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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着名散学家华罗座教授(右三)

在原平县汽车修配厂指导推优工

作。

2．忻州地区科学技术委员舍大楼。

(傅跃荣摄)

3．竖立在地区广播电视局内的电

视铁塔天线。(李惠普摄)

4．五寨县柳河大队农业技术夜校。

(张联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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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技人员和忻县六石大队科研队共同现测杂交高粱生长情况。

6．岢岚县境内飞播牧草试验。 (张联友摄)

7．美籍华人王庆寿博士在作学术报告。 (张联友摄)

8．五台山六月古会上的科技咨询服务灶。(除署名外．其岜由地区科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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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言 l

序 言

人类发展史，首先是一部生产文明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生产实践的科学总结。科学技术既是为人

类社会发展服务的，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特

别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导。人类社会史上，莫不是技术变革导致了人类生产结构(生产关

系)、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导致了社会进步。现今，

科学技术亦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特别是处于世界技术革

命、信息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战略地位，

就更为显而易见。

为了全面记述忻州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各行

各业的科学技术工作，记载科学技术在全区发展的成就和在四化建
设中的重大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的科

学依据，科委科技志编纂委员会及全体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辨证唯物主

义观点，采取“详古略今”的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搜集资料，鉴

别整理，从1987年8月至1989年6月，前后经历二年时间，写成了

这本《忻州地区科学技术志》o’

编写科技志是一件新工作，缺乏经验，加之涉及面广，跨越年

代长(1840年——1985年，个别章节延伸到1988年)，很难做到全

面、翔实、完善，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忻州地区科学技术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有关人员和单位

大力协助并提供资料、数据、情况等，在此深表谢意。

娄林海

渡：娄林海，忻州市人。1983年11月起，任忻州地区行政公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凡饲 l

凡’ 例

一，《忻州地区科学技术志》主要是记叙全区(以1979年改为

忻县地区行政公署为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二、本志以编、章、节、目设置，编、章，节为横排，目以下

竖写。全志共分十三编五十一章。其断限：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

1985年。重点是建国以后。(注：第十三编《科技体制改革》是近

年科技战线的主要工作，为再现与全面反映改革情况，此编内容记

叙时间延伸至1988年底)。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记、图、表、录等体裁并用，以

志为主体。年号用公历。凡属述及人物的称谓，一般直书姓名，不

加褒贬之词o

四、大事记按历史顺序记述。

五、本志利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外，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

六、本志所述情况，数字，人名，地名等，大多经过验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编大事记‘

大事记．．．⋯⋯⋯⋯⋯⋯⋯⋯⋯⋯⋯⋯⋯⋯⋯⋯．．．⋯⋯⋯．．．⋯⋯⋯⋯⋯⋯⋯·(1)

第二编概述

第一章忻州概况⋯⋯⋯⋯⋯⋯⋯⋯⋯⋯⋯．．．⋯．．．⋯⋯⋯⋯⋯⋯．(13)
’

．

第二章 1949年前科学技术事业⋯．．．⋯⋯”：7．．．⋯⋯¨⋯⋯⋯⋯(14)

第三章 1949年——1985年科学技术事业⋯⋯⋯⋯⋯．．．⋯”(16)

第三编农业科学技术

第一章种植业科学技术⋯⋯⋯⋯⋯⋯⋯⋯⋯⋯⋯⋯⋯⋯⋯⋯⋯(29)

第一节 耕作栽培⋯⋯⋯⋯⋯⋯⋯：⋯⋯⋯⋯?⋯⋯⋯⋯⋯⋯⋯(29)

第二节 农作物种类和新品种选育⋯⋯⋯⋯⋯⋯⋯⋯⋯(33)

第三节 病虫防治⋯⋯⋯⋯⋯⋯⋯⋯⋯⋯⋯⋯⋯⋯⋯⋯⋯⋯·(37)

第四节 土壤普查和土壤改良⋯⋯⋯⋯⋯⋯⋯⋯⋯⋯⋯·(39)

第二章林业科学技术⋯⋯⋯⋯⋯⋯⋯⋯⋯⋯⋯⋯⋯⋯⋯⋯⋯·(43)

第一节’概述⋯一⋯·一⋯⋯⋯：．．．；⋯⋯．．．⋯⋯_⋯⋯．．．⋯·(43)
第二节 林木良种选育与推广⋯⋯·．．．。。⋯⋯⋯⋯⋯⋯(46)

第三节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k⋯“⋯．．．⋯⋯一⋯⋯⋯⋯”(47)

第四节 林业科学技术成就⋯⋯⋯⋯．．．⋯乱⋯。⋯⋯⋯⋯(49)

第五节一林业技术推广⋯⋯⋯⋯一⋯⋯k⋯⋯⋯⋯⋯⋯”(52)

第三章·畜牧业科学技术⋯⋯⋯⋯“⋯厶⋯⋯⋯厶⋯⋯⋯”(55)



2 目录
一 ．一一一__-_-_-·__——___—_-—·_—●—_-_·—_———___—_-‘—一

第一节 概况⋯⋯⋯⋯⋯⋯⋯．．．．．．⋯⋯⋯⋯⋯⋯⋯．．．⋯⋯⋯⋯(55)

第三节 牧草及饲料⋯⋯⋯⋯⋯⋯⋯⋯⋯⋯⋯⋯⋯．．．⋯⋯”(55)

第三节 品种改良⋯⋯⋯⋯⋯⋯⋯⋯⋯⋯⋯⋯⋯⋯⋯⋯⋯⋯(56)

第四节 疫病防治OgOB OBOf OOOO?⋯⋯⋯⋯：⋯⋯⋯⋯⋯⋯⋯⋯⋯”(59)

第卤章水利科学技术．．．⋯．-．．．．．．．⋯⋯⋯⋯⋯⋯⋯⋯⋯⋯⋯⋯⋯(61)

第一节 水利工程建设⋯⋯⋯⋯⋯⋯⋯⋯⋯⋯⋯⋯⋯⋯⋯‘(61)

第三节 水土保持⋯⋯⋯⋯⋯⋯⋯⋯⋯⋯⋯⋯⋯⋯⋯⋯⋯⋯’(63)

第三节 新技术引进和推广⋯⋯⋯⋯⋯⋯⋯⋯⋯⋯⋯⋯”(63)

第五章农业机械科学技术⋯⋯⋯⋯⋯⋯⋯⋯⋯⋯⋯⋯⋯⋯⋯’(65)

第二节 新农机具的研制⋯⋯⋯．．．⋯⋯⋯⋯⋯⋯⋯⋯⋯⋯(65)

第二节 农业机械推广⋯⋯⋯⋯’⋯⋯⋯⋯⋯⋯⋯⋯⋯⋯⋯·(68)

第六章气象科学技术⋯⋯⋯⋯⋯⋯⋯⋯-．．⋯⋯⋯⋯⋯⋯⋯⋯¨(70)

第一节 概况⋯⋯⋯⋯⋯⋯⋯⋯⋯⋯⋯⋯⋯⋯⋯⋯⋯⋯⋯⋯⋯(70)

第二节 新技术应用⋯⋯⋯⋯⋯⋯⋯⋯⋯⋯⋯⋯⋯⋯⋯⋯⋯·(71)

第三节 科研成果应用⋯⋯⋯⋯⋯⋯⋯⋯⋯⋯⋯⋯⋯⋯⋯(72)

第四节 应用气候科技成果⋯⋯⋯⋯⋯⋯⋯⋯⋯⋯⋯⋯⋯(72)

第四编工业科学技术

第一章煤炭工业科学技术⋯⋯⋯⋯⋯⋯⋯⋯⋯⋯⋯⋯⋯⋯⋯”(75)

第一节 资源⋯⋯⋯⋯⋯⋯⋯⋯⋯⋯⋯⋯⋯⋯⋯⋯¨⋯⋯⋯⋯(75)

第二节 煤层地质研究⋯⋯⋯⋯⋯⋯⋯⋯⋯⋯⋯⋯⋯⋯⋯(76)

第三节 开采⋯⋯⋯⋯⋯⋯⋯⋯⋯⋯⋯⋯⋯⋯⋯⋯⋯⋯⋯⋯”(76)

第四节 运输．．·⋯⋯一···“··一“····”··一·一····⋯⋯·⋯“····”···¨”(78)

第五节煤炭科捷⋯⋯⋯1．．．w．，．．．．-，．”．．．”．，．．．，tt．⋯．．．⋯”(78)



目录 3

第六节 煤炭加工⋯⋯⋯⋯．．．_⋯．．．⋯⋯⋯⋯⋯⋯⋯⋯⋯⋯(79)

第二章冶金工业科学技术⋯⋯⋯⋯⋯⋯⋯⋯⋯⋯⋯⋯⋯⋯⋯(81)

第一节 概述⋯⋯⋯⋯⋯⋯⋯⋯⋯⋯⋯⋯⋯⋯⋯⋯⋯⋯一⋯”(81)

第二节 矿山资源⋯⋯⋯⋯⋯⋯⋯⋯⋯⋯⋯⋯⋯⋯⋯⋯⋯⋯”(81)

第三章轻纺工业科学技术⋯⋯⋯⋯⋯⋯⋯⋯⋯⋯⋯⋯⋯⋯⋯·(84)

第一节 发展简述⋯⋯⋯⋯⋯⋯⋯⋯⋯⋯⋯⋯⋯⋯⋯⋯⋯”(84)

第二节 科技队伍及主要科研成果⋯⋯⋯⋯⋯⋯⋯⋯⋯(85)

第四章机械工业科学技术⋯⋯⋯⋯⋯⋯⋯⋯⋯⋯⋯⋯⋯⋯⋯“(86)

第五章 电力工业科学技术⋯⋯⋯⋯⋯⋯⋯⋯⋯⋯⋯⋯⋯⋯⋯”(88)

第六章化学工业科学技术⋯⋯⋯⋯⋯⋯⋯⋯⋯⋯⋯⋯⋯⋯⋯⋯(91)

第七章建材工业科学技术⋯⋯⋯⋯⋯⋯⋯⋯⋯⋯⋯⋯⋯⋯⋯”(92)

第八章交通运输科学技术⋯⋯⋯⋯⋯⋯⋯⋯⋯⋯⋯⋯⋯⋯”(93)

第九章邮电通讯科学技术⋯⋯⋯⋯⋯⋯⋯⋯⋯⋯⋯⋯⋯⋯·(95)

第一节 1949年前发展简况⋯⋯⋯⋯⋯⋯⋯⋯⋯⋯⋯⋯”(95)

第二节 1949年——1985年的发展情况⋯⋯⋯⋯⋯⋯”(96)

第三节 邮电设备⋯⋯⋯⋯⋯⋯⋯⋯⋯⋯⋯⋯⋯⋯⋯⋯⋯⋯。(96)

第十章 乡镇企业科学技术⋯⋯⋯⋯⋯⋯⋯⋯⋯⋯⋯⋯⋯⋯⋯”(98)

第五编卫生，文化、教育科学技术

第一章卫生科学技术⋯⋯⋯⋯⋯⋯⋯⋯⋯⋯⋯⋯⋯⋯⋯⋯⋯⋯(99)

第一节 概述⋯⋯⋯⋯⋯⋯⋯⋯⋯⋯⋯⋯⋯⋯⋯⋯⋯⋯⋯⋯”(99)

’第二节 医疗科技⋯⋯⋯⋯⋯⋯⋯⋯⋯⋯⋯⋯⋯⋯⋯⋯⋯⋯n(100)

第三节地方病防治⋯⋯⋯⋯⋯⋯⋯⋯⋯⋯⋯⋯⋯⋯⋯⋯⋯(102)

第四节 计划生育⋯⋯⋯⋯⋯⋯⋯⋯⋯⋯⋯⋯⋯⋯⋯⋯⋯⋯¨(104)



4 目．录

第二章广播电视科学技术～·一～⋯⋯⋯⋯⋯⋯⋯7⋯·,．fSpO Q···(106)

第一节广播⋯⋯⋯⋯⋯⋯⋯⋯⋯⋯¨⋯⋯⋯⋯⋯⋯⋯⋯⋯⋯·(106)

第二节 电视⋯⋯⋯⋯⋯⋯⋯⋯⋯⋯⋯⋯．．．⋯．，．．⋯．．．⋯⋯⋯⋯·(107)

第三节主要科技活动⋯⋯⋯⋯⋯⋯⋯_⋯⋯．．．⋯⋯⋯⋯(108)

第三章教育科学技术⋯⋯⋯⋯。⋯⋯⋯．．．⋯⋯⋯⋯．．．⋯⋯⋯⋯·(110)

第六编 财贸科学技术

第一章商办工业科学技术⋯⋯⋯⋯⋯．叩⋯⋯⋯⋯⋯⋯⋯⋯⋯”(111)

第一节发展概述⋯⋯⋯⋯⋯⋯⋯m⋯⋯⋯⋯⋯⋯⋯⋯．．．⋯j·(111)

第二节 主要科技活动⋯⋯⋯⋯⋯⋯⋯⋯⋯⋯⋯⋯⋯⋯⋯·《112)

第二章外贸科学技术⋯⋯⋯⋯⋯⋯⋯⋯⋯⋯⋯⋯⋯⋯⋯⋯⋯⋯·(114)

，第七编 地震、计量，建筑、环境保护科学技术

第一章地震科学技术⋯⋯⋯⋯⋯⋯⋯⋯⋯⋯⋯。⋯”．．．⋯⋯⋯⋯(115)
’

第一节 组织机构⋯⋯⋯·’·0009．．．⋯⋯⋯⋯．．．⋯o⋯⋯⋯⋯(115)
一

第二节 群测群防⋯⋯⋯⋯⋯⋯⋯⋯⋯⋯o⋯⋯⋯⋯⋯⋯⋯(116)

第三节 地震史料⋯⋯⋯⋯⋯⋯⋯⋯‰⋯⋯⋯⋯⋯⋯⋯⋯⋯(118)

第二章标准计量科学技术⋯⋯⋯⋯⋯⋯⋯⋯⋯⋯⋯⋯⋯⋯⋯(119)

第一节 发展概述⋯⋯⋯⋯⋯⋯⋯⋯⋯⋯⋯⋯⋯⋯⋯⋯⋯⋯”(119)

第二节 标准计量科技⋯⋯．．．⋯⋯·o“⋯⋯⋯⋯⋯⋯．．．⋯·(120)

第三章建筑科学技术⋯⋯⋯⋯⋯⋯⋯⋯⋯⋯⋯⋯⋯⋯⋯⋯⋯⋯·(121)

第四章环境保护科学技术⋯⋯⋯⋯⋯⋯⋯⋯⋯⋯⋯⋯⋯⋯⋯”<124)

第一节 组织机构⋯⋯⋯⋯⋯⋯⋯⋯一一⋯⋯⋯⋯⋯⋯⋯⋯·(124)

第二节 主要科技活动⋯⋯⋯⋯⋯⋯．．．⋯．．．⋯⋯．．．⋯⋯⋯⋯(124)



目录 ‘

第八编科学技术管理

第一章管理机构⋯⋯⋯⋯⋯⋯一⋯．．．⋯⋯⋯⋯-⋯一⋯⋯⋯一(129)

第一节·忻州地区行署科学技术委员会⋯⋯，一0．OOOJ··00(129)

第二节 县(市)科学技术委菰会．．．⋯⋯⋯⋯⋯⋯⋯⋯(133)

第二章科技干部管理⋯一⋯⋯⋯⋯⋯．．．．．．⋯⋯⋯．．．⋯⋯⋯⋯(135)

第一节 组织机构⋯⋯⋯⋯⋯⋯⋯⋯．．．．．．．．．⋯⋯⋯⋯⋯⋯·(135)

第二节 科技干部队伍⋯⋯⋯⋯⋯⋯，⋯⋯⋯⋯⋯⋯一⋯·(135)

第三节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39)

第三章科研经费⋯⋯⋯⋯⋯⋯⋯⋯⋯⋯⋯⋯⋯⋯⋯⋯⋯⋯⋯·(142)

第四章科技服务⋯⋯⋯⋯⋯⋯⋯⋯⋯⋯⋯⋯⋯⋯⋯⋯⋯⋯⋯⋯(144)

第一节科技情报⋯⋯⋯⋯⋯⋯⋯⋯⋯⋯⋯⋯⋯⋯⋯⋯⋯⋯(144)

第二节 科学器材与仪器设备⋯⋯⋯⋯⋯⋯⋯⋯⋯⋯⋯⋯(147)

第五章科学技术外事活动⋯⋯⋯⋯⋯⋯⋯⋯⋯⋯⋯⋯⋯⋯”(149)

第一节技术援助．．．⋯⋯⋯⋯⋯⋯⋯⋯⋯⋯⋯⋯⋯⋯⋯⋯⋯(149)

第二节 技术考察⋯⋯⋯⋯⋯⋯⋯⋯⋯⋯⋯⋯⋯⋯⋯⋯⋯⋯(149)

第三节 技术交流．．．⋯⋯⋯⋯⋯⋯⋯⋯⋯⋯⋯⋯⋯⋯⋯⋯⋯·(15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九编科研机构

省属研究开发机构⋯⋯_⋯⋯⋯⋯⋯⋯⋯⋯⋯⋯⋯⋯(153)

区属独立研究开发机构⋯～∥·：⋯．．．⋯⋯⋯⋯⋯⋯(157)

县属研究开发机构⋯⋯⋯⋯⋯⋯⋯⋯⋯⋯⋯·一一?⋯“(160)

集体，个体科技机构⋯⋯．．．?⋯⋯⋯⋯⋯⋯⋯⋯⋯⋯⋯·(161)



6 目录

第十编科研成果

第一章科研成果奖励⋯⋯⋯⋯⋯⋯⋯⋯⋯⋯⋯”厶⋯⋯⋯⋯⋯“(163)

第一节 奖励大会⋯⋯⋯⋯⋯⋯⋯⋯⋯⋯⋯⋯⋯⋯⋯⋯⋯⋯(163)

第二节 获奖成果Oe@IO"gO@@⋯⋯⋯⋯⋯⋯⋯⋯⋯⋯⋯⋯．．．⋯·(164)

第二章科技成果推广⋯⋯⋯⋯⋯⋯⋯川⋯⋯⋯⋯⋯_⋯⋯⋯·(170)

第三章重大科研成果简介⋯⋯⋯⋯⋯⋯⋯⋯⋯⋯⋯⋯⋯．．．⋯··(173)

第四章科技专著⋯⋯⋯⋯⋯⋯⋯⋯⋯⋯⋯⋯⋯⋯⋯⋯⋯⋯⋯⋯⋯(186)

第十一编科技人才

第一章科技模范人物⋯⋯⋯⋯⋯⋯⋯⋯⋯⋯⋯⋯⋯．．．⋯⋯⋯“(189)

第二章忻州地区籍在国内外的著名专家、教授⋯⋯⋯⋯(193)

第三章忻州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及总工程师名录⋯_⋯“(204)

第十二编科学技术团体

第一章组织机构⋯⋯⋯⋯⋯⋯⋯⋯⋯⋯⋯⋯⋯⋯⋯⋯⋯⋯⋯．．．．．“(207)

第二章学会⋯⋯⋯⋯⋯⋯⋯⋯⋯⋯⋯⋯⋯⋯⋯⋯⋯⋯⋯⋯⋯：．．．．”(210)

第三章科普活动⋯⋯⋯⋯．．．⋯⋯⋯⋯⋯⋯⋯⋯⋯⋯⋯⋯⋯⋯⋯⋯·(213)

第十三编科技体制改革

第一章科技体制改革⋯⋯⋯⋯⋯⋯⋯⋯⋯⋯⋯⋯⋯⋯⋯⋯⋯⋯”(215)

第一节 拨款制度改革⋯⋯⋯⋯⋯⋯⋯⋯⋯⋯⋯⋯⋯⋯．．．⋯(215)

第二节 技术市场⋯⋯⋯⋯⋯⋯⋯⋯⋯⋯⋯⋯．．．⋯⋯⋯．．．⋯(215)

第三节 科研单位改革⋯⋯⋯⋯⋯．．．⋯⋯⋯⋯⋯⋯⋯⋯⋯⋯(2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