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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J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求实存真，存史致用。

二、本志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志，所内的历史变化、科研和

开发活动，概属记述范围。

三、本志上限为1936年3月，下限至2000年7月。

四、本志由概述、专志、大事记、附录组成。专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注重记述资料，记而不议，述而不作。

六、本志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般使用公制。

八、本志资料多取材于《所志(1936～1996年)》和1996年以来各年的

《年鉴》及科技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期刊等，兼有部分采访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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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于1936年在四川南充建立，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全

省性的蚕桑专业科研单位。在60多年的时间里，蚕研所的名称和隶属关系多次变化．内部

机构设置变动频繁，科研活动随经费投入的多少变化很大。

解放前，蚕研所曾在改良蚕桑品种，推广栽桑养蚕新法，培训蚕桑技术人才，振兴四川

蚕业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蚕研所在解放前的13年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变化过

程。由于经费困难，试验研究逐年紧缩，到临近解放时，已经只能维持少量的家蚕品种试验

了。’

1949年12月10日，南充解放。195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事管制委员

会派军事代表接管了蚕丝改良场(当时名称)。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蚕丝业的重视．蚕

研所的科研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蚕研所的科研活动在

发展过程中也有起伏。

60多年来，蚕研所的科学试验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到2000年7

月为止，蚕研所共出成果78项，其中获奖成果54项(另有1l项作为协作单位获奖)。获奖

成果中，有37项是获得国家、部、省级奖励的重大成果。据计算，获奖成果中的18项就新

增社会纯收益7亿元左右，科技投资收益率为1：23．63，科研投资收益率为1：65．79。此外，

到2000年7月为止，蚕研所科技人员编写或参与编写的著作(含内部印发资料和译著)68

种，其中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31种，占45．5％。撰写论文(含译文)达650余篇，其中发

表在全国性刊物或学术会议上的论文178篇，占27．05％；发表在省级刊物或学术会议上的

论文374篇，占56．84％。蚕研所主编或与省蚕学会联合主编、出版<四川蚕业》42期，与

西南农学院蚕桑系共同主编、出版《川蚕动态>2期，1990年和1991年办简报性质的不定

期刊物《蚕业科技动态>16期，这些刊物受到了蚕业界人士的欢迎和赞扬，收到了较好的

效果。

从1985年起，蚕研所为了贯彻党中央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为了更好的为经

济建设服务，同时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物质待遇，陆续新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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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开发实体，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一些失败的教训。效益较好的开发实体有

陵江宾馆、物业公司、蚕药研制厂、蚕具厂等。1997年，所党委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

投入所内土地8亩多，与南充市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商业步行街”。目前，

“商业步行街”二期工程的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1999年在南充市顺庆区潆溪镇征地38亩

修建新的科研基地，在成都购置农科院“绿野科技大厦”二楼716平方米房产，并在高坪区

青松乡租用600余亩林海发展旅游业。

在竞争激烈的改革开放年代，蚕研所即将改制，又面临着经费紧缺、设备陈旧、上课题

难、科技人员大换班、有名望的科研带头人少等困难。蚕研所的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正进一

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改善管理，力争科研、开发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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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沿革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于1936年7月1日在四川南充正式建立，是一个具有悠

久历吏的省级蚕桑专业科研单位。建所(场)60多年来，单位名称争隶属关系以及内部机

构设置多次变动，科研条件逐渐改善，领导班子几经更换。 、

第一节名称和隶属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以四川蚕丝向为重要大宗出口物

资，应积极恢复发展，改进品质，扩大出口，以增加农民和省政收入，因而创办蚕桑改良

场，主持全省蚕丝改进工作。建设厅最后决定在南充建蚕桑改良场，并邀尹良莹来川筹办。

3月24日。尹良莹率领技术、行政人员等一行12人抵达南充，正式开展筹备工作，场址选

定在南充仪凤街南充县立农工业职业学校旧农蚕部。7月1日正式成立，定名为四川省蚕桑

改良场，隶属四川省建设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改名为四川省蚕丝改良场。民国

二十七年(1938年)9月转移领导关系，隶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改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蚕丝试验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农改所成立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蚕丝试验场

划归增产委员会管辖，改名为川北蚕丝改良场，9月又改为四川省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蚕丝

改良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省府裁撤四川省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后，又直属四

川省建设厅，更名为四川省蚕丝改良场。

1949年12月10日，南充解放。195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事管制委员

会任命王德正同志为军事代表，接管蚕丝改良场。1950年7月，蚕丝改良场归属川北行政

公署农林处领导，11月改名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南充蚕丝试验场，归属西南军政委员

会农林部。1951年3月20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农林厅文件：农秘甲字第91号指示，经

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南充蚕丝试验场改为川北南充蚕丝试验场，改由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农

林厅领导，于4月1日正式更名。1952年接并西南农林部北碚农事试验场蚕桑组和西南蚕

丝公司北碚蚕种制造场试验股。

1953年2月12日，西南第四次蚕丝会议决定，川北南充蚕丝试验场并入西南蚕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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