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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科学技术志》是锦州历史上第一部记述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专业书。它的

问世，是锦州人民的一件大事。

锦州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着生

产劳动。伴随源远流长的历史，科学技术而萌生和发展，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

明，进步。

’解放前，锦州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锦州广大劳动人民和科技人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挥聪明才智，勇于探索进

取，不断地创造出科技成果。1966年锦州被国务院命名为搿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靠。

全国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特别是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锦州

的科学技术更加生机盎然，科技成果累累，锦州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新的科学技术领

域。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锦州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编修工作人员，以马歹lj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博采大量的翔实资

料，全面、系统地编写这部记述科技的历史和现状的科技志书，实为历史上一个重要贡

献。它讴歌锦州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艰苦奋斗，勇于探

索、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创建的业绩，展现出锦州科技工作兴滞起伏的进程和发展规律。

具备了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先人写志，惠及后人。我们深信，《锦州市科学技术志》的出版，必将有益于了解

过去、研究当前、启迪未来，更加激发锦州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向上力

量，为建设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新锦州贡献聪明才智和力量。

编者

I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

事求是的精神·

二，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志书体，横排竖写，以类系事，记述以时为序。

三，本志设主文为概述，大事记、门类志、人物四部分。辅文有序言，凡例，附

录，编纂始末等。门类志以篇，章，节，目为序。

四，本志记事，上不划限，下限至1985年末。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1948

年解放后锦州市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和现状。

五、本志地名、政权、单位，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书写。

六、本志使用文字，以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的《简化

字总表》为准。年，月、日及数字均执行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发出的联合通知的有关规
定。

七、本志中的计量单位，执行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的规定。

八，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依年，月，日顺序排

列，日期不清的，列到月尾，月份不清的，列到年末。

九、对锦州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员，已故者立传}健在者做简介和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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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锦州市位于辽宁省西南端，在东经119。347",-122。367，北纬39。597"-,42。087之间。

辖绥中、兴城、锦西，义县，黑山、北镇，锦县7个县(市)及古塔、凌河，太和，

南票，葫芦岛5个区，总面积为17，466平方公里。北与朝阳，阜新两市接壤，东与沈

阳、盘锦两市毗连，南临渤海，西与河北省为界，形成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带，是

关内外的交通枢纽，素称“辽西走廊一。

境内有医巫闻山山脉，松岭山山脉余脉，和宽阔的沿海水域。平原土质比较肥沃，

适于粮食，棉花、花生等农作物生长发育。林业，果树，海洋和地下矿藏等资源丰富。

金属和非金属矿藏有50多种。其中，煤炭储量较多，特别是钼矿储量之大，在国内是少

见的。

锦州历史悠久，从出土文物和古遗址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

地上生息繁衍，从事农、牧，渔业生产和制造生活所需的石器工具。人们的生产劳动，

推动着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辽代时期，建筑技术已相当高超。义县奉国寺

内的大雄宝殿，是采用砖木结构侧角法筑成的五脊单檐庑殿式的高大殿宇，技术精湛，

风格独特。明代时期辽东军士屯田辽西，在虹螺岘设铁场，开炉冶造农具。绥中西北山

区开始大面积栽植梨树。清朝以后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锦州大碑岭开采铅矿，南

票蛤蟆山开采煤炭，沈山铁路通车，锦州有了电灯。采矿、铁工，纺织、皮毛制革，食

品加工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锦州的皮毛、玉雕、小菜三大特产，闻名遐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他们出于掠夺的目的，相继

在杨家杖子、葫芦岛、锦州、锦西开采钼矿，建立合成炼油厂、制炼所、冶金制炼所和

造纸、陶瓷等厂。采用近代科学技术掠夺锦州的资源和财富。1945年日本投降，使工厂

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予停产半停产状态。

1948年锦州解放后，英雄土地上的雄厚物资资源得到了科学规划和逐步开发。锦州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暂短的几年经济恢复之后，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经济计

划。在此期间，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先后建立农业，果树，石

化等研究机构。随着科研机构的建立和企业科技人员的增加，形成了一支科技队伍。积

极组织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科学试验，向科学进军。锦

西化工厂自行设计施工建成国家第一套水银电解装置，为国内首先提供了高纯度烧碱。

锦西化工机械修配厂首创人造石油工业所需的主要设备“合成炉"。辽宁机械一厂、锦

州机械一厂等先后试制球墨铸铁、铸钢成功。锦州造纸厂试制成功52克凸版印刷纸。在

农业方面，实行防旱保墒，选用优良品种、适度密植，闯苗保苗，合理施肥等新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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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改变长期以来粗放稀植的习惯。同时并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种田。黑山县农民任发

改革创造的双轮犁，得到辽西省人民政府的肯定，在全省推广。耕作制度的改革，栽培

新技术的采用，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1958年到1965年，锦州科学技术进入了发展时期．但在这一段初期，由于“反右派

斗争打的扩大化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影响，使科技工作的发展受到一些干扰。

。 后经纠正，贯彻了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和广

州会议精神，调动了广大工人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解放了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采用土洋结合，大搞高、精、尖产品的科学实验，并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合，

搞技术引进，搞技术攻关。这一时期，试制和生产出不透明与透明石英管材、冶炼烯

土、无线电整机、光学，有机合成材料、机械仪表、激光、真空设备等8个方面200多

种新产品，创办了12个新兴企业。在无线电方面，当时生产的4管台式收音机达到和超

过国家规定的要求。7管便携式的收音机，在1964年全国广播收音机评比会上获质量一

等奖。到1965年锦州已生产5种晶体管和锗硅单晶。第一个生产高频大功率晶体管，

为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了贡献。锦州新生电炉电机厂在1960年先后试制成功我

国第一台真空感应炉和我国第一套自耗炉之后，1965年又成功地制造出PH一120型电子

轰击炉。经国家科委和一机部鉴定真空单位功率的铸锭直径，超过当时国内外同类产品

水平。冶炼烯土金属，是国内首创，提取分离出铈、锉、镨、钕、钐等5种元素，应用

在铸钢、铸铁、线材制作、有色金属合金等方面上。1966年2月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

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锦州被命名为“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

⋯⋯～一哆踅化大革命旷开始后r亚在兴起的“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受到严重冲击。
新兴起来的新技术，新产品，遭到破坏。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科研机构停止了科研活裸，

有的被拆散。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被诬为“反动权威"、“臭老九"，搞科学研究被诬为

“走白专道路"和“唯生产力论"。许多科技人员被批斗了，有的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或走“五·七"道路，接受再教育。虽然如此，一些科技人员凭着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和

强烈的事业心，冲破重重障碍克暇种种困难，还是千方百计地坚持搞科研，仍然取得一

些可喜的成果。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锦州科学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受到极大的鼓舞，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中共锦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为广大科技人员平

了反，重新归队，走上生产试验的岗位。为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市委、市人民政府

多次做出关于加强科技工作的决定，依靠科技振兴锦州经济。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

行，开拓技术市场，实行生产科研联合，大搞技术开发，兴办研究所，在农村点起科技

星火，进行‘‘八一六黟工程建设，锦州科技工作出现一派生机，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期

间，科技队伍发展和壮大，达到26，000余人，分布于各个行业。研究成果累累，其中获

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及省有关部门，市人民政府奖励的211项。全市获省以上的优质产品

奖257个，其中获国家金质奖3个、银质奖24个、部优85个、省优145个。到1985年，已

形成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包括冶金机械、煤炭、电力，电子，轻工，纺织、塑料、建材，

压药、皮革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工业。总产值达601，669万元。生产具有锦州特色和

2



优势的矿山机械中的凿井提升绞车，矿绞车和工程机械中的汽车起重机、真空设备中的

镀膜机、真空电炉和工业锅炉、电力电容器，焊接材料、原油加工，100系列小型电子

计算观、泡沫人造革、凌川白酒、鞭料花、医药肌日甘口服液、人造金刚石等产品，在国

内都有一定声誉和影响。特别是石英玻璃制品、化工机械、烧碱，锌，钼，钒、钛等在

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在农业方面，锦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出“锦杂75高梁"、“锦香

谷’’，“锦谷9号"，“锦交4号花生"，“锦豆6422"等新的优良品种，都得到大力

推广，推广地膜复盖花生、棉花，增产效果更为显著。兴城果树研究所育成的“早

酥，，，“锦丰，，梨，打入香港市场，创出了牌子。锦州畜牧农场培育的"锦州黑白花"

奶牛体型高大，产奶量比引进的荷兰牛高，到1985年全市推广繁育3，617头。小东种畜

场培育的东北细毛羊已成为锦州地区养羊业的主要品种，到1985年已达18万只。

纵观锦州的科技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锦州解放后科技工作的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

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依靠

党的领导，重视科学技术这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繁荣和兴旺发展。只

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的战略方针，加强科学研究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尊重知识和人才，充分发挥和调动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才能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的迅速

发展。 ．

当前锦州科技事业正处于最好时期， “七五’’科技奋斗规划和重点目标已经确

立。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在中共锦州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科

技工作者必将发扬艰苦奋斗，奋发进取，兢兢业业，努力攀登，为锦州的科技发展和经

挤振兴做出贡献。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必将推动锦州经济更加繁荣昌盛。

3



大 事 记

1020年(辽开泰九年)

修建义县奉国寺。寺内主要建筑为大雄宝殿，建筑结构造型为砖木结构五脊单檐魔

殿式，高大雄伟，是我国佛教庙宇中稀有的古建筑。

1051'年(辽清宁三年)

建造锦州大广济寺塔。塔用砖筑造，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高65余米。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

明将徐达在绥中境内修筑长城(全长44公里)和九门口关。

1396年(明洪武=十九年)

3月，设虹螺山铁场，开炉冶造农具，供屯田军士的需要。

1578年(明万历=年)

绥中西北山区，开始大面积栽植梨树。 ．

1580年(明万历八年)

在广宁城内建李成梁石坊，为四柱五楼式，高9米，宽10米。是锦州地区现存明代

石构建筑之一。

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

3月，在锦州大碑岭开采铅矿。

康熙年间，锦州什锦小菜及虾油开始生产。 ．

1801年(清嘉庆6年)

有人在虹螺岘开办增泰煤窑。

是年，一姓李人在锦州开设同盛金烧锅(今锦州凌川酒厂前身)。

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

经北镇寺院由河北省定县引进鸭梨苗木，在北镇县开始栽植。

1899年(清光绪=十五年)

安徽人刘士忠来沟帮子制作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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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清光绪=十六年)

从山海关至奉天(今沈阳)铁路正式通车。

1906年(清光绪三+=年)

锦州农业试验分场，在锦州北门外建立。

1909年(清宣统元年)

锦州官办第一家织布工厂投产。有铁轮织布机20台，木织机20台，年织布能力为

焉80匹。

1910年(清宣统二年)

毕业于锦州施医院的田会，在锦州南街路西开办集学医院。是锦州最早的一个运用

+西方医疗技术的医院。

1914年(民国三年)

锦州市建立电话局。

1916年(民国五年>

11月，创建锦县(即锦州)电灯厂，发电容量为75千瓦。

是年，奉天省林务局在锦西县城东南大土山、龙湾山两处定为造林地，占地42平方里。

1920年(民国九年)

宁波富商李善祥在锦县(即锦州)南山建立生生果园，引进熊岳苹果树苗。同时开

办半耕半读的耕余学校，传授果树栽培管理技术。

1926年(民国十五年)

绥中县叶家坟屯董子衡和李明山，御办占地90亩的果树苗圃，试行芽接法，繁育苗

．木。

1927年(民国十六年) 、

北宁铁路局在兴城建立温泉果树试验地，占有土地20亩。

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

类。

锦西杨家杖子发现钼矿。经鉴别为辉钼矿。

1938年(伪满康德五年)

5月，日伪在锦州建立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厂(今锦州炼油厂前身)。

6月，伪日满制粉株式会社锦州工厂建成投产(今锦州面粉厂前身)。

是年，日伪在锦西县高桥镇用甜水河泉水养殖鲤、鳗鱼和海鲶鱼，首次人工养殖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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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伪满康德六年)

5月，伪满洲矿山株式会社葫芦岛制炼所动工兴建(今葫芦岛锌厂前身)。

6月2日，开建金城造纸厂(当时厂名为锦州巴尔布株式会社)。工厂隶属于日举

王子制纸株式会社。

1941年(伪满康德八年)

日本陆军省在锦西修建燃料厂第二制造所，用原油炼制汽油和柴油o

1942年(伪满康德九年)

12月，锦州制炼所建成(今铁合金厂前身)。

是年，由日本资本家加滕、板桓建立锦州陶瓷厂，1944年投产。

是年，手工业者孟昭才由山东烟台迁来锦州，开设小作坊，生产孟字剪刀，当时在．

辽西和热河一带享有盛誉。

1949年

1月，在锦州市北郊二道河子建立辽西省农业试验场(今锦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前

身)。

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在兴城建立园艺试验场(即兴城果树研究所前身)。

1950年‘

lo月，葫芦岛锌厂，经过试产，开始产锌。

1 951年 ·

2月，黑山县农民任发将木犁托头改为双轮，被辽西省政府命名“任发双轮犁"，

在全省推广。 ．。

5月，锦西化工厂自行设计施工，建成我国第一套水银电解装置，为国内首先提供

高纯度烧碱。 ，

． 1 952年．

4月29日，锦州市建筑工会在省百货公司建筑工地举行苏长友先进砌砖法表演大

会。

8月24日，锦州纺织厂创造了“二七粗纱操作法’’。

： 1953年’

10月17日，锦州电业局采用汽车立杆，提高效率4倍。

19-,一20日，中共锦州市委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发挥和调动企业技术人员的积极

性、创造性。市委书记高诚做了总结。
’

12月16日，四。一厂车工谢成山等试制成功口匿辊光刀"，比手工操作提高12倍。

是年，四。一厂技术员吴震华等试制成功私冷却筒"。每年可节约资金5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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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

。

1月，辽西皮毛厂一车间改铲皮、洗皮手工操作为机械操作。

3月16日，锦西化工机械修配厂试制成功国家第一台人造石油所需的主要设备描合

成炉"。

7月16日，辽西陶瓷厂第三车间烧成段段长，省劳动模范侯美，创造口密码快烧

法"，合格率由78．8％上升为so％，产量由每窑烧24，400个提高到26，500个。节煤40吨。

1S55年

2月4日，锦州造纸厂试制成功52克凸版印刷纸。

5月11日，辽宁机械一厂试制球墨铸铁成功。

12月25日，锦州机械一厂试制铸钢成功。

1SS$年

1月1日，锦州造纸厂试制成功合乎国家标准的“卷筒纸’’。

5月6日，锦西化工厂试制成功“塔式合成器弦。

7月8日，锦州制药厂试制成功硫酸钾、氯化钾等7种新产品。

17日，锦州石油六厂第一部“水煤气炉’’正式点火生产。

9月23日，召开锦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

科学普及协会锦州分会。

12月1日，锦州新生电机厂，阴极开关试制成功，主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

1S57年

4月16日，锦州被服厂电力缝纫机正式投入生产。

12月1日，锦州市公私合营华东机械厂自制成功国家第一台造纸精浆机·

1958年

1月，石油六厂试制成功自动化摇炉装置，提高效率10倍。

2月上旬，锦州女儿河纺织厂试用人造纤维纺织成功。

3月13日，锦州农业试验站江博源工程师，试制成功风力发电机。

2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兴城果树研究所正式命名。

4月12日，锦州石油六厂开始提炼液化石油气。

7月16日，锦州砖瓦厂试制红色炉渣砖，超过300标号的标准，居全国首位。

21日，锦州市科普协会分会与工会，团市委联合举办锦州市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庙

会。

8月26日，锦州纺织厂试织双层布成功。不仅使布机效率提高一倍以上，而且打破

了普通布机不能织宽幅产品的常规。

9月20日，葫芦岛锌厂炼出了第一炉合格的钒铁。是国家钒铁生产的开端。
；oYJ 4日，锦州石英玻璃厂制出直径100毫米，长l米的不透明石英管。中共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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