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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研究所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所属的一个京外所，成立较晚，从其前身——铁道部隧

道科学技术研究所算起，还不到30年，但是征途坎坷，饱经沧桑，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

模，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有不少可记之事，可颂之人，有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做为

西南所今后适应改革形势，进一步发展和开拓的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写西南所二

十八载的发展史，使读者对西南所能有一个全面的，概括的了解，使所内职工了解所的发展

历程，知道今天的可喜成就，饮水思源，增加爱所之情和凝聚力，对发扬好传统，振奋革命

精神，开拓前进，励精图治，使西南所的科研工作和业务建设更土一层楼不无好处。

西南所是一个科研单位，写所志以科研工作为中心，以出成果，出人才为要点。在所志

十三篇中，科研专业的设置和任务，三大支柱专业的形成和发展，科研管理的改革和完善，

重大科研成果的使用和推广，重要学术活动的开展和交流，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以及科技保

障条件的建设等占了很大的比重和篇幅。基地建设，行政后勤管理和党群工作也是整个科研

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也花了．必要的笔墨做了简明扼要的记述。

在所志的编写工作中，贯彻了。众手成志。的精神，依靠全所广大职工和各职能部门提供

素材和资料。所志编写小组的成员，人人动手，编写长篇资料，为编写所志做好了充分准备

和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 一

编写所志以史实为依据，以党的科研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如实记述，评论不多。

是非曲直，成败利钝，相信读者会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论。

由于时闻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指正。

所志编写小组

198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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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综
． 第一章现状简介 ．

．

●
．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是一个以铁道建筑为主要研究任务的专业研究所，与北京

的铁建所，兰州的西北研究所是铁研院内三个性质相近的研究所。。三所一盘棋。是院领导在

安排三所的专业设置，分工协作和发展方向上经常强调的一个指导思想。可以说西南所是铁

研院在西南地区的一个信息窗口和前沿研究基地，是铁研院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

．铁道部在西南地区唯一的专业研究机构。西南所在西南地区铁路建设上，配合设计，施工和

运营部门，针对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

三线建设期间，。下楼出院”，倾全力为铁路三线建设服务，在采用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

新结构，新设备上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 ，。

‘

西南所在研究方向和专业设置上有其特色。这是由西南所成立时西南地区铁路建设的客

观形势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水深流急，地质地形复杂。修建铁路常遇

到四大难题。即长隧道工程，大跨度桥梁，高桥墩和复杂地质问题。加之当时是战备需要，

．工期紧迫，要求高速度，高质量、低造价完成建设任务。所以西南所成立伊始，就明确以山

岭隧道工程建设，‘尤其是长隧道快速施工技术为主要研究任务，同时把大跨度桥梁和高桥墩

列为重点研究课题。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西南所除以隧道和地下工程为主要研究任务外，还

根据西南地区铁路运输安全的需要和铁道部的指示已把泥石流病害工点的预报预警和工程防

治也列为重要研究任务。总之西南所是以岩土工程，泥石流防治和结构工程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铁道建筑专业研究机构。 一

。

j t， 一一

西南所已开设的大专业有九个。隧道工程专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业、隧道机械专

业、桥梁结构专业，水工水文专业，。线路专业、测试技术和仪表专业、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 ：

专业，图书馆与情报专业。直接从事隧道工程和机械专业研究的室组有。隧道室，机械室， 。

地质室，情报室和仪表组。配合隧道专业研究的主要协作部门有。试验车间和有关试验室。西 《

南所在隧道工程技术研究方面力量比较雄厚，专业比较配套、设备比较齐全，图书资料比较

丰富，能承担各种隧道和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和技术咨询等任务，在国内具有一定
‘。

优势，西南所从1983年起就是四川省地下空间咨询服务中心的挂靠单位。从1986年起，铁道，。
：

部基建总局在西南所设立了隧道和地下工程的科技情报中心。西南所为了配合隧道专业研究

与有关单位协作还编辑出版了<隧道译丛>和《隧道及地下工程》两个公开发行的定期刊，

物。 一
，

} 。。。

’

+水工水文室以泥石流研究为主要任务，1987年10月新成立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滑坡泥

石流防治工程公司也设在西南所，这对把泥石流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广，给经济建设服务会起

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 ’，

·

，

‘．

√

．? 桥梁室以桥梁结构，墩台结构和温度应力为主要研究任务．尤其是在温度应力研究方面， ，．

、t．◆一。，-| I_。，．二_一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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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内属于领先的地位并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一

地质室以隧道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为主要研究任务，在隧道围岩分类和围岩稳定性分析，

隧道工程地质超前预报和弹性波探测技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 _l

线路室以无缝线路为主要研究任务，结合西南地区特点，在大坡道、小半径地段以及桥

上辅设无缝线路，做了较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好的成果。

全路唯一的小流域迳流观测实验站也设在西南所，该站除对小流域暴雨迳流计算做了广

泛的研究并取得不少科研成果外，还对蛾眉地区的暴雨迳流进行了长期观测，积累近三十年‘

的宝贵资料。 、．． j’，一。． ．，．，．
～’．

’。 ’。

_ 情报室是为各研究室提供科技信息和图书资料的主要部门，拥有图书资料期刊五万余

册，其中有关岩士工程的专业书刊尤为丰富多采。．
”7

。、 ；t 。

。，：全所已陆续建成工程结构，水工及泥石流、工程材料试验室，初步建成岩土力学，隧道

通风，衬砌支护和隧道防水等试验室，迳流站已建成降雨过程模拟设备和一整套小迳流野外

观测设施。所内设有仪表组负责仪器设备管理维修和研制。此外，还有一个能承担金属结构

的铣，钻，刨i磨、锻、焊、镀等加工和组装工作，．配合各研究室进行仪表试制和设备维修

养护的试验车间。 ’，

，， 一

。一· 党群和行政管理方面设有。党委办公室，纪委、．工会、团委、所长办公室，科研计划

科，人事科，行管科，财务科、物资科，公安科、生产科和基建办公室等。 ，

所学术委员会二十三人，主任委员一人；付主任委员二人，，负责全所学术活动和科研成

果、论文及技术职务评议，’审查等工作。 t+

i 一
。

所职工代表大会，有代表40人，是实行所长负责制后建立的机构，是议决职工生活福 ‘

利，讨论所内科研生产大事，评议行政领导，审查年度计划和工作报告的权力机构。
。 所内有领导干部八人。’ ，。。 。 ⋯ j 一，

，， 所长÷人，。付所长三人，峨眉基地主任一人(兼职)，顾问一人。一 ，’

7’

党委书记一人，纪委书记一人，工会主席一人。
。。+

．

：‘
‘

：*西南研究所所址原在成都，1966年迁到峨眉，1987年又迁回成都西月城街118号。峨眉
”

‘所址改为试验基地，迳流站、试验车间，和水工及泥石流试验室、大型结构试验室、通风试

验室等仍留蛾眉。 一t；’． 。

⋯‘ 一
‘．

’

到1987年底止，全所共有职-V409人，4．其中科研人员2315人，工人110人，党群行管干部

64人。。固定资产近1700万元，仪器设备737台件，一房屋建筑5万余平方米。 ．

：： ‘j建所28年来共出各种科研成果100余项，重大科研成果36项。o--～“ · ’， -

‘．。建所以来共培养出高中级研究人员100余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30余名o：已培养出硕士

．研究生2名，在培的硕士研究生6名。 ’．，：·、- +：，一i，．“一：
+

』，+

：。。_西南所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科研体制改革的，先后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改革拨款制度，

从1985年起事业费减少50％’扩大服务，立足铁路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各种有偿技术咨询服务

。工作，，改革承担任务的方式，试行有偿合同制，实行所长负责制，实行技术职务评议和聘任

‘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改革收益分配办法

等。自实行科研体制改革以来，到1987年底止，西南所历年创收总计为111．6万元，成绩是显

，著的。但从搞活科研单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强智力开发，完善科技市场，缩短科技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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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商品化的过程来看，西南所在改革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

完善配套，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把各项工作做好。

一． 第二章历史沿革 ，

． ．·

：、．

f
一

一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的前身一铁道部隧道科学技术研究所，是1959年8月奉
令开始筹建的。同年12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所址在成都市。为了适应铁路建设的需要和贯

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铁道部于1961年3月22日宣布在成都成立铁道部西

南科学研究所，由原铁道部隧道科学技术研究所、铁二院科学技术研究所部分力量和铁研院

铁建所部分力量联合组成。同时还以部令由有关铁路工程局点名抽调了一些在隧道工程上

知名的专家充实西南所的科研骨干力量。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西南所的人员便由开始时

的九个人迅速发展到一百余人。研究专业由开始时仅有的一个隧道专业，发展成隧道，桥

梁，水工水文、线路和工程地质五个专业。同年10月12日奉铁道部令隶属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更名为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从此该所即成为铁研院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

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为过失之后，经济十分困难。三线建设步伐放

慢，有的工程甚至下马。西南所基地建设也困难重重，一时无法起步，只好借房栖身，处境

甚为艰难。
。

1964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三线建设再次上马，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也拉开了序幕。西

南所“下楼出院”，全力以赴、参加了铁路大会战。西南所基地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所址

选在成都市人民北路，占地50亩，建筑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后因贯彻。靠山、隐蔽、分散”的

方针，奉部令改在蛾眉建所。1966年2月西南所正式搬迁到峨眉办公。三线建设期间，科研

工作结合生产建设实践，出了不少成果，也培养和锻练了人才。使西南所的研究实力得到了，

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到1966年底止，职工总数已达217人。 ．

．- ；

正当全所职工在三线建设高潮鼓舞下，参加会战，努力工作，攀登新的科学技术高峰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行。全所陷于动乱之中，1967年2月造反派夺权，原来的领导·都靠边

站了，参加会战的有科技人员陆续回所闹革命，科研工作中断。1968年所革委会成立，，虽也

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但实际上受极左思潮影响，把主要精力消耗在。大批判”和派性斗争+

上，无暇他顾。十年浩劫，大伤元气，使西南所在基地建设和出成果、出人才上，都受到严

重的挫折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

。

t：j

1976年打倒4四人帮”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西南所也开始了复苏。在上级党委的领

导下，调整了领导班子，充实了新生力量，制定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修订了规章制度，

加强了科学管理，初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同时还完善了峨眉基地建设，改善了职工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所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到1978年底，全所职工人数发展到

318人。 ． 。’

_
．

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以及党中央对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对文化革命的否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大为高涨。西南所科技人员，

面向铁路建设，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全国各地新线建设上，几乎都有西南所科技人员在奔

忙、在献策，；在奋战。尤其是在。北战大秦。，．。南攻衡广”等重点工程上，西南所投入了较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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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力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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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方针。一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西南所深感科技信息和情报的重要，以及加强横向联合的紧

迫感。同时也深感困居峨眉山乡的不利条件，很想迁回成都市，而苦于无门可入。1984年适

逢国家对三线建设时期的内迁单位进行调整、改造。借此东风，在院领导的热情邦助下，在

铁道部，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级领导的关怀下，1985年5月铁道部正式批准西南所恢复成都科

研基地建设。这对西南所科研工作的迸一步发展、鼓舞职工士气、安定人心，大展宏图都起

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院领导也鼓励说t．。西南所搬到成都可以大有作为了”。 ’。：，

经过多方努力，现已建成办公楼一座，家属宿舍三栋，从1986年5月20日开始，西南所

在成都正式对外开展业务，部分职工已搬到成都办公。．．；，+ ．’
，。

纵观西南所二十八年的发展史，不是一帆风顺的，由开始时的九个人无立锥之地，发展‘．

到今天有职工四百余人，有成、峨两个基地是很不容易的。西南所广大职工深信，在改革的

年代，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客观形势下，只要全所职工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发挥出自己的

优势和潜力，就一定能在科研体制改革和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上，做出新的成绩。’
．

_
}+

‰

”

。i

第三章、大事记要一
。

’

第一节应运而生‘ 十+

．．

． 疗 ．：。
。

’

西南所的前身——隧道科学技术研究所是应。建设大三线”应运而生的。五十年代末期，中

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党中央一方面强调要自立更生，艰苦奋斗，一方面

强调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因而就掀起了。大跃进”和。建设大三线”的热潮。西南地区是我

国战略大后方，是进行三线建设的要地，要进行三线建设就先要修铁路。西南地区多山，修一

路少不了要修隧道，而且要遇到一些长大隧道和隧道群，因而加快隧道修建技术的研究成为‘

一个突出的课题。为了集中力量攻下这个课题，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就建议铁道部在西南

地区建立专业科研机构。1959年铁道部终于决心在成都成立隧道科学技术研究所。所以隧道

所的成立不是哪个领导的个人意志，而是国家建设形势的客观要求。 ．

’

”1西南所也是应三线建设再度上马和贯彻八字方针应运而生的。1960年铁道部科委成员，i

铁研院党委书记岳志坚同志和屠允正，翁元庆等同志到铁二院、铁路局等单位调查研究征求

意见。了解到西南地区地形地质复杂，在西南地区修铁路，会遇到长大隧道，高桥墩，大跨

度桥梁和地质复杂的困难地段等难题，要想在西南地区取得修建铁路的自由权，就必须解决

这些难题不可，要解决这些难题，只靠一个隧道研究所是难以胜任的，必须建设一个专业较

多的铁道建筑研究所才行。按照八字方针，铁道部下令以隧道研究所为基础进行调整充实。

将铁二院科研所的隧道、桥梁、地质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铁建所隧道，桥梁、水工水文部分，

研究人员充实到隧道研究所，组建成铁道部西南研究所。以后还把由二院领导的峨眉迳流站划

旧西南所领导。由原隧道所的领导和铁二院科研所的领导组成西南所领导班子。为了密切科研

与生产的关系，铁道部还明确指出西南所是铁研院建制下的～个地区性专业研究所，但在日，

常工作和党的关系上由铁=院代管，并由铁：院的总工程师郝昭謇同志兼任西南所所长；原。
，

⋯

·———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隧道所的所长高庭树同志，原铁二院科研究所的付所长窦瑞芝同志和王子谦同志三人任付所

长。下设隧道，桥梁、地质，水工水文和综合五个研究室，一个迳流站。集中力量研究解决

长隧、大跨，高墩以及复杂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问题，以解决长大隧道工程技术问题为主要

研究任务，使西南所成为全路隧道研究的中心。 ．

．。 总之，西南所是应三线建设之运面生，并随着三线建设的进展而成长壮大的。 ，+

，
‘， ·

’

^

，， ．： ．第二节艰难创业 ，
．

一
． ． ， ‘

’

隧道所成立于。大跃进”过热气氛中，西南所组建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受双重灾害之

苦，先天不足，’创业艰难。一无基地、二少人才，三缺资金，四无工点。隧道所成立时，铁

道部给了40万元的筹建费，因当时三材紧缺，无法进行基地建设，只买了两套沙发，其余的
’

钱在年底统统上交国家了。只好在成都铁路局借住·西南所成立时，铁道部本拟由铁路局

调拨房子，当时正值工，管分家(工程局和铁路局分开)，工管双方领导都说等分完家以后

。 再说。分完家以后谁也感到房子不够用，哪里还有房子分给西南所?西南所只好先后借铁二

局的通信楼，卫生学校的宿舍办公。后卫生学校复课，又搬到成铁局技校暂住。技校改为铁

。、 中后，西南所又搬到二院去住(当时二院已。下楼出院。，所以有空房可借用)。从1959年起

’到1964年止，。，几乎年年都在搬家。俗话说。。三次搬家相当于一次失火。，西南所搬了四五

次，真是劳民伤财，疲于奔命，哪里还能安心搞研究。在此情况下，铁道部才下决心给西南

所拨款建立基地。好不容易在成都选好了点，完成了设计，准备了三材，选好了土地，眼看

就要动工了。忽奉铁道部命令，改到峨眉建所。到峨眉后又从头千起，一直到1966年才算有

了安身立命之地。‘

，， 隧道所成立时，科技人员只有一食工程师，两个大学生，大家风趣地说隧道所是。一工二

～j 大”。西南所成立后，到1961年底虽然职工总人数发展到71人，但技术人员只有59人。而且．

： 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协作配合就比较困难，除少部分人过去搞过研究，有一定的

基本功外，其余大部分人员来自施工和设计单位，对科研工作比较生疏，如何搞研究工作还
。、

， 需要一个摸索和熟悉的过程。加之没有试验室和设备，图书资料也少得可怜。要想查找一点
，

情报资料，要想做一些试验也难以如愿。 ，

“

每年的事业费也很少，除了保证发工资外，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国家困难，大家都应为国

家分忧，共渡时艰。只好因陋就简，凑合着干吧l

西南所是搞应用科学和技术开发研究的，要结合现场，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但当时许

多工程下马，想找个工点也很不容易。

。但西南所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党和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办

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虚度光阴。全所职工认真学习。科研工作十四条”，开展了。五

定”，严格了立题程序，开始了基本功的训练，还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小型模拟试验，为

以后大展宏图，养精蓄锐，积聚力量。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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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学习和贯彻。科研十四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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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西南所成立伊始，熟悉科研工作的人员不多，如何开题，如何做试验，．如何加强科研管

，；‘ 理，建立正常科研秩序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1961年按照铁研院的统一布署，在全所职工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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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学习和贯彻。科研十四条”的活动。通过学习，使大家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科研所的根

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想出好的成果，高质量的人才，在科研管理上就必须抓好。五
’

定。工作，就必须保证科研人员有5／6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在学术问题上必须贯彻。双百”方

针，在科研人员的培养上必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贯彻科研十四条中，西南所着重抓了

以下几项事情。 。’‘

!·
： 一．。、’：。，+ 一

1、努力做好。五定”工作，。五定”就是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结

合编制1962年～1964年三年科研规划，一在科研人员中对。五定”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按照建所

时部令的精神和院领导的指示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况，明确了西南所的研究重点，各研究室的

研究方向和研究任务，并将其纳入三年规划，做为以后工作的准则。并根据研究任务确定了

各研究室和研究专题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及其补充来源。还根据研究专题的工作需要制定出

科研试验所急需的设备。在定制度方面，制定了当时最急需的四大制度，即专题大纲制度，．‘

试验大纲制度，调查提纲制度和所务会议制度。使西南所在开设专题，开展新试验和外出

调查研究时，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可以尊循和比较切实的可行性论证，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

和浪费。使解决所内重大问题时，能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做出比较合理、切实可行的决 ，

策。通过“五定”工作，西南所初步建立了正常的科研秩序。 I “； o

．2、制定“红专规划”，“科研十四条”中要求科研人员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所谓红就
。 ·一

是政治思想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所谓专就是技术业务好，有坚实

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业务能力。红专是无止境的，要活到老

学到老。要结合研究任务和工作，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当时所内科研人员都制定了．

“红专规划”。这对促进大家钻研业务、开展学术活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

3，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学习和贯彻科研卡四条后，西南所在1962年2月成立了所学术委 、

员会，在1962年内开展16次比较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开展学术交流和进行技术问题探讨时，1 ，

按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办事，不拘一格，不抱成见，使全所的学术活动能够在比较

心情舒畅的气氛中逐步开展起来。．+ ： ’． 。，
，。．．

一

．在学习和贯彻科研十四条中，做得最不好的是未能确保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

科研工作。 。

．+． ；、
．；’

’

、 t．
，

，1

“
’

，．
，

；
‘ 。

“

“， ，第四节 十年规划 ．，． ．．

、 ．

1●

√

： 西南所剐编制三年规划不久，国家就发出了编制1963年-'-'1972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的通4，

知。编制规划时采取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先由各单位派一些科研人员到铁道

部提建议和参加座谈讨论，编制出全路十年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再将此纲要发送到各单位征

求意见。西南所当时派梁武韬，叶圣教、陈成宗等同志到部参加隧道、地质路基和机械化施 。

工等专业规划的编制工作。1962年冬季西南所接到全路十年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后，组织全所．

职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规划纲要中西南所共承担17个项目，48个专题，‘．，

其中隧道6项、16个专题，桥梁2项、4个专题，水工水文5项，11个专题，地质路基5项，12

个专题，线路1项、5个专题。隧道工程技术问题，如长隧道机械化快速施工；长隧道通风，
。?

隧道山体压力量测，隧道衬砌结构计算理论和隧道防水，防冻、防蚀等技术仍然是西南所研究

的重点专题。为了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在编制十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同时，’还编制了科研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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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到1972年底全所定员为322人，基地建设的房尾面积为1．6万平米，计划

投资为130万元，试验设备购置费为300余万元。在十年内要求增建试验工厂、施工机械研究

室、挡案莹和隧道施工试验段等机构。 一 。

：；：j 这是西南所成立后第一次搞长远规划，全所职工对编制十年规划都很重视。大家都很清

。楚这是关系到全所前途和未来发展的大事。通过这次编制规划，使大家知道了西南所的发展

方向，使今后的工作有了可靠的依据，这对鼓舞士气、安定人心、振奋精神都大有好处a．

’这个倾注了全所职工心血而编制成的十年规划，仅仅执行了三年，由于4文化大革命”运动

便天折了，严重地影响了西南所的健康成长，实在是二件憾事。但她在职工心目中仍然留下 、

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

：

，， ^ ． 第五节。下楼出院”．
f_一

。下楼出院”对西南所来说是一件影响颇深的大事，是西南所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下楼出院”前西南所基本处于创业阶段，。下楼出院”后步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

1964年国民经济已好转，。三线建设”又重新上马。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成昆铁路也陆 ，

续开工。铁道部、铁道兵及全国有关部门组成了三十余万筑路大军进行西南铁路大会战。战

线之长，任务之重，工程之大，技术之难都是铁路建设史上未曾有过的。为了加强对三线铁

路建设的领导力量，成立了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

路建设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铁路勘测、设计，施工、科研和地方支援工作。吕正操同瓣

亲临西南任工地指挥部指挥长，彭敏同志任技术委员会主任。吕正操同忘指示铁二局搬到贵

阳，铁二院搬到安顺，科研所要。下楼出院”，参加设计，参加施工，参加劳动，改造思想。

据此，西南所领导立即带领科研骨干力量到工地调查研究，选择工点。路经西昌时，适逢部领

导在邛海招待所开会，接见了西南所同志并讲道。。欢迎你们到工地来，你们“下楼出院”，不 ·

带课题，科研人直接参加设计，’施工和劳动，在建设实践中，针对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技

术攻关，为三线建设服务。”

’．1964年到1966年，西南所除留下一部分科技人员从事峨眉基地建设外，大部分科技人

员都奔赴勘测设计和施工的现场，在西工指和技术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西南所先后组成了二

十余个科技战斗小组，其中有关隧道工程的占一半多。几个重点隧道如，‘关村坝、沙木拉打、
‘

梅花山，碧鸡关，赵坪等都是由西南所科研骨干担任组长。西南所付所长王子谦同志被任命

为隧道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技术委员会领导下，管理有关隧道各科技战斗组的工作。以

‘后西南所还抽出一部分同志，组成隧道施工机械战斗组，专门负责进口机械的技术培训，设 。

。 ．备组装和现场使用等工作。曾在工地推广使用了全断面钻孔台车，槽式列车，高效能装碴机 ，

和大功率电瓶车等。西南所结合生产实践还出一二批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如自动风门、平
“‘

行移车器、梯架式台车，喷锚支护、隧道瓦斯防爆、隧道岩爆处理等。还推广使用了电爆破

和毫秒爆破技术。 ．I ：’

’
7，’ 一-、

7

一在三线建设中，+西南所为西南铁路建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受到了好评。姚应尊工程师‘’

被二院评为十面红旗之一的先进人物，高尔洋同志在铁道兵部队中立了功，候国才同志被工

地誉为人民的好技术员，还有很多同志在工地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 ‘，：i

为了总结4下楼出院”的经验教训，西南所于1965年在成都召开了会议，一方面座谈。二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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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出院。的心得体会进行学术交流，一方面也是一次休整。会后大家又立即返回工地，继续

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战斗行列。
。 。‘

．～ ．’

。

’“
，，

。 。下楼出院”的三年是西南所科技人员理论联系实际，面向生产建设的三年，也是西南所科

技人员得到认真锻练和取得明显提高的三年·当时的青年科技人员，今日都成了西南所科研

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下楼出院”的三年是西南所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难忘的阶

段。‘一
‘

二

·。，

·
⋯

!． 。下楼出院”影响了西南所十年科技规划的执行与完成也影响了试验室建设和一些基本功
、 的训练，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毕竟是支流和末节。 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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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文化大革命” 一

一 正当全所职工在三线建设的高潮中奋力拼搏协作攻关时，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

了，全所陷于动乱之中。最先成立的群众组织是“红卫兵”，在所内进行了扫四旧的活动。接

着又先后成立了“115造反兵团”，“127战斗队”，。红旗战斗队”，“经风雨战斗队”等群众组

织。受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西南所群众组织于1967年2月夺了所内党、政，财、
一 文的领导权，。掌管了所内挡氟相继又夺了成都工作组的权。夺权后原所领导和党总支五个

委员都靠边站了。一边劳动，一边接受批判。不久全国掀起了二月镇反运动，西南所群众组

织的头头共五人被拘捕。不久“二月镇反”受到中央严励的批评，被斥为“二月逆流”。峨眉县释

’放了所有被拘捕的人。从此西南所“115造反兵团”又东山再起，主宰了所内运动。1967年实

现了大联合。不久“解放”了总支书记张宗云同志。1968年10月18日成立了西南所革命委员会，

张宗云同志任革委会第一付主任。总支委员张景芝同志，早已“解放”，也结合到革委会任付

主任，群众组织代表李瑞生同志，刘起清同志任革委会付主任o。 。c
．、

，t、 王子谦同志和几个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视为“逃亡地主”以及其他几个有这样那样

事情的人列为批斗的对象，并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进“牛棚。，由当时的●群众专政队”监督

劳动。
’。 一

。．．
，，。

一。j 除了批斗上述那些人以外，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有关方面先后派多

起军宣队，工宣队进驻西南所，组织学习班，举办。斗私批修”会，但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解放”干部的呼声，一天高予一天。在此形势下，王子谦同志于

’1968年8月1日获得。解放”。先到食堂当炊事员，半年后改做食堂管理员。其他被关在。牛棚”

’。的人也继续获得了。解放”，安排了工作。 ‘．

4、
‘

；
‘

、：。 196蜱1月王子谦同志被调到革委会生产组主持工作。1970年由王子谦同志带队，有柴
永模，熊兴汉，段美贵、汪成荣，杨代茂等人参加，到成都各铁路局部门开座谈：会征求意

见并到当时正在施工的襄渝线和铁道兵部队调查研究，历时一月有余。回所后向革委会提出

了西南所当时开展科研的建议项目。革委会采纳了建议，使中断了五年的科研工作终于又艰

难地起步了。经过很大努力，《隧道译丛》也于1971年复刊。
5 ‘

。，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爆炸后，西南所按照地方党委的统一希署，先后开展

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 ，：．
．

， 1972年，燕生同志由二院调到西南所，任革委会主任。张宗云同志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

付主任。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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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王子谦同志被任命为所革委会付主任。

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受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影响，所内也狮：起了轩然大

波。所内有些人指责西南所的领导是“穿新鞋走老路“开展科研工作是“以生产压革命”，是

推行“唯生产力论”。复刊《隧道译丛》是崇洋迷外”，搞台车试验是“爬行主义”等等，不

一而足。 ，r

。

1975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中央发了九号文件，使铁道部门的整顿

工作得以开展。在此历史背景下，西南所也认真贯彻了整顿精神。在上级党委确领下，大力

整顿科研工作，严肃纪律，调整和加强了所领导班子，交流了干部。1975年8月改组了党委，

燕生同志任党委书记，王子谦同志任付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常占华同志任政治付主任。严肃

认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和派性活动，并对一些错误较大的人进行了点名批判，所内

派性活动有所收敛，正气有所上升，工作秩序初步建立，科研生产工作日有起色，出现了喜

人的新气象。正当大家为此而感到高兴时，可惜好景不长。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受到冲击，在

“四人邦”的操纵下，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像急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国。整顿

工作中断。在此情况下，西南所又一次陷入混乱。直到1976年“四人邦”被打倒后，形势急

转直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改组党委的闹剧才收了场。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

第七节科学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是我国科学界的一次盛会，西南所沈寿长同志赴

京参加了大会。通过这次盛会，科学技术工作再一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向科学技术大进

军的号角吹响了，科学的春天又一次降临神州大地。在此有利形势下，西南所的科研管理，

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科研管理方面，取消了革委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开展了提高工

作质量的质量月活动，在院的领导下，编制出西南所1978年～1985年八年科技发展规划，调

原维山同志来所任党委付书记兼政治处主任，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I恢复了所学术委员会，

梁武韬、余恒村二人还被聘任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建立并制订了岗位责任制。并向部争取

到招-V33人，调进科技干部65名，分配大学生4名进入招标，使西南所的人力得到了较大的

充。为了联合起来，开展科技咨询服务工作，1983年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地下空间咨询服务一

中心，西南所为该中心的挂靠单位。 一。

，

．在科研工作方面，西南所按照八年规划，承担了水下隧道建设的研究课题，支援青藏线

建设，承担了高原地区暴雨迳流计算研究，青藏线大中河产流和汇流的研究，盐湖地区路基

声波探测，和冻土地区拚装桥墩台的研究等。在软弱围岩隧道大断面安全施工方面，先后在

下坑，金家岩，南岭等隧道工点进行了各项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优异成果。在“

南攻衡广。的会战中西南所承担了大瑶山隧道九号断层防水，地质超前预报和控制爆破等关

键技术的攻关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北战大秦”的会战中承担了喷锚支护，复合衬砌

等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好的成果。在温度应力研究上，先后在红水河大桥和九江大桥等工点进

行了长期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和高水平科研成果。铁道部明确指出泥石流的研究是西

南所又一项重点研究任务，要求西南所对泥石流的分布规律，运动机理，灾害的预警预报，

工程防治及模型试验等方面进行研究逐步形成路内泥石流的研究中心。西南所奉命后已进行
’

-——9一 ．



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 一．．
．·

j 在开展学术活动方面，1978年10月派10余人参加院“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学术交流活

动。同年11月所派王子谦等五人参加了在峨眉西南交大召开的铁道学会工程专业委员会及学

术交流活动。同年12月派胡玉山、王建字，李小昧三人到北京参加全路科学大会。1979年初

西南所参加了四川省铁道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有三人当选为四川省铁道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

事。同年8月铁道部基建总局在成都召开隧道施工机械经验交流和大瑶山隧道施工机械配套

会，西南所派人筹备和参加了会议。1980年元月应中国土木工程学舍隧道学会之托西南所与

西南交大合作编辑出版，该会会刊<隧道工程》。1980年元月西南所举行了第三次学术交流

会，会上有38人发言，做了44篇报告。同年8月沈寿长等人到北京参加国际泥沙运动及水力

学会议。此外，1978年和1979年王子谦同志和王建字同志分别到日本和美国参加了国际隧协

第四届和第五届年会及学术交流活动。陈成宗，谭炳炎、汪成荣，茅伟才等人也陆续到日本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进修。 ．。

总之，科学的春天来临后，全所的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都步入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

新阶段。

“在科学的春天里，除了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外，西南所按照上级党委的统一布

署，认真进行了落实政策的工作。在中共西南所党委的领导下，由原维山同志负责此项工

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平雪冤假错案，给在十年动乱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职工和家属平

反昭雪，恢复名誉，清退了抄查的物品。二是落实干部政策，对干部的使用，职务，工资和

政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按照政策，给予妥善解决。三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

学用一致，技术职称、夫妻分居、工资等级等方面的问题，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尽量给予妥

善解决。由于落实了政策，调动T所内职工和家属的积极性，增强了所内的安定团结，为持

久开展科研工作，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

．

．， 第八节体制改革

． 西南所是1984年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1985年正式进行科研体制改革。首先从科研经

费着手，减少事业费50％，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给所领导和全所职工带来了压力， “逼

上梁山”，非自谋出路不可。出路何在?出路就在把科研成果有偿转让或进行有偿技术服

务，总之，就是要贯彻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个战略方针，并从服务中取得经济麴

益。其次，后勤服务和技术保证部门要面向社会，开展服务，以增加收入。为了适应这个新形

势，必须对原来的科研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西南所已进行的改革主要是·
：。 1、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所长负责制，使所长成为全所的法入代表，．处于管理的中心地

位，在科研工作和行政管理上有决策权，指挥权，以确保科研生产和增收任务的完成，使所

长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党委在科研生产和行政管理上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为了加强民主

管理，已成立了职代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

。

2、在管理工作上，由过去的科研管理型逐步转化为科研经营管理型，以适应把科研成

果和新技术转化为商品的客观形势要求。为此西南所设立了技术开发部与科研科配合统管全

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人马，以便工作上的协调统一。

’。 3、在收益分配上，取消大锅饭，基本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多创收多分配的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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