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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砝码使用的30Kg天平。 通过市场大检查组织

7☆毁不合格的木杆秤。

内江市纤检所使用的纤维织品检验仪



四川省石油销售

二级批发企业——

内江石油站。

内江市纤检所棉花标准仿制

审查组进行棉花标准验收。

内江市标准计量管理局正组织计量检定人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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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白马发电厂20万机组主厂房一角。
资阳市城关粮站生产

的部分产品。



安岳县水泥厂

主产的普通硅酸盐水

尼。

中国包装总公司内江

包装材料总厂生产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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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质检所

正在对食品、化工

产品进行检验的情况。

国

勤

内江市计量测试所建立n

电度表检定装置。

图为内江市质检所建树榆骏人员正在对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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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元

标准化和计量活动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古结绳记事、刻痕

计量、以豆点数，可说是其萌芽，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则应

是我国标准化、计量事业的诞生和真正兴起；到清朝康熙年间又创营造库平制，使之更有

所发展；至现代我国的标准化：计量实行与世界统一的标准化、计量制度，达到更为科学和

完善的地步．标准化和计量，逐步由原始、粗糙、简单走向现代、精密、复杂，它与人类生产

活动、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既是它们的产物．又互为促进．如今，它已成为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节约能源，提高经济效益，保障商品交

换的秩序，进行科学管理等等都具有重大作用．

从古至今，标准化，计量之制、之事．代有所记，但为其独辟新篇立志，则今属首创之

举，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我们内江地区，早在民国初即已实行‘权度法’，计量用库平和

米制．而自1936年以来，历届政府均将标准化、计量纳入施政范围，依法进行监督管理，特

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标准化、计量工作、事业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为推进我国、我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新的贡献，产生了深远广

泛的影响．将其实事求是载诸史册，彰往知来，惠及子孙，是十分必要的．．值。盛世修志”，

光风霁月，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组建了修志领导机构和写作班子，自1988年

3月始，至1988年12月，以近一年紧张而艰苦的劳作，终于奉献出‘内江地区标准计量

志'，我们深感欣慰． ．

．这都志书，通过对我区标准化、计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的认真搜集和归纳整理，比较全

面地如实地反映了内江地区标准化、计量的大势大略，将其兴衰起伏、因果和发展规律及

成绩失误、经验教训等等，较好地体现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一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我

们相信，这部志书的问世，对于提供领导机关进行有效决策，对于研究我区标准化、计量历

史，吸取经验教训，以及向广大群众进行标准化、计量教育，不无价值和意义．

志稿付梓，借此谨向关心、支持和参与过本志编纂工作的领导、专家、同行及工作人员

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志书无言，但你们的心血和情意，它是会永铭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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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饲

‘

一，本志以马克恩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重略

．轻，生不立传，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横排竖写，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做到资

料性、科学性相统一．

=J：限1911年．下限1986年． ．I

三、以内江地区标准化，计量为记述重点，地区标准计量部门和地直主管局开展的业

务活动详记·驻区中央部属，省属、县属企事业单位开展的业务活动及机构略记，其中专业

机构详记．

四、以198S年内江地区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

．．：

五、全志共计6章29节．文字记载约占70％，图表约占30％．

六、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政治机构、职官及业务名词术语，以当时称谓为准．地名

采用标准名称． -4

．

七、文字采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

．。八、数字用法，一律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引用的数字以主管局统计的数字为准． ．+

十、计量单位一律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

命令'中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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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标准化、计量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

的教训．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被各军阀把持的政府，对于标准化、计量事业，漠不关

+心。放任自流，标准化是空白。计量单位漫无标准．杂乱不堪，人民饱受产品质量低、商品量

．不足的痛苦．民国25年，川政统一后，全区为了废除旧的计量单位，推行新的米制和市制，

署、县建立有所、室计量管理、检定机构8个．配备有主任8人，检定员20人．公役14人．

并对全区4l家度量衡制造厂(店)和12家销售店进行了考核登记，颁发制造营业许可证．

监督指导依法制造、销售度量衡新器，以达到度量衡单位的统一．到民国26年，全区已换

用度器385个场，量器51个场，衡器286个场，共发放新度器15663支，新量器802件，新7

衡器20433支．共没收旧度器13348支、旧量器51l件、旧衡器37288支．其检定度器

。17750支、量器1682件、衡器23319支．同年11月．四川省督察员游明智曾来到二区专署

要求进行标准化工作，但因缺少经费，加之人们对标准化的作用不理解，终成泡影．民国

28年，各县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推行新莉度量衡．全区除简阳、资阳的少数乡镇外，均相继

实现了新制度量衡划一．民国29年．由于经费极度困难，署、县度量衡检管人员大量削减，

由原来的40余人减为lo余人，推行新制近乎于停止状态，旧制、旧器仍在民间广为流行．
． 新中国建立后．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全区继续采用米制和市制．但对市

制作了许多重大改革，使之更加科学化、适用化．1950年．全区开始废除升、斗，合，粮食改

用秤称．1952年至1957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政府逐步加强了对计量工作的

．领导，在各县(市)市场管理委员会下建立了度量衡检定室，陆续开展了对竹木直尺、杆秤、

．．戥秤、砝码、天平、油、酒量提的定期检定和检查．并在市场或商店设置。公平尺”、。公平

秤”．方便群众复尺复秤，减少计量纠纷．1958年．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内江市(县级市)

‘市场管理委员会度量衡检定室升为内江专区计量检定所．各县室也升为计量检定站．计量

人员增多，检测设备和检测项目增加．1959年6月，国务院发布‘命令)．明确规定米制为

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同时保留市制，限制英制，并改市制16两一斤为lo两一斤．同年

12月，全区改制工作结束，从此全部废除16两一斤的秤．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但

是．为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一些县把计量管理，计量检定下放给工厂和乡镇．抽走计量专

职人员，使计量事业受到一定损失．1962年至1966年，计量事业虽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但不久又受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计量事业又一次衰退了下来．从1966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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