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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使用的量具升之一。

◆解放前使用的量具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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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解放前使用的量具升之四。



●州技术

监督局制定的

傈僳族女装标

准获1987年

怒江州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

奖，按该际准

组织生产的产

品获云南省第

二届少数民族

刖t％优秀产品

奖。

▲解放前当地少数民族使用的量具：筒，一筒约等于1．5
市斤(包谷、豌豆)。



▲州和泸水县技术监督局进行《计量法》矗传咨询活动。

V州技术监督局召开《国家HL关公文晰式》等三项国际宣

传贯彻会。



▲为确保《计量法》实施，州县披术监督部门对市场在川

计量器具进行检查。

V为搞好打击经销伪劣商品活动，举办伪劣商品展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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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无沧是过去，还是

今天，标准计量事业都是其文明历史的重要篇章。它是生产实

践的必然产物，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发展。当今的标准计量

工作已经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和人

民群众生活各个方面。

在怒江州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勤劳智慧的怒江各族人

民，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应用标准化、计量手段，去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标准化、计量已成为怒江州文明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簸的指引

下，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祖国面貌日新月异，为了追

本溯源，鉴古知今，把怒江州标准化和计量的历变、现状客观

地记述下来，以达“存史、资政、教育”的目的。遵照省、娴人民

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经过二年左右的时间，怒江州标准计量志

编纂成书。至此，结束了怒江州无标准化、计量志的历史。

编修新方志是～项全新的开拓性的工作，编写过程中，得

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褥到省技术监督局志办，大理州技

术监督局志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了州志办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得到怒江州档案馆、怒江州图书馆、泸水县档案馆、福

贡县档案馆、兰坪县档案馆、贡山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得到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热心于本志编写1作的众多同志

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使志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支持帮助

的单位和同志深表衷心的谢意。
· l ’



标准化、计量工作因涉及面广，搜集资料困难，加之缺乏

实践经验，水平有限，在内容安排和文字的记述上，错漏和不

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借此出书之际，让我对数十年来为怒江娴标准计量事业

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怀念和谢意。

祝愿现在战斗在怒江岁甜技术监督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身体

健康，友好团结，把怒江州的技术监督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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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技术监督局局长谢占龙

1992年7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标准化、计景和质量监督三个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及基本特点。

2、本志以事物发展和有据可查的资料为k限，下限断于

1990年。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记述建国后本州标准化、

计景和质擞监督的发展密实。

3、本志体裁，主要|}】序、凡例、概述、犬玲记、志、附录组

成。按章、节、目层次编排。

4、计量单位以国务院】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历史一k的旧计量单位、名称，以当

时为准，不作换算和注释。

5、“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为界。

6、本志资料，一部份来自史书文献资料，大部份来自州、

县档案馆、有关单位和本局的档案资料。

7、志中各类数据，全州性的以统计部门认可为准；专业方

面的以部门核实的数据为准；数字书写遵照现行的有关规定。



概 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是我国僳僳

族、怒族和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区域，为云南鹾部边疆的重要边

防屏障。

自治州地处东经98。39’至99。39’，北纬25。33’至28。23’之

间。东西最大横距为15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为320．4公里。

北靠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维西

县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剑川县、云龙县；南接保山地区的保山

市、腾冲县，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449．467公里。总面

积为14703平方公里。1990年纳每甲方公m的平均人U密J芟

为z9．56人。

自治州辖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全州有29个乡、镇，258个村公所(办事

处)，有2839个合作社。自治州的州府设于泸水县六库镇，距

省会昆明638公里。 ，

自治州有傈僳、白、汉、怒、普米、彝、独龙、纳西、藏、傣、

回、景颇等民族。1990年总人口434749人，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399882人。全州耕地面积72．9万亩。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居住在

这里的傈僳、怒、独龙、自、普米等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近

几年来，在州内备县发现大量新石器晚期的石器、铜器，战国

时期的青铜等出土文物。兰坪、福贡发现古人类遗址。经省有

关部门鉴定，说明在三、四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千

百年来t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拓经营，创造自
·4·



己的历史和文化。

标准化、计量各作为-f-j新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是

在大机器工业产生以后的事。但标准化、计量的产生和发展，

却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人类从学会使用劳动工具改

造环境之时起就开始从事标准计量活动。一开始，判断物体的

长短、轻重和数量，只有靠自身的四肢和感觉器官，“布手知

尺”、“手捧为升”、“迈步定田”等等。这些就是当时的计数和测

量方法。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测量成为社会性活动，

就彳『了}卜擐的概念。：2器也诜随之fll现，这就琏早期的j![I：鲢

衡。标准化和计量即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适应生产、交换的

需要而产生，随着生产、交换的发展而发展。考古资料表明，早

在三、四千年前。怒江已有定居的民族。最早d{现的标准化事

例是民族的共同语言；另外，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

制造工具时开始由选优仿制，约定俗成，形成统一化和定型比

的趋向，发展到型式基本统一，尺寸大体相等的实物形态标

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标准化、计量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直

到1773年开办回龙锕厂为起点，然后1776年开办回龙银厂，

标准化、计量工作进入发展的兴盛时期。到1945年，兰坪县度

量衡检定分所成立。对量值的统一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因地区

辽阔，民情复杂，交通不便，经费拮据等原因，新制推行受阻。

而边四县却无专职机构管理。

怒江州的标准化、计量工作从整体而言，是从建国后才逐

步走向正轨的。

计 量

1978年以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经济主管部门，

依照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等法规，推行

公制，限制英制，逐步取缔旧杂制，改革计量制度，使计量制度

·5+



在全州更广泛的范围内达到统一。1978年，州成立了计量机

构，统一管理计量工作。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

例》颁布后，全州计量管理和监督不断加强。198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法》颁布后，1987年，怒江州计量测试检验所、

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计量机构成立．全州

的计量管理工作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开始转向法制管理的轨

道。 ．

标准化

1978年以渤，怒江州的标准化工作是由行业的上级主管

部门指导，由各经济主管部门分散进行管理。为了适应怒江州

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

例》，1978年，州成立了标准化机构，统一管理全州的标准化

工作。1987年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先后

成立了标准化机构。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标志着标准化管理已进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到1990年

底，我州共制、修订企业标准143个、这对提高我州产品竞争

力．发展传统的名特产品，以及良种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质量监督

为适应改革开放，搦活的需要，近几年来，产品、商品质量

监督工作不断加强。州、县政府有了监督机构和专业人员，初

步形成了质量监督体系。

依照国家及省政府的有关规定，特别是1985年国务院批

准，国家标准局发布的《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1986年国

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后，产品质J量监督开展了

国家抽查、全国统一检查，本州日常监督抽查和市场商品质量

检查；对产品、商品的质量纠纷进行仲裁检验和调解。由于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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