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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8月，2006年经中央编办复字

[2006]9号文批示，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所以来，风

风雨雨走过了50个春秋，经过几代人的积极探索，奋力拼搏，孜孜追求，勇往直前，

谱写了光辉的创业发展史和自主创新史。今天的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学

科齐全、优势突出的综合性畜牧兽医科研机构。

50年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我们在科学研究、成果推广、条件建设、人才培养

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凡业绩，尤其是自2003年7月全面启动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以来，

在研究所定性、学科调整、资源整合、人才培养、条件建设、喊果转化以及管理制度

改革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成效显著，已发展成为学术上有较大影响的

全国畜牧科研中心，为推动我国畜牧，业的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记述我所的发展历史，组织编纂《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所志》

(1957—-2007)，以利总结经验，以史为鉴，自主创新，展望未来，再创佳绩。 ?

为保持已版《所志》(1957--1997)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所

志》中前40．年史料的相关内容基本保持不变，原内容不作更改，但为了求得形式的一

致性，原《所志>中某些章节按照制订的相关原则有所缩减或删节。

本次《所志>编纂属于前期编写的延续，’没有成立编辑委员会，采取所长领导下

以职能部门和学科专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和黄文惠五位先生审阅全稿。由于《所志>

最后请张子仪、陈幼春、邓荫樟、苏振环

的编纂时间跨度大，资料浩繁，但限于篇

幅，只能从大量提供的资料中按“凡例”以规定的原则有重点地作一阐述，由于编写

人员技术和文字水平有限，虽1然尽责尽力地3-_作，错误仍在所难免，如有不妥之处，

敬请全所职工不吝指正，同时向关心和支持本次编纂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所志编写组

20cr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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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所志》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历史的真

实记录。编写《所志》的宗旨1，在于弘扬科学技术革命精神j为我所文明建设服务，

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

．‘

2．《所志>是一部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完整志书，做到似‘横为主，按事物门类

排列，横中有纵，纵横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以史料为依据，如实反映和记述。述

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
‘

3．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突出我所

科研工作特点，‘反映时代特征，：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体，详细记述五十年来科学研究

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开发等各项工作情况，各章节简繁不求平衡。

4．主要科技专家的收录，遵循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志》规定，并结合我所实际情

况增录了畜牧研究所创建人和老七级以上的专家。 ，．
‘

5．时间断限：上限，1957年，，下限断至2007年10月。时间记述的原则是日无考记

月，月无考记年。‘j。 ·一

‘

． ．·

6．数字用法，原则上按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为依据，但个别地方依然沿用当时用法，以尊重历史。 。’

、．‘·

+7．有关成果登记、科研课题、论文著作、大事记等章节按各自制订的原则录入。

8．本志的资料来源于我所档案‘．科学研究年报、科学研究资料汇编、图书资料、

记录、采访和征稿等。

编者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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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畜牧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

一、历史背景

畜牧研究所于1957年8月27日，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农业生产

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同时也为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提供了

可能性。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

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提出：“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

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

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

备起来”。聂荣臻副总理鉴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积极推动建

立中国农业科学院。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农业部为适应当时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和便于农业科学院实行学术上具体领导，在1956年4月26日

呈报国务院七办的报告中提出：“除加强现有各农业科学研究所外，拟积极筹建植物栽

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畜牧、农业经济等专业所”。

同年8月27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57)科字第120号文批复农业部“同意农

业科学院成立五个研究所及二个研究室”，批文如下：“农院瑞字第14号报告悉，我们同

意农业科学院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为基础结合农业大学力量，成立作物育种栽培、土

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和棉花五个研究所，以及原子能利用和农业气象二个研究室”。

二、建所前提

(一)研究方向与任务

1956年4月23日，农业部呈报国务院七办“关于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问题的报

告”明确提出：“农业科研工作要为农业发展纲要40条服务，既要进行理论性研究，

又要抓紧应用研究；既要学习苏联和各国的农业科学成就，又要十分重视我国农业生

产中群众经验和整理祖国的农业科学遗产”。为此，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任务定为：

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要求，组织与进行重大农业科技问题的

研究，以新的发展和发明为农业增产服务，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服务，同时保证我

国农业科学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尽快赶上国际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1957年11月28日，聂荣臻副总理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深刻地指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必

须根据我国农业特点，总结我国农民的丰富经验，吸收世界科学的先进成果，创造性

地进行研究，为农业增产服务，并不断提高农业科学水平。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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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农村，面向生产，加强调查研究，学习农民的先进

经验，加以科学地分析判断，从而定出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和采取

正确的研究方法，并且将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加以运用和推广，在

农业的大发展中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 ．

基于上述农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五个专业所、二个专业

研究室建所(室)方案及专业所组织暂行通则(草案)规定，建立畜牧研究所的目的

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下，组织和进行全国畜牧科学研究工作，并开展群众性科学

活动，解决畜牧生产上主要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为畜牧业高速发展服务。

本所业务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进行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难度较大、较长远、理论性较强的重大课题的研究。

2．在业务上、学术上组织全国畜牧科学研究工作。

3．与各兄弟国家及其他有技术合作关系国家的畜牧科学研究机构联系，合作研究。

4．介绍推广国内外畜牧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为我国畜牧生产和畜牧科学研究服务。

研究内容：按照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结合本所实际，进行各种家畜家禽有关

饲料生产、草原改良、饲养与营养、繁殖和人工授精技术、改良和育种、生理和遗传。

家畜卫生、畜牧业经济和畜牧业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的研究。建所初期，根据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

草案)”精神中第48项“提高畜牧业、水产业和养蚕业的产量和质量问题”，选择课

题。建所当年，由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延续下来12个课题，1958年计划内课题增至27

项，计划外课题13项。课题多属于调研性质和试探性的，时间较短：规模较小。

‘

(二)建所时的基础条件

畜牧研究所是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系(系主任郑丕留，副主任熊德邵)的

基础上建立的。所址设在北京西郊白祥庵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内。

建所时有职工50名(不含兼职正、副所长2人)，‘研究人员49、人(其中副研以上

研究人员8人、助研10人、研究实习员31人)，办事员1人。同年10月，全所职工

62人(不含兼职正、副所长2人)，其中副所长2人、副研以上研究人员6人、助研

12人、研究实习员30人、见习员5人、行政人员3人、工人4人。+

’·，研究所下设遗传与繁殖、营养、饲料、牛：羊、猪i家禽7个研究室。未设办公

室，行政后勤工作由院统一管理。 ：
．。

当时试验与办公条件较差，。仅在院部旧楼一层和二层有办公室4间、实验室6恫，
分别进行饲料分析、繁殖、牛奶测定、羊毛分析工作。仅有一般中、小型仪器设备约

60台(件)，包括天平、冰箱、干燥箱、恒温箱、马福炉、光电比色计等，部分设备

是从日伪华北农事试验场接收的。小型牧场位于院瓦斯厂的东南方向，有消化代谢及

饲养试验猪舍一栋、驴棚__座等，饲养近百头试验猪和少量试验用黄牛，占地20亩，

总建筑面积约440平方米。

(三)首任所长 ，

所长由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副局长陈凌风兼任，副所长汤逸人(北京农业大学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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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系主任，兼任)、郑丕留、徐矶。

三、探索前进

(一)下放劳动与整风

1958年1月，遵照中国农业科学院批示，选派8位同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同时由畜牧所徐矶、中监所郭大和带队成立农村工作服务队，李炳坦、张子仪等参加，

分别在湖南的长沙及湘潭蹲点跑面，指导集体养猪。同年9月至12月问，根据院统一

部署，全所开展整风检查，科研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

(二)喜迁所址，．建设启动

1959年4月，所址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本部迁至马连洼，原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兴建的一栋实验楼及配套的烤种室、挂藏室、种子库等配套设施，有土地面积

301．96亩。．．

1．扩大职工队伍。截至1959年底，全所职工总数达117人(不含兼职正、副所长

2人)，其中副所长3人、副研以上科技人员3人、助研12人、研究实习员43人、见

习员16人、行政人员14人、工人26人。 ·’
．．

2．完善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批准本所设置办公室和饲料、营养、遗传与繁

殖、大家畜、养羊：养猪、综合(包括家畜卫生、畜牧经济及畜牧业机械化与电气化)

7个研究室。 ，

3．改善科研环境。建筑面积5026平方米，其中办公及实验楼3734平方米、附属

建筑700平方米、试验畜舍200平方米、驴舍99平方米、猪舍4排293平方米、改建

牛舍及运动场600平方米。另外，还新建了羊舍。

职工队伍、耕地和建筑物与建所时相比，分别增加了1．36倍、，14倍和10倍。另

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积极策划下，于1960年11月将海淀乡树村大队的3个生产

队划归畜牧所作为试验场，以确保各项试验所需家畜和饲料的供应i由此可见，建所

后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主要条件有明显改善。4．面向全国■弼盯黜召开了全国饲料营养价值评定座谈会。1959年初和年
末，先后两次召开全国畜牧科研工作会议，组织协调全国畜牧科研课题，显示出作为

中央级畜牧研究机构在全国同行业中的作用和地位。1960年，先后派出13人次出席全
国性商业、农机、轻工部门和地方召开的专业会议，并与养猪研究所联合在湖南郴州

市召开全国养猪科研工作会议。这些活动明显扩大了畜牧所的影响。

(三)精简下放

1960年9月至1961年6月，根据国家科委对科学机构精简、迁移、合并、下放和

撤消的意见，农科院通知畜牧所撤消综合研究室，将原有7个研究室合并为繁殖生理、

饲料营养与遗传育种3个研究室。全所职工由1960年6月的141人缩编为1961年正式

编内人员63人，其中科技人员39人、行政人员3人、工人21人，精简下放人员比重

占55．3％。鉴于机构与队伍的调整，科研工作采取缩短战线，用打歼灭战的方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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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力量搞好几个项目．一，·：研究课题计划内项目由1960年的23项压缩到1961年的‘10项；

减少56．5％。同时受到当时开展超声波、小球藻、管理化之类的所谓技术革新活动的

影响，多项科研项目受到冲击。

(四)。’稳步前进‘

’1961年初，为建立稳定的科研基地，在农业部蔡子伟副部长的支持下，陈凌风等

所领导亲自调查选择试验基地，如江苏铜山种羊场、讧宁小东种羊场、内蒙古三河马

场、谢尔塔拉种牛场、’伊盟羔皮羊场等，继而又在北京顺义、山西沁源等地建立综合

试验基地。。

一1961年11月，全所职工学习贯彻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

·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机构的中心任务

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工作要坚持“三老” (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

“四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严明的纪律)‘的科学作风。所务会

议决定严格控制来访，每周五下午为对外接待日；工作时间不准因私打电话；党团活

动及集体劳动安排在每周六下午；‘与业务无关的工作可以拒绝参加，确保六分之五的

业务工作时间。
1962’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各行业呈现出发展

的生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为农业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为农业科学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同年，在国家科委农业组编制农’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期间，

程绍迥、陈凌风、刘金旭、郑丕留+、汤逸人、’徐矶六位科学家向国家科委呈送了“加

速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建设的建议”。同年8月，令人鼓舞的喜讯是周恩来总理

批准中国农科院扩编400名，‘本所积极参与院物色科技人才的行动。；

‘1．职工队伍。’1963年底职工总数达到149。人，其中科技人员98人，与1961年相

比分别增长1．137倍、1．4’倍；’1965年底全所职工总数达167+人，’比19631年增长12％。‘

2．研究室。1963年4月，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批准，将原3个研究室扩编为饲料、

营养、1家畜繁殖j遗传育种、养猪5个研究室和畜牧经济研究组b

3．科研工作。十分强调对研究资料的收集、数据的整理，‘抓科研资料及研究成果

的清理。1962年编印畜牧研究所’《1958～19'61年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62年改称

《科学研究年报》；“文革”期间停印，71979年以后每年编印出版一册《科学研究年

报》。自1961年后：研究项目稳步增加，到1965年认真贯彻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

议“积极开展以样板田为中心的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科学，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精神，安排所外三大样板(大家畜繁殖基地、发展集体养猪、现代草

原畜牧研究中心)、．综合研究、中间试验和基点试验共15．项‘。占项’目总数的j78．9％；

科研人员44人，占参加课题人数的80％。所内工作4项占．21．1％，参加人员11人

(占20％)：科研工作十分强调坚持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专业研究与

群众科学活动相结合的方针；’研究工作方法采取领导。科技人员、群众相结合，实验

室、试验场、农村基点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

：4．思想工作。要求职工思想革命化、机关工作革命化；学习毛泽东著作四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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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开展四

好单位、五好职工，在干部中评选先进工作者，在工人中进行五好评比竞赛活动。

5．基本建设。1963年报院投资计划为185．15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46万元。经

院审核列人计划77．64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51．64万元，建筑面积4740平方米。

而实际当年9月施工并于年底建成的有母猪舍192．42平方米、、肥猪舍192．42平方米、

母猪产房77．76平方米、饲料加工间113．22平方米、繁殖室603．83平方米、牛舍

193．79平方米、畜舍223平方米；1963年10月20日施工至1964年4月30日竣工的

有动物营养代谢及生理试验室530．64平方米；1964年3月1日施工于6月30日竣工的

有温室194．37平方米、有毒化学药品库40平方米，共计2361．45平方米。另外，还有

室外上下水工程。这是建所以来基本建设最多的时期，使试验研究外部环境条件大大

改善，并为兄弟院所来所合作进修提供了条件。

6．管理制度的建立。1963年9月27日第二十九次院长办公会通过“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引种检疫工作试行办法”，畜牧所接到文件后，立即在所内建立了饲料牧草隔

离试种圃，并制定了“关于植物引种检疫工作试行办法执行计划”。

同年11月，根据国家科委“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草案)”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各研究所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精神，结合本所实际情况，

制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关于干部培养试行办法(草案)”、“科学研究人

员业务考核要求(草案)”、“行政干部业务考核要求”、“对计划、图书管理业务人员

考核要求”和“对器材业务人员考核要求”。同期还制定了“畜牧研究所研究计划管

理制度”、“实验室操作规程”、“畜牧研究所牧场管理办法”、“畜牧研究所仪器、器

材、试剂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畜牧研究所采购物品办法”、“畜牧研究所接

受实习和进修人员办法”、“畜牧研究所接待来访规定”、“畜牧所关于保证研究人员业

务活动时间的办法”等。通过上述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使各项管理工作初步走向

规范化，研究所各项工作开始有序进行。

7．国际交往。通过政府间和民间渠道，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拓宽科技人员视野、

开通技术合作通道。据1962年至1965年间统计，我所接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荷兰、

日本、朝鲜、索马里、布隆迪、智利、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白918—位政府官员和专家

来所参观访问，并接受朝鲜、越南留学生来所学习(饲料分析、消化试验)；派出9人

赴越南、罗马尼亚、瑞典、丹麦、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

访问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工作，搜集了科技信息，引进种畜、种子、精液

冷冻技术及设备等。

(五)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破

1964年9月，按中国农业科学院规定，选派64名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即“四清”)；1965年10月，本所又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四清”试点单位，各研究

课题组仅留少数科研人员维持试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研究课题大都虎头蛇尾，

半途而废。

1966年5月，本所“四清”刚结束，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科研工作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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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冲击而停滞。
、· 自建所至1970年i立项课题137项，而取得一定结果的鉴定成果仅22项j其它课

题大都因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而中断。

一、所址

第二节·艰苦创业

所址究竟在什么地方合适，自畜牧研究所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始终是二个讨论

的重要问题之一，直至1978年12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在北京原址恢复畜牧研究所，

才有了一个最终的结论。

一建所当年，曾设想在北京东郊天竺一带划地‘3万亩作为建所的所址，或在北京农

业大学建所，均因领导意见未能统一而被搁置。1958年，农垦部在双桥农场划出300

亩地供畜牧研究所建实验楼、宿舍及附属建筑。各饲养场供畜牧所做试验，作为过渡

措施，改建了马政局留下的房舍，供畜牧研究所办公、实验暂用。．1959年初改建完成，

部分实验室迁入-o其间，‘中国农业科学院决定畜牧研究所所址搬迁到马连洼原为作物

育种栽培研究所准备的地方。因此，迁到双桥农场计划被推翻。1959年4月．7日，畜

牧研究所由白祥庵迁至马连洼。 、

1960年9月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直属研究所(室)关于迁移、合并、下放、撤

消的方案”：根据国家科委对科学机构精简、迁移、合并、下放和撤消的意见，畜牧研

究所(北京)迁往内蒙古。徐矶副所长带领李志农、苏加楷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

和土默特左旗考察。’期间，+还先后派员赴湖南郴县、河南邓县等地考察选择所址，时

值国家经济困难而搁浅。+。。

’1965年3月25日，郑丕留副所长在所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农业科学院关

于畜牧研究所与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畜牧、养羊、牧草3个研究室合并迁址的决定，

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滩建新址。同年4月11日至21日，．郑丕留副所长陪同

张维城副院长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我院皇城羊场勘察所址。+8月12日，院领导

指示：畜牧所的所址，不去皇城建所也要在那里成立分所。‘为此，、8月‘1'5，．日至9月9

日，徐矶副所长带领熊德邵主任，董伟、李志农副主任赴陕西省扶风县、甘肃省永昌

县和肃南县皇城滩、宁夏银川等处考察j选择所址0建议新所建在扶风，陕西省农林

厅表示欢迎，一，但院领导坚持原意。·’同年12月28日-，畜牧研究所(65)农畜业矶字第

36号“关于报送我所分所机构设置、编制及筹建小组名单”呈报中国农业科学院。

、1966年1月‘19日I j中共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党组向中共农业部党组呈送“关于调整

我院畜牧、。兽医研究机构的意见”：4．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三个研究室划归畜牧研究所领

导，所址决定迁到兰州小西湖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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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0日，农业部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在甘肃省永昌县建立分

所，目的是为了使畜牧研究中的牧区养牛、养羊、养马以及草原等研究活动尽量靠近

牧区，使畜牧研究力量在牧区形成拳头。分所任务是解决牛、羊、马的饲养管理、繁

殖育种和草原改良利用方面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为大力发展畜牧业服务。分所设在永

昌羊场，机构设置为养羊、大家畜和草原3个研究室，行政办公室，政治处，定员200

人，投资控制指标为150万元，分三年建成，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此计划上报国

家计委，认为畜牧研究所没有迁所的必要，不予批准。

从1969年初一1969年底原畜牧所职工约半数以上前后下放河南干校(先遣部队赴

确山后在安阳白碧)，同年冬前后由安阳转到青海。

1970年1月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致兽医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科学

院畜牧研究所迁并兰州的通知”；1965年我院决定畜牧研究所与前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

畜牧部分合并，当时因故未能迁兰。根据当前战备需要和精简机构、合理布局的要求，

经农业部军代表决定，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云赴兰州同中共甘肃省委负责同志协商，

征得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畜牧所北京部分即日迁兰与畜牧所兰州部分合并。迁兰

职工总数80人，其中．干部77人，实验工人3人，随同在京迁兰家属25户49人。随

后，郑丕留副所长、于学礼、胡跃川负责将畜牧所北京部分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运

达兰州，暂存于原中兽医研究所院内。

鉴于备战形势，畜牧所全员不能同时迁兰，故决定李志明、王慕荣、于淑兰赴甘

肃农业部小麦锈病站，做暂不能随所迁兰职工和家属的安置准备工作，时问长达一年。

1970年5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农林部军代表沙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布

置体制下放，畜牧研究所迁兰并所工作停止。 ，

二、体制

畜牧研究所隶属关系多次变更，经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直属单位一下放给青海省
、

’

领导—带全国性科研任务一双重领导—恢复畜牧研究所建制的变化过程；在畜牧研究

所下放至恢复建制期间，当时中国农林科学院成立畜牧研究所筹备组，：后改称为养猪

研究所。

(·)农科院直属研究机构

1．畜牧研究所成立后’，作为独立的专业研究所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r

2．畜牧所与兰州3个研究室合并

1965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决定将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牧、养羊、牧草3个

研究室及所属永昌绵羊育种试验场和皇城绵羊试验场划归畜牧研究所领导。 一

1966年2月1日至4日，·．畜牧所北京和兰州两部分的室主任聚集在北京，召开

1966年科研计划会议．，共安排了25’项课题，课题人员混合编组。陈凌风★汤逸人、郑

丕留、徐矶、刘金旭、?熊德邵、傅寅生、黄大器、董伟、苏乃兴、孙恒、刘延祯等所、

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此时，‘畜牧研究所设有饲料、营养、家畜繁殖、遗传育种、养猪、

畜牧、+养羊、牧草8个研究室。科技人员180人，其中北京部分99人i兰州部分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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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23 Et至孕月13，日，郑丕留副所长和邓萌樟赴兰州，安排1967年畜牧、
养羊、牧草3个研究室的科研计划。11月16．日，雷致中同志代表兰州3个研究室进京

向畜牧所本部汇报抓革命促生产情况O-

(二)体制下放

1970年8月25日，·农林部向中国农林科学院筹备小组传达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8

月：23日对“关于农科院、林科院体制改革的报告”的批示；_同意报告第三项下放的

方案，。作为第一步。留下的新机构六百二十人，将再审查一次另批”。这一批示，彻底

改变了畜牧所迁兰并所的计划，面临体制下放给地方的态势。此时，中国农林科学院

筹备小组抽调畜牧研究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分赴15个红旗点参加农村科技服务队，

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工作。
’

·’

同年8月28日，邓荫樟奉院革委会和工军宣队驻院指挥部指派，随同李伯林副秘

书长前往西宁，以农林部的名义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商谈畜牧研究所(北

京部分)‘下放青海省事宜。t农牧组组长军代表高启恒、副组长张辉(原省农业厅副厅

长)，工作人员陈恒仁、胡杰同志接谈，经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同志并请示省革委会第一

副主任薛鸿福，决定：．1．。坚决贯彻中央把中国农科院畜牧所下放青海省的决定，，这是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青海省的重视，+对青海省人民的关心；‘2．．近期指派有关方面负责人，

进京热烈迎接畜牧所下放青海‘；1，3．省畜牧兽医所立即着手筹办学习班，提高认识，做

好思想准备，欢迎中央畜牧所来西宁-，合并、下放；4．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做好迎接

畜牧所来西宁的_切准备工作，：如住房、．吃饭、烧煤等；．5-几个具体问题：(1)．现省

级畜牧兽医研究和生产单位有畜牧兽医研究所130人、，生药厂80人，中央畜牧所下放

青海后，合并精简‘，留所人员基本维持现有的编制规模+(即130人)：其余下放，充

实、加强原有一定基础、牲畜集中、领导重视的海南、果洛、~玉树3个州和省属的门

源种马场、-英德种羊场；+(2)．1原属中央畜牧所的仪器设备支援青海，以充实加强省的

畜牧研究基础；’(3)对某些不适宜高寒地区工作的同志(如心脏病、高血压等)，希农

科院另作安排。”’

， 同年1Q月24，日。农林部’(70)农林(办)字第7号致青海省革委会“关于农业

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下放给青海省的函”：‘‘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70)

44号文件精神，为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彻底改变科研人员长期_三脱离’?t的状

况，有利于科研同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加速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j经国务院批准，

决定将我部所属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下放给你省领导。’谨此函告。具体交接事

宜可同中国农科院商定办理；’it(此函抄送：财政部·、农科院革命委员会：)。青海省革命

委员会接到函件后，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责成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具体负责接

收安排中央畜牧研究所事宜，．该所指派程忠产(所革委会副主任)·和徐文彪进京，负

责北京与青海问的联络工作。驻院工军宣队指挥部√中国农科院革委会(70)农科革

字第368号“‘转发农林部关于畜牧所下放给青海省的函咎下发十连连部。成立畜牧所

下放领导小组，组长张传义(军宣队)：，组员徐矶、，黄文惠、．张洪良、，邓荫樟。 ·‘

同年11月2日，‘畜牧研究所第_批下放青海的职工和随迁家属，在全院职工敲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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