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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悠久文化历史的传统。当今时代，正处于我国第二个社会主义建设

高潮的大发展时期。政治稳定，经济腾飞，改革开放，前程似锦。编史修志，恰适其时。《河

北科学技术志》的编修成功，对我们河北省贯彻“科技兴冀”的战略方针是极为重要的贡献，

谨表热情诚挚的祝贺!

河北省是个有着悠久传统技艺的省份。但几千年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的原因，都是

沿用口授身教的经验模式，一代一代地传递着，有不少科学家的创造和发明，未得到弘扬和

运用，各行各业的技艺和经验，多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的

口号，深深激励着河北人民，不少有识之士，从欧美和日本等国引进了_些先进科学技术，初

绽了科技事业的萌发。但一直到建国前夕，发展还是很有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开始了有计划地展开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特别是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全国科技战线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河北省的科技事

业也开始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科技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了各行各业的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输入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近万项科

技成果，并在经济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河北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一铁的事实，

充分证明了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工作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方

针的正确。

1：河北科学技术志：}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笔，记述了河北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科技事

业发展的史实，介绍了活跃在各条科技战线的优秀人物以及各级领导对贯彻执行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科技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等等。这部志书不但展示了河北

省有史以来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成就，而且还总结了各行各业在发展科技事业工作中

的宝贵历史经验，这对当今和以后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是一部具有重要

意义的资料性科技著述。，

编修科技志，·其目的绝不是为编志而编志，而是借鉴历史，开拓未来，为把我省的科技

事业不断推向新阶段，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并给后人以有益的教诲和启迪。我相信，这

部科技志定会起到这一历史作用。

叶连松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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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肇技衡志》序

‘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实践经验，结合科学理论，是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

智力和才技的结晶，也是开发自然、利用改造，用以发展经济文化的有力武器，世人称之为

第一生产力。故欲求发展经济，昌明文化，造福社会，非此莫属。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孔

夫子，以六艺授弟子，亦重科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历算、机械有辉煌成就，导致了秦汉

大一统的局面。汉初开献书之路，+后汉成帝诏刘向校书秘府，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

国校方伎。刘歆撰‘七略》，有六艺、数术、方伎之篇。是后，一上自天文、历算，下至地理图

经，中括人事，关于科技格物等图籍，代有其书。隋唐开科取士，唐设八科，取士之法多端，

有明经、明法、明字，还有明算。京师国子监六学，亦有算学，造成唐代文明宏昌之局。至

北宋而有扬名中外、造福寰宇的中古四大发明。历代科学家、发明家多见于国史方伎、艺术

等志传。其创造发明，对世界文化曾做出了伟大贡献。自西学东渐，特别是近百余年来，中

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凌的影响，向居世界文化前茅的中国，科技停滞，‘百业不竞。仁人

志士，虽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但未能实施，徒唤奈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

中共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即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确认科技

是生产力，力图发展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励精图

治，改革开放，以发展科技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1982年10月，党中央重申“经济建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自是科学事业。蔚然兴起，蓬勃发

展，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

地处黄河流域下游、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山川雄伟毓秀，人文贤哲辈出。就科学家而

言。医学家有扁鹊、刘宗素、张元素、王清任，数学家有祖冲之、祖咂父子，有李治，历算

家有刘焯、一行和尚、刘秉忠、郭守敬、王恂，地学家有郦道元、贾耽、李吉甫，博物学家

有张华，科学家有傅奕；近现代有刘仙洲、裴文中、王竹泉等。更就现代科研工作而言：1956

年设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河北省分会及河北省科学技术普及学会；1958年，中

共河北省委本中央号召，加强科技工作；1973年恢复科委，1977年恢复科协。1978年又响应

中央号召，积极发展科学技术，振兴国民经济，于是呈现出经济欣欣向荣、社会昌盛的大好

局面。为了巩固成绩、总结经验、鼓舞前进，1985年河北省科技领导小组遵照中共中央、国

务院1980年2月14日(16)号指示乃编纂《河北科学技术志》。
‘

河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自1986年成立科技志编委会后，几经筹备，始于1987年着手编



《河北科学技术志》序

纂，历经6年而成书200万言的皇皇巨著。成书之速，出版之早，在全国实居前列。科技志

的编纂本前所未有，筚路蓝缕，辛苦备尝，终告厥功，有足多著。其经验+是先草创凡例。对

于省志科技专志的体例、内容、篇目、指导思想、叙事原则与方法以及某些重要问题及编写

细则，都有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更与省直和地市科技单位密切合作，促成地区科技志，以

备取材。计全省70多单位、140多县市参加编纂工作者近万人。由于众手成书，铨配得当，速

见成效，盖由于此。这些经验诚可取法!

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理论研究，技术是对自然界的利用、改造和控制。科学研究之目的，在

于发现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揭示其内在联系而发现新的原理、原则。应用科学即技术之

目的，则在于实施并推广科研的新成果，‘用以创造或开发新系统、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后者是科技的内容，也是科技志的内容。本书即本斯义而作，叙述了河北省科学技术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而为本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必能对于振兴河北发挥巨大

作用。按史志之书谋篇立目，其法不一，或以学科，或以行业，或以行政部门，皆有不周。今

此科技志着眼于全省科技事业的全局，以其运转的主要活动而分别部居厘定篇目，颇费斟酌。

全书内容烦省合理，言简义赅，溯古详今，尤重当代，故切合实用。

河北历代有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于科学理论有优良传统。今《河北科学技术志》将

《基础理论》列入专章以见我省科技的雄厚基础和优势，见人见物，说服力强。益坚定了河北

科技人员向科学进军的信念和勇气。

中华以农立国，农为帮本，故《周书》农工商虞，以农为首，时至当代，仍以农业为国

民经济的基础，河北是全国的一个农业大省，今本志；首述农业科技；以次及于林牧、渔业、

水利f再次为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医疗、卫生、体育、公共事业及财贸。至若河北科

技优势的冶金、煤炭、纺织、建材、石油、化工、玻璃、陶瓷、水泥、医药等，亦大书特书，

突出重点。而科技的科学管理、科技开发及应用、科技普及、推广与交流等亦在所必详，深

合当代科技趋向社会化的潮流，非具史识者，乌能为之l

我尝以为我河北先民勤劳智慧，曾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富饶的优势，劈山筑渠，围海造

田，改造荒滩野岭及硗薄盐卤不毛之地，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厥功之伟，不可不

书，以励后昆。今喜《河北科学技术志》有以纪之。又尝见今之修志者，间有事业心不强，又

或缺少责任心，以致坐啸画诺，旷日持久不能成书；或则敷衍塞责，急于求成，草率为书了

之。今观此书数年竣功，质量且高，曷胜欣幸l必有所感，特抒之以劝当世。曾忆河北倡修

科技志之初，大家尚畏艰巨，无从着手。曾几何时，稿成付梓。益觉：一切工作，只要好学

深思，集思广益，努力以赴，则未有不成者!

当代国际经济大市场，竞争激烈。科技日新月异，优胜劣汰，券操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

取决于科技的进步与人才的素质。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要想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必须

求得科技产业化。则此书之出版，对于一省以至全国的四化建设，或不无推动之功也。

又修志所重，在有高质量的内容，装潢不尚豪华，宜贵典雅大方：此书装订朴素庄重亦

有示范作用，故附及之。

一九九三年癸酉之春新河

傅振伦．于北京安贞里



凡 例

凡 倒

一、编纂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内容：本志为资料性著述，内容涉及全省主要行业及学科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反映本省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

三、时间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各类科技事项尽量溯其历史渊源，下限止于1988年。

部分重大科技事项适当下延。

四、体裁：本志为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志体部分，依篇、

章、节、目序列编排，横排竖写，述而不论。

五、文体：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叙体。除古籍引文及其它必须用繁体字外，一律

用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依年月日顺序排列。日期不详，列于月末，月

份不清，列于年末。条目前的。△”标记，表示时间同上条。 ．

七、对曾做出重大科技贡献的本省及客居本省的人员，已故者立传，、在世者作简介及名

表。

八、数字用法：按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联合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料用原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资料一律折合为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记时采用公元纪年，1949年以前的年代括注历史纪年。地名、官职、党派、机

构等一律使用记事时名称，地名有变动者，括注1988年底名称。

十一、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可用简称。科学技术名词采用各相关领

域的标准用语，尚未确定的，按当代习惯书写。

十二、本志资料源于档案、典籍及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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