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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Z 120型四位预压电磁式振动三轴仪

SGP3D 5型高喷灌荣装置

省水科所研制的各种滴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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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做河道模型试验

辽北内陆苏打盐渍土旱田改良后谷子长势

锦电文化宫门前彩色喷泉



水工试验走厅

水稻旱种水管节水栽培技术

革一座位于东北束冷地区的岚店橡胶坝，坝高1．5米，坝长10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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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保护地低温余热水渗灌厦高产栽培技术

盖县暖采引水上山试验工程安装石棉水泥井管

从日本引进碾压混凝土试验仪器设备

自控恒温循环水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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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于一九五九年筹建，次年底在沈阳

南湖畔正式建立，至今已历经三十个春秋。在上级部门的关怀和省水

电厅的领导下，现在已发展成为辽宁省水利水电技术综合科研中心。

建所初期人员几经变化，。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水利

研究所并人我所；一九六五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农田水利研

究所、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灌溉研究室又先后并入我所；省水电厅

又从水库工程局抽调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充实到我所，使科技

力量不断壮大。并兴建了试验楼，增添了一批科研工作必须的仪器设

备，科研条件也不断改善。固定资产总值比建所初期增加了6倍。在

此期间，科研工作也打开了局面，相继开展了水工水力学、水工建筑

物渗流、水工混凝土结构、灌溉除涝等专题的试验研究，并取得了良

好的成果。

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水利科研遭到严重破坏，1968年以

后科研工作曾一度停顿，1973年虽重新组建了省水利科学研究所，但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使我所科研工作仍然遭到很大损
、

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所科研工作才重新焕发青春，陆续

兴建了办公室、河工试验场等，房屋建筑面积达建所初期的五倍，又

增添了一些国产和进口的较先进设备，到1988年末，所内固定职工

达到135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30人，中级职称34人，形成了具有



一定技术实力的科研所。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为水利建设和国民

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适当开展科学技

术理论的研究，重点围绕辽宁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提高江河抗洪能

力；治理低产农田；节水灌溉新技术和解决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管
●

理的重大技术问题等方面开展试验研究工作。
●

《所志》搜集了大量的可靠资料，真实地记述了辽宁水利科研事

业逐步发展的过程。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修志既是对过去、现在的情

况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过程，也是对我所特点、优势、经验教训进行

系统认识的过程。《所志》从我省水利科研活动开始，记述辽宁省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所在建所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客观地反映了历

史面貌。在《所志》中较突出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

实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等政策，全所职工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和

取得的成绩。

鉴于我所知识分子密集，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是我所的主要

任务，《所志》的重点放在科研活动的记述，截止1985年底开题的科

研项目有31项科研成果通过技术鉴定，其中4项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22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33个项目，37次获科研成果奖励，

其中国家级、部省级27次，这些成果体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解决了省内和国内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并

有许多成果得到广泛推广，对工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修志，使我们感受到我所的历史是曾在所工作过的全体职

工辛勤劳动智慧的结晶，尤其那些老同志呕心沥血为水利科研立下



的业绩，让人永远不能忘怀，在编写《所志》过程中又得到他们的大

力相助。寄望于青年一代，了解、热爱、献身建设我们所，使他成为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科研所。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让我们大家齐心协

力，为水利科研事业继续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钱佩杰

1990年12月



j 凡例

一、《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所志》是全面记述辽宁省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所的历史与现状的单位志。

二、编撰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准确、科学地记述事物，充

分反映建所以来在水利科研事业取得的成就。

三、本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文体结构按专业横排竖写，获奖课

题详述，一般课题简述。篇目采用篇、章、节名称序例，节以下再分

一、(一)、1。志体以志为主，图、表、录等为辅。志为记述体，虽

有专业术语，但做到通顺易懂。

四、记述断限。上限由建所时起，下限断至1985年末，个别在

下限前开题而未结束的项目，则记述到完成课题为止。大事记则延至

1992年末交稿时止。

五、全志4篇20章，首列序言，以下是概述、机构、科研管理、

科研项目与成果、交流与推广、大事记、附录。

六、资料。包括史实、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一律

严加核实，力求准确无误。
’

七、编审程序。依照定稿的篇目提纲，进行取舍，做到既充实又

精炼。正文控制在十二万字左右，经初审、复审、报送省水利电力厅

水利史志办公室审定后付印。用十六开本横排印刷。精装本。



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水利工程建设甚少，水利科研则更

少。辽宁省没有水利科研机构。 一

1959年底，辽宁省水利电力局根据水利电力部《关于开展地方

水利水电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委派专人在原水利电力部东

北勘测设计院水土工试验所旧址基础上，组建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所。并于1960年12月31日经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

建所初期，科研条件比较差，试验厅和办公楼各一座，建筑面积

只有1660平方米；技术力量薄弱，截止1961年底，全所61名科技

人员中，没有一名工程师；固定资产6万元。为适应辽宁省水利建设

恢复和发展的需要，1962年以后场地、人员和设备均有明显的增加。

修建了2 400平方米的试验楼；经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科

学院辽宁分院水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农田水利研究

所和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灌溉研究室三个机构以及部分人员先后

合并到省水科所。1965年科技人员增加到71人，其中有10名工程

师，各研究室都配备了较强的技术力量；购置做试验用的仪器，固定

资产值超过40万元。这时期，确定以省内现有水库工程质量问题的

调查，作为水科所近期任务，水工、农田等科研工作相继开始，随着

科研业务迅速拓宽，水科所已具备了水利科学综合研究能力。

承担了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常规土工、建材等试验任务；同时

完成了上级下达的试验研究和生产任务，如1962年省水电厅为贯彻

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组织力量对全省病险库

进行调查，为确保渡汛安全和编制十年规划，省水科所负责辽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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