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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

在“蛊世修志，势在必行"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志》，作为一部基层志书正式和读者见面了。

所三十周年奉献的一份厚礼。

这是农科所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也是向建

《所志》以翔实的资料，系统记述了1 9 5 9——1i 9 8 8年的主要科研活劝，反

映了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以及人员、经费、设备、设施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

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大理州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缩影。三十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它却展现了全所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艰苦奋

斗，奋发图强，刻若钴研，勇于实践，勤奋探索，敢于攀登，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

神风貌。《所志》还体现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入枉村

办好科技基点，找准障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此为基础选题立项，协作攻关，

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先决条件。贯彻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知

识分子必须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取得科技成果的基本保证，坚持领导、干部、科技

人员，农民群众相结合，实验室、试验场、科技基点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

是科技发展的成功之本。《所志》还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英明论

断。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在技术和人才竞争的当今，我深信，大理州衣科

所一定会继往开来，肩负起科技兴农，振兴民族经济的重任，一个光辉舢烂的前景，也

必将展示在她的未来。

借此机会，对编纂本志的主编、以及全体编审人员的鼎力支持，而使《所志》得以

及时问世，致以衷心的感谢。

王礼开

一九九一年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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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建立至今。已三十年了。建所以来，坚持科研必须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实行开门办所，排除各种干扰，采取领导、技术员、群众相结

合．实验室、试验场、农村基点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针对地

区特点．找准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选择科研课题的依据．积极开展试验研

究，通过科技人员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倾洒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取得丰硕的科研

成果。运用大办样板的形式．将科研成果迅速推广到大面积生产上．使之直接转化为生

产力．推动了大理州农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三十年来，共完成主要科研项目1 0 8项。

水稻上．针对地方晶种生产性能差和主产区常受低温冷害的侵袭，导致“两头不

稳"的主要矛盾．通过引种鉴定和自己培育相结合的方法．引种推广了昆明李子黄、半

节芒．曲靖海排谷，云南省农科院培育的西南1了5、3了3、云粳系统．省外培育的

台北8号。台中3 1、南京1 1、1 2号、桂朝2号．楚雄州农科所培育的楚粳系统等

良种，自己又先后培育出适于海拔l 8 0 0米以上稻区种植的抗性强的5 0一了0 1、

7 3 4 4、7 5 6 4，1 O 4 1、鹤1 6等新晶种．为夺取水稻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栽培技术上研制成功的薄膜育秧．中层施肥．稻麦吨粮田和薄膜育秧．抗性

强的高产良种，适期早栽，中层施肥为骨干的稳产高产综合栽培技术．在州内广泛应用

后，对水稻生产的快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一举打破了大理州水稻总产长期在

2．5亿公斤左右徘徊的局面．上升到4．4亿公斤(1 9 8 4年)的新台阶．为人们

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小麦上，面对优良品种贫乏．耕作粗放．导致产量极低的觋实状况．建所以来。即

以小麦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突破日．从品种和栽培入手．加强了试验研究．使科研走在

农业生产的前面。品种研究上．六十年代初着重是引种推广了欧柔、了了8等良种，继

而广泛应用自己选育的2 4—2 6、6 3、凤麦1—1了号．其中以风麦1 3号最佳，

仅1 9 7 8年全省就推广1 0 0万亩．后来．因它们丧失了抗锈性．又选育也7 8系，

7 9系作为接班品种，到八十年代又以引进的8 0 3——l 9 0、4 3 7、酱1了0、

0 2 3 0、0 4 8 3及自己选育的凤麦1 8号、1 9号，2 0号等抗锈良种所取

代。总之．小麦品种的不断更新．基本上是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形势需要相适应的。

栽培技术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就创造出亩产4 0 0多公斤的典型．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克服了“种懒庄稼”的思想，激发起科学种麦的积极性，特别是一抓、．7-1h、三改革、

四及时综合栽培技术的研制成功和广泛推广应用，为大理州的小麦生产开创了新的局

面，进入一个快速发腱的时期，并对全省小麦生产起到良好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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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上，通过连续3次赴异地冬繁，培训了科技队伍．掌握了有关玉米制种的科技知

识和操作技能，逐步建立起玉米制种基地，加快了杂交玉米的推广步伐。1988年，全州种植

杂交玉米50多万亩，已占玉米总面积的60％以上．2：2宽窄行玉米大豆问作的高产栽

培技术的研制成功和广泛推广应用．为大理州玉米生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薪路子。

蚕豆上，六十年代引进推广昆明大自豆、宜良绿叶豆、澄江中粒豆．促进了蚕豆生

产的发展．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自己选育出风豆1—3号等新品种．尤其是风豆

1号创全省蚕豆单产之冠以后，为蚕豆生产更上一层楼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栽培技术

上．研究总结出不同土壤类型田块上亩产2 5 0—3 0 0公斤的群体结构指标和优化栽

培模式，是夺取蚕豆高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经济作物上，六十年代初，对棉花、亚麻、油莱、茶叶、蚕桑、果树等曾一度进行

过研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

在土壤肥料方面．六十年代．通过试验、示范、推广磷肥．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

腥，积极引种优良绿肥品种．多品种多途径地大力发展，拓宽了肥源．培肥了地力，七

十年代稻麦高产施肥技术及氮、磷、钾合理配比的研究成果。对稻麦高产再高产起到重

要的作用I在中低产田地改良及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方面，通过采取深沟排浸，掺沙改土，

大搞条田化，平整耕地，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措施，创造出大理县湾桥、风仪红

山，巍山小后厂等典型经验．推动了全州农田建设的顺利发展，八十年代从土壤农化分

析入手，对大理螂主要水稻土壤类型的供氮规律，．土壤磷素丰缺指标，豆、稻、麦对土

壤中三要素的吸收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科学施肥提供了依据。

在植物保护方面．对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粮食作物的主要病虫草害的发生规

律及防治技术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对发生面积较

广，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稻田牙齿草．小麦条锈病．蚕豆锈病、水稻螟虫，蚜虫等，通过多

年的调查研究．基本上弄清了它们的发生规律，从品种、栽培和药剂防治方面找到有效

的防治方法，取得较佳的经济效益。此外，还配合稻、麦育种做了大量的工作。

实践证明．始终不逾地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和生产相结合的

道路．是促进科研事业发展．取得成就的中心环节。从建所初期开始．尽管面临科技人

员少．经费有限，设备条件差．对州情不甚了解等困难．为了切实搞好党和人民交给的

科研重任．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办好实验室，试验场的同时，采取派出

科技人员深入农村第一线长期坚持办好科研基点的办法，使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向

前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1、能使科研活动植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众之中．源源不

断地吸取丰富的营养，2、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便于了解熟悉乡情、县情、州情．克服

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性，3、能较快地找准阻碍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为制订

科研课题的依据(俗称大田出题目．小田作文章)，4、研制成功的科研成果．可直接

在点上进行示范，让群众在生产实践中)JII以检验、印证．确定其可行性后，才往面上推

广．真正起到样板示范和以点带面的作用I 5，有利于科技人员发扬团结协作．拼搏奉

献．奋发进取，刻苦攻关的新风尚；6、在基点所在社队，通过开办专题技术讲座、技

术夜校、技术咨询、现场练兵等多种形式，培训壮大农村科技队伍，提高广大干部群众

的科学种田水平，7、基点已办成出高产、出良种、出成果、出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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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观的。1 9 7 8年以来．有8 6项科研成

果获奖。在外调科技人员中．升任地厅级币鄯3名．县处级干部1 0名．高级农艺师5

名．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

除着国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f-1益重视和关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大

理州农科所已办成一个初具规模．成果不断，后继有人的基层科研单位。展望未来．前

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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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事记

1 9 5 9年3月1 0 H．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童。

同年·派出科技人员赴大理、祥云、永平等县卣‘次建：苞农村科研基点。

1 9 6 0年．在精减机构中，大理州科委、大理州土地利用队、大理州果树畜牧场

撤销．并入州农科所。

问年。试种亚麻成功。

1 9 6 0—1 9 6 1年．精减下放科技人员4人．工人1 8人。

1 9 6 1年，大理农校与州农科所合并。
1 9 6 2年．滇西大学撤销．部份教师及设备并入州农科所。
1 9 6 2—1 9 6 3年．派科技人员深入大理、下关、洱源、剑川、鹤庆、祥云、

巍山等县(市)农村，指导农民用赛力散处理小麦种子．控制了小麦腥黑穗病的危

害。

同期·『}f臣麴主持．与各县(市)农技站有关人员协作．首次开展磷肥肥效试
验、示范，j陂得较好的效果。

l 9 6 2—1 9 6 5年．引进推广昆明半节芒、李子黄、曲靖海排谷5 0万

亩。

i 9 6 3—1 9 6 4年，抽调所内部份科技人员及大理农校师生1 0 0人．对全州

水稻(粳稻)。铬种资源进行了普查。

l 9 6 2—1 g 6 5每．植保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蚕豆锈病的发生规律．

侵染途径．提出了可行的综合防治措施。

1 9 6 4年，所校分开。

同年，Ijl孙方主持，与弥渡县农技站合作．在弥渡县举办以密植单打顶为中心的棉

花样板田。获得丰收。

同年．弥渡陶营、洱源余庄基点、州所试验场有关人员首次，l：展水稻杂交育种．经

多年选择，培育出文革1—1 0号水稻新。协种。

¨年，州所试验场小麦丰产试验田，创宙J燃4 4 0．3 5；公斤的高产纪录。

确‘F·；奎塞鲞姆在火强!县湾桥公社’莳次举办小麦中间试验田．获得丰收。
同‘n在州所试验场、洱源县余庄、弥渡县东武邑、陶营基点．哲次进行塑料薄膜

育秧试验．获得成功。

1、9 6 5年．州级农水系统各单位下放到大理县风仪公社为中共大理地委举办的中

心样板田服务．州农科所也随同迁往凤仪。

同年．李文章、邓丽梅等旨次){：展小发杂交育种．|获得一一批杂交后代．在“文化火

革命"武斗升级期问．所内多数成员为了避免介入而暂时出走．李守仁、杨增蔚、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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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鏖些逖降自愿留下。既传护了所内全部财产t又使试验场的试验没有中断．保存
了一批毒贵的育种材料．，孙方则坚持在小炎育种圃中进行观察汜载，通过各种性状的分

析，指出编号为O 8 5是一个有希望的组合．后经有关人．淤的选择，：1 9 T 2年从其后

代中培育出风蛊1 3譬。1 9了8年．彳E全省推广约1 0 0万‘曲．嘶江县红一U 1队创由．

产8 2 5．4 5公斤的全凼冬搔小麦单产之冠。

l|】4年，孙方根据大理州的自然特点及多年调查研究的资料，苗‘次提出将全州稻作区

划分为低热、温热、温暖、温凉区的新观点．为分类指导提供了依据。

同年，全州推广种植绿肥3 4万亩。

1 9 6 6年．刘有德等首次采用化学除草剂防除稻田牙齿单获得成功。

1 9 6 6年秋一1 9 6 9年， “文化大革命”驯问，全省掀起一股撤销农科所之

风．州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汪修章坚决指出：州农科所是一个能干实事的单位，出二]二发

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应当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农科所才没有被撤销。而所内干部、科

技人员在此j{Jj问则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试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中

断。

1 g 6 7年冬，州农科所新建的一幢仓库．夜间被坏人放火烧毁．损失近万元。
1 9 6 9—1 9 8 3年，李琼兰等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大理州小麦条锈病

的流行规律，找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1 9 7 0年，l李宗棠陲进行水稻氮素化肥深旌试验．。取得较好的效果，l 9 7 6

年，孙方等在大理县风仪基点进行水稻氮索化肥深施中问试验，取得较佳的经济效益。

1 9 7 8年以后，此项成果在州内⋯省内得到广泛应用．1 9 8 4年全州推广6 1．5

万亩。 ．，
■

。同年秋，恢复和新建了大理县风仪、剑川县龙门、巍山县小后厂基点。为在乐和办

好小麦样板田，由李文章把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概括为一抓、二化、三改革、四及时。通

过大理风仪乐和基点和全社的实践，证明这套技术是成功的，1 g了4年后，在省内、

州；内被誉为“风仪经验"而加以广泛应用。

一1 9 7 2—1 9 7 5年，培育出耐寒、抗病、高产盼多穗型水稻新I-IJ}1种5．O。～

7 0 i、．7 3 4 4—7 5 6 4、一T 5选2、。7：6 l等·曩9 8 4全州推广约3 0万

宙。 i
--

1 9 7 3年。李守仁、韩述人组织．孙方、董鼎豢等参加．，在大理县风仪、剑川县

龙门9个基点1 1 0 5宙水稻上．也用以溥膜育秧，良种．j产栽为骨干措施的综合栽培

技术作中间试验，取得较佳的经济效益。0l起州党委副二播记李原蝴泛度重视．拨出专款
5万元给州农科所购买塑料薄膜．扩大示范碰积。一 。

1 9 7 3—1 9 7 5年，植保科技人员选取不¨药剂对稻田稗杂j】_1IL"、1早地杂草进行

化学除草试验，取得显省效果。、尔后。在金州得到广泛应川。1 9 8 2年以米，每年稻

田化学除草面影{都在6 0万亩以上。

1 9 7 4年起．随着薄膜育秧、早熟^^种的广泛应用，促使水稻早熟早收，为蚕豆

井墒点明豆夺取高产打下坚实基础．使蚕豆单产从过去点钻棵豆时的1 2 0公斤左右．

提高到2 0 0—2 5 0公斤。

．I 5 ·



1 9 7 7一l 9 8 0年，杨忠等通过杂交育种和系统选育方法。培育出蚕豆新品种

风豆l号(8 0 1 0)、8 1 1 9、8 0 2 3、T 8 3 4、风豆2号(8 0 4 0—3)

等．一般亩产3 5 0—4 0 0公斤．1 9 8 5年．犬理市七里桥乡王朝仁户，示范凤豆

l号1．4 9亩，亩产5 1 4．1 8公斤．创云南省蚕豆单产之冠。

i 9 7 8年。孙方等根据多年水稻栽培技术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出：薄膜育

秧．抗性强的高产良种，适圳早栽，中层施肥为骨干的综合栽培技术，得到各级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并采取协作攻关，层层大办样板的形式，

在全州范围内大力加以推广，对促进大理州水稻增产起到重大作用．水稻总产从19 7 7

年的2亿公斤。上升到l 9 8 4年的4。4亿公斤。

同年，制订出农村科研基点工作条例。

同年。成立州农干校。到1 9 8 4年．先后培{J}}县区党政干部、农利，员5 0 0多人

次，1 9 8 5年撤销。

同年．派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1 9 7 9年，山大理县凤仪公社科技基点队派出队长、农科员4 0人，分赴省内和

贵州省部份专州指导科学种轰．传授高产栽培技术。

同年．州农科所派出科技人员到各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讲水稻高产栽培技

术。并培训科技骨干1．4万人。

1 9 7 9一t 9 8 1年，张德轮等应用杂交育种方法．培育出风麦1 8、 1 9、

2 0号等小麦新品种。

1 9 7 9—1 9 8 5年。通过各种会议、专题技术讲座、现场练兵、巡回宣讲等多

种形式．每年为全州培训各级干部、农科员、科技户3—4万人．不断提高其科学种田
水平。

1 9 8 0—1 9 8 1年．创造出稻麦亩产超吨粮的典型。

阔期，完成1广全州农作物病、虫、一啦害普查。

I司均j。针对风麦1 3号锈病严重．出现I＼f。种危机的严峻局面．组织各基点加速繁殖
T 8、了9系(含夏繁)和外引l协种云植8 0 3、8 0 3—1 9 O、4 3了等抗锈新

良种，并由州农学会组织小麦品种考察，提出品种布局意见，经两年实践，Hp扭转被动

局面。此后，大理州就不再发生大面秽{小麦锈病流行的局断。
1 9 8 1年，评定技术职称中．有i 4名技术员评为农艺师。

1 9 8 1—1 9 8 3年，研究出不同稻区水稻施用氮、磷、钢I肥11，J合理配方比

例。

1 9 7 8～1 9 8 3年。培舒出水稻良种1 4 8、1 0 4 1、鹤1 6等．1 9 8 8

年全州推广‘‘鹤1 6”1 0万多由。

1 9 8 2—1 9 8 3年，石因君研究出2：2宽窄行玉米大豆问作的高产栽培技

术。1 9 8 7年全州推广7．7万亩．(1 9 9 0年。全州推广2 9万亩)获得较佳的

经济效益。

1 9 8 3年，补!Jl'-J’州农科所lhl大弹1}f风呜大队风鹊1队、北街1、2队征Jjl：J：地
1 2 5．2 6亩的手续．山中共大理州委、火理州人民政府发了正式文件．从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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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拨专款8 8 7 8 0．3 8元作为征用费．免去凤；：j 1队的公余粮负担。

1 9 8 5年．州所种猪场撤销。

同年，采用高温处理种子．克服种子休眠期．实行客土和土壤消毒．增施有机肥．

消除连作障碍·并改育秧移栽为早直播．使温室终年得到利用．变一年加一代为两年加

五代．从而加快了育种进程。

1 9 8 3—1 9 8 8年．杨忠、李秀培经过反复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总结出蚕豆

巍产优化栽培模式；键进了蚕豆生产的发展。
1 9 8 8年，评定技术职称中．有了，名农艺师评为高级农艺师．有2 O名技术员评

为农艺师。



第二章 机 构

第一节 机构沿革

1 9 5 8年冬。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指示．中共大理地委决定建立

大理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由杨增蔚负责筹建．经过筹备组与大理农校、下关市委、福星

公社党委负责人联系研究后．确定所址设存大弱!农校内．m农校借给必要的住房及斋

厩．I句下关市福星管理区划拨土地6 0商作试验场．向大理州农场、祥云、剑jlI县农

场，抽调行政、科技干部2人．工人i 6人，于1 9 5 9年3 JJ i 0 11正式成t大理由

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I 9 6 0年．精减机构中．大理州科委．大理州二E地利用队．大理州果树畜牧场撤

销．并入大理州农科所。

l 9 6 i年初．为了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巾共大理地委决定把大理农校与大理州农

科所合并．实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及半工半读制，领导互相兼任．教员有计划地

参加科研实践，科技干部有选择地给学生上有关专业的辅导课．学生除读书外，还要参

加科研活动并承包大田生产．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利于培养fl；具彳『真才实学的
人才。

1 9 6 2年．滇西大学撤销．部份教师及设备并入州农科所。
l 9 6 4年，所校分开。

1 9 6 5年．为了配龠111共大理地委枉大理县风仪公社举办Ih心样板的需要．州级

农水系统均下放到该公社为样板田服务，州农利．所也从下关迁至风仪先是向公社借fl：

原凤仪县代丧宿禽及北街公虏．向风鸥管≯健I爱征jij荒坡及f11地i 2 5．2 6 1Lf作试验场

及生活区川地，肟经冈家投资逐j!三建设．伞l 9 T 6年生活区基本建成．即归还阳公}f：

借刖l，『勺住房．企部搬迁令新址．现确’生活区川地5 I．8 8 1i『．房屋建筑而积8 0 6 6

j卜方米．其小办jl：川膀i 0 4 5 jr方米．生产生f．I J}j房1 9 7 4平方米．科研JfJ膀

9 7 2 jF方米．职jl'AL-宅3 5 9 4、F方米．其它，li玎房4 7 8、|，．方米．阎定资产：5 6．9 7

万元．彳r较为齐全的分析化验设备。

i 9 7 8年。成立大理州农业干部学校．所长兼校长．科技骨干兼教员．t 9 8 5

年农干校撤销。

1 9 8 8年．全所有职工9 6人．其Jfl行政干部2人．科技人bi 5 8人．(i蔫级农

艺师7人．农艺师2 0人．其它3 1人)．’I：人3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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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农科所机构设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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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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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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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农科所历届领导人名录
1 9 5 9·3——1 9 6 1

所长杨增蔚

副所长孙方(1 9 6 0——1 g 6 1)

1 9 B 2～1 9 6 4

所长杜振宗(农校校长兼)

副所长杨增蔚 孙方

l 9 6 5～1 g 6 8

所长廖宗舜(州农业局副局长兼)

副所长杨增蔚 孙方

李守仁(1 9 6 5·1 1——1 9 6 8·l 0)

1 9 6 8·I 1——1 9 7 8·6

革委会：ii任宋宜敏(军代表1 9 6 8·1 1——1 9 6 9·t)

熊昌盛(军代表1 9 6 9·2)

李守仁(1 9 6 9·3——1 9 7 8·6)

副主任李守仁(1 9 6 8·1 1——l 9 6 9·2)

韩述人(1 9 6 8·1 1——1 9了，『·l 1)

陆圆光(1 9 7 7·1 0——1 9 T 8·6)

1 g 7 8·6——1 9 8 0·6

所长钟振川

副所长孙方

I型I
董鼎泰

l 9 8 1·9——i 9 8 4·4

所长杨增蔚

副所长I王志诚l

董鼎泰(1 9了9·3——1 9 8 3)

王札开(1 9 8 0·1 2——1 9 8 4·4)

张树藩(1 9 8 4·4——)

1 9 8 4·5——l 9 8 8

所长 王礼了}：

剐所长张德轮

李宗棠l

张树藩(1 9 8 6)

l 9 8 8——

所长王礼开

剐所艮张德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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