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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学技术志》是我省第一部科学技术专志，也是全国首批省级科技志
书之一。这部专著的问世，对继承和弘扬齐鲁科技的光辉业绩，繁荣科学技术事

业，促进山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修地方史志在我国由来已久，但编写地方科技志则前所未有。这部志书，

是在省科委主持下，由省直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众多社会人士通力协
作写成的。全体承编人员在无范本、无经验的情况下，群策群力，克服种种困难，

历时八载，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1 60万字的志书，填补了我省科技发展史上的一
项空白。

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鲁科技也曾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过重要地位。但是，漫
长的封建社会，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腐败统治，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列强们划分势力范围、抢

劫国库、强占大片国土，只赔款一项就达数十亿两白银，资源和财富被长期任意掠

夺宰割，使中国逐渐沦为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技术
长期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齐鲁文化的发展当然也被摧残而

湮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山东的科技事业从此

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运用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从古代到1 985年山东科学技术的发生、

发展与现状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反映了主要行业和学科领域

的科技面貌。可以说，它是一部山东历代人民群众和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史，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资治当今、惠及后世的佳作。

这部科技志书包含工、农、医等科技门类和数、理、化、天、地、生、海洋等学科
领域，以及科技管理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是：突出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贯穿

了科技发展主线；按科学技术属性谋篇立章，体现了科技志的专业特点；成书过程

是先搞资料长编，后编写志稿，使志书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山

东古代农学家汜胜之、贾思勰和王祯分别撰写的三大农书《汜胜之书》、《齐民要

术》和《王祯农书》是举世闻名的农业百科全书，对黄河流域甚至全国的农业生产

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国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基人、先秦齐国名医扁鹊(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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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医学成就，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立下开创之功，他所创立的“望、闻、问、切”诊

断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古代建筑工匠鲁班发明的许多工具、器具，有力地促进
了建筑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代的齐国，由于充分利用了制盐和炼铁技术，使

齐国迅速发展成为雄踞五霸之首的强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从全国、

全省或是某一行业来看，足以说明科学技术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先导。什么时
候重视科学技术，尊重人才，什么时候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快；相反，在“左”的思想

干扰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科学技术的作用被忽视，科技人才受压抑，使各项

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这是我们要牢牢记取的深刻教训。我们要通过总结历史的

经验教训，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
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

用。”我们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才逐步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当今的国际性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科技
水平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忘。中华民族要

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要比以往任何时

候更加尊重人才，重视科技，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为实现四化、振兴中
华谱写出新的篇章。

《山东省科学技术志》的出版，将为各级领导决策科技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也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了解山东的科技发展脉络、探索科技发展规律，
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史料。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推进我省科技

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科技史的编纂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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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一致。

二、本志记述内容包括全省主要行业和学科领域重大科学技术(不含社会、人

文科学)的发生、发展与现状，科技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科技发展所依存
的条件。

三、本志为序、述、记、志、传、图、表、录多体并用，以志为主；志，按篇、章、节、目

分层次编排，横陈门类，纵述始末；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本志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迄1 985年底，部分重大科技活动适当下延。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科技名人传略”收录1 985年底以前故去的对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
著名人物，包括本省和客居本省的外籍人士。

七、地名，机构按当时的称呼书写，变动者括注今称。机构名称太繁者，第一

次出现用全称，此后多次出现用简称。

八：记时采用公元纪年。1 91 1年以前的纪年括注历史纪年；正文为历史纪年

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

九、本志资料源于档案、文献和典籍等，行文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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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业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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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播种⋯⋯⋯⋯⋯⋯⋯⋯⋯⋯⋯⋯⋯⋯⋯⋯⋯⋯⋯⋯⋯．．．⋯⋯⋯⋯⋯．．．⋯⋯(136)

第三节田间管理⋯⋯⋯⋯⋯⋯⋯⋯一⋯⋯⋯⋯⋯⋯⋯⋯⋯⋯⋯⋯⋯⋯⋯⋯⋯⋯⋯(137)

第四节收割⋯⋯⋯．-、⋯⋯⋯⋯⋯⋯⋯⋯⋯⋯⋯⋯⋯⋯⋯⋯⋯⋯⋯⋯⋯⋯⋯⋯⋯⋯·(140)

：第五节场上作业⋯一⋯·-：⋯⋯⋯⋯⋯⋯⋯⋯⋯⋯⋯⋯⋯⋯⋯⋯⋯⋯⋯⋯．．．．．．⋯⋯(140)

．第六节农村运输⋯⋯⋯⋯⋯⋯⋯⋯⋯⋯⋯⋯⋯⋯⋯⋯⋯⋯⋯⋯⋯⋯一⋯⋯⋯⋯⋯(142)

第七节农副产品加工⋯⋯⋯⋯⋯⋯⋯⋯⋯⋯⋯⋯⋯⋯⋯⋯⋯⋯⋯⋯⋯⋯⋯¨一⋯⋯(142)

第八节饲料加工和饲养管理⋯⋯⋯⋯⋯⋯⋯⋯⋯⋯⋯⋯⋯⋯⋯．t．。⋯⋯⋯⋯⋯⋯⋯(144)

第八章水产⋯⋯⋯⋯⋯⋯⋯⋯⋯⋯⋯⋯⋯⋯⋯⋯⋯⋯⋯⋯⋯⋯⋯⋯⋯⋯⋯⋯⋯⋯(148)

第一节水产捕捞⋯⋯⋯⋯⋯⋯⋯⋯⋯⋯⋯⋯⋯⋯⋯⋯⋯⋯⋯⋯⋯⋯⋯⋯⋯一⋯⋯(148)

第二节水产养(增)殖⋯⋯⋯⋯⋯⋯⋯⋯⋯⋯⋯⋯⋯⋯⋯⋯⋯⋯⋯⋯．．．⋯⋯．．．⋯⋯(152)

第三节水产品加工及综合利用⋯⋯⋯⋯⋯⋯⋯⋯⋯⋯⋯⋯⋯⋯⋯⋯⋯⋯⋯⋯⋯⋯(156)

第九章气象⋯⋯⋯⋯⋯⋯⋯⋯⋯⋯⋯⋯⋯⋯⋯⋯⋯⋯⋯⋯⋯⋯⋯⋯⋯⋯⋯⋯⋯⋯(163)

第一节天气预报⋯⋯⋯⋯⋯⋯⋯⋯⋯⋯⋯⋯⋯⋯⋯⋯⋯⋯⋯⋯⋯⋯⋯一⋯⋯⋯_·(164)

第二节农业气象⋯⋯⋯⋯⋯⋯⋯⋯⋯⋯⋯⋯⋯⋯⋯⋯⋯⋯⋯⋯⋯⋯⋯⋯⋯⋯⋯⋯(166)

第二篇 工程科学技术’

第一章能源⋯⋯⋯⋯⋯⋯⋯⋯⋯⋯⋯⋯⋯⋯⋯⋯⋯⋯⋯⋯⋯⋯⋯⋯⋯⋯⋯⋯⋯⋯(175)

第一节煤炭⋯⋯⋯⋯⋯⋯⋯⋯⋯⋯⋯⋯⋯⋯⋯⋯⋯⋯⋯⋯⋯⋯⋯⋯⋯⋯⋯⋯⋯⋯(175)

第二节石油··j⋯⋯⋯⋯⋯⋯⋯⋯⋯⋯⋯⋯⋯⋯⋯⋯⋯⋯⋯⋯⋯⋯⋯⋯⋯一⋯⋯⋯(181)

第三节电力⋯⋯⋯⋯⋯⋯⋯·?⋯·⋯⋯⋯⋯⋯⋯⋯⋯⋯⋯⋯⋯⋯⋯⋯·：⋯⋯⋯⋯⋯·(192)

．第四节新能源”⋯⋯⋯⋯一?⋯⋯⋯⋯⋯⋯⋯⋯⋯⋯⋯⋯⋯⋯⋯⋯⋯⋯h⋯．．⋯⋯·，(198)

第三章水利⋯⋯⋯⋯⋯⋯⋯⋯⋯⋯⋯⋯⋯⋯⋯⋯⋯．．．⋯⋯⋯⋯⋯⋯⋯⋯⋯一：⋯”(217)

第一节水文水资源⋯⋯⋯⋯⋯⋯⋯⋯⋯⋯⋯⋯⋯⋯⋯⋯⋯⋯⋯⋯⋯⋯⋯⋯⋯⋯(218)

第二节水利工程⋯⋯⋯⋯⋯⋯⋯⋯⋯⋯⋯⋯⋯⋯⋯⋯⋯⋯⋯．．⋯⋯⋯⋯⋯．．．-．⋯⋯(219)

第三节农田水利⋯⋯⋯⋯⋯⋯⋯⋯⋯一⋯⋯⋯⋯⋯⋯⋯⋯⋯¨．‘⋯⋯⋯⋯⋯⋯⋯⋯(224)

第四节治黄引黄⋯⋯⋯⋯⋯⋯⋯⋯⋯⋯⋯⋯⋯⋯⋯⋯⋯⋯⋯⋯⋯⋯．．．⋯⋯⋯⋯(226)

第三章交通运输⋯⋯⋯⋯⋯⋯4 m·⋯⋯⋯⋯⋯⋯一¨⋯⋯⋯⋯⋯⋯⋯⋯⋯⋯⋯⋯⋯·(236)

第一节公路⋯⋯⋯⋯⋯⋯⋯⋯⋯⋯⋯⋯⋯．⋯⋯⋯⋯⋯⋯⋯⋯⋯⋯⋯⋯⋯⋯⋯⋯⋯(237)

第二节铁路⋯⋯⋯⋯⋯⋯⋯⋯⋯⋯⋯⋯⋯⋯⋯⋯⋯⋯⋯⋯⋯⋯⋯⋯⋯⋯一⋯⋯⋯(241)

第三节水运⋯⋯⋯⋯⋯一⋯⋯⋯⋯⋯⋯⋯⋯⋯⋯⋯⋯⋯⋯⋯⋯⋯⋯⋯⋯⋯⋯⋯⋯·(246)

第四节民航⋯⋯⋯⋯⋯⋯⋯⋯⋯⋯⋯⋯⋯⋯⋯⋯⋯⋯⋯⋯⋯⋯⋯⋯⋯．．-⋯⋯⋯⋯(248)

第四章地质矿产⋯⋯⋯⋯⋯⋯⋯⋯⋯⋯⋯⋯⋯⋯⋯⋯⋯⋯⋯⋯⋯⋯⋯⋯⋯⋯⋯⋯．．(254)
第一节基础地质⋯⋯⋯⋯⋯⋯⋯⋯⋯⋯⋯⋯⋯⋯⋯⋯⋯⋯⋯⋯⋯⋯⋯⋯⋯⋯“⋯(254)

第二节矿产地质⋯··j⋯⋯⋯⋯⋯⋯⋯⋯⋯··：⋯⋯⋯⋯⋯⋯⋯⋯⋯⋯⋯⋯⋯⋯⋯⋯(259)

第三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264)

第四节地矿找矿勘查⋯⋯⋯⋯⋯⋯⋯⋯⋯⋯⋯⋯⋯⋯⋯⋯⋯⋯⋯⋯⋯⋯⋯⋯⋯⋯(268)

第五节岩矿测试分析⋯⋯⋯⋯⋯⋯⋯⋯⋯⋯⋯⋯⋯⋯⋯⋯⋯⋯⋯⋯⋯⋯⋯⋯⋯⋯(270)

第五章冶金⋯⋯⋯⋯⋯⋯⋯⋯⋯⋯⋯⋯⋯⋯⋯⋯⋯⋯⋯⋯⋯⋯⋯⋯⋯⋯⋯⋯⋯⋯(278)

第一节矿山开采⋯⋯⋯⋯⋯⋯⋯⋯～⋯⋯⋯⋯⋯⋯⋯⋯⋯⋯⋯⋯⋯⋯⋯⋯⋯⋯⋯(278)

第二节黑色金属⋯⋯⋯⋯⋯⋯⋯⋯⋯⋯⋯．一．⋯⋯⋯⋯⋯⋯⋯⋯⋯⋯⋯⋯⋯⋯⋯⋯(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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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节有色金属⋯⋯⋯⋯⋯⋯⋯⋯⋯⋯⋯⋯!：¨·⋯⋯⋯一⋯··?⋯．．⋯⋯⋯⋯⋯⋯·

第四节焦化⋯⋯⋯⋯⋯⋯⋯⋯⋯⋯⋯⋯⋯⋯⋯⋯⋯⋯⋯⋯⋯⋯⋯．．⋯⋯⋯⋯⋯⋯’

第五节耐火材料⋯⋯⋯⋯⋯⋯⋯⋯⋯⋯⋯⋯⋯⋯⋯⋯“⋯⋯⋯⋯·：⋯：⋯⋯呻‘。⋯⋯

第六章机．械⋯⋯⋯⋯⋯⋯⋯⋯⋯⋯⋯⋯⋯⋯⋯⋯⋯80'O⋯⋯⋯⋯⋯⋯‘⋯⋯⋯⋯一⋯-

第一节金属加工工艺与设备⋯⋯．．．⋯⋯⋯⋯：⋯⋯⋯⋯⋯·二．．⋯⋯⋯⋯⋯⋯⋯⋯⋯“

‘第二节机床与工具⋯⋯⋯⋯⋯⋯⋯⋯⋯⋯⋯⋯⋯⋯⋯⋯⋯⋯⋯⋯⋯”：⋯⋯⋯⋯⋯

第三节热能动力机械⋯⋯⋯⋯⋯⋯．．．⋯“⋯⋯⋯⋯⋯⋯⋯⋯⋯⋯⋯⋯⋯⋯⋯⋯⋯”

第四节通用机械⋯⋯⋯⋯⋯⋯⋯⋯⋯⋯⋯⋯⋯⋯⋯⋯⋯⋯⋯⋯⋯⋯⋯⋯⋯⋯⋯．．．

第五节仪器仪表⋯⋯⋯⋯⋯⋯一⋯⋯⋯⋯⋯⋯⋯⋯⋯⋯⋯⋯⋯⋯⋯⋯⋯⋯⋯⋯⋯

第六节 电工设备与器材·⋯⋯⋯⋯⋯⋯⋯⋯⋯⋯⋯⋯¨．⋯⋯⋯⋯⋯⋯⋯⋯⋯⋯⋯·
第七节交通运输机械⋯⋯⋯⋯⋯⋯⋯⋯⋯⋯⋯⋯⋯⋯⋯⋯⋯⋯⋯⋯⋯⋯⋯⋯⋯⋯

第八节矿业与工程机械⋯⋯⋯⋯⋯⋯⋯⋯⋯⋯⋯⋯⋯⋯⋯⋯⋯⋯⋯⋯⋯⋯⋯⋯⋯

第七章化工⋯⋯⋯⋯⋯⋯⋯⋯⋯⋯⋯⋯⋯⋯⋯⋯⋯⋯⋯⋯⋯⋯⋯⋯⋯⋯⋯⋯⋯⋯

第一节化学肥料与农药⋯⋯⋯⋯⋯⋯⋯⋯⋯⋯⋯⋯⋯⋯⋯⋯⋯⋯⋯--．．⋯⋯一．．⋯·

第二节无机化工原料与无机盐⋯⋯⋯⋯⋯⋯⋯⋯⋯⋯⋯⋯⋯⋯⋯⋯⋯‘⋯⋯⋯⋯⋯

第三节有机原材料与石油炼制品⋯⋯⋯⋯⋯⋯⋯⋯⋯⋯⋯⋯⋯⋯⋯⋯⋯⋯⋯⋯⋯

第四节精细化学品⋯⋯⋯⋯⋯⋯⋯⋯⋯⋯⋯⋯⋯polo 0⋯⋯⋯⋯⋯⋯⋯⋯⋯⋯⋯⋯⋯

第五节橡胶加工制品⋯⋯⋯⋯⋯⋯⋯⋯⋯⋯⋯?⋯⋯⋯⋯⋯⋯⋯⋯⋯⋯⋯⋯⋯⋯一

第八章建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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