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汪省恚丛书

：_二：：≥≥多“

N

中 华 书 局

—叶卜，一、-1●●—■——■■●皇i|■—曼曼!!!!

—／

＼

一



中 华 书 局

；母，声卜“岫爨广。≯．，棚酤l静嚣荔o。：
。



浙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及

研究编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

≤j。，詹

工．作．报

劫焱

斗
■■●-●-·●一

研究编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课题组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一!一二J_4q·——1‘一～、一～fo

√1’
r4

鼻
自，

{l

；

譬
i
}

‘十

t：

4鼍
1只

』P／

j i

￡
即

知．，’

“T

；；，|
1

9

t．女童§弘％蕾蕾tP，t，



浙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及_

一研究编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
工 作 报 告

， ，

●

一、目的要求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编修地方志的部署和国家科委1990

年关于积极支持编写地方科技志工作的通知要求，浙江省科委于

1990年5月开始确定人员筹备《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的编纂工作，草

拟科技志编修方案，进行科技志篇目设计，制定修志规范，组建《浙江

省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并于同年1 0月召开第一次编

纂委员会会议。鉴于修志工作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编修首部全面、系

统反映浙江省科技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志书，涉及科学技术各个领域，

内容广，时间跨度大，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为此，省科委将浙

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及研究、编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列入浙江省

软科学研究项目(编号915176)。由科技志办公室组成课题组，按系统

工程理论和实施纲领，组织开展全省科技发展历史调查研究与科技

志编修。按项目合同书要求，在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编纂成一部具

有国内先进水平的140万字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志》志书。．

。j‘ IF

二、主要研究工作

．编修科技志是一项开拓性研究工作。在实施中，围绕以提高志书

质量为中心．以探索编修理论为先行，实行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相结

合，专职修志班子与专家队伍相结合．修志业务培训与实施操作相结

合，典型引路与全面铺开相结合的技术路线，着力抓了以下工作：

峙、，
‘

j。：，．二是落实修志人员·加强业务培训。从1991年’1月开始，

≯’、一 同有关厅局、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宣传修枣的意义，取得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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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落实修志人员，明确修志任务L参加科技志编修的省级各部门和

单位有97个、4so多名科技人员。为提高修志人员的修志业务水平，

统一规范和要求，在5年中，先后召开4次修志人员参加的研讨会，

以会代培。1991年2月第1次研讨会统一修志认识，学习修志业务知

识，部署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1992年3月第2次研讨

会，交流资料收集经验，部署编写资料长编；1993年‘4月第三次研讨

会，交流资料长编转为志稿的典型经验，部署志稿撰写；1994年11月

第4次研讨会，交流章、节的简述、引言撰写经验，部署简述、引言撰

写。每次研讨会都有若干典型，联系实际进行指导。此外，还分篇、章

组织过40多次中、小型座谈会，根据各篇章的实际，进行具体指导。

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既使全体修志人员明确各阶段的修志任务，又

学会具体的操作要求和方法，提高了修志工作效率。1 ．，。
‘．j

二是为顺利实施修志工程，及时交流经验、解决修志中遇到的问

题，我们专门编印了《浙江省科技志通讯》共九期，并制订志稿征求意

见和评审的标准。’
’1

。一一j—i
t嘣’

三是运用系统学理论，以学科为主，结合行业科技分类，调整篇

目设置，使《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的篇目设置突出以’科技生产力形成、

转化、发展的轨迹为主线，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达到学科(专业)

门类设置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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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人民在科学与技术活动中创造了科

技文明。调查全省科技发展历史，并研究、编纂成《浙江省科学技术

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规划、调研、设计、编修、评审

等程序，也是浙江科技史上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为保障此项研究
’

工作有计划地进行，浙江省科委将浙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及研究编

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项目列入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计划编号

915176)，研究的重点是：全省科技发展历史的全貌、科技活动分类与

入志标准、科技志系统组合形式、志书编修方法和质量标准及科技志

编纂等。现分三个部分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研究项目总体方案设计

一、制定方案的依据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编修地方志的部署和国家科委1990

年10月关于积极支持编写地方科技志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浙江科

技发展的实际，提出《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的编修任务与目的要求、指

‘导思想、体例、实施步骤。

． 《浙江省科学技术志》是浙江省志丛书中的一部综合性专业志，

既要反映方志的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等共性要求，又要突出科技

志是以科技进步活动为核心，反映科技的继承、创新、使用等的个性，

以区别于其它专业志。我们在制订方案时，将上述两个属性融为一

“体，以期在浙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基础上，完成一部具有高质量的志

书，为科教兴省服务。 -；t

、+ 二、制定方案遵循的原则

(一)编纂《浙江省科学技术志》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原则，把思想性、科学性贯穿于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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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性之中。

(二)《浙江省科学技术志》是记述浙江省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专业志，要反映浙江境内各学科各专业(行业)

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科技资源、科技管理等的全貌。科技活动

是科技志的主体，其核心是科技活动三维事理缩影。科技志必须突出

以科技生产力形成、转化、发展的轨迹为主线，以及科技的继承与创

新、优化组合这一科技发展规律，并以此对志书编修内容、范围和重

点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要求。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关

键。《浙江省科学技术志》要反映科技这一生产力全貌，方案设计要求

将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特别要反映贯彻执行“经济建

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方针以

后发生的深刻变化，重点放在“面向”和科技的辐射效应上。

(四)科技的载体是人，科技成果是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产物。

为此，方案要求志书对科技活动的记述做到见物见人，以事系人，并

将事迹、人物融合在一起载入史册。

根据上述原则，在制订方案时，对编修任务与目的要求、指导思

想、志书体例、记述方法、实施步骤等作了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经精

心科学编纂，使志书成为一部有机整体。在具体实施中，坚持修志理

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修志专职班子与450多名专家队伍相结合。通

过精心组织，并编制成科技志修志工程实施图，以指导本课题项目研

究的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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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志》修志工程实施图(199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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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磐 越 拳
● 目 ●●。一

科技志编纂 科技志编纂理论方法研究

科技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研究课题组

主 编 l修志办公室 修志理论方法研究

分篇主编 志书总体设计

一{撰稿人 辩技发展历史调查

(导 向调控)

l 修志方案制订 一l修蠢襞舞褐建 I大事记、科技对经济 修志理论方法研究一l 影响任务落实

2 篇目设计 一l修志人员研讨一l专家咨询。}一 修志业务探讨

科技历史调查
入志标准研究制订

3 修志人员研讨 事项层次要素组合 典型资料卡制作
资料搜集

形成标准、发文

发章节目编写

一l修志人员研讨
研究提出资料长编

一l典型引路全面铺开4
资料长编 编写意 见

分章节撰写
志稿结构、模式、

5 修志人员研讨 标准及撰写笔法 典型引路全面铺开
志 稿

提出意见

I

指令下达

任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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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章简述

章简述、节
修志人员研讨

(节引言)结构．
典型引路全面铺开

引言撰写 提出撰写意见

及志稿注意问题

分章(独立节) 研究提出征求

分章、节征求意见f-I罢要鑫主耋耋修改 意见三项要求

分章(节)修改 I研究提出

定 稿 -f评审标准
单位评审 专家评审

附件编写与
分篇编纂统稿 篇目调整 编辑和分篇主编统稿

志稿修改

志书质量标准 主编、编辑、特约
志书总纂

调控，综述撰写 编辑统稿

主编、编辑、特约
编委会审稿 主编撰写编辑始末

编辑统稿

提交省地方 l 课题组撰写

志办审定
志办技术处理

l 研究报告

志书评审验收 出版及准备首发式

第二部分浙江科技发展历史的调查

浙江科技发展历史调查，涉及各学科、专业(行业)，量大面广．，从

古到今，难度大。由于400多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协作，用了近3年时

间，完成调查任务，并将调查所采集的材料，筛选编写成资料长编，进

而编纂成《浙江省科学技术志》。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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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现将调查所得的主要情况，简述如下：

。
、， 一、浙江科技发展历史分期

通过调查表明，浙江科技发展历史分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大致分4个时期：，

(一)原始技术萌芽时期。从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遗址和距今

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的文物说明，在新石器时期，浙

江已出现原始技术萌芽，其中有骨和木的耜耕工具，石制的犁耕农具

和石斧、石凿等工具，陶、木、骨制的纺织工具，陶舟木浆，干栏式木结

构房舍，水稻栽培与猪、牛、羊、蚕等饲养，独木舟捕捞，陶器制烧，玉

器制作等技术。

(二)古代传统技术的积累时期。从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证实，从

奴隶社会到宋代，浙江古代传统科技积累已有相当高的程度，取得许

多重要成就。但明代中叶开始，科技发展缓慢。

(三)近、现代科技形成与发展时期。近现代科技主要在晚清、民

国时期由西方传入。一批留学回国的科技工作者成为浙江有关学科

的开拓者。但由于受条件制约，发展缓慢。
’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80年代是现代科技全面发

展时期。 。

(有关浙江科技发展历史分期概貌，详见《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的

综述及各篇、章的概述、简述，这里从略。) ．7

二、浙江主要技术门类发展进程

从表1所列浙江七大技术门类97项技术的起源、发展进程与国

外及国内一些省份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古代，浙江大多处于超前发

展，如冶炼、陶瓷器烧制、丝麻纺织、造船及运输、水利工程及人工灌

溉、农业种植、畜群饲养、中医药等技术的起源大多早于国外。但在漫

长的封建社会，浙江科技发展缓慢，特别是近代(公元1600—1900
·S· ，



年)，国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国内处于明、清时期，推行闭关自守

政策，直到19世纪中叶浙江才开始陆续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在近

代发展的36项技术中，浙江超前发展的有4项；同步发展的有11

项；滞后发展的有2l项。其中工业冶炼与铸造装置、水利电力工程、

水泥、建筑玻璃、塑料树脂、人工育种、机耕机灌等技术，在20世纪50

"-'60年代才开始发展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浙江加快科技发展步伐。50----,60年代，

在引进、移植国内外先进技术以填补省内空白的同时，开始研制微电

子材料、电子计算机技术、精密仪器仪表、农业集约化等现代科技和

高新技术。有些技术，如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高速摄影机等达到当

时国际先进水平。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浙江科

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建成现代化海运深水泊位、大型港口火电厂和

国内第一座核电站；引进应用先进通信技术与设备；发展生态农业；

引进应用高分辨诊治机具、建成多个高科技实验装置；电子计算机、

遥感、激光、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各领域开发应用，使浙江

’科技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到1990年，除地铁、高速公路、核材料

等尚属缺门外，其它技术均已发展，但与国外先进水平尚有不同程度

的差距。



表1主要技术门类发展进程

技 A公元1600年以前 B公元1600---1900年 C公元1900．'-,1990年
术
门 序 序 起始 序 起始

类 号
标 志 起始时闻 标 志 标 ，志

号 时间 号 时闾

1 天然工具 距今5万年 6 机动金加工机 1864 12 数控程控机械 1973

2 人造工具 新石器时期(公元 械 13 电子计算机 1962

机 前4000一,5000) 7 成套机器 1882 14 精密仪器仪表 1965

3 冶炼装置 春秋战国(公元前 8 仪器仪表 1883 15 高科技实验装置 1985

770～前221) 9 工业冶炼装置 C1强互 ；

Jl 铸造装置 东汉(25---220) 10 工业铸造装置 Cl蛆罩 ●

具
5 观察仪器 9世纪 11 化工机械与设备 C1936

1 畜力简单 汉代(公元前206 4 蒸汽 i896 1l 太阳能利用 1958

利用 —220) 5 燃气 1855 12 核电 1990

动 2 水利简单 春秋战国(公元前 6 压气 1876 13 沼气 1930

力
，、 利用 770～前221年) 7 火电 1898

能 3 风力简单 东汉(25"--220) 8 水电 C1941

源
V 利用 9 风力发电 C1958

10 大型水利电力工程 C1960

l 陶 新石器时期(约公 10 铝合金 C1985 16 化学纤维 1958

元前4000,--5000) ll 水泥 C1950 17 光纤材料 1985

、

2 瓷 东汉(25"-'220)+ 12 建筑玻璃 C1970 18 激光材料(红宝 1976

3 青铜 公元前333 13 橡胶材料 C1972 石)

4 铁， 公元前475 14 塑料树脂 C1957 19 微电子材料(半 1954

材 5 钢 494 15 玻璃钢 C1970 导体)

6 麻 新石器时期(公元 20 核材料． ．

前2700) i

7 矬 新石器时期(公元
●

料
前2700)

8 棉 1200

9 漆 明隆庆年问(1567

—一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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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A公元1600年以前 B公元1600"-'1900年 C公元1900"-1990年
术
门 序 序 起始 序 起始
类 号 标 志 起始时间 标 志 标 志号 时阁 号 时间

l 简单人畜 春秋战国(公元前 7 汽车 C1919 1d 地铁

，

力车 770～前221) 8 公路 C1925 15 高速公路

2 风帆船 汉(公元前206～ 9 火车 C1909 16 集装箱运输 1964

交
220) 10 铁路 C1909 17 管道运输 80

3 车道(古 春秋战国(公元前 ll 机动轮船 1855 年代
通

道) 770～前221) 12 电车 C1961

d 桥梁(石 春秋战国(公元前 13 航空运输 C1933

运
桥) 770．"．-前221)

5 海船 春秋战国(公元前
输

770,"--,前221)

6 运河 晋代(265一．120)

l 电报 1883 d 卫星通信 1980

2 电话 C1907 5 图文传真 1960
通

3 无线电通信 C1927 6 光纤通信 1986

7 程控电话 1986

8 电视 1959

信

l 人工灌溉 汉代(140) 6 畜群饲养重大 A北宋 9 农业集约化生 50

2 人工选留 北宋(960"-"1127) 改进 (960— 产技术 年代

种 1127) 10 生物化学农业 1915

3 畜群饲养 春秋战国(前770 7 机耕机灌 C1930 11 生态农业 70年农
～前221) 8 人工育种 C1930 代末

业 唐中叶(约750) 12 遗传工程育种 dO4 农业耕作

技 制度重大 年代

术
改进

5 水利工程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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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A公元1600年以前 B公元1600,--．1900年 C公元1900--,1990年
术

起始 序 起始门 序 标 志 起始时间 ，

序 标 志 标 志类 号 号 时间 号 时间

l 中医 公元前465 4 中医诊治技术 ^明代 8 中西医结合 1914

2 中药 1～2世纪 重大发展 (1368一 9 生物药剂 1942

3 西医西药 B1843 l纠8) 10 高分辨诊治机具 1982
医

5 复方中成药 All孙 11 新技术护理 1984

6 化学药物 k326 12 特种医疗技术 1960
●

“

7 医疗器械仪表 1843

药
。

，

三、浙江自然科学发展进程

从表2可看出，浙江自然科学各学科、专业的发展进程中，古代

传统科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尤其在数学、物理、地学、生物学等方面

的一批成果，均早于西方四五百年。到近代，由于封建社会闭关自守

政策的影响。科学发展缓慢。从清末到20世纪初，现代科学开始形

成。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现代科学全面发展。，

，
： ：．．表2 自然科学发展进程

I
17、18、19世纪 20世纪以后进＼时 17世纪前(1600年前)‘＼髫矽 (1600",,1900年) (1900"-,1990年)

＼I ·古代科学形成
学科＼心 近代科学传入7 现代科学发端 一

3世纪虞喜发现“岁差”I 19世纪传入几何原本 20’数学史I 30’代数学；

ll世纪沈括发明隙积 307几何学；30’函数论l

术、会圆术；13世纪杨辉
P⋯r’，

50’微分方程；50’概率论

数 学 著‘详解九章算法)；15 ‘ ／ 与数理统计I 60’应用数

世纪吴敬著《九章算法比 学

类大全>．以上均比西方 t：
“‘ ? 、

÷
。

，+”

早四五百年 ，．．

r

≯

L

l■?～，．，，{。o，：÷，》，¨，，{



爹一

I
17、18、19世纪 20世纪以后进＼时 17世纪前(1600年前)‘＼震移 (1600"-,1900年) (1900"-．1990年)

＼{ 古代科学形成

学科＼心 近代科学传入 现代科学发端

20’原子物理；,107原子核

简单物理知识应用 19世纪传入牛顿运动定
物理；707理论物理；80’

物理学 声学；60’光学；80’凝聚
11世纪沈括发现磁偏角 律知识

态物理学；80，高能物理

学

50’振动力学150’固体力

19世纪传入初等力学教 学；40’流体力学l 80’随
力 学 简单力学知识应用

程 机振动；80’流变学；80’

计算流体力学

30’化学史；50’无机化

19世纪传入近代化学知
学；仰’有机化学；50’物

化 学 简单化学知识应用 理化学；30’分析化学；
识著作、教材

70’环境化学；70’高分子

化学

潮汐知识应用

公元288年2月19日 19世纪中叶传入地质、 20，地质学；30，地理学；

地 学 《五行志》载绍兴地震 地左学知识； 50’地振学；50’大气科

17世纪徐宏祖(霞客)在 19世纪末出现测侯站 学i60’海洋科学

雁荡山作地理地貌考察

1243年陈仁玉著《菌谱>
40’微生物学；40’细胞生

1256年陈景沂著《全芳
物学f 20，植物学l 30’遗

生物学 19世纪传入植物学知识 传学；20，动物学l 50，生
备祖>均为最早生物学著

态学f 50，生物化学；50’
作

生物物理

注：20'代表20世纪20年代，余同．

四、浙江学科、专业发展现状

根据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

准(GB／T 13745—92)对照浙江学科、专业发展全貌进行分析，在与自

然科学与技术有关的全国一级学科J11个中，浙江已发展的有39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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