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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编修科技志则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

有的事。在旧中国，统治阶级不仅不重视科技，而且因科技发现、发明与统治阶级的需

要相悖而被扼杀。所以，我国劳动人民、科学家、能工巧匠们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创

造出的大量科学技术成就，虽为世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我国浩瀚的史籍中却

鲜见详记，难寻脉络。更不曾有过地方科学技术的专志。

生活在江河源头的青海各族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从

石器的打磨、牛羊的驯养、精美彩陶的制造等，到畜牧业的发展、藏医药宝库的丰富、桥

梁架设技术的独创，都充分反映了青海各族人民的智慧，也展示了高原科技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和人民政府的重}兕下，青海的科技事业进入了

全面开创和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科技在江河源头生根开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科技作为生产力服务于四化建设的方向得到明确，科

学技术工作走上了正确轨道，在农业、畜牧、机械、交通、冶金、医药卫生方面取得了

显著的科技成就。青海科技事业的巨大进步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艰苦奋斗的结果。各民族科技人员呕心沥血，不断探索，勇于实践，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青海的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为了及时记述青海科技发展

的成就、经验，把握科技发展的规律，彰扬各民族科技人员的丰功伟绩，建立青海省科

技系统可靠的历史依据，组织编纂《青海科学技术志》就成为是一件十分重要和非常有

意义的大事。

欣逢全国普遍修志的大好时机，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揍术协会，在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部门的大力协作下，成立了青海

省科技史志办公室，开展青海科技史志研究，编修《青海科学技术志》。科技史志办公室

的同志们在起步晚、时问紧、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官方修志”和“众

手修志”的优势，组织起60多个单位近400人参加的编写队伍。他们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畏艰辛，刻苦学习，潜心研究，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字斟句

酌，千淘万漉，群策群力，历经四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言的《青海科学技术志》，开创

了青海编修科技志之先河。

《青海科学技术志》是在对科技史志理论和浩繁的科技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一部反映青海科技全貌和青海科技发展历程的大型志书。它系统地记载了青海远古至

1988年科技发端、发展、成就及重大科技活动事项，荟萃了青海科技精华，展现出青海

／汐



展的脉络f本书横列门类，纵述古今，内容完整，结构紧凑，编排合理，表述准

字简洁，主线突出，特色鲜明，堪称上乘之作。它的出版对了解把握青海科技发

，加快青海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

修科技志是一件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因此，宝遗柜外和

意的地’方实难避免，。这些尚需读者指正。

们“修志”的目的在于“科技兴青”。纵观青海的科技史尤其是青海解放后的经济

展史；“科学技术是第二一生产力”的论断得到了雄辩的证明。青海未来的经济振兴

发展，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要提高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

主义科学论断的不断认识，进一步增强科技意识，宣传贯彻中共青海省委、青海

政府确定的。科技兴青”的战略方针，提高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自觉性，更

经济建设服务，为青海的繁荣进步而努力奋斗。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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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青海科学技术志》是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青海科学技术(包括各专业)发

艟和现状的大型资料性著述，是青海省科技战线的一项重大的基础建设。

2．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3．本志按照横排门类的原则，分别以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方面和学科专业设置章

节．各章内容交叉，但重点有侧重。

4．本志体裁有述、志、记、图、表、录，以志为主体。不同时期的科技人物皆以事

系之，不单独立传。

5．本志上溯源流，下限到1988年底。

6．本志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主线，以反映科技发展的科技事项为重点内容，突出具有

青海特色和专业特点的科技成就、成果，本着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精选实记。

7．纪年著录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公元纪年后用括号注明王

朝、民国纪年。

8．地理名称、政权、职务、职称等称谓一律用当时名称，地理名称用括号注明今称。

9．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个别条目采用纪事本末体，按公元纪年顺序排列。

10．注释采用当页脚注，不通编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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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中国西部内陆的青藏高原东北部，雄踞世界屋脊之上，面积72万多平方

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此。境内湖泊众多，总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东北部的青

海湖为全国最大的内陆湖，1929年(民国18年)建省时，因此湖而得省名。省内大部为高

原山地，海拔2 500—4 500米。属典型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一5．6—8．6℃，年平均

降水量15—750毫米。全年日照时数2 323—3 574小时，年辐射总量586．2—741．1千焦

／厘米2。平均大气压66．66千帕以下，仅为海平面的2／3，含氧量较海平面低20—40％。

青海省资源丰富，已探明的83种矿产中有37种居全国前10位，钾盐、氯化钠、镁

盐、氯化钾、石棉、硅石、化工石灰岩居全国第一位。溴、硒、硼、芒硝、玻璃石英岩、

压电水晶居全国第二位，自然硫、钴、铷、石膏、天然碱、铝、锌等储量丰富。湖盐资

源储量大，品位高，分布集中，开采容易，宜综合开发利用。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

量2 165万千瓦，可装机容量1 887万千瓦。‘

全省有草原面积5亿多亩，放牧着各类家畜2 000多万头只，藏羊、牦牛为主要畜种。

耕地面积923万亩，农作物品种有小麦、油菜、马铃薯、青稞、蚕豆、；豌豆等。

全省人口400多万人，居住着汉、藏、回，蒙古、撒拉、土等民族，是一个尚待大

规模开发的多民族省份。省辖6州、1地、1市，39县。省会西宁市。

青海文化科技历史悠久。1980年在黄河上游沿岸阶地(贵南县境内)发现的6 700多

年前中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就有加工精致的细石器和骨锥、骨针。骨针尖端锐利，有针眼，

加工技术已达相当水平。公元前3 800年至前915年，又创造出了马家窑、齐家、辛店、

卡约、诺木洪文化。历经新石器时期、铜石并用时期而进入铜器时期。

马家窑文化时期(公元前3 800年至前、2 000年)，除畜牧业外已有小规模的农业，用

石斧、石锛、石刀翻土耕种，收割粟类作物。用手捏或泥条盘筑法制作彩陶，并能控制

窑内温度，烧制出盆、罐、钵、壶、瓶、瓮、缸、豆等打磨光滑，精美丰富的彩陶器。建

造半穴居屋架结构的房子。齐家文化时期(公元前2 000年)出现了冶铜、纺织等手工业。

从辛店(距今2 640一3 186年)、卡约(距今2 690一3 655年)至距今2715---2905

年的诺木洪文化时期，冶铜技术进一步发展，铜斧、铜刀、铜镰等工具已较先进，贵南

县境内尕马台发掘出的至今3 000多年前的青铜镜，铸造技术精湛。用陶、石、骨、铜制

作纺轮，纺制毛绳，织毛布I制造木车；用土坯砌墙，建造带榫卯结构的房屋；种植麦

类作物；建造围墙羊栅，圈养牲畜，畜牧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 ·

*青海古代科技的文字记载极少，汉代以前的科技内容，多出自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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