邵阳、新邵、隆回，新

，’宁、洞口，武冈，城步，绥宁)3区(东区、西区、郊区)。土

地总面积2．08万平方公里，1986年总人口627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占90．7％)，人口总数居全省各地、市首位。
’

邵阳，历史悠久。春秋末期，邵阳开始筑城，日白公城。西

汉以后，一直为县，郡，州，府、督察区、市政权设置地。1950

年成立邵阳市，1977年升为省辖市，19 81年辖新邵、邵东两县，

1986年3月，原邵阳地区行署撤销。其所辖7县划归邵阳市。

邵阳，地形复杂。三面环山，东北平坦。境内山峦起伏，资

水纵贯，最高海拔2021米，最低海拔125米。全市山地面积占54％，
’

丘陵岗地平原面积占43％。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盛产稻谷、

小麦、红薯、柑桔、茶叶、烤烟及多种传统特产。是全省木材主产

区之一i树种资源1726种，栽培作物品种2．3万个，珍稀动物20

．．，种。矿藏储量大，种类多。公路四通八达，铁路有娄邵支线与湘
，

黔线相连。这些，为邵阳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

供了一定条件。
’ p’ i，．‘

‘

’邵阳，‘科学技术源远流长。五千年前，先民已掌握制陶技术，

t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有罐、壶，鼎等器皿。陶器用料讲究，

采用慢轮或快轮修整，纹饰多样。西晋时，境内已有茶绀栽培。．

西汉时有冶铁技术。东晋中期，城步人工营造的杉木林，’至今可



2 概 述

见，比林学界以前公认我国人工植杉始于唐代的结论早四百余年。

北魏时期，种植油桐。唐代麻布纺织与淘金技术已流行民间。五

代后周时，绥宁有柑桔、梨、桃、李等果树栽培。宋代用嫩竹、树

皮生产土纸。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城步巫水筑有拦河坝，

坝长150米，高15米。南宋淳裙六年(1246)建成的武冈石羊

桥遗迹尚存。．明代，．创造以豆浆石灰代蜡的印染技术，推动了印

染业发展，邵阳被辔为“蓝印花布之乡"。与此同时，雕板印书饮

誉一方，邵阳被誉为湖南四大书城之一。建筑技术也发展到较高．

水平，市区的水府庙、北塔等建筑，结构严密，斗拱飞檐，高翎

翘角，雕梁画栋，精巧玲珑，体现了古代建筑技术的高超技艺。’

农业生产引进作物新品种，广种茶、桑，开展畜禽品种选育，酥

豆加工等。培育的武冈铜鹅，被奉为贡品。 ．

清代，舆地学世家邹汉勋(隆回人)全面阐述西晋裴秀以来

的地理学理论基础，将天文、数学、历法运用于地理学，创造用

经纬线测绘地图的方法，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

贡献。新邵人周学霆研究医学，所著《三指禅》、．《医学百论》

久负盛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隆回人魏源著《海国图志》，

介绍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

为我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起了促进作用。清朝末年，邵阳制革、‘

矿藏开采、玻璃制镜、炼钢等技术得到应用。西医技术传入邵阳。

武冈生产的玉兰片、‘隆回滩头创制的香粉纸闻名于世。

中华民国时期，古城宝庆科学技术有所发展。电讯、铅字印

刷、火力发电、汽车运输、采矿、制药等技术开始起步或发展。

温州蜜柑等果木引种成功，并建立桔园，奠定了邵阳柑桔发展

的基础。民国20年(1931)，邵阳始有官办的林木苗圃场、水文

站、气象测候所、农业技术推广所等技术推广、观测机构。民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3

’32年，农林部湖南推广繁殖站迁邵阳，民国35年改名为农林部华

中区农业推广繁殖站。该站拥有生物显微镜、拖拉机等仪器设备，

邵阳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得到发展。民国35年，联合国善后救济

总署建立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不久后设立技术课，负责工业技

术开发与研究。研究成果有煤气动力、铁木织布机，差速纺纱机

及杀虫剂等。同时带来水泥，硫酸生产技术及简易机械制造技术。

民国时期，新邵中医学者何舒著有《伤寒论发微》、《研药指南》

等19部著作，为祖国的中医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发展科

学技术和文化事业，邵阳科技队伍逐步发展壮大，科学技术事业

得到新的发展。
。

。

·

1 94卜1 957年，全市科学技术初步发展。
‘

农业方面：人民政府接管，改造旧的农业科技机构，建立邵

阳专区宋家塘农业试验站、国营农场、林场、种子站、苗圃、气

象站、水土保持站、水文站等技术机构。及时总结推广农业生

产经验，引进农作物良种，兴建水库和小水电站，应用飞机撒药

治虫、煤气机抽水灌溉、开展森林资源清查、自制糖化饲料喂猪，

同时，人工鲤鱼孵化试验获得成功。工业方面：开办新厂，引进

设备与技术，．开展技术革新。铬鞣猪皮面革全省首创，并在莫斯

科展出。炼铁由8立方米小高炉发展到27．5立方米的高炉。。采用

蒸汽法生产的松脂，质量达到国际水平。麦秆取代竹片造纸成功，

推动了造纸业的发展。壶式洒水桶在全省推广，邵阳港制作的土

起重机、斜坡运输机、手摇升降机、轨道平板车全省有名。1956

年，建立市科学普及协会，积极组织群众性科普活动和科学实验。

1957年，一批科技人员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

工作岗位，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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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8～1 965年．邵阳科技事业处于发展与调整阶段。

1958年，中共邵阳市、邵阳地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科

学技术委员会)先后成立，科技管理有了专门机构。在“全党办

科学、全民学科学、生产处处用科学"的号召下，科技工作掀起

高潮，全市积极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性科学

实验活动。5月，首次全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通过((1958一

1962年邵阳市科学工作规划))。1959年，’地区所辖各县先后成立

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地、．市直属有关局、医院、部

分公社、街道办事处亦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全地区建立地、县

(市)，公社、大队、厂矿各类科技机构470余个。科技机构的

建立，对增强全民的科学技术意识起了积极作用。但因一哄而上，

人员科技文化素质差，多数机构名不符实，形同虚设。加之在“大

跃进"运动中又出现不尊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搞瞎指挥的倾

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960一1962年，国民

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科技工作处于低潮。许多科技机构自行解体。

通过调整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科技机构，1964年科技工作走上

正常发展的轴道。科技事业虽然一起一伏。但仍然得到发展，生

产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水稻生产实现“单季改双季"、“高秆

改矮秆’’两次重大变革。问作改连作、稀植改密植、冬种绿肥、

良种推广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晚稻丰产经验全省有名。武冈人

工繁殖家鱼技术在全省推广，辣椒单产刨全省纪录，洞口半江水

库42米高混凝土溢流拱坝全省领先。电力排灌、拖拉机等农业机

械在农村推广应用。机械行业由修理转入制造阶段。矮高炉炼铁、

白煤炼铁经验向全国介绍。化工产品硫化黑、氢氧化钾、光气生

产，隆回的17克拷贝纸和19克贴花纸，填补省内空白或达先进水

平。市锅厂自行设计成功多风嘴热风化铁炉，国内赞誉为“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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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市机械厂研制成功钢管水车，获国家农机部奖励。电动葫芦

闻名全国。纺织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邵阳电厂装机l万千瓦的

． 火力发电机组投产，火力发电进入新阶段。新邵七O三厂试制成

功电解二氧化锰，填补国内空白。国营八五三一厂试制成锗二极
’

．管(2 A P)，开创邵阳的电子工业。医学技术发展较快，拥有

。，一批新仪器，新设备。外科手术由下腹部发展到上腹部，直至心

j 脏手术。； r
一．

r

．，

4。

·； 一1 966-I 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技术处于艰难发展

一 阶段。．·’一，‘ i．一，
一

“

'|， 初期，地区科委和一些科技机构被撤销，科协自行解体，．活
。

动中断。大批科技人员下放劳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科技

工作出现转机。1973年7月，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

全国、全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10月成立市革委会科学技术委员

会。但随后又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势力的干扰破坏。虽
～

‘然如此，在这10年中，由于新中国成立17年中奠定了一定基础，

国家加强“三线建设’’，一批大、中型企业(含军工)及科研单位

， ．与几百名科技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邵阳；广大科技工作者矢志不

移地钻研，使邵阳的科技事业仍然获得一系列新成就，特别是工

‘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大大提高。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科技人员听从

党的召唤，．放弃较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远离亲人，为了邵阳的
‘

发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邵阳工作，一边建设一边科

研。没有实验室，就在工棚内做实验；．缺乏仪器设备，就自己动

手做。有的甚至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白天挨批

斗，晚上在家做实验。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有的甚至奉献

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有这么一大批勇于拼搏的科技人员，

邵阳的科学技术得到较大发展，取得大批科技成果，工业生产技

f▲■r。}；}f
l

lI}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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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迅速提高。纺织机械、印刷机械、液压件、台式电子计算

机、建筑用轻型震动成孔机、炭黑尾气发电等技术和产品，处国

内先进水平。高频小功率三极管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

射作出了贡献。．全市共有41项成果在1978年获全省科学大会奖，

27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农业方面，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

改革耕作制度，推广稻一稻一麦(油)三熟和豆一稻两熟制，培 。

育成功红薯优良品种邵薯l号、油菜良种湘油2号、5号，水稻

良种新梗4号，雪峰无籽西瓜，柑桔早熟品种隆回73一Ol，邵杂1

号黄芽白等。经过科学论证，在城步南山建立起我国南方最大的

南山牧场。 t ⋯ ‘
。

1 977年后，特别是1 978年起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科技事业全面发展。
’

、

·1977年，市科技局制订出((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78年，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科学大会，动员全市人民向科学

技术现代化进军。建立、恢复科技机构和科技学术组织，恢复技

术人员职称工作，开展自然科学人员普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评选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技术革

新、技术比武、技术培训、科普宣传及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蓬勃

开展。
。

．

。
．、 ，：

，． 1982年，贯彻中共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

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规模最大的向科学技术进军动员大会，市政府颁弁了《关于广泛

引进科技人员的决定》，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特别是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邵阳科技

战线出现改革热潮。广大科技工作者与科研机构积极探索科研与

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围绕经济建设，积极开拓技术市场，开展科，．

]110ji●■●1，．．，●。J√{●1●．●-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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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活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随着教

育的发展和技术培训的加强，科技队伍迅速壮大。改革开放使得

，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技术咨询服务日益活跃。这一时期，

邵阳科技事业全面发展。‘ ；，．

7 一一科技队伍、机构发展壮大。1987年，全市科技人员达55411

人，为[976年的2．8倍。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87入i各县还给乡

镇企业中2793人评定了技术职称。1978年来，为8028名科技人员

落实了政策，为3622人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全市有全民所有制独立科研机构44个，其中市属14个，县属30个，，

共有职工2588人。厂办科研与开发机构31个，有科技人员314人。

民办科研机构13个，科技人员48人。-市、县、区、乡建立，健全

一批农业技术推广与观测机构，形成科技开发，技术培训、示范

推广相结合的科技体系。 、

．

一～科技成果大批涌现。自1978年颁发科技成果奖至1988年，

全市共有823项成果获市级以上奖励。其中国家级奖32项，省级

：奖162项，市级奖629项。1985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至1988年底，全市共申请专$'J220件，获专利权60件。吴晨钟发
’

明的容量计在北京获国际发明展览铜牌奖。1984～1987年，全市

共开发新产品318个，其中具国内先进水平的53项，、省级新产品

145项，市级新产品儿8项，有98项被评为省优秀新产品。，，

：，农业方面，杂交水稻制种。温州蜜柑、脐橙良种选育与栽培

技术全省领先。雪峰无籽西瓜饮誊全国，在20多个省市推广，新

培育的雪峰少籽西瓜居全国领先地位。邵阳县花生栽培亩产干果

’645．3公斤，居全国第二。武冈茶叶高产栽培，亩产干茶511．7．

公斤，达全国纪录。新宁县林科所银杉嫁接与种子育苗技术全国

领先，该所银杉苗木拥有量居世界第一。喷灌技术推广全国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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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圳水库新安铺倒虹吸管，水头高140米，内径2米，世界罕见。

南山牧场引种三叶草、黑麦草成功，通过飞机播种，．建立人工草

场几万亩，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
‘

‘．’：

工业方面，邵阳二纺机厂的MH V系列载热油加热炉、邵阳
‘

液压件厂的低温电解渗硫技术、邵阳林化厂的利用重松节油生产

’异长叶酮等项目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Z MF一1型碳氢微 。

量自动分析仪、抗钩端螺旋体病El服新药，驱绦虫新药一一鹤草

酚及鹤草牙制剂3项成果获国家发明奖。J L B胶印轮转印报机、
、

155 F小型四冲程2马力风冷柴油机、高温高压溢流喷射染色机
。

等产品具国内先进水平。J 41 03四开单色胶印机在印度第2l届国 ，

·际印刷机披博览会上获综合展出一等奖。电子技术、制药技术、

．制革技术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D J S一130计算机和高可靠开
。

关二极管等产品，为我国发射运载火箭作出了贡献，受到中央嘉

奖。固、液相转移催化反应合成丙戊酸类药物技术属全国首创，

为我国化学合成药物的生产提供了新的工艺技术。造纸、化工许

多新产品填补省内空白。建筑方面．构筑物施工与深基础施工技

+ 术全省领先，锤击贯入试桩法与滑模技术获全国建筑科技成果奖。。

。 医学方面，邵阳医院开展低温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成功，

B超、体外震波碎石机等设备和血气透析、腹膜透析技术的应用，
。

标志着邵阳医疗技术发展到新阶段。 ：

‘、。～一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活动蓬勃开展。全市共有市、县科

协13个，厂矿科协41个。市级学会(研究会：协会)45个，会员

8885人。1980～1986年，召开学术研讨会771次，组织科技考察
‘

97次。撰写学术论文2800多篇，其中22篇获全国性奖，197篇获 j

市级奖励。省物探队秦葆瑚的《湖南四个大型金属矿田的区域重

磁异常特征》论文，i984年在美国S E G年会上宣读。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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