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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和专志特色。

2．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分9编记载。

3．通述古今．详今明古．上限起于发端．下限断于1992年．个别资料延续至

出版。按古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叙述，少数学科和行业略有

交叉。

4．地域范围为杭州市及所辖7县(市)，详市略县．对部、省属在杭科技机构

采取集中概述的方法记述。

5．科技人物为杭州籍的科学家以及为杭州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在立传人物后．对部分健在的科学家作简要的介绍，以概全貌。
。

6．使用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以及年代等。均按国家统一的规定和志书

的要求书写。

7．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旧志、文物及调查采访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e杭州市科技志》编者嘱我为志稿作享，我

欣然命笔。”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忆

江甬p)．杭州确也留结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

忆。30年代．我学成归国．就任敦浙汀大学．直

至jo年代初禹杭；最难忘的是l!t58正1月6

日．毛主席用他的专玑．把我等三人专程M上海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畅

谈国事家事中．他鼓励我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当年。在土席的关J币下．

复日大学刃．起了遗传学专业。以后．我又出于学术和工作之需．颤舫来杭．

直至最近进到过杭州受益。现又逢《杭州市科技志。成志盛举．使人欣慰万

分．

伉州．给我最大的感触．可借鉴《滕王阎序≯的一句名言“人杰地曼”采

概括。现修志看空勤数载纂编的《杭州市科技志》．正好是对“人杰地灵”贯

通古今、脉络清晰的揭示．把杭州上下四五千年的科海沧曩晨卷于八们的

眠前。

今朝．国外新科技浪潮迭起。九州xl确立科教戥国战略．社会发展和经

j亓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屑负的历史使命．

就是要勇于改革创新，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杭州币科技志》的

修编出版，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修志者在科技史研究的基础上编

集志稿。广征博取．镯沉辑佚．以翔实的资料记过了古代、近代．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飞速发展的杭州科学技术事业．以及科技人物录等史实．再现

了其演进过程中的是裹起伏、沿草变迁、始末因果。志稿洋洋60余万言．

允称上乘之作．可喜可磊。这部堪称杭州科技史的创始之作．把杭州科学

技术的方方面面存史资治．为当今和以后现代化建设提供服务和借鉴．乃

不无裨益的。

我忆杭州．人杰地灵。科海沧桑．百代芬芳。

利史荟萃．端赖志典。悠悠干载．惜无陈编。

996年1月l 6日于复旦大学



987年9月12日．乔石同志视察杭州中药二厂

1959年12月16日，朱德

委员长给杭州市九堡蚕桑
示范场的勉励信

1991年10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省委
书记李泽民陪同下}见察杭州汽轮机厂

l|口恤∞年一目u日．毛泽东主席观察浙江省农科所^省农科院前身v．察看双轮双铧犁耕地



1973年6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杭宣传推广
优选法，统筹法，在浙江体育馆作学术报告

1991年12月．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左一)访
问浙江大学．与该校校长路甬群(右一)，杭州
大学名誉校长陈立(右二)亲切交谈

1981年5月．著名科普作家
高士其与杭州青少年在一起

钱江大桥设计者，著名桥梁专家茅以舟
塑像揭幕仪式于1996年举行．全国人
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前排左四)。中国工
程院院长朱光亚(前排右三)及省市领
导出席

杭州籍国家有突出贡献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



1992年9月．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
市委，市府作出。关于依靠科技进步，
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定”

1986年10月，杭州市科学技
术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19_7∞年_o目．杭州市科学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发出，树雄心，
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

化进军。的口ln召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壬宋建为杭州
高新技术开发区题写。天堂硅咎”-左
为杭州市副市长张明光

-悱^*A和嘲务院＆＆
再睿聘学技术委员台埘寝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视察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圈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叠叠》鎏!力■■【订筻F焉盯％融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省丝绸科学研究院

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杭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浙江大学．上海电机厂，浙江电机厂(杭州发电设备厂前身)
于1958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 台双水内冷发电机组

杭州丝缉炼染厂等研制成功的真丝绸

星形架精练工艺夏设备，获1992年杭

州市科技进步特射婴

1991年竣工的钱江二桥建设中的雄姿

杭

学

避

西

地幡况，获1992年杭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关

杭州市化学工业研究所19_∞年研制成功碳酸丙烯酯脱除二氧化碳新工艺，取得巨大经济社会效益



爨～二墟‰_
v嗡x．罨≮，

蓬爹
5千年前良诸文化出土的玉琮玉璧

五代昊越钱元l蓬星石刻星象国

民国1 8年(1929)6月6日．在杭
州隆重开幕的西湖博览会盛况空前

北宋科学家沈括像及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民国17年(】928)位于西湖东山弄6号李公专祠

史历技科
厂

逡爨。参鋈协
昆类形省分倩江虫作浙昆工的及室址局究原虫研



浙江博物馆

良渚文化博物馆

■'

中国茶叶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

南宋官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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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杭州，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在推进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孕育了我国古代四大

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异和精通天文、地质、数学、医学、生物学的伟大科学家沈括，

以及当代著名学者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杭州的种粮、养蚕、纺织、制茶、工艺品等方面的

传统精湛技艺。以及机床、空分设备、汽轮机、播控设备、精细化工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杭州不愧为人杰地灵的文明古都。

悠久的历史科技文化

杭州的科技历史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伴随良渚文化而萌生的古代科学技术。当时的先

民已掌握了水稻种植和农具使用。以及石器、陶器、玉器和竹器等的原始加工。从良渚出土文

物可以看出，有的技术。如玉器加工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秦汉以后。农田水利、种桑养蚕和

海塘修筑技术发展较快。制盐始于汉代，造纸和酿造始于东晋，医药科技从东晋南朝开始。丝

绸织造技术开端于隋唐．雕版印刷唐代就已盛行。五代吴越国的天文历法已达较高水平，从

杭州碑林保存的吴越国王钱元瑾及次妃吴汉月墓上两块天文石刻星图考证，系公元941—

951年所刻，是全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石刻星图之一。

到了宋代，杭州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伟大的古代科学家沈括就出在那个年

代。他晚年所著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一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宋朝以前的科学技术成就，

首次用文字记载了我国的四大发明。据《宋史》记载，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医

药、卜算无所不通”。他的科学贡献遍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

学和医药学等各个领域，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颗灿烂明星。也是杭州之骄傲。由沈括记

述的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诞生于杭州，由杭州书籍铺的布衣毕异于庆历年间(1041

一1048)发明。比1456年德国谷登堡用活字印成欧州第一部书足足早了400年。到了南宋，

杭州成为京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重要特点是出现了朝廷直接

办的科学技术机构．如在杭州通江桥北重建的太医局．成为开展医药研究和教学。培养医药

高级人才的国家级专门机构。此外。朝廷还设有和剂局和熟药所，专门对中药制剂进行生产

管理。南宋官窑的青瓷，“釉色莹澈．为世所珍”。与此同时。南宋的丝绸、造船．兵器制造、糕

点、天文、算学、园林建筑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发展。

明清时期。杭州的科学技术、传统的手工工艺技术已相当发达。张／J＼泉剪刀、王星记扇子

的精湛技艺已闻名中外。胡庆余堂的中医中药技术精良，被誉为“江南药王”。同时。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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