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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铜仁地区志·科学技术志》历经两年多时间的广征博采，穷根溯源，去芜

存青，精心编纂，现已付梓成书，可喜可贺。这是铜仁地区科技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共铜仁地委和行署组织编写第一代社会

主义新方志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推动文化的发展，文

化又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铜仁地区虽然地处省治边陲，古为蛮荒之地，但因

其有直通湖南洞庭的锦江，有直达长江的乌江，历史上铜仁地区受到荆楚文化

和巴蜀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自古以来，从江西、四川、湖南一带传播的科学技

术广为黔东人民所接受，故铜仁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与诸多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境内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进程却十分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铜仁地区的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

学论断后，全党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在80年代，中共铜仁地委、行署先后

作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强全区科技工作的十项决

定》以后，全社会的科技意识日愈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铜仁地区取

得了一批又一批的科技成果。

《铜仁地区志·科学技术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铜仁地区近千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和现状。该志书在追溯原始技术和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形成过程的同时，着

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状况，从科技管理机构、科学研

究机构到科技队伍的成长，从科技政策的执行到科研计划的实施，从科技成果

管理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从科技服务到科技交流与协作，真实地记录了广

大科技人员在科技战线上默默无闻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果，特别着重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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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科技成果。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o该书通过大量具体的科技史料和现代的科技事例的记述，雄辩地说

明了铜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只有加大科技投入，不

断地提高全区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走“科技

兴铜”之路，铜仁经济才能腾飞的道理。

历史上，铜仁、思南、石阡虽然在明、清、民国时期曾编修出版过几次府

(县)志，但都是综合性的志书。对科技专项内容的记述，有的志书只列“方技”

一目，这是前人留下的可贵史料。但难以系统地了解境内科学技术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唯现在出版的《铜仁地区志·科学技术志》，是独立成书的专志，反映

铜仁地区科学技术的全貌，阅读此书，有助于了解铜仁科技事业发展的昨天和

今天。

编写新的科学技术志，涉及的行业多，内容广，时间跨度长。为确保志书

质量，地区科学技术局与地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聘请专业修志人员来撰写这

部《铜仁地区志·科学技术志》。该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文约事

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它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严谨的结构，朴实的

语言，简洁的叙述，如实地勾勒了全区科技发展史上的旧貌新颜。寓褒贬于记

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过去的业绩永载史册，未来的蓝图重新描绘。如今，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中共“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科技战线的舞台上充分施展出自己的聪明才

智，再谱“科技兴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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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

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至事物可溯之源，下讫公元2000年，唯机构沿革、大

事记延至2002年。

三、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影响的人物，除杨

再权、赵天衡、吴文贵、吴学超有简介外，其他人物均以事系人纳入有关内容

记述。

四、因篇幅所限，农业篇种植业一章“重要科技成果简介”，主要介绍获地

区三等奖以上的并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科技成果。“地震测报科技”因内容太

少，不足立章，故放在“气象科技”章中记述。

五、历史纪年，沿用各朝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如乾隆二年(1737)，民国纪

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泛指1949年

11月铜仁解放前、后。

六、凡在铜仁地区境内的科研单位，不受隶属关系约束，系用简介的形式

加以记述，如贵州省油料科学研究所属省农业厅管辖单位，但驻本区思南县塘

头镇，亦记入本志。

七、本志表中所用数据，概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所用文字资料，主要来源

于地区档案局、地区科技局、地区科协的档案和各县科技局、科协提供的资料

以及地、县各专业志，概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中数字、百分比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

时称谓，解放后以法定公制为准。

九、本志将“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简称“科技局”，“科学技术工作委

员会”简称“科委”，“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o先后成立的“松桃苗族自治

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

律简称某某县o“贵州省油料科学研究所”简称“省油科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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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铜仁地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跨东经107。46 7～109。25 7，北纬27。077～

29。05 70东西宽171千米，南北长219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18003平方千米。

2000年，全区总人口374．77万人。

铜仁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气候受季风影响明显，基本气候特

征是：春温多变，绵雨较多；夏季炎热，光照充足；秋温速降，多阴多雨；冬少严

寒，无霜期长。年平均温度16℃左右，境内降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

～1400毫米，全年日照数为1250小时，年均无霜期290天左右。

位于江口、印江、松桃3县交界处的梵净山，有野生植物3000多种，其中

珙桐、钟萼木、莲香、鹅掌楸等为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有野生动物400多种，其

中黔金丝猴、华南虎等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0年代被纳入“联合国人与生

物保护区”、“国家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中药材生物基因库”，有着极其丰富的

科研考察价值。

神奇的山，秀美的水，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润育了铜仁丰富的自然资

源，境内有以水稻、玉米、油菜、花生为主的农作物品种60余种；有极具开采价

值的汞、锰、煤、铅、锌等矿产资源40余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区交通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公路四通八

达，水上航运直下长江；大兴机场正式复航；湘黔复线铁路贯穿玉屏县境内；兴

建中的渝怀铁路贯穿本区的松桃、江口、铜仁3个县、市；光缆通讯线路覆盖全

区，信息传送迅速便捷；全区拥有500千伏和220千伏变电输电线路的国家电

网，11万伏输变电线路覆盖全区各县市。截至2000年，全区有不同性质的科

研单位10个，各类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2473所，电视差转台269个，卫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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