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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科技志》，历时一载，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我区科技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不仅以灿烂辉煌的精神文

化著称于世，而且在物质文化领域，也留下了许多不可多得

的科技瑰宝。在卷帙浩瀚的典藉中，迄今仍可见到珍贵的科

技史料，从青铜冶炼，丝织刺绣，髹漆工艺，到天文、数学

和历法等，充分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楚国，荆州已是科技

鼎盛、文化昌明。

十九纪末二十世纪初，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逐步传入境内，

一百多年来，荆州近代科技事业，创榛辟莽，从无到有、不

断发展。尤其是建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事业

如雨后春笋，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如今，科技已成为推动全

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第一生产力。

史述兴亡，志表盛衰。为重溯历史，鉴古察今，《荆州科

技志》应时代所需，逢盛世之年，纂修成书，它的问世，不

仅为我们全面而翔实地窥测近百年来荆州科技发展的脉络，

提供了一本难得的资料，同时，也为继往开来，昭今励后，

开创了新的起点。 ． 、

《荆州科技志》作为荆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科技志书，前

无范本，成书匪易，编者在较短的时问里，竭忠尽智，数易

其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然，作为一部存史的志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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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述的年代旷久，资料残缺，挂漏之处在所难免，不足之处

祈待今后的续修中，充实和完善。

恭书片言权且为序

刘涛清

1993年n月20日于荆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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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本志记事上断于18,59年，下限为1991年，

部分章节略有上溯和下延。

二，内容：主述荆州科技发展历史与现状，详今略古，

寓褒贬于史实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以文献档案为主，兼采

口碑。 ．

三，篇目：本着存史、致用的宗旨，“时经事纬”的编纂

原则，行文采用事以类从，横排竖写，图表相属。对其人物、

事件一般不加评论，只作客观表述。

四、称谓：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注明历史朝代年

号，组织名称、地名、职务，根据不同时期，用其正称。

五，说明：荆州地区科协于1984年从地区科委划出并独

立建制，故1984年以后的科技群团及活动概不辑录。

六、注释：本志属撰著体，故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厂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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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一章 概述

荆州地区地处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东经1 1 1。

15’至1144 05 7，北纬29。至3l。37’，总面积29038平

方公里，其中平原占64．4‰丘陵山区占35．60／0,辖江陵县，

松滋县，公安县、监利县、京山县，石首市，洪湖市，仙桃

市，天门市，潜江市、钟祥市11个县市，1991年全区总人

口为1 109．81万人。

荆州地利形胜，物华天宝，境内除长江、汉江外，河流

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煤、岩盐，磷，

硫铁、铝、砂石、重晶厂、白云石、累托石，滑石，石英砂

等。荆州地区的工业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已基本形成

了以纺织，建材、化工，食品、机械，造纸、缝纫为支柱的

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

’荆州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猪，鱼、禽、蛋综合商

品基地之一，素有“鱼米之乡”之美称，“处处路旁千顷稻，

家家门外一渠莲”就是对荆州农村的绝妙写照。目前，全区

粮食产量约占湖北省的l／3，棉花产量约占湖北省的l／2，

1991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为14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86．28

亿元(当年价，下同)。 ．

荆州历史悠久、古迹累累，闻名遐迩。它既是新石器时

代屈家岭文化的发祥地，又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在这块富饶

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同时，在科学技

术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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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六千年前，境内先民已开始用石铲、石斧、石凿

等磨制石器和陶纺轮从事种植和纺织。楚国定都郢以后，使

用铁制农具，推广牛耕，兴修水利，生产技术得到发展。在

江陵县郢东村出士的含金量为97．5％的“郢爱’：即是采用

通风设备升温冶炼而成的。在纺织技术方面，江陵马山一号

楚墓出土的35件战国丝织品，色泽鲜艳，图案优美，平纹织

锦的密度达到120根／厘米。在天文和历法方面，楚人创立

了二十八宿体系和楚历，从而推动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

学的发展。汉代，农业栽培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江陵纪

南城凤凰山167号西汉墓出土的四束梗稻，主穗平均长18．5

厘米，平均每穗谷粒5l颗，粒长0．8厘米。梁代，境内江陵

等地置浑天仪和铜晷表，以观天象和时日。元代，用朱墨两

色套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套印

书籍。明代t采用动物胰子丝光，是丝光技术的重大成就。

清末，囿于统治者闭关锁国，科学技术发展受到制约，

各领域的技术改良局限于民间缓慢发展。

据辖区县志载，清咸丰九年(1859)，甘福兴奉荆州太守

唐际盛指令，为江陵郝穴镇铸制铁牛，长3米、高I．8米、

面宽0．9米，外实内空，重约2000余千克，采用拼块组合泥

模造型，群炉铁水浇铸，其浇冒I=l设计巧妙合理，独具匠心，

反映当时我区在铸造业方面的技术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从美国购进陆地棉(亦称

“美棉”)在境内天门、沔阳等地推广，虽“成效终未大著’：．

但对全区棉花品种起到了一定的改良作用。

宣统二年(1910)，天门县人吴均顺，通过手工生产的天

门绢，在英国伦敦展出，获银质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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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晚清京山名中医周文采，精通医理，著有《医方

选要》·时为世人所传诵。

入民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科学

技术事业仍发展迟缓。

民国元年(1912)，湖北省实业公司在荆州城东门内开

办农事试验场，引进美国脱字棉，柯字棉和“金大2509”小

麦等品种，进行试种。翌年，江陵县来敬臣购进高脚织机，

合股办“西亚”，“协会”等三户织布作坊；民国3年(1914)

，该县吴子敬派人前往日本学习机器织布技术，并引进日本

织布铁机28部，办起云锦机器织布厂。民国9年(1920)，

张积盛生产的提花丝织物“荆缎’：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被

评为第三名。民国18年(1929)，沙市长丰机器厂全章志主

持制造一台12匹马力、二冲程和尚头柴油机，次年，该厂工

人贺美安又主持制造了一台24匹马力四冲程和尚头柴油机。

民国23年(1934)，湖北省建设厅在京山等地设立农业

推广区，创办“京山观音岩农场”和“京山林场’：配有4名

科技人员，推广农林种植技术。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0年，荆州专署成立了农业科研所，随后又相继成立了水

产科研所和农机研究所，到1957年底，全区各县陆续成立了

各类专业性科研机构。1959年7月，荆州专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成立，至此，荆州科技事业揭开了历史性的新的一页。

从1959年建立科技管理机构起至1966年，是全区科研、

开发和技术推广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科技工作的重点，

主要是通过科技讲座，展览和传授一般技术等形式，破除封

建迷信，普及科技知识，推广新式农具。这一期间，全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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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试制出脚踏打谷机，畜力脱粒机、风畜脱粒机，风畜两用

水车。潜江县龙湾等地发明的以风车为动力进行车水加工的

“风动力”技术，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成“借得天空八

面风”科教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普遍受到欢迎。另外，

在引进作物新品种和推广适用新技术等方面，先后引进推广

了岱字棉、胜利籼、南大2419，胜利油菜等品种和配套生产

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了较

大的提高。

1958年至195．9年，配合“大跃进”运动的开展，科技

工作的重点i转向围绕“大办钢铁”和工具改革上，由于受

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各地出现了“浮夸风”和违背科学规

律的做法，致使许多科研活动得不偿失。如有的地方提出

“木车木轨化”和粮食、棉花“高密度”种植，造成了人力、

物力的巨大浪费，同时给社会主义经济也带来了严重损失。

但尽管如此，全区在耕作制度、土壤改良、良种繁育，工具

改革以及水利工程设计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仍取得了

一定成就。到1 965年，全区在农业科研与推广方面，先后培

育出了荆州甜瓜四号、荆麦1号，荆麦2号等良种；工业方

面，江陵县机械厂研制出较为先进的锯齿轧花机；天门县化

肥厂还首次自产出化肥碳酸氢铵。
’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科技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科

技工作被迫中断。但是，广大科技人员，在当时极其困难的

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一些较先进的科技成果。在农业方面，

主要是抓了生物菌肥应用，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生物技

术防治、新品种选育，三系配套，嫁接移植、辐射和单体育

种技术，以及油稻稻、油稻棉等高产优化模式的研究。农机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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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主要是水田、旱田机械化的配套研究。工业方面，主

要开展了以煤、铁脱硫、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四新”(新产品、

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研究。在生活节能方面，还开展

了太阳能利用、沼气综合利用、省柴灶和节煤炉的研究等。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全区的科技工作在发展重点

上有了较大的调整，提出了“全局性．战略性．先导性”和

突出重点，讲究实效，提高水平的指导思想。科技工作开始

全面转向为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科技

工作全面贯彻“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

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科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

力，随着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技向生产领域转化的速度

明显加快。这期间，农业科研的重点，主要侧重于高产、优

质、抗逆性强的稻麦棉油等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区域

综合开发和“科技兴农”；工业科研，主要围绕全区产业结

构、产品结构调整，在机电、纺织、轻工、化工、机械、建

材等行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的研制和攻关。据统

计，从1979年至199 1年·全区先后取得较重要的科技成果

177项。其中，国家发明奖2项、国家进步奖5项、国家星

火计划奖4项，湖北省科技成果奖48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84项，湖北省星火计划奖34项。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全

区的科技队伍也得到壮大和加强。到1991年底，全区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达到138021人，占全区全民职工总数的13．37％

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24％。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科技

‘人员2222人，中级29107人，此外，全区还建立了各类独立

科研开发机构70多个，拥有大专院校4所，中专72所。科



技进步为全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

全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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