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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昆明市科技志》值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之

际问世，是我市科技事业的一件盛事，尤其是作为昆明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科技志书，前无可鉴，后启来者，实为拓荒创始之作，欣然

命笔为序，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向鼎力协助，为完成该志的各界

人士诚致谢意。

纵观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越来越主要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

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在科学技术的角逐。这既向我们提出

严峻挑战，也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加速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将发展科

技与教育提到一个空前高度。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进一步贯

彻党的十五大的各项战略方针，锐意改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昆明市科技志》的出版，顺应了时代要

求，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昆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云南政治、经济、科技中心，人

、才荟萃，地杰人灵。在8000余种古志丛书中，唯缺少科技内容，无

借鉴之路。编纂科技志，乃开创之举，是千秋大业。在编纂过程中，

市科委及科技志办的各位同志辛勤耕耘，克服种种困难，数易其稿，

终使昆明市第一部共十篇、五十五章、86万字的《昆明市科技志》

得以完成。上起事物发端，下至1 990年间昆明科学技术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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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及现状的兴衰起伏、沿革变迁、始末因果，使百余载科海

沧桑展卷可得。该志略古详今，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

展的经历和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广大

科技人员和干部群众在发展昆明科技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

各级领导干部及有关部门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科学决策，研究制定

科技、经济发展战略，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修志之功，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我相信，这部志书将发挥其

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殷切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垂欣、研

究和利用，继往开来，为振兴科技与经济，把昆明建成依靠科技振

兴经济的现代化城市而作出新的贡献。

林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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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凡 例

一、《昆明科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为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按照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等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一致。

二、本志是记述昆明地区科学技术发生、发展与现状的地方性、综合性专业志，有

别于行业志和生产志。力图用翔实的资料，反映科学技术活动的兴衰起伏的规律，突出

专业性、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使之成为资治、存史、教化之参考书籍。

三、本志体裁为序、述、记、传、图、表、录多种并用，以志为主，以文为主，辅

以图表；结构和层次按篇、章，节、目编排，个别章不设节，各篇、章重在记述，按照

科学技术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突出科技主线，横陈门类，纵叙始末，采用语文体、记述

体，寓观点于材料之中，述而不论。

四、各篇、章交叉者，按“互见详略，服从主题”的原则进行处理。用“突出本志

特点，划定交叉范围，掌握交叉深度，避免犯界重复”的方法处理外交叉I用“合并同

类项”和“事可互见，文不复出”的笔法处理内交叉。对上下限的时间交叉，则以保证

某一事物的完整性进行处理，上限适当上溯，下限适当延伸。

五、时间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止于1990年末。项目开题在本

志规定下限内，而获奖年限超过的，则适当延伸，延伸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

七、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的数字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数字。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典籍和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故行文均未注明出处。

十、地名、机构按当时的称号书写，变动者括注今称。机构名称太繁者，第一次出

现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用简称。

十一、人物，生不立传。对有突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只记事迹，不作评论。

十二、数字书写，凡表示计数与计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凡作为词素构成定型

的词、词组、次第、惯用语、缩略语及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时，采用汉字；年、

月、日、时刻使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简写，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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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干电池⋯⋯⋯⋯⋯⋯⋯⋯⋯⋯⋯⋯⋯⋯⋯⋯⋯⋯⋯⋯⋯⋯⋯⋯⋯⋯⋯

工艺美术⋯⋯⋯⋯⋯⋯⋯⋯⋯⋯⋯⋯⋯⋯⋯⋯⋯⋯⋯⋯⋯⋯⋯⋯⋯⋯

皮革⋯⋯⋯⋯⋯⋯⋯⋯⋯⋯⋯⋯⋯⋯⋯⋯⋯⋯⋯⋯⋯⋯⋯⋯⋯⋯⋯

塑 料⋯⋯⋯⋯⋯⋯⋯⋯⋯⋯⋯⋯⋯⋯⋯⋯⋯⋯⋯⋯⋯⋯⋯⋯⋯⋯⋯

第六章纺织、印染⋯⋯⋯⋯⋯⋯⋯⋯⋯⋯⋯⋯⋯⋯⋯⋯⋯⋯⋯⋯⋯⋯⋯⋯⋯⋯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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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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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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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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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城市公共事业

第一章邮政⋯⋯⋯⋯⋯⋯⋯⋯⋯⋯⋯⋯⋯⋯⋯⋯⋯⋯⋯⋯⋯⋯⋯⋯⋯⋯⋯⋯

第一节邮路及邮运工具⋯⋯⋯⋯⋯⋯⋯⋯⋯⋯⋯⋯⋯⋯⋯⋯⋯⋯⋯⋯⋯⋯⋯

第二节邮政技术和枢纽工程⋯⋯⋯⋯⋯⋯⋯⋯⋯⋯⋯⋯⋯⋯⋯⋯⋯⋯⋯⋯⋯

第二章电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有线电报⋯⋯⋯⋯⋯⋯⋯⋯⋯⋯⋯⋯⋯⋯⋯⋯⋯⋯⋯⋯⋯⋯⋯⋯⋯⋯

无线通信⋯⋯⋯⋯⋯⋯⋯⋯⋯⋯⋯⋯⋯⋯⋯⋯⋯⋯⋯⋯⋯⋯⋯⋯⋯⋯

长途电话⋯⋯⋯⋯⋯⋯⋯⋯⋯⋯⋯⋯⋯⋯⋯⋯⋯⋯⋯⋯⋯⋯⋯⋯⋯⋯

市内电话⋯⋯⋯⋯⋯⋯⋯⋯⋯⋯⋯⋯⋯⋯⋯⋯⋯⋯⋯⋯⋯⋯⋯⋯⋯⋯

农村电话⋯⋯⋯⋯⋯⋯⋯⋯⋯⋯⋯⋯⋯⋯⋯⋯⋯⋯⋯⋯⋯⋯⋯⋯⋯⋯

第三章城市路灯⋯⋯⋯⋯⋯⋯⋯⋯⋯⋯⋯⋯⋯⋯⋯⋯⋯⋯⋯⋯⋯⋯⋯⋯⋯⋯⋯

第一节路灯自控⋯⋯⋯⋯⋯⋯⋯⋯⋯⋯⋯⋯⋯⋯⋯⋯⋯⋯⋯⋯⋯⋯⋯⋯⋯⋯

第二节路灯故障报警⋯⋯⋯⋯⋯⋯⋯⋯⋯⋯⋯⋯⋯⋯⋯⋯⋯⋯⋯⋯⋯⋯⋯⋯

第三节路灯节电⋯⋯⋯⋯⋯⋯⋯⋯⋯⋯⋯⋯⋯⋯⋯⋯⋯⋯⋯⋯⋯⋯⋯⋯⋯⋯

第四章城市污水处理⋯⋯⋯⋯⋯⋯⋯⋯⋯⋯⋯⋯⋯⋯⋯⋯⋯⋯⋯⋯⋯⋯⋯⋯⋯

第一节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兰花沟污水的试验研究⋯⋯⋯⋯⋯⋯⋯⋯⋯⋯⋯

第二节进行生物氧化塘小型试验⋯⋯⋯⋯⋯⋯⋯⋯⋯⋯⋯⋯⋯⋯⋯⋯⋯⋯⋯

第三节采用氧化沟工艺建设昆明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第五章利用工业废渣筑路⋯⋯⋯⋯⋯⋯⋯⋯⋯⋯⋯⋯⋯⋯⋯⋯⋯⋯⋯⋯⋯⋯⋯

第一节·滇池路⋯⋯⋯⋯⋯⋯⋯⋯⋯⋯⋯⋯⋯⋯⋯⋯⋯⋯⋯⋯⋯⋯⋯⋯⋯⋯⋯

第二节安石高等级公路⋯⋯⋯⋯⋯⋯⋯⋯⋯⋯⋯⋯⋯⋯⋯⋯⋯⋯⋯⋯⋯⋯⋯

第六章桥梁建设⋯⋯⋯⋯⋯⋯o⋯⋯⋯⋯⋯⋯⋯⋯⋯⋯⋯⋯⋯⋯⋯⋯⋯⋯⋯⋯

第一节西站立交桥⋯⋯⋯⋯⋯⋯⋯⋯⋯⋯⋯⋯⋯⋯⋯⋯⋯⋯⋯⋯⋯⋯⋯⋯⋯

第二节圆通高架桥⋯⋯⋯⋯⋯⋯⋯⋯⋯⋯⋯⋯⋯⋯⋯⋯⋯⋯⋯⋯⋯⋯⋯⋯⋯

第七章给排水⋯⋯⋯⋯⋯⋯⋯⋯⋯⋯⋯⋯⋯⋯⋯⋯⋯⋯⋯⋯⋯⋯⋯⋯⋯⋯⋯⋯

第一节城市供水⋯⋯⋯⋯⋯⋯⋯⋯⋯⋯⋯⋯⋯⋯⋯⋯⋯⋯⋯⋯⋯⋯⋯⋯⋯⋯

第二节排水⋯⋯⋯⋯⋯⋯⋯⋯⋯⋯⋯⋯⋯⋯⋯⋯⋯⋯⋯⋯⋯⋯⋯⋯⋯⋯⋯

第八章建筑⋯⋯⋯⋯⋯⋯⋯⋯⋯⋯⋯⋯⋯⋯⋯⋯⋯⋯⋯⋯⋯⋯⋯⋯⋯⋯⋯⋯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勘察设计⋯⋯⋯⋯⋯⋯⋯⋯⋯⋯⋯⋯⋯⋯⋯⋯⋯⋯⋯⋯⋯⋯⋯⋯⋯⋯

施工⋯⋯⋯⋯⋯⋯⋯⋯⋯⋯⋯⋯⋯⋯⋯⋯⋯⋯⋯⋯⋯⋯⋯⋯⋯⋯⋯

昆明地区80年代主要高层建筑简表⋯⋯⋯⋯⋯⋯⋯⋯⋯⋯⋯⋯⋯⋯

昆明地区古建筑简介⋯⋯⋯⋯⋯⋯⋯⋯⋯⋯⋯⋯⋯⋯⋯⋯⋯⋯⋯⋯⋯

第九章城市煤气⋯⋯⋯⋯⋯⋯⋯⋯⋯⋯⋯⋯⋯⋯⋯⋯⋯⋯⋯⋯⋯⋯⋯⋯⋯⋯⋯

第一节制气⋯⋯⋯⋯⋯⋯⋯⋯⋯⋯⋯⋯⋯⋯⋯⋯⋯⋯⋯⋯⋯⋯⋯⋯⋯⋯⋯

第二节输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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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园林建设⋯⋯⋯⋯⋯⋯⋯．．．⋯⋯⋯⋯⋯⋯⋯⋯⋯⋯⋯⋯⋯⋯⋯⋯⋯⋯

动物饲养与繁殖⋯⋯⋯⋯⋯⋯⋯⋯⋯⋯⋯⋯⋯⋯⋯⋯⋯⋯⋯⋯⋯⋯⋯

园林古建筑维护和设计⋯⋯⋯⋯⋯⋯⋯⋯⋯⋯⋯⋯⋯⋯⋯⋯⋯⋯⋯⋯

城市绿化⋯⋯⋯⋯⋯⋯⋯⋯⋯⋯⋯⋯⋯⋯⋯⋯⋯⋯⋯⋯⋯⋯⋯⋯”“”

广播电视⋯⋯⋯⋯⋯⋯⋯⋯⋯⋯⋯⋯⋯⋯⋯⋯⋯⋯⋯⋯⋯⋯⋯⋯⋯⋯

广播⋯⋯⋯⋯⋯⋯⋯⋯⋯⋯⋯⋯⋯⋯⋯⋯⋯⋯⋯⋯⋯⋯⋯⋯⋯⋯⋯

电视⋯⋯⋯⋯⋯⋯⋯⋯⋯⋯⋯⋯⋯⋯⋯⋯⋯⋯⋯⋯⋯⋯⋯⋯⋯⋯⋯

第八篇农 业

第一章种植业⋯⋯⋯⋯⋯⋯⋯⋯⋯⋯⋯⋯⋯⋯⋯⋯⋯⋯⋯⋯⋯⋯⋯⋯⋯⋯⋯⋯

。第一节种植业区划⋯⋯⋯⋯⋯⋯⋯⋯⋯⋯⋯⋯⋯⋯⋯⋯⋯⋯⋯⋯⋯⋯⋯⋯⋯

第二节农作物⋯⋯⋯⋯⋯⋯：⋯⋯⋯⋯⋯⋯⋯⋯⋯⋯⋯⋯⋯⋯⋯⋯⋯⋯⋯⋯”

第三节土壤肥料⋯⋯⋯⋯⋯⋯⋯⋯⋯⋯⋯⋯⋯⋯⋯⋯⋯⋯⋯⋯⋯⋯⋯⋯⋯⋯

第四节植物保护⋯⋯⋯⋯⋯⋯⋯⋯⋯⋯⋯⋯⋯⋯⋯⋯⋯⋯⋯⋯⋯⋯⋯⋯⋯⋯

第五节蔬菜⋯⋯⋯⋯⋯⋯⋯⋯⋯⋯⋯⋯⋯⋯⋯⋯⋯⋯⋯⋯⋯⋯⋯⋯⋯⋯⋯

第六节果树⋯⋯⋯⋯⋯⋯⋯⋯⋯⋯⋯⋯⋯⋯⋯⋯⋯⋯⋯⋯⋯⋯⋯⋯⋯⋯⋯

第七节烤烟⋯⋯⋯⋯⋯⋯⋯⋯⋯⋯⋯⋯⋯⋯⋯⋯⋯⋯⋯⋯⋯⋯⋯⋯⋯⋯⋯

第二章林业⋯⋯⋯⋯⋯⋯⋯⋯⋯⋯⋯⋯⋯⋯⋯⋯⋯⋯⋯⋯⋯⋯⋯⋯⋯⋯⋯⋯

第一节速生优良树种引种⋯⋯⋯⋯⋯⋯⋯⋯⋯⋯⋯⋯⋯⋯⋯⋯⋯⋯⋯⋯⋯⋯

第二节经济林木引种及大面积栽培⋯⋯⋯⋯⋯⋯⋯⋯⋯⋯⋯⋯⋯⋯⋯⋯⋯⋯

第三节地理种源试验及建立树木园⋯⋯⋯⋯⋯⋯⋯⋯⋯⋯⋯⋯⋯⋯⋯⋯⋯⋯

第四节林木良种普查及造林⋯⋯⋯⋯⋯⋯⋯⋯⋯⋯⋯⋯⋯⋯⋯⋯⋯⋯⋯⋯⋯

第五节森林病虫害防治⋯⋯⋯⋯⋯⋯⋯⋯⋯⋯⋯⋯⋯⋯⋯⋯⋯⋯⋯⋯⋯⋯⋯

第六节森林资源调查与林业区划⋯⋯⋯⋯⋯⋯⋯⋯⋯⋯⋯⋯⋯⋯⋯⋯⋯⋯⋯

第三章水利⋯⋯⋯⋯⋯⋯⋯⋯⋯⋯⋯⋯⋯⋯⋯⋯⋯⋯⋯⋯⋯⋯⋯⋯⋯⋯⋯⋯

第一节滇池水利及控制应用⋯⋯⋯⋯⋯⋯⋯⋯⋯⋯⋯⋯⋯⋯⋯⋯⋯⋯⋯⋯⋯

第二节蓄水工程⋯⋯⋯⋯⋯⋯⋯⋯⋯⋯⋯⋯⋯⋯⋯⋯⋯⋯⋯⋯⋯⋯⋯⋯⋯⋯

第三节引水、提水工程⋯⋯⋯⋯⋯⋯⋯⋯⋯⋯⋯⋯⋯⋯⋯．-．⋯⋯⋯⋯⋯⋯⋯

第四章水产⋯⋯⋯⋯⋯⋯⋯⋯⋯⋯⋯⋯⋯⋯⋯“叶⋯⋯⋯⋯⋯⋯⋯⋯⋯⋯⋯“

第一节鲢、鳙、草鱼人工繁殖技术试验⋯⋯⋯⋯⋯⋯⋯⋯⋯⋯⋯⋯⋯⋯⋯⋯

第二节温流水养鱼试验推广⋯⋯⋯⋯⋯⋯⋯⋯⋯⋯⋯⋯⋯⋯⋯⋯⋯⋯⋯⋯⋯

第三节网箱养鱼试验推广⋯⋯⋯⋯⋯⋯⋯⋯⋯⋯⋯⋯⋯⋯⋯⋯⋯⋯⋯⋯⋯⋯

第四节新品种引进与繁殖⋯⋯000000⋯⋯⋯⋯⋯⋯⋯⋯⋯⋯⋯⋯⋯⋯⋯⋯⋯⋯

第五节-池塘、水库、稻田养殖成鱼高产试验⋯⋯⋯⋯⋯⋯⋯⋯⋯⋯⋯⋯⋯⋯

第六节鱼病防治⋯⋯⋯⋯⋯⋯⋯⋯⋯⋯⋯⋯⋯⋯⋯⋯⋯⋯⋯⋯⋯⋯⋯⋯⋯”‘

第七节捕捞技术的改造⋯⋯⋯⋯⋯⋯⋯⋯⋯⋯⋯⋯⋯⋯⋯⋯⋯⋯⋯⋯⋯⋯⋯

第八节鱼产品的加工及保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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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畜牧⋯⋯⋯⋯⋯⋯⋯⋯⋯⋯⋯⋯⋯⋯⋯⋯⋯⋯⋯⋯⋯⋯⋯⋯⋯⋯⋯⋯(509)

第一节品种改良⋯⋯⋯⋯⋯⋯⋯⋯⋯⋯⋯⋯⋯⋯⋯⋯⋯O e OO$⋯⋯⋯⋯⋯⋯⋯(509)

第二节技术改进⋯⋯⋯⋯⋯⋯⋯⋯⋯⋯⋯⋯⋯⋯⋯⋯⋯⋯⋯⋯⋯⋯⋯⋯⋯⋯(512)

第三节‘饲料新技术的应用⋯⋯⋯⋯⋯⋯⋯⋯⋯⋯⋯⋯⋯⋯⋯⋯⋯⋯⋯⋯⋯⋯(516)

第四节疫病防治⋯⋯⋯⋯⋯⋯⋯⋯⋯⋯⋯⋯⋯⋯⋯⋯⋯⋯⋯⋯⋯⋯⋯⋯⋯⋯(517)

第五节资源调查和区划⋯⋯⋯⋯⋯⋯⋯⋯⋯⋯⋯⋯⋯⋯⋯⋯⋯⋯⋯⋯⋯⋯⋯(519)

第六章农业机械⋯⋯⋯⋯⋯⋯⋯⋯⋯⋯⋯⋯⋯⋯⋯⋯⋯⋯⋯⋯⋯⋯⋯⋯⋯⋯⋯(521)

第一节动力机械⋯⋯⋯⋯⋯⋯⋯⋯⋯⋯⋯⋯⋯⋯⋯⋯⋯⋯⋯⋯⋯⋯⋯⋯⋯⋯(521)

第二节耕整地机具⋯⋯⋯⋯⋯⋯⋯⋯⋯⋯⋯⋯⋯⋯⋯⋯⋯⋯⋯⋯⋯⋯⋯⋯⋯(522)

第三节播种机具⋯⋯⋯⋯⋯⋯⋯⋯⋯⋯⋯⋯⋯⋯⋯⋯⋯⋯⋯⋯⋯⋯⋯⋯⋯⋯(525)

第四节收获机具⋯⋯⋯⋯⋯⋯⋯⋯⋯⋯⋯⋯⋯⋯⋯⋯⋯⋯⋯⋯⋯⋯⋯⋯⋯⋯(525)

第五节排灌机具⋯⋯⋯⋯⋯⋯⋯⋯⋯⋯⋯⋯⋯⋯⋯⋯⋯⋯⋯⋯⋯⋯⋯⋯⋯⋯(526)

第六节植保机具⋯⋯⋯⋯⋯⋯⋯⋯⋯⋯⋯⋯⋯⋯⋯⋯⋯⋯⋯⋯⋯⋯⋯⋯⋯⋯(527)

第七节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的推广应用⋯⋯⋯⋯⋯⋯⋯⋯⋯⋯⋯⋯⋯⋯⋯⋯⋯(527)

第八节农村运输⋯⋯⋯⋯⋯⋯⋯⋯⋯⋯⋯⋯⋯⋯⋯⋯⋯⋯⋯⋯⋯⋯⋯⋯⋯⋯(529)

第一章中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西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九篇医药卫生

内科⋯⋯⋯⋯⋯⋯⋯⋯⋯⋯⋯⋯⋯⋯⋯⋯⋯⋯⋯⋯⋯⋯⋯⋯⋯⋯⋯

骨伤科⋯⋯⋯⋯⋯⋯⋯⋯⋯⋯⋯⋯⋯⋯⋯⋯⋯⋯⋯⋯⋯⋯⋯⋯⋯⋯⋯

妇、儿科⋯⋯⋯⋯⋯⋯⋯⋯⋯⋯⋯⋯⋯⋯⋯⋯⋯⋯⋯⋯⋯⋯⋯⋯⋯⋯

针灸、推拿科⋯⋯⋯⋯⋯⋯⋯⋯⋯⋯⋯⋯⋯⋯⋯⋯⋯⋯⋯⋯⋯⋯⋯⋯

中西医结合⋯⋯⋯⋯⋯⋯⋯⋯⋯⋯⋯⋯⋯⋯⋯⋯⋯⋯⋯⋯⋯⋯⋯⋯⋯

论著、医案⋯⋯⋯⋯⋯⋯⋯⋯⋯⋯⋯⋯⋯⋯⋯⋯⋯⋯⋯⋯⋯⋯⋯⋯⋯

内科⋯⋯⋯⋯⋯⋯⋯⋯⋯⋯⋯⋯⋯⋯⋯⋯⋯⋯⋯⋯⋯⋯⋯⋯⋯⋯⋯

外科⋯⋯⋯⋯⋯⋯⋯⋯⋯⋯⋯⋯⋯⋯⋯⋯⋯⋯⋯⋯⋯⋯⋯⋯⋯⋯⋯

妇产科⋯⋯⋯⋯⋯⋯⋯⋯⋯⋯⋯⋯⋯⋯⋯⋯⋯⋯⋯⋯⋯⋯⋯⋯⋯⋯⋯

4,,JL科⋯⋯⋯⋯⋯⋯⋯⋯⋯⋯⋯⋯⋯⋯⋯⋯⋯⋯⋯⋯⋯⋯⋯⋯⋯⋯⋯

传染病科⋯⋯⋯⋯⋯⋯⋯⋯⋯⋯⋯⋯⋯⋯⋯⋯⋯⋯⋯⋯⋯⋯⋯⋯⋯⋯

皮肤性病科⋯⋯⋯⋯⋯⋯⋯⋯⋯⋯⋯⋯⋯⋯⋯⋯⋯⋯⋯⋯⋯⋯⋯⋯⋯

五官科⋯⋯⋯⋯⋯⋯⋯⋯⋯⋯⋯⋯⋯⋯⋯⋯⋯⋯⋯⋯⋯⋯⋯⋯⋯⋯⋯

神经精神病科⋯⋯⋯⋯⋯⋯⋯⋯⋯⋯⋯⋯⋯⋯⋯⋯⋯⋯⋯⋯⋯⋯⋯⋯

放射学科⋯⋯⋯⋯⋯⋯⋯⋯⋯⋯⋯⋯⋯⋯⋯⋯⋯⋯⋯⋯⋯⋯⋯⋯⋯⋯

理疗科⋯⋯⋯⋯⋯⋯⋯⋯⋯⋯⋯⋯⋯⋯⋯⋯⋯⋯⋯⋯⋯⋯⋯⋯⋯⋯⋯

第十一节检验科⋯⋯⋯⋯⋯⋯⋯⋯⋯⋯⋯⋯⋯⋯⋯⋯⋯⋯⋯⋯⋯⋯⋯⋯⋯⋯

第十二节功能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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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民族民间中草药⋯⋯⋯⋯⋯⋯⋯⋯⋯⋯⋯⋯⋯⋯⋯⋯⋯⋯⋯⋯⋯⋯⋯⋯(552)

第一节发掘和开发利用⋯⋯⋯⋯⋯⋯⋯⋯⋯⋯⋯⋯⋯⋯⋯⋯⋯⋯⋯⋯⋯⋯⋯(552)

第二节中草药研究⋯⋯⋯⋯⋯⋯⋯⋯⋯⋯⋯⋯⋯⋯⋯⋯⋯⋯⋯⋯⋯⋯⋯⋯⋯．(553)

第十篇群众性科技活动

第一章学术活动⋯⋯⋯⋯⋯⋯⋯⋯⋯⋯⋯⋯⋯⋯⋯⋯⋯⋯⋯⋯⋯⋯⋯⋯⋯⋯⋯(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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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昆明是云南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在历史上昆明是文化名城，向为府治、

省会所在，名士荟萃之地。她位于云贵高原西部，滇池北岸，东经102。43’、北纬25。02’，

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风光秀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昆明就建有城镇。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的冶炼技术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所铸青铜器光彩夺目。东汉时云南“铜洗”、“南诏剑”，“大理刀”名著

华夏。明清至中华民国，昆明曾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郑和七次下西洋，为我国航

运测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兰茂编著的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典籍《滇南

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早百余年。近代名医曲焕章创制的“百宝丹”奇效良药，

为祖国医药宝库增添了光辉，现已成为饮誉世界的“云南白药”。同时，还出现了姚氏、

戴氏、吴氏等一代名医。熊庆来以其在数学上的突出成就，被列为我国近代数学先驱者

之一。陈一得曾留学比利时，1925年创办“测候所”，在天文学、气象学、地震学诸方面

成果累累。蔡希陶等人利用云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在植物学领域获得丰收。

19世纪末期现代机器制造技术开始传入昆明。1884年成立云南机器局，从事武器修

理和制造。1886年清朝政府在昆明设立云贵电报总局，架通昆明至广西第一条电报线路，

为云南电报的创始。1901年废科举、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1922年创立云南第一所大

学——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带来了工商业兴旺。1912年

建巫家坝机场，并开办航空学校。同年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建成发电，使昆明

进入电气时代。1917年建成九龙池昆明自来水厂，市民饮上了自来水。1919年建成昆明

无线电台。这些技术和工艺，一代一代地沿袭着，时盛时衰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抗日战争期间，内地一些大学、科研单位和工厂陆续迁昆，促进了昆明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许多自然科学学会在昆成立，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培养造就了一批

人才。在内迁的院校中，西南联合大学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深，著名学者云集，

在昆明办学8年，共有毕业生2 523名。知名人士有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

当时迁昆的企业边引进设备和技术，边开工生产，试制成功车床、电线、望远镜等一批

产品。周自新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1939年在昆明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光学仪器

厂——云南光学仪器厂，成为中国兵工光学事业之始。1940年在昆明兴建的中央机器厂，

成为云南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技术力量最强的综合机械制造厂。这一时期，以中央机

器厂、云南光学仪器厂为代表的一批工业企业，曾先后研究制造出我国第一台最大的
2 000千瓦发电机；第一台最大的500匹马力的发动机；第一家制造出精密块规；装配出

我国历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部“资源牌”汽车；生产出我国第一根电线；制造出我国第

一批光学仪器。至1945年，除军工产品外，还生产了大批机械产品，而且多为国内首创。



2 昆明市科技志

抗战时期昆明地区崛起的机械工业，成为当时我国机床、电工、光学工业的摇篮。但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临近昆明解放前夕，昆明的科学技术仍发展迟缓，基础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明地区的科技事业

得到了较大发展，科技队伍日益壮大，主要行业和学科都有了专门的科技机构，初步形

成适应昆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生物、冶金、地质、机械、

磷化工、天文等方面，在全国具有一定水平和特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科技兴

昆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各级党委、政府把科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为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财政对科技的投入逐年增加。科技进步对工农业的增长贡

献率“七五”期间达24％、27．55％。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比较齐全，行业分布较为广泛

的技术人才队伍，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全市有5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58名

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48名优秀专家和科技人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全市共有独立科研机构90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45个，大中型企业科技开发机构

87个，拥有各类科技人员20．5万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5．18万人。民办科

技机构应运而生，市、县(区)共有民办科技机构510个，从业人员8 000余人。农业科

技机构达554个，科技人员发展到7 000多人。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步伐加快。已初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和产品，推广适用新技术振兴农村经济的科技发展新格局。从1978"--,1990年期

间，全市共评审奖励1 299项科技成果，其中2项获国家级科技奖；183项获省部级科技

奖；1 114项获市级科技进步(成果)奖。获奖成果的转化率在90％以上。

技术市场健康发展。全市技术交易机构已发展到710多个，从业人员3万多人。认

定登记技术合同8 400多项，交易额1．5亿多元，有223项还流向全国各地。以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为主的技术卖方群体和以科技开发中心、职工技协、科技协会为

主体的中介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新进展。全市与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与交流关系，在水稻、花卉、蔬菜、机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

作效果。

昆明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从古代科学技术到吸收西方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从脆弱

落后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初具规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从受冷落的地位上升到现代

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地位。现代科学观念，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

方式，但离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需要，

仍须进行艰苦奋斗。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昆明的科学技术必将走向一个发展更快、成果更多、水平更高、效益更

好的新阶段，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一定能把春城昆明建设得更加雄

伟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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