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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我委编写的Ⅸ开封市科学技术志》，是开封第一部科技志 一

f‘

2。。 书，记载了开封从古代到一九八五年的科学技术成果及科技工 ÷．

；：：： 作。它力求给领导，给有关部门和科技工作者，提供真实而全面 ； ．

t， 的材料，以促进我市科技工作继续前进，为。四化一服务。 ?” ’，

’。 、 ．一在编写中，我们贯彻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一_4．：

’：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央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 芦
‘

专 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客观地记述和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 ·

’' 和现状，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霉
． 本志编写由于缺乏经验和时闽短，可能有差错，遗漏或其他

一～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意见。 ．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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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参加本志编写的有。李清亚，栗子俊，亍兆美、刘建章、郭，：．。 ．’

’

庆兰，张玉萍，武晓风、陈情，赵明森。。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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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成为世界上的创举。 -_
7

t， 开封的建筑技术在宋朝亦有重大成就。北宋时期李诫主管工， ．{

7程任将作监十多年，对历代工匠留传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建筑技术 、：；1
成就作了全面系统总结，于1100年编成《营造法式》，全书36卷

： 057篇，3555条。今天还能看到的开封铁塔和繁塔就是典型代表。4一’Vj
． 铁塔建于1049年，八角十三层，现高55．123公尺，是我国古代寺 ]

，塔建筑的杰作。开封繁塔建于968—976年间，营建时间长达23年 ，。 {

是一座平面六角形的楼阁式佛塔，．是我国佛塔从四角型向八角过 ·

-渡的建筑o ’
，，：?’

”

． _j l|-、o备 1

，．一∥由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北宋H寸期的开封经济繁荣和手，

r工业的发达。据统计，全市官办和私营媳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工匠 ．

‘

．题8万多人，其门类有军器，纺织、．陶瓷、酿酒、制茶、雕刻、 ． 1

。．印刷等。规模最大的军器制造业，，就拥有工匠近万人。纺织业有’ j
． 织机400多张，可织制各种纺织品，仅锦饰一项就有数十个品种。

”

{

开封的官窑模仿汝窑(我省临汝的汝窑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又有 一
’．

： 进一步的发展。，官窑瓷器胎釉很薄，，有月白、粉青等色，，并有冰 ．j
。

，裂或梅花纹，或有鳝血斑，墨纹。．可见当时陶瓷技术也相当发 ：

， · ·
、

～，

．一连。j善 “。．．．’≯。· 。。，：，r、．。r，，．．．1，I 4

一，． 金灭北宋以后，在明清二代黄河数次灌城，加上交通条件的 ．

变迁，使开封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遭到严重破坏，走向衰退。． f一

， 到明代，开封的手工业技术有所恢复，主要行业有缝纫、．妨 ’

一 织，丝绸，绫锦，铁器、酱油，皮革等。一清代手工业技术和生产。 ．

．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名牌手工业产品，如景文洲的汴 -1

绸，姚家的皮鞭、林清录的毛旱烟以及葫芦牌剪子、双王菜刀i ，

．．

、

·老泰顺风箱v紫铜暖锅，金银手饰，木杆秤、锡器、毛笔等，对
： 提高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一：．，、

-：到近代，开封的科技虽然落后于中国的沿海城市，‘．但是，开

封作为河南省会，又有铁路贯通，有利条件较多，接近沿海先进 ．．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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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城市，-因此，学习，引进了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如机械，电力，

I ·一．^．农副产品加工i食品、农艺^西药制造等近代科学技术。，1897
r，， 。．‘年到192Z年开封先后建立了河南兵工局，普临电灯公司l÷永丰，

? ’．天丰面粉公司，4大昌烟厂，均以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出现了一

r‘ 批新产品和科技成果。 “双鱼牌，，面粉质量优良，为中原之冠，

【 ?抗日战争前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像奖。．1925年之后已开始生

} ，产西药酊、膏剂等。这些近代工业的若起和科技成果的出现，标、 ：

志着我市近代科技的兴起。开封在解放前因饱受．“水早蝗汤?之 ：

．

， 害，加上统治者不重视科学技术，科研机构很少，规模不大，技

： 术水平落后。1948年，全市机器生产和半机器生产的工业仅有
+

．755户，百人左右的工厂仅有5—6家，科技人员很少，，技术水平

甚低。市属科研所尚无记载，：仅有省属的农业改进所、纺织改进 ．，

。所，化工试验所，卫生试验所、。地质调查所、蚕丝改进所。河南
‘

一 ，大学设在开封，成为河南的最高学府，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
’

师生成为河南科学技术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科技人才

培养的中心。’，： ，．； ，：． 1。； ，： ·荽 ．

， 之‘：1948年lO月开封市解放之后；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了党和人民 ，

政府的重视，得到了较大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科技发展状况
‘

， 可分；个阶段l’_。’． +：一．
j ’：： ’。． ■

气 t、玎第一个阶段(1948--1966年)我市科学技术从小到大发展超
j 来。j

．。’
}，jj”。川。：

．．
■。。卜～．： 。，二

舡 。，i解放初期，开封市委和人民政府在稳定社会秩序上发展生 ．

4产9i加强了科技工作t重用人才i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改革生产 。

． 工具，推广先进技术～．弓I进技术-引进人才以促进新建厂和内迁

来汴的工厂的生产。1953年，全市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和技术改革

运动，．改革工厂设备，．．提高生产技术。据不完全统计，推广外地，，。

’和本市关键性先进经验117种，合理化建议1832种，采纳了908种

‘对开封的生产和管理起到重大作用。； ，。j —j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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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19翮年党中央发出了“内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封市先话建
’

，立了计量所i工业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医科所：农业研究所、。
。。

建筑研究所和科技情报研究所。同时，．建立了‘大批大中型企·。

业，。研究和试制出一批新产品：企业中有国家投资新建的．化肥

厂，．空分设备厂，高压阀门厂，拖拉机电器厂二仪表厂，联合收
一。削机厂等。地方筹资新建和扩建的有汽轮机厂，钢铁厂▲．毛妨

， 厂．’；印刷厂，玻璃厂、磷肥厂、一橡胶厂0棉织厂：i-缝纫机厂等。、
． ，t959年开封机械厂试制成功云一3型谷物联合收斟机。11960年开

。封汽轮机厂试制成功750千瓦汽轮机，填补了河南省的一项空白。

：’1965年高压阀门厂建成投产，弥补了我国阀门工业生产的缺日。 ·

：在农业方面，井展了对沙荒、盐碱自然灾害综合治理的研究，诹

‘祷了’定成效，北郊试种水稻获得成功。这期问，不论是工业或
’农业方面的科研攻关，还是中问试验和新技术的推广，都极大地

促进了开封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9：49
’

． 年的n，fg倍o‘、 、”． 一．y．．：”
。。 ·一：‘．吨jo．

．‘

．· 第二阶段(1967"、一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学技术遭

勃严重摧残。疆968年开封市科委和科技情报研究所被撤锖，设备

被毁坏，书籍资料被抄走，垒市很多知识分子被迫下放，自谋生

路。但是，广大科技人员仍坚持真理，坚持科研，，并创造出一批
’

‘新产品，4‘新工艺，使开封的科技得弼÷宠的发展。如推广应用优

选法，开发利用口肥水，，，推广盐碱地的改良技术，植树造林．

·”-防风固沙，小麦高稳低傥的研究等都是在逆境中前进，在困难中
． 发展起来的。,1967年开封火柴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火柴连续

． 轨，中央轻互_业部召开专题会议在全国火柴行业椎广。i970年开 ．

封机械厂试制成40拖拉机。1974年开封玻璃厂第÷台行列式制瓶

’：． 机生产投产，该厂制瓶生产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工艺进入全国同

行业先进行列。1975年以废次单晶硅为原料，研制成功太阳能电二

池，受到国家大力支持。1974^,,1976年，重零。计算机试制成功，填

、

1．



j补了河南省的空白。1975—1977年l一机部磁型铸造设计组在开-

封机械厂成功安装了·条866磁型铸造生产线。2■ ?
’f： ．

； ，．’第三阶段(197'8,·,,1985年)，。开封市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蓬’。

j

， 勃发展的时期。1978年开封市科技工作在搿四人帮，，破坏的基础
’

上，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拨

，一 ’乱反正，贯彻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 ，

。 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1979年和1984年分别召开了全市科技界表

!彰先进及成果奖励大会，并采取了许多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的政

～， 、：糠和加强科技工作的措施。1985年3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
， 々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我市在科技管理、拨款制度，开设技术市场．一

． +，等穷匾做了大量工作，大大促进了开封市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vI、．1。科研机构发展较快，并形成。定的科研能力。据1．984年

．调查卜党的十一榴三中全会以来，先后成立了开封市医学科研

’．所，纺织研究所、’农科所，食品所，化工研究所，计划生育研究

i。 ：所等，全市共有27个科研机构，其中省属2个，市属lO个，：公司
‘

级6个，．厂属9个。‘科研能力和科技条件得到了加强和改善。 ，

， ’．2，科技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开封市科委1973年12月重新恢
‘

复以后，从1978年"'--'：1985年各区县科委也恢复了工作。各局委 ．

，：．均设立了科技科，工厂企业成立了技术科，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

、‘ 的科技管理系统； j2’
，． k一、．，r ：、

‘一⋯3：·科技队伍发展壮大。据1984年统计，’全市各类专业技术

，。? 人才2275j．入，其中包括社会科技人员6087人，自然科技人员
。 16664人，·工程技术人员7635人，农业技术人员1573人，卫生科

技人员7397人0全市高级职称人员62人，中级职称人员2835人，
’

、
· ：助理职称5986入，．技术员职称的6693人，由县政府授予农民技术

员职称的1835人。 7．。
‘ ’

，

‘

。}，． ，，、：
．

‘一4、科技成果大量涌现，1刍1979年至1985年荣获科技成果奖

4 1 辱48项，共中国家级1项，省级86项，市级46l项，空分设备厂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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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工程师研制成功的盯锯齿形翅片冲床与冲模，，荣获国家发明二

等奖，作为出口专利，为国家赢得了荣誉i通用机械厂制造的蒸

气两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汴梁一号节，

“中汴‘号，，西瓜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使开封市西瓜这一优势

产品得到进一步开发。一 ；
，

j
。j。，

·5，科技成果大力推广，科技知识广为普及。1979^v19，80年
’

全市推广远红外加热技术，全年节电150万度。 “六五，，期间科

．技攻关计划项目鉴定60项，完成成果134项，推广应用成果100项

7成果推广率为74．6％。‘1981一1982年全市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17，

．项，据21个推广应用企业统计，国家投资新技术推广补助费71．7

万元，两年取得经济效益为118．6万元：河南省小麦高稳优低

：模式和小麦不同生态类型区及生产规律两项成果在我市的普及推

。‘广，促进了我市小麦大幅度增产；夏粮单产由i980年的270斤提 一

，高到1984年的512斤，全市总产由1980年的10．8亿斤提高到1985年

的26．9亿斤。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

，较突出成绩。我市获得各级优质产品称号172项次，其中国家优
’

质产品5项次；部优质产品26项次，省优质产品141项次。’’新兴

技术的研究应用在我市形成了新技术生长点和开发点，成为河南

省新兴技术的窗口。
’

，一 ‘：．， 1，，。、．j：

6，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活跃。据1985年底统计，全市建各种

专业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技群众团体117个，会员达11401人，。‘

。各学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取得十分突出的

成绩。 ，一 j j‘，
‘， t’

：--：。 ·i．_．：．
．

。7，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的促进了开封经济的发展。，口六

．五"期间开展科研攻关项目228项，投资达483．23万元，；产生经 ·

济效益i4594．9万元，其投入l产出=1 l 30．2。’∥。∥!

{

，

V

、



，．’ ．·．j：∥。}：‘．f，、!：：，专

。：。第二章科研。机构
： ． ．

一

‘

一 ·{，一1 ．4一

’。■， h+、
≮，，1 ·’?‘·”。 一’ 一 s：t

。

’

，开封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中，曾一度创造了居于世界领先 ，

． _，的科学技术，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统治者重‘‘文"轻
一． -：誓理矽，官方从未建立过正式的科研机构，直至民国初期，开封

仅有民4问学术团体，并散见予医务界。据资料记载，．民国六年 ．

t≈(1917年)开封西医李爱如，在大南门里药王庙组织医学讨论．

会‘；同年医生李子芳组织医学研究所，其宗旨是“研究医学物

理，参考中西治法，以冀收治人之效”．．。还有杞县西医杨荫晨，j、 ，

’，范九在开封发起组织卫生讨论会，‘选有正付会长，一每星期日开会

芑．一次，讨论学术问题。后来河南督军警务处，：在开封组织医学研 、，“

·究所，：组织开封医务人员考试医生，取缔庸医等，河南中山大学
‘

。(河大前身)医科(河南医学院前身>，于民国19年(1930年)

6月，组织河南中山大学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刊物“医学周刊静。 ．

河南农学院，于民国26年(1936年)成立农业推广委员会。以上

～ 组织，至日军侵占开封后，便不复存在了。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7
：、· 河南省政府迁回开封，河南省化工试验所、省农业改良所、省纺

．’ 织业改进所，省地质调查所，省蚕丝改进所等官办科研机构，在．，
． 省城开封相继建立，而开封市属科研所则没有一个。

。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

展，1956——1961年期间，先后建立了计量，工业，医学，蔬
；

摹，物理j，。农业科研所，-但到1962年仅存计量、。蔬菜，情报三个‘． ·：

所，一，拱余在；年自然灾害期间，’精简机构时撤销了。党的十一届。
；中全会重申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确定了重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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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重视科学技术的方针，并采取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措‘ ．

’．施。从此，开封的科学研究机构，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至 ，，～≯

1985年开封市科研所发展到27个，．其中省属科研所2个，市属独 ，

。“

立科研所lO个，局属科研所6个，厂属科研所9个。这些科研所．．‘ 。

大都是在1979年以后，在生产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 j’
r

． 是根据本行业本系统的需要，以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研究
· ，。领域分轻工，化工，’纺织，医药卫生，自动化，计算技术，农 ．“

．’‘业，食品等八个专业。在全市独立科研机构中，1983年有职-r'503 ．‘ ：

。人，其中科技人员222人，占职工总数的44％。有固定资产4,400余
‘‘

， 万元，大型仪器(械)2'10件，实验室77个，实验工厂|<场)2t7个，
。

：已基本形成了一支面向生产，专业全面的科技队伍。全市独立科

’研机构，一年的科研事业经费340万元，其中科研事业费占48％，’ ．

。

_一三项费用占6％，通过技术转让产品试验，咨询服务等组织收入
’

‘

占320／，组织收入已超过工资总额。仅市属独立科研机构l时8年． ．、

t： 以来，共取得科研成果85项，其中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l顽，省
。

(部)级科研成果奖51项，市级成果奖33项。上述科研成果，在 ．

。

·‘市内外，部分在省外推广应用，为开封市和河南省国民经济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
：： ： 一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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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第一节市属独立科研机构 ．_．． 一

’ 一
开封市农林科研所一t 一

；．?

· ．0．，I 。。
’

。：，
．7．

二
。

一_‘开封市农林科研所，是全市唯一的市属县级科研所，成立于
1958年8月。农业开发应用型科研机构，隶属于开封市农委，旃

址在开封市杏花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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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Pt科研隽恕，二：‘ -一0。 ，+⋯⋯。4一，。、一． 、

I％4 j，。～该历主要开展莓生L玉米、小蹇，芝席、啤酒大麦、逮生 ．。

t、

【。，。
一

杨楗，。裁槐等新品种晦培育和堆广l以厦林避t植保．‘农产品加4
j孛二。工等项目的科学研究工作。 r

’1

篡；
‘·

’一 ，‘

r’。。’ ：，‘矗，机构沿萆’ 。“、j：、， 。．．￡-‘，．2一。 ￡_·。一；¨，j， ，．

尸．～．+ 科研所自]1958年建立以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及隶属关系的吏．⋯ 。

i 改，共经房了五个发展阶段。其闯经过1959年开(封)一商(丘)，． j

。．j 两地区合饼，1962年开(封)商(丘)两地区分家，+年动乱及一二 ，。

。．’ ；t983年开封地市合饼等，组织机构经过多次重新组合，领导班子，．
。’ ：．变化也比较频繁。直至1978年以后，才趋于相对稳定-(见表l一一．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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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农株科研所机构沿革囊领导更迭二苴表‘，(’菜I二1’．
． ．二 ，

． ：。、’～Ⅲ 、#一 一 ‘ ；‘：{． 。c，j “一 ^

。；⋯奁务i； 时厨 名称 机构设置 ?所长” 副所长 书记 饼址’
隶属
单位

：

建所阶虽 1958焦 开封地 开封地 设一室(办 地委付书 ‘剖一，{ 王 开封县小
一

，． f-’．p斋- 8月一 区农科 区专署 公室)七系 记李波 ．i奎． 顺 董庄

1959年所．。 (粮食、经 (兼l。 芳
、

．庆
． ．： r，册 ●K，‘’

济：植保，土
、吖

9月
， r：j、 ，。? 矗一-每；‘

轧
j， ，。』‘一

肥、’‘园艺，
‘’且

畜牧．．气
：·，}i{

+‘ h ’l虹
‘，j v．’L

‘- ，1-^

象)和一个 ’：{．
- +1 气、

o X：．

农场

开封’齑 1．959耷
开封地 开封地 开封总所秽 r所长温其 吴振 温真 总所在小

， 丘两地区 9月一
区农科 区专署 勾不变，捶 生．商丘 环．于 生． 董庄．分

： 合饼阶段 1 961盎
所 受商丘分序 分所所长 水河 商丘 所在商丘

lO月
勾设粮食' 郭宝昌 分所 市东郊

帛花，植保 书记

匕肥．等匹 郭宝

卜组。‘‘ 昌

⋯

调整恢复 1962年 开封地 开封地 设一室(办 吴凤銮． 开封县小

阶段(开～1966 区农科 区专署 公室)四系 东廷荐 董庄
’

封．商丘 年’ 所 (粮食，经
’

两地区分 济，士肥．

家)。 植保)’

十年动乱 1966年 开封地 开封地 陈廷荐， 阎好 总所在中
· 阶段 ～1969 区农科 区专署 陈其祥( 钦，屠 牟县西·

年 所 革委会主 世柱( 关，分所

任) 革委会 在小董庄+

付主

’一‘ l l ， l I 任)’

z誊 ，

·lO 0
’ 。

· ·

、

●
．．

。



．，0区分 ’j时间

1969五

12月一

您年
氟。

72年

1974

4月

区

封j

农j
?

隶属
单位 机构设置 所长 副所

放中

牟县由

县革委

代管

开封地

区革委

会，

张业琨．

曹木旺负

责，曹景

(革

委会主l；j．

．丁
‘一’‘百

：来

(革委会

主任)’

曹景

林，庞

金明(

委≤

主

任)

年l开封地
I

～怄农林
I

10斛研所

1982年

一1984

年1月

1084年

1月一

同

上
●-t

憾所设行政

办公室，业

务办公室，

原开封地区

农科所改为

中牟分所

吴

凤

鸣

邢培

玉，尚

左曾．

阎好钦

丁
--

Z；

杰

}吴

凤

鸣

(党
核心
组组
长)

区
吴

凤

銮

～

，_

李景

亮，任

海

同f同卜
上l上l同上

胡

钧

铭

陈

，增

敏

开封
农林
研所

封 总所和北关

委i分所

杨
双
林

陈
增
敏

吴

凤

銮

胡

钧

铭

牛
致
用

所址

总所在中

牟县西

关，+分所
‘‘

在小萤庄；
． ；，‘参 ．

同．
’

上 +

．嘉，一
。营．‘t‘

‘：’ ．

～， 、

’

同

上。

o：

同上

杏
花
营、

q￡{tr

。J．；一，．冬一。十年动乱阶段

，，

索。¨。．|一．，一

、．．．

．

．

_

，j

，乎，

-u

．

～

．

，

*

．

。

，

．．

．

．

，

．

●，．

。

一公公，个一办办氧两
一政务申营j一行业及花所一设室室杏锐砸蔫

一封革。

，

一开区．．

划槲■州√__l

封农研”月跎

，

9

O

9

．

h卜，hP●¨r●●L-发展阶段_



～兰i科研条件：，⋯，⋯⋯-’～⋯o～“：～，一4～⋯：。●
：一曲85年全所看职工216人i其中科技丰部57人，占蚊工总数．

的筇％‘《见表1—2)。；。占有土地951亩，．其中可耕地46毫亩，果

。目62r亩瞳菜园18亩，其它409亩。建房面积7497平方米，另有温
、

室中幢100平方米，网室256平方米，机井8眼，大型仪器20部，“

各种车辆6部，。大牲畜9。头，联合收割机和手扶拖拉．机各一部，’
；

电机组一台，科技人员基本配套，科研设备比较齐全。， +‘。一一．+

!- ．’ ．

。一

’ ‘0，
’

；研究所基本情况一览表 ‘五．

7．．一 一^·一c{’t’”：i‘r(表l‘二i)’

年1度 经费情况(元) 人员结构e人)l 大中型

行政 科技
仪器

<年) 事业拨款 创收 小计 工人 小计
人员 人员 (台)

，1974 197，937 93。235 291。172 21
‘

102 40 163 l
_

●

_

+1975 194，740 7S，526 270，266 2l 99 40 T60 2
—

·1976 249。575 55，431 302，006 18 89 42 159 2
t

1977 246，998 72。670 319，668 21 80 34 14 4． 3

，1978 314，074 65，433 379，507 24 84 32 140 5

●

1979 347，994 44。793 392，787 ．、23 109 ．49 177 6
_

-

h。

1980 510，000 ，55，996 555，996 25 112 45 18盔 ，0

1981 500，000 44，451 544，451 lO 129 54 193 ll
t

_

1982 493，200 41，402 534，602 I重 124 59 197 12

1983 461，500 16，907 478，407 11 120 62 1愈3； 15

1984 496，000 38，14I 534，141 14。 157 5l 222 20

1985 554，999 19，249 574，284 15 144 ‘57 2le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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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科研活动夏科研成果。：。j。一 。．。．，，jj．z?o ’．

，l ， 吒该所至1984年底，“共荣获科研成果40项，其中获国家桨_。?
。

项，部级奖二项一省政府奖19项，省科研系统奖18项。在40项科 ， _
’

-，‘，。 研成果中。花生7项，‘小麦6项，高梁2项，玉米l项，油菜6，
f： 项，．棉花l项，水稻1项，土肥4项，植保5项，林业7项。、以

：。

上科研成果在河南省累计推广面积2．29亿亩，增产粮油677．9亿 ”

4斤，社会效益26亿元，为国家投资290万元的897．6倍。由射孝纯、 一

：。’ 陈增敏等研究成功的“河南省玉米螟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9 ，。’

j 。玉米螟发生规律及发生量予测予报，，，及“桃蛀螟发生规律及
： ’综合防治，，三项成果，曾分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河南省 ，。

f 1978年重大科技成果奖。以上三项成果至1981年在全省乃至外省
‘

『、 ’已推广6000万亩农田；增产率达20％，．亩增60斤，挽回经济损失
。一； 折价三亿元，而科研投资仅4万元。了t’’。≯．j’’．。|一’；：p，!，

’开封是河南省花生的主要产区。但在1979年以前，亩产从未 。。

超过200斤。据记载从1949年1979年兰十年中亩产超过百斤的 ：．

：。 仅有七年。单产最高的1979年，也只有125斤，而单产最低的1960，、
’

1962和1964年只有31斤。1978年以来，该所先后选育了曩开农二 ：：

。

七一，j，开农八号露和智开农五号’，：优良品种，’从而改变了花生

}‘ 一产量不高的落后面貌o-由王‘均，，曹木旺等培育的。开农二七"
’

2气： 花生品种一般亩产达300--400斤，最高达760斤。．曾在全国农展

-。 j 会和广交会上展出。王一钧，刘韵书培育的p开农八号"花生品 ． ：

工 种，据1972—1974年试验，亩产500二580斤。1974年全国北方七
’

．．i省市早熟大粒组试验，七省“点总评第二。该品种已在河南、河
’

．

。
北，山东等六省推广，至1981年已推广60余万亩，经济效益87 5：j ，

，‘ 万元之多。该所在小麦，油菜、玉米，高粱，棉花、土壤、肥料
‘

．

’

，4与林业等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
“

。 河南省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

。

．

：

。。

，．在进行科研活动的同时，广大科技人员．竞相开展学术理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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