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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度，量，衡，从氏族社会的晚期产生，已有四千多年历史。

由简单粗糙的度量衡逐步发展成为复杂精密的长，热．力，．电，化⋯

10大类、76项、214种，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技术基础·．

合川，位于嘉、涪，渠三江汇合之处，人多，地广，物产丰富，

是物资集散之地，商业兴旺，市场繁荣，使用的计量器具量大，面广，

管理任务繁重．民国时期，由于长期混战，。政局动荡，度量衡长期无

人管理．民国24年(193 5年)j川政统一，民国27年(19 38年)秋，

合川成立度量衡检定室，到民国38年(1949年)底，度量衡检定室只

有几件标准器，人员只有j人，仅管木秤和升斗的检定。
。

‘1949年12月3日合川解放。开初，人民政府主要集中精力肃清封

建残余势力，开展清匪反霸和士改运动，未成立计量管理机构。1953

年初，合川县城区划建合川市，合川市市场管理委员会下设了度量衡

检定组，从此着手建立标准器，开始对市辖区域的木秤，油酒量提实

行检定管理。随着民国经济的发展，1957年计量机构单独建制，成立

了度量衡检定所，19 58年管理区域由城区延伸到区乡，检定管理项目

较前有所增加，业务范围扩大，不仅管理制造，，修理计量器具．对商

贸中的在用计量器具开始进行周期检定和监督工作．由因19 58年受严。

重左倾错误的干扰，19 66年又遭。文化大革命一十年浩劫，使合川计

量事业的发展受到挫折·以致长期处于机构不健全，人少素质差的状

况，计量管理松．散．软◆弱·
·I。叼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各级政府重视了标准计量事业，中共合

川县委、合川县人民政府，加强了标准计量工作的领导，健全了标准

计量管理机构，充实了领导和管理人员，拨款给了房屋，建立了产品

质量化验室，更新换代了标准器·截至1985年，计量机构人员由l至

2人发展到28人．标准器由几件发展到15种，检定项目由单一的度量

衡发展到检定27种计量器具。并从1982年开始对全县进行了标准化管

理。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既补史之缺，

为新修合川县志提供资料，又为战斗在合川计量战线职工，便于了解

历史，看到现状，想往未来·聘请了离，退休干部徐天明，甘振武，

’曾庆录为《合川县标准计量志》编纂组成员，并由甘振武为主编．经

过近一年时间，在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编纂组辛勤劳动，，于1987

年4月完成《合川县标准计量志》初稿，报送县志办审阅提出意见卜

编纂组再次进行了整理修改，已由县标准计量局和县志办审查定稿，

予以付印·

《合川县标准计量志》，是合川半个世纪以来标准计量事业发展

的记实。望能通过本志，使读者加深对标准计量的了解，从而关心和

帮助标准计量事业的发展。特别对战斗在标准计量战线的职工，望通

过本志的阅读，借其所鉴，扬长避短，发奋进取，勇于探索，以求实

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坚强的毅力，不断创新，为合川标准计量事业

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局

朱胜褥19 87年7月



凡 例

1．《合川县标准计量志》，是以马歹l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根据历史和现实

的资料，全面记述了合川标准计量工作的过去和现状·

2，本志年代界限·按合川标准计量的特点，上限从民国25年

(1936年)开始，下限至1985年末。鉴于我国标准计量历史悠久，为了

使读者了解事物的发展经过，在沿革和概述中进行了延伸追溯·对于

1986年的工作，在附录中作了要事简纪·
一

3，本志篇且结构。按其记述的内容，采取横排纵写的方式，本

着横不断项，纵不断线的原则，按事分类设章，以内容分节的办法，

分章，节、子，目四个层次进行编排．全志共分序，凡例，图、片，概

述◆大事记、分章记述。附录，编后记·在分章记述中，为了突出本

志特点，以第二章计量管理和第三章标准化管理为全志的重点，详细

记述和反映了合川标准计量工作的兴衰起落·

4，本志体例。为序，记、述、图表、录、照，使之相互照应，

以便读者既能观察事物总体，又能了解具体发展过程。除序，概述夹叙

夹议，论述兼顾外，其他均用记述体。并寓褒贬于记述中，不作评论·

5、地名，以当时称呼为准，如因原名与现名不同，在志申又多

处出现，为了避免混淆，在原有地名后面加括弧注明现名·

6，计量单位，除个别地方仍按原有习惯未变外，其余一律用法

定计量单位。

7，引文尊为了忠实原文·未加变动。对于错别字和错误计量单

．位符号，在后面加括弧更正。
．3．



标准计量志定稿座谈会

前排左起三县志总编王爵英左起二付总编唐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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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标准-计量，是随社会生产，交换的兴起而产生，伴随科学和技

术的进步而发展．从古代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器，而今发展为：长度、温

度、力学，电磁，光学、无线电，时间频率、化学、放射性十大类，

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日益显出器具的多样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计量工作是使国家计量单位制度的统一和量值标准一致的可靠保

证，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商品流通和科学实验的工具，是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因而历代政府都重视此项工作。

民国4年(19 1 5年)北洋政府袁世凯公布《权度法》。民国17年

(19 28年)，南京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方案》，以万国公制(米

突制)为度量衡标准制，以标准制简单比例制成容量以标准升为l

市升，重量以标准斤1／2为l市斤，1市斤为16两(正天平13．92两)，

长度以标准尺1／3为l市尺的一二三制为市用制(以下简称一二三

制．)。全国分三期进行推行，四川省列为第二期，要求在民国2 1年

(1932年)前完成．由于四川军阀割据，无法推行。

民国24年(1935年)川政统一。合川县从民国25年(1936年)秋

开始，逐渐推行新制。民国27年(1938年)春，合川县成立度量衡检

定室．8月，宣布新度尺在全县划一，接着推行新衡器(木秤)．民

国29年(1940年)合川县政府函令城区粮食同业公会和斗息商，从1

月1日起行使新量器，因遭到商界抵制、在民国30年(19 41年)l lf]

1日才在城区开始推行。由因合川推行新制迟缓，并将检定员安排作非



度政之事，县长袁雪压受四川省政府训令申诉。民国31年(1942年)，

合川县政府将度政列为县政中心，开始在乡镇和乡村推行新量器．并规

定每保必须购置新量器一套，价款由各乡镇公所统一收缴、如不能按数

收齐款项，便在各乡镇经费中抵扣、到期未完成任务、给以乡镇长撤职

处分。同时，还派出警丁奔赴各乡督促催收。民国34年(1945年)9月，

合川县政府宣布：每保一套新制量器，在全县划一。

但由于政府官吏勾结量器厂商、从推行新器中谋利，规定必须购

买新器由一套增为五套，自耕农、佃农有m40市石以上者必购买量器

一套，甚至每户也须构置新器。因而遭各界人士抵制，li5c效甚微．据合

川县政府民国36年(1947年)10N统计，每保五套量器仅有5j；；划一。

民国37年(19 48年)，由于全国政局急变，县府于lo月通知永同厂来合

川结算帐务，由此推行新制工作宣告结束．

1949年12H 3日，合川解放。县人民政权建立后，从19 53年起，在合

川市建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会)设置了度量衡检定组，

并设专人负责市区商贸度量衡器的监督管理，对粮食计量进行了改革，

将集市粮食量器改用衡器。

1957年计量机构单独建制，成立《合川市度量衡检定所》。1958年

合川市撤销，便更名为《合川县计量检定站》，负责全县度量衡器的监

督管理．除对度量衡器的制造、修理实行检定外，对在用度量衡器开

始实行周期检定。

1958年10月，开始改革16两市秤为10两制．

1960年6月，全县统一酒精计量，全面使用新制酒精计．

1962年2月，合川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

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布告》，宣布废除16两制秤及16两油酒

提，一律行使10两制秤。从此，十进位制在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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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使计量管理受到严重干扰，区乡周期检定

曾一度中断，并于1969年1月将计量机构宣布取销，致使计量工作无

法开展，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1 9 77年5月2 7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管理条例》，6月中共合川县委组织部批复成立《合川县标准

计量管理所》，恢复了计量机构。同年、合川县革命委员会颁发《合川

县计量管理办法》，使计量管理重新走上正轨。1978年8月开始改革中

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lo月完成全县改制工作．江津地区派人来合检

查验收，向受检单位发了合格证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1979年至1985年是合川标准、计量事

业发展迅速、变化深刻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健全完善了机构，不仅

成立了《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局》，局下设置了股、站、所．并新建

9 60m2楼房一栋，计量人员增至28人。充实了技术设备，更新了标准器，

高了标准器的等级和精度，扩大了计量检定顶目。从1982年起，开始对

标准和产品质量的管理监督，新建立起产品质量检测化验室，填补了

合川无检测手段的空白，使产品由抽样送检到自身独立承担白酒和饮

料的检测任务．而且管理制度也日趋完善，各项制度逐步健全，合川

县人民政府随着国家各项标准、计量《条例》，法规的颁布，分别于

1980年和1984年颁发了《关于加强计量管理的布告》和《合川县产品

质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标准计量局‘为了普及计量法规，在全县范

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法定计量单位》，《计量法》的宣传，使十多

‘万人次受到计量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全县标准计量管理走上正规化、制

度化、规范化。

但由于合川标准、计量工作，从民国时期成立计量机构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 78年，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设备简陋，因而基础



差、底子薄，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较大发展，但仍还处于建

设过程中，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任重道远。目酶，移j、准计量

局正在抓紧进行基础建设和智力开发，以便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加

强计量和标准的监督管理，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大 事 记

时 间 大 事 记 略

民国24年 5月，合川县政府颁发布告：规定凡以制造，贩卖新度量衡

(1935年) 器为业者，限于6月30日止登记

6月，合川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6月25日起，一律停止
民国25年

制造，贩卖旧度量衡器。

9月，县商会根据县府训令，召开各度器商和各帮主席会，评
(1936年)

定新度尺价格，开始在城区推行新度尺。

春，合川成立度量衡检定室。
民国27年

8月，合川宣布新度尺在合川县城乡划一。
(1938年) 在城区开始推行新衡器。～I一————·---j-——--·----———-———-．—．．-----。．．．．．．．．．．．．．．，．．．．．．．．．．．．．．一民国28年

仲夏，秤商向洪顺无照私造旧秤。县府以伪造度量衡罪逮捕。
(1939年)

4月，合川度量衡检定室，检定员李独开带领警丁在城区菜

市检查，发现部份菜农使用旧秤被拿获，当场没收，菜农不服，

民国29年 进行扭闹，由菜农选出8名代表随同检定员到县府解决，军法官

以干扰度政的罪名，给代表每人各打20大扳，取保释放处分。

(1940年) 仲夏，在杨柳街检查发现米商米洪洋使用旧秤，当即将旧秤没

收，米对检定员进行哄闹，被带到县府收押候审，7月22日日机

轰炸合川，米被炸死于狱中。

县商会召集各帮会主席和撮斗工会负责人会，决定于11月1
民国30年

日起，在城区使用新量器。

12月，由于合川县县长袁雪短将检定员安排办理非度政事
(1941年)

务，受四JIl省政府调令申斥。

民国31年

‘

开始在区、乡推行新量器。

城区米商左郑氏暗中使用旧器，被拿获，给以拘役，罚款法
(1942年) 币200元处分。

·13·



续前表

时 间 大 事 记 略

2月，开始在乡村推行新量器，县政府训令规定：每保推行

新量器一套。

民国32年 8月，合川县政府按全县73名乡镇长推行度政成效，呈报三

区行署审批给与了奖惩。有2人加薪，3入记功，20人嘉奖，48

(1943年) 人被申斥。

大河坝粮食分总管理员张自煊，制造旧量器交手丐粮米，被当

地政府和群众拿获，县府函告合川聚点仓库将张解送县府候审。

民国34年 9月，合川县政府宣布：每保推行新量器一套，完全划一。

察院街商人刘久成使用伪造度尺，被雇客扭送县府，被处以
(1945年)

拘役7日，取保释放处分。

民国35年 11月，在每保推行一套新量器基础上，又重新制定颁发《合

川县政府推行新量器实施办法》，办法规定每保推行新量器五
(1946年)

套，并限定了各指导区完成的时间。

4月，合川县政府训令各乡镇：30市石以上自耕农或40市石
民国36年

以上佃农，均应购置一套新量器。

9月，合川县政府又规定：每户推行新量器三升一个，每保
(1947年)

购置50市斤杆秤2支。

合川县市场管理委员会颁发《取缔非法商业行为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使用不合标准的度量衡器或暗行加磅加秤，压磅压

1952年 秤，欺骗买主或卖主者，依其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公开悔

过，一月以上三月以下停业或永久停业，科以罚款，直至送司

法机关处理。

10月15日，合川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内，设立度量衡检定组，

1953年 负责市区范围度量衡管理。

城乡集市粮食计量由量器改为衡器。

1957年 8月1日，合川市成立度量衡检定所。

2月，将合JIl市度量衡检定所改为合川县度量衡检定所。

3月，更名为合川县计量检定站。

1958年 10月，根据上级改革市用衡器的指示，计量检定站通知衡器

制造厂，停止16两秤生产，生产lo两为1斤的新秤。并在城关进

行市用衡器改革的试点。

·14·



续前表

时 间 大 事 记 略

检定权下放给区市管会和城关木秤生产合作社。全县设云

门、小沔、龙市、太和、利泽五个检定点，负责本辖区和附近

区的度量衡检定。

国营度量衡厂划属县科委作为计量检定站实验工厂。

1959年 5月，合川计量检定站向县人委写了《关于市斤改十进馕闽
题的报告》。

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推动

了全县政制工作。

7月，合川县入民委员会批转了计量检定站改制工作报告。

2月1日合川县人民委员会颁发《贯彻执行关于统一我国计

量制度的命令布告》宣布从布告之日起，一律禁止使用16两秤和
1960年

油酒提，全县完成十进位木秤和油洒提改制工作。

一6月，统一全县酒精计量。

2月，合川县计量检定站更名为合川县计量标准站。
1961年

6月，收回下放的检定权。

1963年 1月，合川县计量标准站更名为合川县计量检定站。

1964年 4月，对全县度量衡制造修理工进行第一次技术考核。

1月13日，合川县计量检定站撤销由江津地区计量检定所革
1969年

命委员会派出办事组驻合Jll。‘’ ，

7月，江津地区计量检定所革委会驻合办事组撤销，业务划

属合川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市场整顿组。为了开展业务，并
1971年

刻制：四JIl省合川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市场整顿组计量检定

专用章和检定收费专用章两枚。

为推广候光炯教授利用土壤速测器进行土壤测试，县财政拨

1975年 款4千元购置设备、药品，与合川二中共建土壤化验室，时过不

久，不宣而散。

6月12日恢复计量机构，成立《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所》。
．：1977年

合川县革命委员会颁发《合川县计量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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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时 间 大 。事 记 略

招收大集体检定修理-T-．10人，1979年1月报到。

对区、乡14名制造修理工进行了技术考核。
1978年

10月，全县完成中医处方用药计量改革。经江津地区改革中

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入来合检查，验收合梳

3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所团交

部。

1979年 4月23日，撤销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所，成立合川县标准计

量管理局。

11Y]，建立中国共产党合川标准计量局机关支部。

合川县革命委员会颁发《关于加强计量管理的布告》。
1980年

对全县城乡18名制造修理工进行技术考核。

合JlI遭受特大水灾，办公室和检定室被水淹。上级拨款加自

筹资金，在南津街望江楼3号新建房屋一幢，建筑面积为960m3。
1981年

7月14日，国务院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

与符号方案(试行)》，使计量单位进一步统一。

3月，全县召开第一次标准化工作会议，从此开始进行标准

化管理。

全县开展靠五查”评比活动，共评出合川化J二厂，合川氮肥

1982年 厂、三汇水泥厂、云门铁工厂，钱塘酒厂，蚕茧公司、合JII丝

厂、天星麸醋厂、合川机具厂，合川机械厂、国营糖果六门

市、合川酒厂、粮食局，火柴厂14个单位为标准计量，节能先进

单位，县府发给了奖状o

1983年 对区，乡部份计量制造、修理工进行技术考核。

1月，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局改名为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站。

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

争》。6月，台川县人民政府向各区(镇)乡人民政府发出《关

于全匝f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通知》。lO月，合川县人民政府

1984年 成立推行法定计量单位领导小组，由县长马泽民任组长。．

4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合川县标准计量管理局党组。

7月，合川组织试制的靠千克秤一被重庆市计量局鉴定评选

为重庆市样板秤，9月作为重庆市代表秤之一参加全国轻工部、

标准局搿千克秤”定型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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