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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

证唯

大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从大连出土的

文物和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该地区很早便有了我们祖先生产活动的足迹，并

显示出了其聪明才智与巨大的创造力。清朝政府的建港、修造船只及兴办各种

配套设施，将大连引进了近代技术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后又相继经历了俄、El‘

帝国主义占领下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战争破坏等曲折历程。直至新中

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连的科学技术事业才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轨道，并取得了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成就。 ，

，。 ，

”

近百年来，大连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展现了‘

本地人民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进取精神和光辉业绩，以及社会环境各种因素 ，

给科技事业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希望能从所述事业的兴衰起伏中总结经验

与教训，并揭示出其内在规律，以使该志在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工作

管理，及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促进科技、经济振兴上，发挥其无法取

代的作用。

科学技术事业以独立特定的地位记述于志书、史册是件极富有历史意义

的创举。该志的纂成，包含了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倾注了全体修志工作者

的心血、汗水，也是各方努力的共同结晶。虽由于原始资料搜集艰难，编纂又无

经验可循，加以时间紧迫，以至于不尽完善之处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它毕竟

是在积累、整理科技历史信息资料并以此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上迈出了可喜的

一步。除作存史、教化外，还必将在资治当前，促进大连的经济振兴上发挥出其 。

突出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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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全面记述大连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
。

2．篇目：在门类志中，采用篇、章、节、目序列，按实际情形相应确定层次。

3．断限：上时不限，下止1985年末，个别部分略作延伸。

4．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多体并用，以志为主，分类横排竖写，图、

表相辅。 一

5．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6．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颁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7．年号、称谓：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历史年号；地理名称、政权、

官职等采用当时称呼，必要时加注今名；相同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

复出现时有的用简称。
’

8．计量单位：采用统一度量衡单位，以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为准。个别沿用历史称呼。

9．志中所提解放日，系指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系指1978年12月后。

10．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一事一条，个别作注。．记事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依年、月、日顺序排列。日期不清，列于月尾，月份不清列于年末。

11．人物：对在大连工作时间较长，为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影

响深远者，选录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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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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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技管理机构¨⋯⋯·”⋯⋯⋯⋯⋯⋯．．．⋯⋯⋯⋯⋯⋯(39)4
． 第-：节 科技领导及顾问机构⋯⋯⋯⋯⋯⋯⋯⋯⋯⋯⋯⋯⋯⋯(39)

第二节 科学技术委员会机构⋯⋯⋯⋯⋯⋯⋯⋯⋯⋯⋯⋯⋯⋯(4 2：)

。 第三节 部门科技管理机构；⋯⋯⋯⋯⋯·⋯⋯⋯⋯⋯⋯⋯⋯⋯··(49)

一 第四节 专业科技管理机构⋯⋯·：⋯⋯⋯⋯⋯⋯⋯⋯⋯⋯⋯⋯·(50)

第二章 科研与开发机构⋯⋯⋯．．．．⋯⋯⋯。⋯⋯⋯⋯⋯⋯⋯⋯⋯(53)

第_节 院部及省属科研机构·：⋯⋯⋯⋯⋯⋯⋯⋯⋯⋯⋯⋯⋯·(53)

第二节 市、县(区)属科研机构⋯⋯j⋯⋯⋯⋯⋯⋯⋯⋯⋯⋯⋯”(57)

第三节 高校、企业、民办科研机构⋯⋯⋯⋯⋯⋯⋯⋯⋯⋯⋯⋯(64)

。第四节 开发、咨询机构⋯⋯··?⋯⋯⋯⋯⋯⋯⋯⋯⋯⋯⋯⋯⋯⋯(67)

第三章 科技队伍⋯⋯⋯⋯⋯⋯”，⋯．．．⋯⋯⋯⋯⋯⋯⋯⋯⋯·⋯(70)

第一节 人员构成⋯⋯·：⋯·⋯。⋯··：⋯⋯⋯．．．⋯⋯⋯．．．⋯⋯⋯⋯(70)

i： 第二节’人员分布⋯⋯oo O ooo⋯⋯·：⋯⋯··．．．⋯⋯⋯⋯⋯⋯⋯⋯”(74)

第三节 知识分子政策⋯·?-??··?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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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划与经费⋯⋯⋯⋯⋯⋯⋯⋯⋯⋯⋯⋯⋯⋯⋯⋯⋯⋯(79)

第一节 计划⋯⋯⋯⋯⋯⋯⋯⋯⋯⋯⋯⋯⋯⋯⋯⋯⋯⋯⋯⋯⋯’(79)
‘

、 第二节 经费⋯⋯⋯⋯⋯⋯⋯⋯⋯⋯⋯⋯⋯⋯⋯⋯⋯‘⋯⋯⋯⋯(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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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工业科技
．

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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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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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通工业⋯⋯⋯⋯⋯⋯吧⋯⋯⋯⋯⋯⋯⋯⋯⋯⋯⋯⋯(207)

第一节 船舶及船舶设备⋯⋯⋯⋯⋯⋯⋯⋯⋯⋯⋯⋯⋯⋯⋯⋯(207)

第二节 铁道机车车辆⋯⋯⋯⋯⋯⋯⋯⋯⋯⋯⋯⋯⋯⋯·：⋯⋯·(225)

，．第二章 机械工业⋯⋯⋯⋯⋯⋯⋯⋯⋯⋯⋯⋯⋯⋯⋯⋯⋯⋯⋯(233)

第一节 重型机械⋯⋯⋯⋯⋯⋯⋯⋯⋯⋯⋯⋯⋯⋯⋯⋯⋯⋯··j(233)

第二节 通用机械⋯⋯⋯⋯⋯⋯⋯⋯⋯⋯⋯⋯⋯．．．⋯⋯⋯⋯⋯，(242)

第三节 机床及机床工具⋯⋯⋯⋯⋯⋯⋯⋯⋯⋯⋯．．．⋯⋯⋯．．．(250)

第四节 轴承制造⋯⋯⋯⋯⋯⋯⋯“：⋯⋯⋯⋯⋯．．．．⋯⋯⋯⋯⋯(259)
‘

第五节 工程农机、汽车制造⋯⋯⋯⋯⋯⋯⋯⋯⋯⋯⋯厶⋯··：(264)7

第三章， 采矿与冶金工业⋯⋯⋯⋯⋯⋯⋯⋯⋯⋯⋯⋯⋯⋯⋯⋯(273)
_r 第一节 矿产开采⋯⋯⋯一⋯⋯⋯⋯⋯⋯⋯⋯⋯．．．．．．．⋯“⋯一·；(273)

*．， 第二节t冶金⋯⋯⋯⋯⋯“⋯⋯⋯⋯⋯⋯一⋯⋯⋯⋯⋯⋯⋯(278)．

。第四章 一炼油、制盐与化学工业k⋯⋯⋯⋯⋯⋯⋯⋯⋯⋯⋯掣(288)

第一节 石油·一⋯⋯⋯⋯⋯⋯⋯⋯⋯⋯⋯⋯⋯⋯⋯⋯⋯⋯⋯．(288)

第二节 海盐⋯⋯⋯⋯⋯⋯⋯．．．⋯⋯⋯⋯⋯⋯唧⋯⋯⋯⋯⋯(295)

。第三节 化工⋯⋯⋯··j⋯⋯⋯⋯⋯⋯⋯⋯⋯⋯⋯⋯⋯⋯⋯⋯(302)

’第五章 电子、电器与仪表工业⋯⋯⋯⋯⋯⋯⋯⋯⋯⋯⋯⋯⋯’(321)

：第一节电子⋯；⋯⋯⋯⋯⋯⋯⋯⋯⋯⋯⋯⋯⋯⋯⋯⋯⋯⋯·(321)
第二节 电工、电器⋯⋯⋯⋯⋯⋯⋯⋯⋯⋯¨⋯⋯．，．⋯⋯⋯⋯(329) ’

、≮’ 第三节 仪器、仪表⋯⋯⋯⋯⋯⋯”?⋯⋯⋯⋯⋯⋯⋯⋯⋯⋯⋯(336)

．； 第六章 电力与建材工业⋯⋯⋯⋯⋯⋯⋯·一⋯小000 000⋯⋯·。．．．·(341) ‘、

第一节 电力⋯⋯⋯⋯⋯⋯⋯⋯⋯⋯⋯⋯⋯⋯’⋯⋯⋯·j⋯⋯·(341) ，

第二节 建材⋯⋯⋯⋯⋯⋯⋯⋯⋯⋯⋯唧⋯··氐⋯⋯⋯⋯⋯”(347)

第七章 纺织与轻工工业⋯⋯⋯⋯⋯⋯⋯⋯⋯⋯⋯⋯⋯⋯⋯⋯(356)

：．。第一节 纺织‘⋯⋯⋯⋯⋯·一⋯⋯⋯⋯⋯⋯⋯⋯¨⋯⋯⋯O O qir··,(356) ：

一 第二节 轻，工⋯⋯⋯一⋯⋯⋯⋯⋯⋯·⋯⋯⋯“：叩⋯⋯⋯⋯···(366)

． 第八章 食品与医药工业⋯⋯⋯⋯·”⋯⋯⋯⋯“⋯⋯⋯⋯⋯”(388)．’
‘。 第一节·，饮食加工⋯⋯·⋯⋯⋯⋯⋯⋯⋯⋯⋯⋯“⋯叩⋯⋯．．-⋯(388)一

，

一 第二节．粮油加工⋯⋯⋯⋯⋯⋯一⋯⋯⋯⋯⋯⋯⋯⋯⋯⋯⋯⋯(395) 一。，’

第三节 药品、医疗器械⋯⋯⋯⋯⋯”⋯⋯”⋯⋯⋯⋯⋯⋯⋯?·(403)

’。第九章，县(市)区与乡镇工业⋯⋯⋯⋯⋯⋯⋯⋯⋯⋯⋯⋯⋯⋯(410)
‘

，

，’ {

‘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篇 农业科技

种植业⋯⋯⋯⋯⋯⋯⋯⋯⋯⋯⋯⋯⋯⋯⋯⋯⋯”：⋯⋯(425)

果树⋯··⋯··”·“”··“n··”⋯”⋯“”⋯“⋯⋯⋯⋯⋯⋯·(425)

粮油作物⋯⋯⋯⋯⋯⋯⋯⋯⋯⋯⋯⋯⋯⋯⋯⋯⋯⋯⋯(430)

药用植物⋯⋯⋯⋯⋯⋯⋯⋯⋯⋯⋯⋯⋯⋯⋯⋯⋯⋯⋯(435)

土壤、肥料⋯⋯⋯⋯⋯⋯⋯⋯⋯⋯⋯⋯⋯⋯⋯⋯⋯⋯(436)

植物保护⋯⋯⋯⋯⋯⋯⋯⋯⋯⋯⋯⋯⋯⋯⋯⋯⋯⋯⋯(444)

林业⋯⋯⋯⋯⋯⋯⋯⋯⋯⋯⋯⋯⋯⋯⋯⋯⋯⋯⋯⋯⋯(449)

选种育苗⋯⋯⋯⋯⋯⋯⋯⋯⋯⋯⋯⋯⋯⋯⋯⋯⋯⋯“·(449)

植树造林⋯⋯⋯⋯⋯⋯⋯⋯⋯⋯⋯⋯⋯⋯⋯⋯⋯⋯⋯(450)

森林保护⋯⋯⋯⋯⋯⋯”“⋯⋯⋯⋯⋯⋯⋯⋯⋯⋯⋯“(451)

柞蚕放养⋯⋯⋯⋯⋯⋯⋯⋯⋯⋯⋯⋯⋯⋯⋯⋯⋯⋯⋯(452)

畜牧业⋯⋯⋯⋯⋯⋯⋯⋯⋯⋯⋯⋯⋯⋯⋯⋯⋯⋯⋯⋯(454)

品种改良⋯⋯⋯⋯⋯⋯⋯⋯⋯⋯⋯⋯⋯⋯⋯⋯⋯⋯⋯(455)

疫病防治⋯⋯⋯⋯⋯⋯⋯⋯⋯⋯⋯⋯⋯⋯⋯⋯⋯⋯⋯(462)

水产业⋯⋯⋯⋯⋯⋯⋯⋯⋯⋯⋯⋯⋯⋯⋯⋯⋯⋯⋯⋯(464)

海洋捕捞⋯⋯⋯⋯⋯⋯⋯⋯⋯⋯⋯⋯⋯⋯⋯⋯⋯⋯⋯(464)

水产养殖⋯⋯⋯⋯⋯⋯⋯⋯⋯⋯⋯⋯⋯⋯⋯⋯⋯⋯⋯(469)

水利⋯⋯⋯⋯⋯⋯⋯⋯⋯⋯⋯⋯⋯⋯⋯⋯⋯⋯⋯⋯”·(474)

水利工程⋯⋯⋯⋯⋯⋯⋯⋯⋯⋯⋯⋯⋯⋯⋯⋯⋯⋯⋯(476)

灌溉试验⋯⋯⋯⋯⋯⋯⋯⋯⋯⋯⋯⋯⋯⋯⋯⋯⋯⋯⋯(482)

水工建筑⋯⋯⋯⋯⋯⋯⋯⋯⋯⋯⋯⋯⋯⋯⋯⋯⋯⋯⋯(484)

水土保持⋯⋯⋯⋯⋯⋯⋯⋯⋯⋯⋯o⋯⋯⋯⋯⋯⋯⋯(486)

·第六篇港口、交通、邮电科技
’ ’

第一章 大连港⋯⋯⋯⋯⋯⋯⋯⋯”h⋯⋯⋯⋯⋯⋯⋯⋯⋯⋯·(489)

第一节 港口建设⋯⋯⋯⋯⋯⋯⋯⋯⋯⋯⋯⋯⋯⋯⋯⋯⋯⋯⋯(489)

第二节 科技进步⋯⋯⋯⋯⋯⋯⋯⋯⋯⋯⋯⋯⋯⋯⋯⋯⋯⋯⋯(493)

第二章 交通运输⋯⋯⋯⋯⋯⋯⋯⋯⋯⋯⋯⋯⋯⋯⋯⋯⋯⋯⋯(498)

第一节铁道⋯⋯⋯⋯⋯⋯⋯⋯⋯⋯⋯⋯⋯⋯⋯⋯⋯⋯⋯⋯(498)

第二节 公路⋯⋯⋯⋯⋯⋯⋯⋯⋯⋯⋯⋯⋯⋯⋯⋯⋯⋯⋯⋯(502)

第三节 海运⋯⋯⋯⋯⋯⋯⋯⋯⋯⋯⋯⋯⋯⋯⋯⋯⋯⋯⋯⋯(509)

第四节 民航⋯⋯⋯”一⋯⋯⋯⋯⋯⋯⋯”⋯⋯⋯⋯⋯⋯⋯⋯(515)



第三章 邮电通讯⋯⋯⋯⋯⋯⋯⋯⋯⋯⋯⋯⋯⋯⋯⋯⋯⋯⋯⋯(518)
， 第一节邮政⋯⋯⋯⋯⋯⋯⋯⋯⋯⋯⋯⋯⋯⋯⋯⋯⋯⋯⋯⋯⋯(518)

第二节 电信⋯⋯⋯⋯⋯⋯⋯⋯⋯⋯⋯⋯⋯⋯⋯⋯⋯⋯⋯⋯⋯(520)
4。 ：。 _

“’

‘ ‘

-第七篇·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科技，，
，

． 、 j
。

第一章 城市规划与建筑⋯⋯⋯⋯⋯⋯⋯⋯⋯⋯⋯⋯⋯⋯⋯⋯(527)

第一节 城市规划⋯⋯⋯⋯⋯⋯⋯⋯⋯⋯⋯⋯⋯⋯⋯⋯⋯⋯⋯(527)

，，第二节 城市建筑⋯⋯⋯⋯⋯⋯⋯⋯!⋯⋯⋯⋯⋯⋯⋯⋯⋯⋯”(534)

第二章 市政与公用事业⋯⋯⋯⋯⋯⋯⋯⋯⋯⋯⋯⋯⋯⋯⋯⋯(553)

第一节 市政工程⋯⋯⋯⋯⋯．．．⋯⋯⋯⋯⋯⋯⋯⋯⋯⋯⋯⋯⋯(553)

第二节 公用事业建设⋯⋯⋯⋯⋯⋯⋯⋯⋯⋯⋯⋯⋯⋯⋯⋯⋯(569) ．’

第三章 环境保护⋯⋯⋯⋯⋯⋯⋯⋯．．．山⋯一⋯一⋯⋯⋯⋯⋯·(583) 。

第一节 环境污染治理⋯⋯⋯⋯⋯⋯⋯·”⋯⋯⋯⋯⋯⋯⋯⋯⋯(584) ；，

第二节 自然资源保护⋯⋯···⋯⋯⋯⋯⋯⋯⋯⋯⋯⋯⋯⋯⋯‘·(592)
一 一 -。 一

。

!
节

、

r‘
十’ 第八篇 医疗卫生科技

4 ’

‘ ‘¨
#

．

K
‘J

’，“
^、’

第一章 医疗设施与技术⋯⋯⋯⋯⋯⋯～⋯⋯⋯“⋯⋯⋯⋯⋯“(595)

第一节 医疗设施⋯⋯⋯⋯⋯⋯⋯⋯⋯⋯⋯⋯⋯⋯⋯⋯⋯⋯⋯(595)

第二节 医疗技术⋯⋯⋯⋯⋯⋯⋯⋯⋯⋯⋯⋯⋯⋯⋯⋯⋯⋯一(601)

’：第二章 卫生防疫与保健⋯⋯⋯⋯⋯⋯⋯⋯⋯⋯⋯⋯⋯⋯⋯”(613)．
第一节 卫生防疫⋯⋯⋯⋯⋯⋯⋯⋯⋯⋯⋯⋯⋯⋯⋯一一“⋯⋯(613)

第二节 卫生保健⋯⋯⋯⋯⋯⋯⋯⋯⋯⋯⋯⋯⋯O O·OO O⋯⋯⋯⋯(614)’

。． 第九篇气象、地震与计量、标准化科技。
，

’

第一章 气象与地震⋯⋯⋯⋯⋯⋯““⋯⋯⋯⋯⋯⋯⋯⋯⋯⋯”(617)

，第一节．气象⋯⋯⋯⋯⋯⋯⋯⋯⋯⋯⋯⋯⋯⋯⋯⋯⋯⋯⋯⋯(617) 轼

’第二节地震⋯⋯⋯⋯⋯⋯⋯⋯⋯⋯⋯⋯⋯⋯⋯⋯⋯⋯⋯o·(621)

、第二章 计量与标准化⋯⋯⋯⋯⋯⋯⋯⋯⋯⋯⋯⋯⋯⋯⋯⋯⋯(631)，

第一节计量二·⋯⋯⋯⋯⋯⋯⋯．．．n⋯⋯⋯⋯．．．⋯⋯．⋯⋯⋯⋯(631)

第二节标准化⋯⋯⋯⋯⋯⋯⋯⋯⋯⋯⋯⋯⋯⋯⋯⋯⋯⋯⋯⋯(635)



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篇广播、电视与教学科技

广播与电视⋯⋯⋯⋯⋯⋯⋯⋯⋯⋯⋯⋯⋯⋯⋯⋯⋯⋯

广播⋯⋯⋯⋯⋯⋯··⋯⋯⋯⋯⋯⋯⋯·?··⋯””⋯⋯·

电视⋯⋯⋯⋯一⋯⋯⋯⋯⋯⋯⋯⋯⋯⋯⋯⋯⋯⋯⋯·

教学科技⋯⋯⋯⋯⋯⋯⋯⋯⋯⋯⋯⋯⋯⋯⋯⋯⋯⋯⋯

高校设置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

中小学电化教学⋯⋯⋯⋯⋯⋯⋯⋯⋯⋯⋯⋯⋯⋯⋯⋯

第十一篇．科技群团活动

(641)

(641)

(645)

(649)

(649)

(656)

科学技术协会活动⋯⋯⋯⋯⋯⋯⋯⋯⋯⋯⋯⋯⋯⋯⋯(659)

学术交流⋯⋯⋯⋯⋯⋯⋯⋯⋯⋯⋯⋯⋯⋯⋯⋯⋯⋯⋯(659)

科学普及⋯⋯⋯⋯⋯⋯⋯⋯⋯⋯⋯⋯⋯⋯⋯⋯⋯⋯⋯(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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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85年，大连辖5县(市)5区，人口485．26万。境内有不冻深水港多处，交通便利，是

京津、内蒙、东北的对外门户。以机械、重化工为主体的工业基础雄厚，并有广阔的腹地可

以依附。经解放40年来的建设，如今大连已发展成为拥有港口、工业、贸易、科技、旅游等

／ 优势，并被中央批准为首批对外开放和计划单列的城市。

大连位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辽东半岛南端，北纬38。43’至40。10’、东经120。58’

至123。31’之间，西濒渤海、东临黄海、与山东半岛共扼渤海湾。海岸线全长1906公里，陆

地面积12573．85平方公里。全区属北半球中纬度暖温带大陆季风型气候，并兼具某些海

洋性气候的特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集中、温和湿润。全境适于水果等作物生长，并

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和以非金属矿为主的多种矿藏。

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下，早在6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

土地上繁衍、生息，筑室以居、从事渔猎，直至畜禽饲养与作物种植。距今5千年时，在长海

、县即有半地穴式建筑，已出现了原始的木杆件架设空间结构技术，石纺轮的使用则标志着

纺织技术的进步。在旅顺出土的3千年前的镞戈、鱼钩等显示了青铜制造、合范技术的应

用。战国时期，本地区开始了用煎熬方法制取食盐。两汉时期，已有了船舶制造。辽金时

期已能制作工艺技术水平较高的金银器物。但长期以来受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统治者重

． 文轻技等种种原因，科技事业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海防的迫

切需要及工程实施，出现了近代技术的雏形，建港与造船业的兴起，加速了这一技术的发

．展进程。1879年，清政府开始修筑炮台及军营配套设施，旅顺水师营八里庄龙引泉水源开

凿，敷设地下输水铁管6千余米，并建有储水库、泵站，是我国最早的现代供水工程。1881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旅顺工程局负责旅顺港与船坞的营建，陆续办起了一批装配修理舰船

的工厂。大连地区的产业工人队伍由此产生，并有了陆昭爱这样经过现代专业培训的我国

自己的造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进行了港坞建设，并于1884年按照自行设计的图纸加工

零部件组装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具有60吨负载的机器起重船，显示出了中国人掌握并使用

技术的才智与能力。同年这一地区还建成了电报局，敷设了国内第一条从旅顺经凤凰城至

朝鲜的国际电话线。至1890年末，在旅顺已建成了拥有修船厂、岸区铁路、起重码头、发电

厂、自来水设施的现代化船坞。此前，清政府还在大连湾北建起了海港栈桥和炮台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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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当时还是荒辟渔村的青泥洼地区的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大连地区在近代史上曾遭受两次大的战争浩

劫，沦为俄、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他们出于掠夺和扩张的需要，兴办了一些事

业，发展了一些技术。19纪世末，沙俄占领者在大连着手城市建设规划并建筑商港。1903

年，南满铁路通车，大连与旅顺、烟台、上海、朝鲜、日本乃至于欧洲间的航路相继开通。日

俄战争前，大连已拥有铁路、修船、制材、铸铁、发电、砖窑、石灰、制盐、啤酒等行业及油坊、

磨坊、酿酒等手工作坊。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在大连取代沙俄占领后，加速了海港及城

市建设，大连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现代建筑物，并兴建了苗圃、水库，以及修造船

厂、机车修理厂等。一些科研机构也随之出现，尤其是1907年成立了亚洲地区规模最大、

设备极其完善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有着化学、机械、电气、土木、纤维、纺织

等多门类领域的研究与开发。该所的组建，成了大连地区科研机构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

港口、铁路、公路的兴、扩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近代工业，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化工、纺织、

食品加工和建材生产为主体的殖民地工业体系。农业上进行了栽培试验并推广了苹果、棉

花、蔬菜、花生及畜类新品种，水产上也进行了浅海养殖试验。然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

大连是没有中国自己造就人才和从事研究的权益的。该地被当作一个侵略据点和吞吐工

具来经营、使用，因而殖民地经济畸型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企业内部设备

不完整，技术落后、劳动条件差，具有加工、附属性特点，不能独立生产完整的机器设备。在

掠夺性的农业方针下，农业走上了片面发展的道路。花生、棉花、园艺制品、乳品畜牧业成

了高度专业化的商品生产部门，而谷物种植面积一再缩小，粮食严重不足。日本侵略者投

降前夕，由于原料缺乏，工业生产萎缩，粮食恐荒、船舶车辆缺乏、对外交通近于瘫痪，国民

经济奄奄一息，科技事业处于停顿状态。

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连的各种技术资料已遭焚毁或流失，主要设备被苏联驻军作

为战利品拆走，日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又随后回国，留给大连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

兴的局面。人民政权建立后，克服了重重困难，对被破坏了的工厂着手重整修复，除满足民·

生所需外还为解放战争的需要制造了弹药和培养了技术人员。当时的大连汽车学校和关

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等部门就为我军培养了近千名装甲兵骨干和无线电通讯等方面的技

术人员，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大连这个老工业基地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的突出贡

献。

从1949年至1956年，是大连科技事业的恢复时期。新中国一成立，本市立即开始了

科技事业的建设工作，并首先重视了人才造就与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1949年，由工学

院、医学院、俄语专科学校和两个研究所组成的大连大学成立。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相

继建立了大连石油研究所、大连铁道研究所、大连卫生研究所、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与此同时，招聘了一大批关内和旅居国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以

高度的爱国热忱辗转来到大连与当地的科技人员一起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成了大

连科技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全市还加强了基本建设工作，提供图书阅览条件，

举办工农业技术展览及技术培训，一些满足生产、生活急需的应用研究与产品试验相继出

现，改革生产工具与操作方法的活动十分活跃。科技事业除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外，还为

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精神，加强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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