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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 《宁夏科学技术夹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宁夏科学

技术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时问为序，简略地记述1844至1985年

期间发生在宁夏的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大事、要事，新事，共1698条。

《大事记》力求通过对有重要价值的史实的记述，概要地反映宁夏科

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面貌，为人们提供简明的史料线索和系

统广泛的信息，起到提示、索引，向导作用o

／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资料进

行了反复核实，多次筛选，尽量做到大事突出；要事记全，新事不

漏口对各领域、各行业的科学技术活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重大影
。’

响和作用的决策、事件，以及技术革新中涌现的“小人物’’做出的大

贡献都尽量记述齐全。为了突出重点，根据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于

古代和中华民国期间的科学技术事件和活动，只简记发生的时间、地

．’ 点‘内容、人物等要素，未详记原因和经过，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科学技术事件和活动，则较详细地做了记述o

本《大事记》的内容主要包括有： ，

’

1．重要科学技术政策，法规的制订，颁发和实施；

．2．科学技术领导机构、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科学技术学术团体的

沿革，

3．科学技术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人的更迭；，

4．重要的科学技术会议和学术活动，

，、- 5．党，政主要领导人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活动，
f



6．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外事活动；

7．重要经济建设项目的竣工投产，
’

8．其他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活动。

j曩÷’《{：大事记》中未记宁夏取得的重大科学技宋成果，因拟单独编辑

《宁夏重大科学技术成果汇编》作为《宁夏科学技术志》的附录，以

便读者查阅o， ，|．．’。：

’；；jj《大事记》按编年体排列，记述时将只日不清的事件排在年尾，

绻’够本年"标记；、将日期不清的事件排在只尾j以“本月"标记；同

日发生的多个事件，只在第1件事前标明’日期；其余，的。以“同日譬标

记。。：：≯ 。’f ．一 ．一t ·， ：

“‘I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先后查阅了，有关宁夏的历史典籍和自治区

必民政府办公厅，科委、-科协v’科技干部局、档案馆、图书馆、，总工

会技协等单位的档案，“文件和资料，·以及《．宁夏民国日报》、《宁夏

肓二报?》，、!jj《甘肃日报》，1《银川报》等，共制得资料卡片5300多张。

为7了j节省篇幅，概不在每条末一一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o

置，’1987年8月和1989年9月分别印发了《宁夏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

—1985)》和《，宁夏科学技术大事记(1844--1948)》征求意见稿。

两年来收到科技部门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当事人，热心的读者提出

一些补充资料和修改意见。这次修订时都认真进行了核实，并采用。

在此向他们表示衷·节感谢o ．-，，． ’。。 ，，：，

由于编写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上历史资料短缺，《大事记》

中难免有遗漏和记错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

《宁夏科学技术志》编审委员会
。

198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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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公元1840年至1911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

本年宁夏被列为甘肃省闲荒土地的重点勘查区，勘查出的土地按质量划分等级，并制

订出招垦办法。 ．。、

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

本年清政府户部主事董醇从北京出发，往返于瓦亭(今宁夏固原境内)

德一线，考察沿途的风物和道路建设情况，并著有《度陇记))一书。

清咸丰=年(公元1852年)

’

、

、六盘山，隆

5月26日(农历4月8日)中卫县发生6级地震，余震持续近半月，一部分地区出现地裂和

涌冒黑泥沙现象， “居民房舍震倒两万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余口，受伤者四百余口矽，。

城乡受到严重破坏。 ^。

本年宁夏进行土地丈量工作，共丈得土地面积约200万亩。
．。 一，，·．矗j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

4月23日 中卫县西北天空，忽有黑，黄气二道直冲天际，忽起忽落，稍许黄气消失，．

黑气冲天向东南飞奔，顿时天昏地暗，室内灯烛光尽蔽，许久又由黑转红，视入、物皆如同

血染，旋即狂风大作，沙砾飞扬，入夜渐渐平息。时人皆惊慌不已，视为上苍示警，。恐有异

变。
． t

’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

10月 灵州(今灵武县)出现桃，李树反时令开花，结果宁夏地区当月即发生地震·
，

，

清同治十年(公歹L1871年)
“ 、

4月 陕甘总督左宗棠命平庆泾道道员魏光焘率各部官兵于陕甘大道两旁栽植柳树。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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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遭植柳一直延伸到嘉峪关，甚至新疆。后人称之为“左公柳"。

本年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甘宁部分地区烧荒对农牧业生产无利，白

自烧掉自然资源甚为可惜，逐下令宁夏、安定及陇东各县，禁止民间冬季放火烧荒。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

本年甘肃省设牛痘总局子兰州，所属宁夏等各县均设分局，为儿童接种牛痘。

清光绪十一年(公7L1885年)

本年修复今陶乐地区原五堆子渠，并将渠口上移，扩整渠身，更名为曹家渠。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6年)

本年今盐池县鸦儿沟乡太阳沟、平阳沟两村发生人间肺鼠疫流行，六七十户村民约300

余口，除两名幼童外全部死亡。周围村庄纷纷自行封锁交通，断绝来往，幸未进一步扩散一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本年广东人罗庆云来宁夏(今银川市)从事照相业，采用玻璃底板，金水药液洗相，

也称“晒相’’。此为宁夏照相之始。 ”

本年 固原设立电报分局，首任局长谈长裎· 。

清光绪十七年(公R,1891年)

本年 宁夏府设立电报分局，归甘肃省电报总局(在兰州)监督。宁夏线路系由陕西至

固原，再由固原出北门至中卫县宁安堡(今中宁县)，于宁安堡设报房一处。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

本年今盐池县红井子乡马坊村发生人间肺鼠疫，死亡20余人。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1

’
’．

5月 宁夏府城(今银Jil)设电报分局一所，将电报线路由宁安堡(今中宁)延至宁夏

城(今银川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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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一年(公-7L1905年)
： ? 7。

12Y]12日 《朔方遭志》载。是日夜，灵州天空一星大如斗，从东方升起卜落于正西

贺兰山后，声响如雷，落后光芒冲入空际，其形蜿蜒，越时始灭。人们不解此为陨石坠落，

惊恐异常。

本年宁夏府城试办邮政，隶辖于兰州总局，为三等分局，各乡，镇分设信柜，办理汇

银寄货，较原驿站方便、经济，深受各界欢迎。

清光绪三十三年(糖L1907年)‘“

本年 固原知州王学伊购地创办固原农事试验场，场址在州城(今固原县城)西南，。r分．

内场外场，从事木棉、葡萄、蟠桃等引种。
．

‘
。

一．
’’～

二‘

‘． o，；。，j一．一。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1月 甘肃在皋兰县设立船政总局，并在宁夏设立船政分局。试图举办黄河水运。

7；月 黄河水运正式通航，’航道由西宁至兰州，再经宁夏至包头，水运工具为：木船-

同年 由原陕甘总督升允聘请比利时人罗比尔吉设计制造的“飞龙"号船在绥远省托克

托县河口镇作首次试航，顺利通过宁夏境内黄河河段，抵达甘肃靖远县五佛寺，航程约1 200公

里。此为黄河行驶新式轮船之始。 ．．
．．

，．：． ，
。、|．：

．，。，’7’



中 华 民 国 时 期

(公元1912至1949年)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本年宁夏自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试办邮政以来，颇著成效。本年决定将

现存驿站一律撤消，各县、乡，镇同时实行邮政代办制。

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

二 月

7日 宁夏府裁撤，改设朔方道(后改宁夏道)仍属甘肃省。时朔方道领8县。宁夏县、

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今同心县)。全道人口约40

万，总耕地额田81．2万余亩。

中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

五

本月 宁夏道设置实业科(相当后来的建设厅)，负责掌管农、工，商，矿和交通等事

务。此时宁夏陆路交通尚无公路，仅有主要大车道12条，全长l 239公里。

中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

本年英国“新泰兴"、“仁记”二洋行在石嘴山设立羊毛加工打包厂。

中华民国五年(公7L1916年)

本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捐资在宁夏创办公共图书馆一所。是为宁夏图书馆之始。

中华民国六年(公年1917年)

本年中卫县宁安堡乡绅王光临主持创开新南渠。该渠自新堡桥上游开口，东北流向，

·。4 ·，



●，’

，*

梢入新北渠，渠长12里，灌溉农田3 200亩·

中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 ：

；． ．．。 。i
． ．．

七 月

!’i ’：‘

本月 商人陈润生、向涤修、蔡质夫等创办甘绥轮船公司，官商合股购置“飞龙号乃轮

船二艘。船身长6丈，宽1．4丈，舱深o．4丈，载重2万斤。仅在宁夏横城至绥远河口镇试航

2次，次年3月，就因赔累甚巨而停业。：
。

、，

j

中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
·⋯，

：‘．‘
、． 一． j

—

‘

本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与甘肃省长张广建合办轮船公司，从上海求新船厂购汽船两

艘，取名“探源"，靠泛斗"。“探源弦号在包头至石嘴山间试航成功。次年，因张广建离

甘和马福祥调任绥远而停办，船弃包头。

本年‘北洋政府令山东南运湖河筹办处组织河套调查团，对内蒙古、j宁夏河套进行勘

测。之后，提出灌区整理及垦务计划，并写出《调查河套报告书》。此次调查，对当时字夏青

铜峡灌区的水利设施、，用水制度和灌溉地亩数等作了详细记述，规划中所提意见，对后来黄

灌区的开发建设有参考价值。 ．． ．． ，一，

中华民国九年(公；,L1920年)

十 = ：月

r’16日 海原、周原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这次地震为我国有史记载以来所朱见，西北50

多县受震灾，死难20多万人，压死牲畜无数。 ，^．． ’．：

本年美籍牧师宋益谦来固原传布基督教，并开设西医外科诊所，免费治病。 ，‘．．
t

中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
’|J’，⋯ 。c。 ：

’ ’

本年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副所长)：谢家荣(时任

地质调查所技师)，王烈(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等赴甘宁考察海原，圃原大地震，这是

最早来宁夏从事地质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

．．中华民国十=年．(公元1923年)， t： ，

本年被中国政府聘为“农商部顾问刀的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涉足宁夏，在其所

著《中国北部之新生界》专著中，对口固原红岩黟有较深的研究，并绘有《甘肃固原石沟子

北东剖面图》·

◆ 辱·



本年法国神甫兼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抵灵武县水溺沟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石器和部分

古生物化石。这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中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

十 月

：⋯

27日 北京临时政府任命王瑚为包(头)宁(夏)铁路督办，俞人凤为会办，具体负责

筹办该段铁路。计划全路长540公里，东起包头镇，西至宁夏城(今银川市)，投资原由比利

时贷款，不久因无款而停办。

中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

十 = 月

， 本月 芬兰商入维利俄斯在洪广营(今贺兰县常信乡洪广大队)开办甘草药膏厂，并从

上海购进蒸汽机和锅炉。此为宁夏第一家机器工业。该厂于1928年初停产。

，，本年固原县建设局奉省令设立农事试验场，共有土地5亩，从事种植棉花，茶树和农

事试验。两年后因经费无着而停办。

中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

七 月

．’本月 甘肃省政府省道管理处派员勘测宁(夏)兰(州)公路，将中卫经沙坡头，营盘

水，一条山至兰州一段路线废弃。改由莫家楼渡黄河，经宣和堡，寺口堡、兴仁堡和甘肃靖

远县而达兰州，使公路避开了腾格里沙漠的侵害，从而改变了清代以来的甘肃北大路古道路
■

线。

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十 一 月

本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甘肃分治案。新建的宁夏省辖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

武、金积，盐池、镇戎(后改名为豫liE)、磴口9县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总人1：360余万，

总面积l 099 638平方市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37％。
。 ．：

’i．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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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

月

本月 宁夏省政府正式成立．

本月 省政府从地方建设资金中拨出3 000银元，筹办宁夏印刷局。由南京购置手摇，脚

踏式的平版对开印刷机1部，圆盘印刷机2部。使用繁体铅字1、2、3，4、5号和阿拉伯数字

及英文字母铅字。试车期间由张国俊(南京技师)负责技术指导和技术人员的培训。

本年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令将原宁夏县马营(今银川中山公园)中居住的群众迁出，建

立了“中山公园”。并在公园中设立了“农事试验场"，首任场长王荫轩。当年在农事试验

场栽植树木，培育花卉，发展蚕桑。

中华民国二十年(公77．,1931年)

三 月

本月 宁夏省政府派出培训的度量衡检定人员(2人)归来，随即设立了省度量衡检定

所及各县检定分所。旋因经费无着和人才、器材缺乏，此项事业告停顿。 ．

本年固原增设长途电话。

本年比利时天主教奥斯汀会派修女4人，在省城(今银川市)西大街天主堂开设诊疗

所，实行免费执医，就诊者日近百人。此为宁夏首家西医诊所。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

本月 隆德县雨量观测站设立。

月

三 |． 月

本月 宁夏省政府为查清土地隐私，增加田赋收入，决定增设垦殖总局，负责全省清丈

土地工作，王敏悟为首任总办。

四 月

本月 宁夏省道管理处成立，魏鸿发任处长。省道管理处提出了《宁夏省道修筑计划》·

j}l：时全省有汽车32辆，其中官车2l辆，私车11辆p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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