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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调凉山州科委工作之始，就一直期盼能有一些反映凉山科

技工作的科学文献，以期能从中借鉴经验，启发思路，力争在自己任

期内谋划几件要事，办成一些实事。为此，但凡见县、市科技资料书

籍，均设法收集，认真阅读，爱不释手。
‘ 《凉山科技志》始修于一九八九年，鉴于种种工作原因，时断时

续，几经反复，至一九九三年，仅只收集资料，未见成稿付梓。科技界

同仁视为一件憾事。时逢州级各部门修志工作硕果累累，又有州人民

政府的统一部署，深感编修《凉山科技志》乃是历史使命所驱动，实际

工作之需要。于是，今年五月重组《凉山科技志》编辑组，在继续原有

工作基础上，辛勤劳作历时半年，志书终成，使得凉山科技建设的一

项“大工程”圆满竣工，可喜可贺。 ’

《凉山科技．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

“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据实直书，按管理职能、管理层次、

农工商贸文的科技成果及运用推广等集要成篇立章。全书真实地再

现了凉山的科技发展轨迹，兴衰起伏，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翔

实，层次清晰，突出了凉山特色，为“科技兴凉”可以提供历史和现实

的借鉴，不失为是一部可读性强的、融“存史、资政、教化”为一体的地

方科技文献。

希望全州广大科技工作者从《凉山科技志》中鉴古知今，并受到

启迪，加深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在“依靠科技、振兴凉

山”的新历史时期做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 ．

凉山“科学技术委员会车竺勇匿耋警宴坚月



编 写 明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志》是反映全州各个行业科学技

术发展的专志。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

凉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推广应用，力求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反映出时代、民族和地方的特色。

二、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根据各行业资料，上限

按可追溯时间进行实际记述，下限断至一九九三年(重大史实为持连

续性稍加延后)。重点记述凉山州四十年来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三、本志严格按照志书体例、结构进行编纂。采用规范化的现代

汉语语体文进行记叙。文字力求简洁、严谨、朴实、流畅。

四、本志以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七日西昌解放日期，区别“解放

前"、“解放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简称

省、州。其它团体、学会、科研所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

五、本志中记年、数字、计量单位均遵照《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

编写细则》的规定执行。

六、人物主要反映州级以上具有重大科技研究成果，获得州级以

上表彰的人物。列人物简介，州“拔尖科技人才”和州一等以上科技成

果奖主研人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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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号召，一九五八年，西昌地区、凉山州科学技术管理机构相继建立，以党政

主要领导亲自主管，一九六二年，按照中央部署“精简机构"，两地、州科学工作

委员会予以撤销。一九七三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需要，科技管理机构恢复设

立。其机构名称也几经变更，直至一九七八年撤销西昌地区建制并入凉山州后，

一九七九年正式组建凉山彝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委员会才得以稳定，全州各县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也随同建立，州级属有科技管理职能的农业、林业、畜牧、水利、

地震、沼气、气象、科协等单位和7个独立州级科学技术研究单位也予以设立，

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健全。随着科学技术工作的开展，科技队伍逐

步发展壮大，在解放前不到百人的基础上到一九九三年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48798人，其中具备技术员以上职称的少数民族自然科技人员1700余人。

解放前，凉山彝族聚居区，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汉族地区，也仅

只二些科技考察活动和实验活动。解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以科技成果推广和科学技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工作蓬勃开展．科学技

术面向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效。在农业方面，粮食作物栽培全面推广良种、壮秧

(苗)、地膜、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五大"常规技术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单

位面积产量，地膜玉米栽培技术的应用，为高寒贫困地区找到了一条解决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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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途径，适合凉山州情的马铃薯高厢垄作、规范化“双套双”带状种植、因土

配施专用复合肥等适用技术是州内农业科技人员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

验，挖掘了粮食增产潜力；以甘蔗、烤烟、蚕桑、水果、蔬菜等主要经济作物，在调

整布局区域的前提下，应用推广适用技术，使得产量、质量双提高，其商品基地

建设初具规模，凉山早市蔬菜开发独具特色。在林业方面．营林造林的林业科技

应用研究成果以飞播造林、工程造林、干热河谷造林、干果高枝换接、大面积松

毛虫综合防治、对“国宝’’大熊猫保护以及护林防火最为注目，飞播造林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官员誉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块丰碑”。在畜牧业方面，生

猪“双推五改”、半细毛绵羊改良及基地建设、建昌马、建昌鸭、德昌水牛等优良

品系的选育和繁殖、人工种草和粮草轮作，使得凉山畜牧业科技的推广与研究

成果累累，畜牧业生产连年获得部、省的表彰奖励。在农田水利方面，微型水利

蓄水工程这一大难度的综合技术的新创举，获得四川省政府的大加褒扬；五利

俱全的大桥水库工程，凝聚了两代数百名水利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期待；渠埝防

渗技术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水利工程的灌溉效益。

在工业方面，六十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建设需要，西昌工业研究所根据西昌

地区的特殊资源优势，提取“重铀酸铵’’获得成功。’随后，地下矿藏资源和地上优

势资源相继开发，轻工业、重工业迅速发展，技术革新、技术挖潜活动在厂矿企

事业中广为展开，推动了企业科技进步，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攀西裂谷地质勘

探研究成果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为开发攀西地下矿藏资源提供了科学性

能、操作性强的重要依据；酸法制取人造金红石、滑移支架采煤法等多项科技成

果获部、省科技进步奖；“月亮神’’保健羊毛被系列产品的“星火计划”开发，获全

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予以称赞；羊革服装的科技开

发获四川消费者喜爱的十佳服装第一名；“l号猴王"电池的研制，两度参加全国

行业评比夺冠；凉烟、澳赛特、攀西等香烟的开发，销售到十多个省区，成为地方

财政收入的骨干项目；“西昌奶酪”新产品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太阳能开

发及热水器研究、籽粒苋系列食品、苦养粉、鸡鲜味精、“金沙江”和“雀衣”白砂

糖、稀土开发、石材开发、硅锰合金开发等一批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中，效

益十分明显；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的改进和研制，服务于工农业

生产发挥出实际效益。广播、电视、医药、卫生等的科技进步，对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提高健康水平起着直接的作用。从一九七八年实行科技成果奖励开始，至一

九九三年，全州各行业共计获得州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462项，其中国家级星

火奖1项，省级88项、州级373项。在462项获奖成果中，农业251项、工业72

项、医卫环保94项、软科学23项、微机应用5项。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科技服务交流工作走上正轨并日益活跃。以传

播科技情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州县科技情报研究所服务于经济建设发挥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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