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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溪市科学技术志》的问世，在本溪科技史上是首次。把本溪近百年来科技的兴

衰起伏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在“盛世修志劳形势下对中华民族编修史志优良文化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而且也是对我国科技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

本溪历史悠久，庙后山古人类遗址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在这块土地

上繁衍、生患。本溪的科技文明伴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萌生、发展。141 1年(明永乐

九年)本溪就出现冶炼技术，I 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采煤和制陶技术得到应用；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有了酿造技术，1827年(清道光七年)本溪煤铁业的名声近誉

盛京，远传山西太原府。近百年来，本溪历经几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事业也几经沧

桑。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给本溪送来了科学的春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转移之后，本溪科技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 ’，

本溪的科技事业在漫长的历史征程，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教

训应该记载，把本溪科技全面系统地记述并保存下来，使其具备资治，教化、存史的功

能，这是今人的神圣使命。本溪市科技志的修志人员，坚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运用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记述了本溪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编修成“本溪市

科学技术志黟，这部志书通过对分散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资料搜集与归纳整理，充分反

映了本溪科技事业的全貌，展现出科技事业的发展规律，体现了时代精神。

可以深信， 《本溪市科学技术志》必将有助于总结、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

的宝贵历史经验，它将为服务当代、启迪未来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宝林

亨 ，

，矿 ，
．—妒∥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

立传的原则。

=，本志采用横排竖写，

三，本志由搿概述力，搿

类"以篇，章，节为序，另有

等。

四，本志以记述文中的志

五，本志断限从旧石器早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以民国年号标注，地理名称，

七，本志所涉用简称的单

，八，本志中的计量单位。I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准。’

九、本志语言采用现代汉

日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十，本志中的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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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有着悠久的历史。典籍文献和庙后山古人类遗址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旧石

器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本溪位于辽宁东部山区。全境总面积为834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百分之八

十，耕地和水域面积均不足十分之一，形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的结构。境内山峦叠

障，森林茂密，河流纵横，雨量充沛，气候温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素以盛产煤铁而

闻名于国内外。 i ，

本溪市辖两县(本溪，桓仁)四区(平山，溪湖，明山，南芬)，1985年末总人口

为143万8千9百零9人。就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本溪的科技文明伴着源远流

长的历史而萌生，发展。

141 1年(明永乐九年)本溪就出现了冶炼技术，三万卫在本溪威宁营东设立铁场，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采煤和制陶技术得到应用I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有了酿

造技术，1827年．(清道光七年)本溪煤铁业的名声，就近誉盛京，远传至山西太原府。

此外，制陶业，皮革加工技术，造船技术、手工锻造技术等相继出现。1905年(清光绪

三十一年)日商大仓喜八郎在本溪强占本溪湖煤矿，名为。本溪湖大仓煤矿力，从此日

本侵略者控制本溪湖煤铁公司长达40年之久。1935年目商大仓喜八郎吞并本溪湖煤铁公

司更名为本溪湖煤铁股份有限公司。到1940年，满洲盘城洋灰株式会社本溪湖工场在宫

原团山子兴建分厂(工源水泥厂)，有技术人员27名，其中只有1名中国人。日本侵

略者独霸企业，掠夺中国的煤铁资源，给本溪人民带来了大灾难。1942年4月26日，本

溪湖煤矿发生瓦斯煤尘大爆炸，1549人丧生，造成震惊中外的大惨案。解放战争时期，

．由于日本投降前的破坏和苏军拆走262台主要设备，使工厂遭到严重破坏，处于半停产

状态。
‘

：

1948年lo月30日本溪解放。当时的本溪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发展向科学技术提出

大量的课题，亟需各方面的科技人员去解决。但是，全市当时的科技人员仅有415名，

困难重重。为适应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本溪煤铁公司到关内去招聘人才。在苏联专

家的帮助下，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奋发图强，使本溪的经济迅速恢复。1954年12月

国内自己设计的第一个竖井矿——本溪竖并煤矿正式投产，在本溪经济建设中，创造了

不可磨灭的功绩。

1957年，本溪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科技正作，虽然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但是由于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面向生产，面向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恢复

本溪经济，支援全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个五年计殳『一开

始，掣大跃进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冲击了本溪的科技工作。材拚设备一求高产的恶浪，

使很多设备受到严重损坏，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刀

·—一3·—一



的八字方针之后，科技工作在为恢复农业，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等方面，也做出

了积极努力。本溪市第一座装配式钢筋混凝土T型桥梁在桓仁县铧尖子地区建成通车，’

本溪市新生机械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槽式列车，填补了在金属矿山掘进方面的一项空

白⋯⋯这些科技成果的出现，倾注了全市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为科技工作的顺利发展

创造了条件。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黟，使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被诬蔑为“反动技术权威一，．．

轰进“牛棚一成为“清理阶级队伍力的对象j大批科技人员被迫拉进口五·七?干校。在

“文化大革命移的十年中，广大科技人员怀着“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情在艰难的，

环境中仍戗造出光辉的业绩。工人工程师袁景尧予1974年冬i，在歪头山铁矿改造了被认

为已经报废的30米浓缩池，：．为国家节省了资金。采用多孔喷枪冶炼新技术、．实行自动遥

控、采用真空处理的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转炉，‘于1974年11月在本溪钢铁公司第

；炼钢厂竣工投产。从1971年到1978年。参加援建太原钢铁厂的本钢工程技术人员达500

人次，绘制施工图3万J千零9I张：’．’： ．‘．4 ：．：‘“，． ，。 ，～一，一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一部

分的论断得到历史的认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i。科技工作出

现÷派生机：：～-⋯一：。’一j。 ， ．：：：≥。．’0～0+ ：～’。．‘：’|一∥≯。，j，。：·：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本溪科技取得很大成绩。全市共实现科技进步项目4，18l项，’一

戗产值6，1 30亿元。其中采用新技术1，320项，试制新产品439项，科技攻D-关'494顼，其它

1，，928项。列入市计划内的科技项目完成206项，总投资I，261．77万元，创产值i．014亿元'’，

创利税3，785．3I万元。完成计算机推广应用项目46项，总投资336．sT元，‘获得的总经

济效益770万元。取得科技成果550项，：已应用537项，其中国家级成果I I项，4省(部)

级成果73项，‘市级成果51项(获市成果一等奖)0到1985年末，全市科技人员‘(不含社

会科学人员)40，548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34％，其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112名：中级

科技人员3，920名，初级科技人员18，802名。全市拥有事业科研所14个，’县，区，局(公

司)所属科研所15+j厂(矿)‘办科研机构35个，民办科研所4个：，这些成就的取得，。1

是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结果，是广‘‘

大科技人员辛勤劳动的真实写照。 。 ， ．

’。’

全国科技事业正处于最好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成风气，在科技体制改革逐

步向纵深发展的时刻，、本溪人民没有忘记本溪科技事业几经沧桑的历史，、更不会枣记科

学技术对本溪经济的推动作用。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为振兴本溪正在做出新贡献，。

而且要为繁荣辽宁和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大显身手a『改革的决策和建设的目标，鼓舞着

整个科技战线。本溪科技事业的发展必将推动本溪经济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fj一“，‘：‘

。o。。。：‘；j：l 7曹蔓_1：．。五。’：：：：‘：．7

一，’t曩；．一j：‘L’．．■；--7一，‘j：：：‘．．
y．’：j汁．’‘j t，．10 j：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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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年

三万卫在本溪威宁营东设立铁场，

．1537年

辽东25个卫中，．至少有3个卫的5

窑子峪两个铁场年产铁17，619斤。：
一 1626年

。c 8月，后金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

水治疗。
“

．。+

i _一，1739年

7月，本溪作为辽东唯一产煤地，煤窑已达23座。清政府向采矿者发采煤矿照，进行

矿山管理l其中，有1座煤窑经营时间长达lo年之久，后因窑内出水无法解决而停办，

所采之煤主要用于制焦炼铁。i· ．√。’ 0。·．c．。．j一 一
，。．

-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 “。‘

一，．

·3月，清河城小甸子永泉长烧锅建成，年产高梁酒21，120斤。 ，。

’， 1824年(清道光四年) ．：’，|

‘田师傅沟的永隆泉烧锅(本溪县南甸造酒厂)建成，，年产高梁酒16，000斤，并兼营

油坊。 、． √．。’ 。．
，。 - ．。，： ?：

一

． 1862年(清同治元年)。 ．’。

本溪湖皮革加工作坊德庆长皮庄成立。’．o ，：。： “

1877年(清光绪三年) 。

；·‘

桓仁县知县章机，为便民通商，开辟桓仁县城至沙尖子山岭道路，全长130里，这

是本溪境内第一条人工修筑的运输干线。 。．’ 。二， ，，

。

是年，桓仁县有自制木帆船500只，在浑江流域，往来载运元豆，杂粮，酒，靛等，

沿岸商埠有县城及沙尖子镇等处，木帆船可通往安东(丹东)。． ，。，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Y“
、

本溪县祁家堡庆发铁匠炉建成，制作镢头，锄头，镰刀和铧子等。

．。 ， 1902年(清光绪：+八年) t．
。

3月，春茂永制香坊在本溪县小市建成，年产料顶线香20，000包。+。 一?
r

．n， ·‘1904年(清光绪三+年)．一 4，

8月，日本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修建安奉轻便铁路(沈丹线)。本溪境内由姚千户

到通远堡11 3公里零172米(1911年改为标准轨)。。，!}
{

．

’； 1905年(清光绪三+一年)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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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商人大仓喜八郎强占本溪湖煤矿，名为搿本溪湖大仓煤矿力。

f，
一．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

4月，本溪湖大仓煤矿开第一斜井，掘进200米后见到煤层。‘
“

+r’‘

9月1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在本溪湖河东街设立邮政电信局本溪湖支局。 (翌年改名

为本溪湖邮政局)。 。’1

．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8月，本溪地区设置第一个教育组织舢。本溪县劝学所。

．1908年(清晃绪三十四年)l’‘-．’一+-：玉‘}+’’
一

，

9月，本溪湖大仓炭坑会社安装自用7。b砝发电机；本溪开始有电。
‘

．’ ：，t”·一；)¨，"，1 j{ ；1909年(清宣统元年)。‘．1·’∥。 ：：：，·“．‘，。f、’，、i．

8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桥头、本溪湖设派出所：(卫生所性质)。：这是本溪地 +j

区最早的西医诊所； 。 (忑歹《：≥可皇：J_n￡：f 。

10月，本溪湖大仓煤矿成立电气公司，。新建发电所1处，“、安装75鞋发电机：I台，向 ．

市民供电。
’+

．‘，；

“：¨，’：’

‘是年，日本人籍机创办的搿中日合资公司劳在牛心台煤矿用简单机械进行采煤。
、

’：j． 譬”一’．『．：：≮’”哆；。1911年≮清盍统_三年)曩’∥c√¨j'上j“、1 10j一}．啜j

li奄’月，。本溪地区成立官办图书馆，‘，藏书14j2册。’?■j。?·o÷i：’-’’：{’’：’：叫1 1沁

是月，中日双方各派炼铁专家2人i组成调查组，对庙儿沟铁矿的地质，埋藏量等 ’。

进行调查，并对开采，冶铁的可行性进行研究j冀x二6l ·

．10B 6日，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增设炼铁部，+兼办采矿，：制铁事业：新增煤铁矿

区12处，并开建本溪湖制铁厂。(五。1-!?!≮。7’≥、￡，。f
P’

。㈠：’、。h，．，‘l t^。：1913．年--(民国垒年)～，，，：，』‘：i二”’一一7’‘-∥，*h，： ，

10月，中日合办溪碱铁路开始施工。1937年1 1月30日通至田师傅，全长86公

里。 一置：f：：：；督!弧?雒4j甜

是年，本溪湖煤矿开凿专供井下通风排水的一日|斜并“?；’tj l：5．_’．-!j，

是年，本溪县成立医学研究会}郭义明任会长：：f
。∥．。e’‘。i、： ．1-：。，’√；l 1914年(民国5年y t≮o：一。j一{，㈠’-。：。|一汀7，。：!j

年初，本溪湖制铁厂14炼铁炉落成(翌年初正式投产。∥丑产生铁150吨)’。‘：、·’7：‘j

!：’春季，桓仁县农民马富j在北江岸创制船上水磨；予l各16年在浑江南岸山上创立水

磨T．F，进行水力磨面，榨油：+碾来：”譬‘i：‘，rli弦：+t i一．‘；’n．‘}‘≯?。：：：j。”、■。：一■

是年，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开设电话交换机，这是本溪最早的电话设施。 ，。

，^?：j‘：“，1915年j(民国4年)。’?·?·‘j一‘t奠乏一‘‘’’：t‘j2i：≯毋 。

4月，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新建本溪湖发电所，安装1500砥发电机两台。

7月29日，本溪设林务办事处；专管林业事宜≯。o，’H。‘‘1’一：：一1 i '!、：’ 、

是年，本溪湖煤矿建成选煤广，!洗煤F各l座：·造煤能力为每小时100吨，洗煤能

力为每小时85吨。7．，。。’L：，‘j鼍■，：’|，：：‘‘；。‘I，i、川t■：Lt'j㈡，：’：：一，． j’：
．

。 1917年(民国6年)．“"-、一5一：-．|?”!‘?i。j“。、i?。』：：二_。：

t、4月13日，本溪县医学研究会创设，施引牛痘局旁：，开始接种，预防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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