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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科学志>是记载齐齐哈尔市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事业历史与现状的志书。上限以各学科发端起，下限至

1985年末。<科学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体例结构、记述范围、行文

规范等，均按《齐齐哈尔市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则>执行。

二、为便于撰写和利用，全志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部

分，分别立目编纂。

三、志稿采用条目式结构，自然科学部分设科技机构、科技队

伍、科技管理、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科技服务等6个类目，下设29

个条目，有的条目下设若干子目；社会科学部分设社会机构、社科成

果、社科普及、社科学术交流4个类目，下设13个条目。条目为记

述实体单位，前后加鱼尾号“【 r。

四、志稿记述范围，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含市辖县，但在1985

年地市合并时，个别内容涉及到各县时，则加注说明。

五、志稿记述组织机构、负责人的职务称谓，均按当时名称记

述。

六、志稿根据记述内容的需要，插配有关图表。 ‘

七、选记科技成果项目的标准为：以获市一等奖，部和省一、二

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科技成果，以

1977年市科技大会、1978年国家和省科学大会奖励成果为主，其他

效益及其影响面大的成果，酌情入志。

八、志稿记载社会科学成果入选原则是：发表在国家级报刊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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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各种文摘、刊物选摘、选编、选登的；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被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汇>复印的；发表在国内重要影响的省级

刊物上的；收入国家、省、市级论文集的；获市级以上奖励的；在地方

具有重大影响的。

九、本志稿中的人名均直写其姓名，但为反映历史史实或记述

内容需要，有的附加职务或职称。

十<志稿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沿用旧制，新中国成立后以自

然科学各学科的计量单位、符号用法，均执行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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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齐齐哈尔“昂昂溪文化”遗址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嫩江流域先人已学会用压琢技术

制做精细石器用具，但发展非常缓慢。

康熙三十年(1691年)，齐齐哈尔建成木结构内城、土结构外城等建筑物。清嘉庆年

间，齐齐哈尔入巴掌握土碱生产技术，土碱远销吉林。由于清朝实行“龙兴之地封禁”政

策，使齐齐哈尔与外界隔绝二百多年，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受洋务运动影响，齐齐哈尔采用西方技术兴办起一批实业，

试制成功一批新产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电报技术用于通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北路工业小学堂附设黑龙江省工艺传习所，开始传授木工、皮毛、肥皂、酱油、印刷、油

漆、染织、缝纫等生产技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电话传入齐齐哈尔。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卜奎灯厂应用西方发电设备和技术，开始发电，自此有了电灯。同年。南路农业

小学堂附设农事试验场，这是齐齐哈尔市第一所科研机构。民国3年(1914年)。甲种工

业学校开设采矿、应用化学专业课0同年，黑龙江官医院成立，采用西医技术治疗疾病。

民国5年(1916年)，工业学校附设铁路讲习所，传授铁路运输技术。民国7年(1918年)，

富拉尔基火磨用欧美磨粉机生产出第一批机制面粉。民国10年(1921年)，鲁昌火柴厂

试制成功首批火柴，其生产工艺流程三分之一采用半机械化作业。民国18年(1929年)，

建成第一条11千伏送电线路，向昂昂溪送电。

民国20—34年(1931一1945年)，日本侵略者侵占齐齐哈尔期间，为掠夺资源。于民

国21年(1932)年在城南修建机场，跑道一条长1500米。宽150米，另一条长1000米，宽

100米，开辟至哈尔滨、黑河、海拉尔3条航线。民国22年(1933年)建农业试验场克山分

场，进行以提高产量为主的科学研究。民国24年(1935年)。建成钢结构的嫩江公路大

桥，桥宽7米，正桥6孔，长548．32米，二道桥20孔，长354．t0米。同年建成齐齐哈尔当

时最高建筑火车站大楼。民国25年(1936年)，在日本人工作居住区首次安装自来水。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科学技术进行控制，齐齐哈尔科学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

民国35—38年(1946--1949年)，齐齐哈尔市政府重视科学技术，充分调动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修复两台机车(装甲)，试制成功并生产出脱脂棉j棉布、牙膏、牙刷、罐头、军镐

等几十种轻工产品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克山农业试验场恢复科研工作。1949年3

月，市政府召开奖励发明大会，有37人42项成果受奖。同年，黑龙江省园艺研究场在齐
＼

市成立。

1949年c10月至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第十一厂(今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等

6家中央直属机械制造工厂和丹东烟厂等迁入齐市，全市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由此开始。

1952年，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制造出第一台具有40年代国际水平的C512立式车床，并

两次出国展览。在此期间，科学队伍加强，1949年仅有科技人员840人，1952年增加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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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人。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工程第一重型机器厂、北满钢厂、富拉尔基热电厂陆续建成投

产。1954年，农业技术推广站成立。1957年，农业局植保站成立，科学种田的指导加强。

至1957年，全市科技人员猛增到7758人。全市共实现科技成果270项。其中立车、铣床、

铁路货车达到国际40年代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金笔j冰刀、衡器、油毡纸等产品已达到

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引种山东刺黄瓜、苏联黄瓜、蕃茄等32种93个蔬菜良种，太平果

等3种果树。哈系3179小麦良种，波兰1、2号等4个土豆品种。推广深耕细作，选种施

肥和菜园子种植技术。这-st期，群众科技活动活跃。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技术革

新能手先后于1956年、1957年到齐齐哈尔市进行技术表演。1953--1957年，共推广机械

加工、粮食加工、造纸、纺织、建筑、医疗等国内和苏联先进技术38项，实现技术革新6149

项。

1955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了齐市科

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59年4月，市委、市人委设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年，市科技计

划由市科委归口管理，组织实施科技发展计划。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发展科学技术情

报工作的方案>，市科委开始组建市区科技情报网络系统。1960年1月，市委在冰刀厂召

开技术革新现场会，要求因地制宜，向机械化、自动化进军。1961年，市人民委员会贯彻

国家科委制定的(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法)和<关于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和新产品、

新工艺技术鉴定功、法)。1962年，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将市属科研机构调整为化工、无线电电子和园艺试验站、3个研究所。

1965年4月，举办新技术展览会，展出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新产品311

项。同年，全市科技人员发展到12972人。1966年3月，全国先进刀具观摩推广队到齐

齐哈尔市传播先进技术。1958--1966年，全市新成立3所大学，6个省属农业、畜牧科研

所，4个部批中直企业科研所．1个铁路局科研所，5所市属科研所、设计院，从事科研的科

技人员531人。全市共取得科技成果700多项，其中2项获国家奖，8项获黑龙江省政府

奖，47项获市政府奖。

“文化大革命”初期，科技人员下放车间、农村劳动，有：1095名科技人员被错纠、错斗，

科技管理机构被迫停止工作，科研活动中断。1970年3月，市革命委员会设立市科技局。

同年，市科技局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通知>精神，

加强对科技情报工作的管理。1970年，市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举办技术革新展览会。

1972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齐齐哈尔市指导“优选法”、“统筹法”推广工作，共取得“双

法”成果3200项。1973年，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市科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主

持制定的全国第二个科技发展规划和<全国科技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落实科技人

员政策。同年，百分之九十的科技人员被安排到技术岗位，113名工程师担任领导职务。

1970--1976年，9个科研单位恢复工作，6个科研所成立。全市共取得科技成果1000项，

其中获国家奖18项，获省政府和都委奖69项，获市政府和省厅奖267项，科技人员发展

到13038人。这一期间，群众科技活动进一步发展，全市共实现技术革新成果8170项。其

中重大革新成果3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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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市科技事业进入发展时期。1977年12月，市革委

会召开全市科学技术大会，制定<1978—1985年齐市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奖励20个

先进单位，108个先进集体，248名先进个人，新中国成立28年来的440项优秀科技成果

获奖。1978年4月，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市科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

市委决定科委设科技干部处，加强对科技人员管理。市科委、市统计局联合对科技人员的

基本情况进行普查，科技人员总数达15811人。1979年，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对“文化大

革命”中1095名科技人员的冤、假、错案给以彻底平反昭雪。1980年，对“反右”斗争中错

划为右派的421名科技人员给以改正。市委、市政府召开市科技干部管理工作会议，对科

技人员的技术职称的套改、复查和晋升工作进行部署。1982年3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市

科技工作会议，贯彻国家在新时期的科技发展方针和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和确定今

后齐市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方向和主要任务。对“六五”时期全市科技工作的重点和任务

落实各项措施，作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决议>。会上奖励61项科技成果和9项推

广应用成果。1983年，成立市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1984年，市委、市人民政府再次召开

市科技工作会议，落实全国、全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设立市科技工作领导小组。1985

年，党中央颁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0月召开科技工作

会议，讨论科技体制改革暨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和“七五”时期市科技发展纲要。市委、市人

民政府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历史遗留问题)立案审查的463名中老年知识分子(包

括民主党派成员)给以全部平反，其中195人恢复原职。 ‘

1977一1985年，有4个研究所恢复建制，32个省、市、厂、校所属研究所和民办研究所

成立。1985年，全市有省属研究所10所，铁路局所属研究所1所，市属研究所、设计院

(所)22所，厂办研究所18所(其中部批二级所5所)，大学研究所4所，民办科研所4所，

共有职工4710人，其科技人员2352人(其中高级职称86人。中级职称894人，初级职称

1346人)。1985年，全市技术人员总数达到26217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科技管理工作进行拔乱反正和体制改革。1978年，

建立科技成果管理奖励制度，1979年，建立新产品试制管理制度和科技三项费用预决算

静』度。同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投放的科研经费进行了清理。1981年，对科研计划项

目试行技术经济合同制和有偿使用科技三项费用制度。1983年，成立大型精密仪器协作

办公室。1984年，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作出(关于必须进

一步建立健全科技情报网站)的决定。6月，市委批转市科委(关于重奖有重大贡献的科

技人员的请示报告>，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齐齐哈尔市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和技术服

务暂行规定)和<齐齐啥尔市有偿使用科技基金的试行规定>。同年，市科委将承包责任制

引入科技计划管理，制定<齐齐哈尔市科技情报工作条例(试行)>。1985年，市人民政府

贯彻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

定)。9月，市科委组织市科技成果交流交易团参加参加齐市首届经济技术交流交易大

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年末，全市有科技情报网站11个，各级科技情报机构130个，

专兼职科技情报员452人。1978--1985年，全市列入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共计1156项，

完成．499项。市拔科研经费70．5万元，科技事业费用59．5万元，省拨科技经费195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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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77--1985年，全市共实现科技成果2370项。其中，获国家奖26项，获部、省奖345

项，获省厅、市奖439项。“六五”期间，有140项科技成果创产值27266万元，创利润

4075万元；推广929项，创利润2000多万元。
。

1977--1985年，群众科技活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成立33个自然科学系列学会，

新增会员5316入。有18个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200多人次到齐市进行科

技交流。1985年，自然科学系列学会共56个，会员13630人(含市属县)。1984、1985两

年全，市共实现技术革新1万多项，合理化建议21万条，青年“五小”发明成果700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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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机 构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齐齐哈尔成立第一个科研机构一南路小学堂农事试验

场。宣统三年(1911年)，更名为黑龙江省农事试验场。

新中国成立后，市委和市政府重视科技工作。1949年，成立园艺试验场。1954年6

月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成立植保站和市手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1958--1965年。市委、市人委贯彻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和国务院颁

布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全市科技事业迅速发展。1959年起。成立全市第一个科技

管理机构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市科委)，及市蔬菜研究所、手工业科学技术研

究所、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建筑设计院、无线电研究所、机械冶金研究所。黑龙江省在齐

齐哈尔市成立农业、畜牧、兽医、林业，防护林5所科研所。中央直属企业成立铁路科学技

术、自动锻压机、轨钢机、重型车床、铸锻焊5所科研所。

“文化大革命”初期，科研单位列为“斗、批、改”重点，科研人员下放，科研机构解散。

1970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市科学技术局。1970--1976年，恢复市蔬菜研究所，成立市农

业机械化研究所、市政工程设计院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农业、畜牧等5所省属科研所恢

复建制。

1977年，市科委列为市委、市政府直属部委。1983年6月，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科技

顾问委员会。1984年3月，市委、市人民政府成立市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1977--1985年，全市成立10所省属科研所，恢复和成立22所市属科研所(设计院)、

4所高校科研所和18所厂办科研所，新建4所民办科研所和4家科技服务机构。

【管理机构】

1959年4月，市人民委员会成立齐齐哈尔市科学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初期，市科

委被取消。1970年3月，市革委会成立科学技术局，恢复科技管理。1977年，市科委归市

委、市革委会直属。1984年，市委、市人民政府组建市科技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的科技

工作。

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市委、市人委根据黑龙江省委、省人委1959年2月

科学技术会议精神，加强对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于1959年4月23日成立齐

齐啥尔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科委的职能是在市委、市人委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和组织

全市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行政编制11人。内设秘书科、工业交通科、农林水利科和财

贸文教科毋同年11月，内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工业交通科、农业文教科和技术情报科。

1960年4月，齐齐哈尔市与嫩江地区合并，合并后的市科委设编制25人(其中行政

编制21人)，内设秘书科、综合计划科、第一工业科、第二工业科、农业科和情报条件科。

1961年10月，地、市分设，分设后市科委设编制17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内设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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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科、工业科、计划条件科和技术情报科。1962年6月，行政编制调至11人。1964年增

设技术干部处，增加行政编制6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市科委正常工作中止。1968年2月，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生

产委员会设科技组(2人)。同年9月，科技组并入综合组。1969年10月，恢复科技组。

1970年3月，市革命委员会设立科学技术局，隶属市革委会生产委员会，设行政编制15

人0科学技术局革命领导小组由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军代表三结合组成。同年10月，科

技局内设政工组、科研组、情报组。1972年，调整为秘书科、工业科、农业卫生科和情报

科。1973年10月，恢复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名称。同年11月，增设新技术推广科，对外称

科学技术交流站。1976年3月，增设地震办公窒。因唐山大地震，为加强地震测报工作，

同年12月，地震办公室直属市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7年12·月，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将市科委列为市直属部委。内设办公室、工业处、

农业卫生处和情报处，原有科室建制同时撤销。编制仍保留17人。1978年8月，增设科

技干部处，增加行政编制4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市委、市革命委员会为加强对科技工

作的领导，于1979年2月，市科委增设计划条件处。4月，市地震办公室并入市科委，事

业编制1人。至1979年末，行政编制为26人，事业编制1人。1980年10月，设科技处，

撤销工业处和农业处，科技处增加编制4人，地震办公室事业编制5人。至年末。市科委

编制36人，其中行政编制30人，事业编制6人。1981年6月，增设调研室。1984年3

月，内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工业处、农医处、计划条件处、科技干部处和情报处。

1985年1月，齐齐哈尔市与嫩江地区合并。同年8月，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市科委内

设机构调整为办公室、科技规划计划处、科技成果专利处、科技管理处、科技干部管理处、

科技情报处、市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办公室．编制49人。

1959--1985年齐齐啥尔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历任领导人名表

主 任 副 主 任 任职时间

章 ，林 刘绍卿

(副市长兼) (计委副主任兼)
1959．4—1960．3

张蒲家 章林(兼)

(市委副书记兼) 朱品三、郭良甫
19∞．4—1961．9

刘青萍
朱品三 1961．10．一1962

(副市长兼)

章 林
朱品三 1962—1966。8

(副市长兼)

科技组组长： 科技组副组长：张兆华
1968．2—1968．9

赵子富 (1968年3月调离)

科技组组长： 科技组副组长：

赵子富 王宪章、宗俊山
1969．10—1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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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0．3—1970．10

朱品三、刘文栋

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革命领导小组剥组长：

张正才
朱品三、杨志泉(1973年5月任职)．

李林秀(1972年5月任职)．
1970．1m一1973．10

(1973年6月调离)
黄荣亭(1973年9月任职)．

朱晶三 杨志泉、李林秀、黄荣亭 1973．】o_一1975．10

朱品三 杨志泉、李林秀、黄荣亭 1975．10_一1976．1

朱品三 李林秀、赵子富 1976．1一1978：7

朱品三 王雨三、李林秀、赵子富 1978．7—1980．8

朱品三 王雨三、赵子富 1980．5一1980．8

娄运
王雨三、赵子富 19鼬．8一1981．6

(剐市长兼)

娄运
王雨三、房延甫、赵子富 1981．6—1982．10

(副市长兼)

娄运

(剐市长兼)
王雨三、房延甫、赵子富、韦玉福

郭云飞 王文轩、韦玉福、吴丛斌 1984．1一19以．12

张瑞福、迟泽文(嫩江地区行署科委)
马渤 1985．1—1985．8

壬文轩、韦玉福、吴丛斌

王文轩、韦玉福、迟泽文、吴丛斌 1985．8—1985．12

齐齐哈尔市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1984年3月，市委、市政府为了使各系统、各部门

的科技工作在统一筹划和统一指挥下进行，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立市科

技工作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组长陈云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副组长郭云飞(市委常

委)、杨福林(副市长)、周铁农(副市长)。成员李义精、孟庆锬、张殿举、邵文斌、马龙泉、王

若萍、范传余、韦玉福、徐光、敖程文、荣杰、李长海。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主

任韦玉福(市科委副主任兼)，副主任林明辰。

【科学研究、设计机构】

齐齐哈尔最早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的南路农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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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农事试验场。宣统三年(1911年)，根据清朝农商部(关于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的

联合办法>，南路小学堂农事试验场改为黑龙江省农事试验场，内设农艺、园艺、工艺、桑树

和花木等试验区。同时，北路小学堂开设工艺传习所，聘请北京、奉天(沈阳)工师，传授木

器、漆器、染织、印刷等轻工工艺和生产技术。

民国34年(1945年)9月，齐齐哈尔市解放后，科学研究有了发展。1949年，齐齐哈

尔市园艺试验场成立，从事农作物、蔬菜、果树和畜牧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科研机构发展较快。1957--1965年，黑龙

江省在齐市先后建立畜牧研究所、嫩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机械研究所、防护林研究所

和兽医科学研究所。全市成立了手工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建筑设计、无线电、蔬

菜、机械冶金研究所(设计院)；同时，一批工业交通科研机构相继建立。第一机械工业

部、冶金工业部、铁道部所属企业先后成立齐齐哈尔自动锻压机研究所、齐齐哈尔轧钢机

研艽所、齐齐哈尔重型车床研究所、齐齐哈尔铸锻焊研究所、齐齐哈尔铁路科学技术研究

所，北满钢厂(今齐齐哈尔钢厂)成立研究室。一个与全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农业、畜

牧、机械、冶金、交通、建筑为主体的科研机构布局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初期，科研机构处于解体或瘫痪状态。进入七十年代，农业科研机构陆

续恢复工作，成立了市农机具研究所、齐齐哈尔水土保持实验站。同时，市机械研究所、二

轻研究所、轻化工研究所也相继恢复。

1978年，中央直属企业的科研机构得到恢复。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恢复建制的有

齐齐哈尔重型机械研究所(原名齐齐哈尔轧钢机研究所)、齐齐哈尔重型车床研究所。经

冶金部批准，齐齐哈尔钢厂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成立的科研(设计)机构有：省属嫩江水产研究所、省

地矿局第二地质调查所，市属饲料、园艺、医学科学、食品、建材科学、养鸡、粮油食品、电

子、市政工程设计、住宅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教育建筑设计等12所研究(设计)所；省农业

机构制造厂研究所、富拉尔基纺织印染厂研究所、北方无线电一厂研究所、黑龙江油脂化

学厂研究所、第一机械厂研究所、机床电气传动设备厂研究所、冰刀厂冰上体育器材研究

所等12个厂办研究所，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有机合成研究所、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教学仪器

研究所、东北重型机械学院轧钢机自动化研究所和重型锻压机研究所等4个高校研究所。

至1985年，市区共有省属科研所10所，市属科研所17所，厂办科研所18所，高校科研所

4所，建筑设计研究所(院)5所。科技人员2352人。共取得科技成果1367项，获市级以

上奖568项。 ．

齐齐哈尔市园艺研究所 1949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园艺试验场成立，隶属黑龙

江省农业厅，内设农业股、蔬菜股、果树股和畜牧股，有职工150，人。场址在市区西部，西

临嫩江。1958年，并入嫩江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64年，园艺试验场与市蔬菜试验站

合并，成立齐齐哈尔市园艺试验站，隶属市农业局，以研究蔬菜为主，果树为辅。1970年，

市蔬菜站恢复建制，园艺试验站以研究果树为主。1978年，更名为齐齐哈尔市园艺研究

所。1981年，黑龙江省农科院嫩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果树室并入齐齐哈尔市园艺研究所。

1985年，全所编制40人，实有职工74人，其中科技人员25人，内设14个科研组，从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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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葡萄和果树栽培研究。1974--1985年，共取得科技成果10项，其中获省级奖励2项，

获省厅奖励1项。

齐齐哈尔市第=轻工研究所 1957年，齐齐哈尔市第二轻工研究所成立，隶属市

手工业管理局。要林阁任所长。该所成立初期有职工13人(均为科技人员)。1960年，

该所与市轻化工研究所合并。1963年，市手工业管理局根据全国手工业会议精神，成立

电子研究所。1964年，更名为市第三工业局科学研究。苗华圃、要林阁任所长。1966年，

更名为市手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全所职工44人，内设设计室、理化室和应变计室。“文

化大革命”中该所被撤销。1978年11月，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恢复建制。1984年，研究

’所内设自动化研究室、机械设计研究室和应变计室，全所共有职工36人，其中科技人员

20人。1985年，包闻诗任所长。该所主要承担市二轻系统的塑料加工、五金机械、家用电

器等课题的研究，新产品开发以及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1957--1985年，共取得科技成

果82项，获国家、省、市奖励各1项。

齐齐哈尔市化工研究所 1958年6月，齐齐哈尔市地方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成

立，内设有机室、无机室、高分子室、化验室和分析化验室：有职工45人，隶属市地方工业

局。1959年，职工增加到78人，其中工程师2人，技术员15人。1960年，更名为齐齐哈

尔轻化工业研究所，隶属市第二工业局。1979年，市轻化工业局撤销，分别成立市化学工

业局和市轻纺工业局，市轻化工业研究所随之撤销。同时，成立市化工研究所和市轻纺研

究所。市化工研究所隶属市化工局。1985年，全所有职工118人，其中技术人员75人

(高级工程师4人，工程师16人，助理工程师27人，技术员28人)。1959--1985年，共取

得科技成果70多项。其中，获国家科技成果奖1项，获省科技成果奖2项，获市科技成果

奖6项。

齐齐哈尔市蔬菜研究所 1962年9月，齐齐哈尔市蔬菜试验站成立，站址位于富

拉尔基区，隶属市农业局。雷振任站长。1964年3月，与市园艺试验场合并。1970年2

月，市蔬菜试验站恢复建制，定编30人，实有职工50人，其中科技人员6人，站内设科研

室和良种繁育室。1976年，杨玉贵任站长。1982年，改名为市蔬菜研究所，增设食用菌研

究室。1985年，全所职工有49人，其中科技人员20人(农艺师6人，助理农艺师9人，技

术员5人)。彭章概任所长。L962--1985年，共取得科技成果50项，其中获省政府奖励3

项，获市政府奖励7项。

齐齐哈尔市机械研究所 1965年，齐齐哈尔市机械研究所成立，隶属市机械局。

“文化大革命”中，市机械研究所被解散。1976年，市机械局党委决定恢复机械研究所。

1977年11月，恢复市机械研究所建制。1978年10月，经黑龙江省编委批准，定编50人，

内设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1983年7月，归市经委领导。1985年，全所实有职工38

人，其中科技人员25人(中级职称9人，初级职称8人，其他8人)。于有恩、李立言任所

长。1978--1985年，共完成科研课题15项，其中获市科技成果奖1项，通过鉴定并投入

生产的有4项。

齐齐哈尔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1972年11月，齐齐哈尔市农机具研究所成立，隶

属市农机局。有职工7各，其中科技人员3名，内设课题组、推广组和情报组。刘锡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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