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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志书体例记载了1840---,1985年宁夏自然科学技术发展

全过程。是宁夏地方史志文献之一部分，具有存史资政作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志编审委员会

主任王国美

副主任黄震华 田丕基程焕卿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全儒王永昌 王桢 田乐善‘刘全孝

’刘善荃朱永元李爽辛纲吴俊明

许慈祥陆修文陈冠型赵才昌 徐光远

赵春叩 张晓晶张霖山 贾义袁钟

郭慧瑛徐克英徐国相．鲁人勇 雷光前

裴丽侠

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许慈祥

副主任王永昌

科学技术志编写组

组长陈和妹

成员王文韬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志
～

主编王国美

副主编许慈祥王永昌

编纂 陈和妹许慈祥赵才昌 王永昌 王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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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初稿或素材人员名单(按章节顺序排列)

综述许慈祥陈和妹赵才昌景永时

第一篇

王玉祥

薛来庆

黄敬芳

魏象廷

张古

马成礼

李五世

高凯

陈和妹

王玉玺

郝凤歧

王世敬

王银川

白新廉

辛纲

朱仁礼

刘剑西

黄玉库

杨赞威

杨国章

胡子诚

李爽

王相鲁

谭光兆

彭树信

许朝斋

汤子钧

陈尚达

杨道中

任武

钟锉元

包天祥

李维新

温惠民

董永祥

赵仲修

孙尚贤

吕凤鸣

黄震华

许慈祥

肖俊忠

李克昌

冯乔寿

宫传生

王嘉煜

马学飞

曾志诚

王吉智

贾万章

白庆生

贺汝良

张志勤

陈玉山

马骥

关友峰

孟庆祥

甘舜德

唐麓君

王振字

卢德明

张云图

姚凤歧

许振中

施杏春

李树堂

李家华

朱永元

袁长银

王国栋

吴俊明

第二篇刘善荃 白绍良周本倜何祖光林伯奎杨易新赵有才

童尔勋郭慧瑛徐鸿友李良丰黄志明 张世民 王俊昌 徐林晓

吴拉尔

第三篇

陈桂员

王道石

朱素香

杨树森

第四篇

王应浦

刘恒勃

蔡兆华

缑庆林

万玉林

赵和宣

吴满池

王惠琴

吕佩霞

徐德钊

管尧平

陈友德

国立远

胡文备

唐先才

杨代端

陈信存

谢振正

马玉贵

王云贵

赵淑珍

刘艳娟

何以元

朱宝义

彭涛

郭 富

王桢

韩淑珍

杨兆贵

王凤英

郭毅

张兵

李秀连

郭崇惠

臧镜淳

杨易新

郑忠茹

王济仁郭新民陆椿富姚知勇．‘王平JWl 王志明 陈钟灵

海朝阳刘灵康鲁武寅王天寿蔡宁澜邓宁锁黄洪乾

彭振荣胡维岳傅大为宋方迟潘太安罗瑞明全亚平

王大伟 ．



第五篇鲁人勇 周希泽曹广生史玉芝高瑞轩武树理

第六篇徐国相倪孟金斐丽侠黄瑛

第七篇马若谭积洪孙荷生 谭风茹于存海雷润泽钟宪如

郑慎王永明 柴旭霞黎军 阎立民 徐克英崔学光李汉青

邹光珍王家涛蒋厚文牛广俊

第八篇贺谊富辉秦庚生 王福良 刘清和 单鹏飞 璩向宁

白桦

第九、+篇许慈祥李超赵才昌

第十一篇王永昌赵广荣刘荣李可彬吴 嚼张守琴

张尔斌 吕 旺李建平马兆龙王岳坤 张健 自光利

第十二篇赵才昌 张鹏程王明德 吕国镛杜可夫杨有源

张全生

第十三篇胡晓

编后记陈和妹

注：志书中照片由各主笔单位和《宁夏画报》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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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哺育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黄河为这

片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科技、文化历史

遗产。远在三万年前，他们就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六、七千

年到三、四千年前，已有了狩猎放牧活动，著名的水洞沟遗址、贺兰山

岩画就是先辈文明智慧的有力佐证。史书记载，东周战国时代，宁夏

已开始行政建制，举世闻名的长城也从那时起在宁夏境内不断延伸。

秦、汉两代兴修的秦渠、汉渠、汉延渠等古老渠道，至今仍在宁夏平原

发挥着引黄灌溉的重要作用。隋唐时期，宁夏成为西北经济发达地区

之一，“兵食齐备、士马全盛”，公元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帝

位，宁夏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大本营。宋、元、明、清各代，宁夏在民族

文化、经济、防卫诸多方面，均有新的建树。值得一书的是，西夏国的

建立，其地界以宁夏为中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

漠"，横跨西北各省，经济、科技、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为“丝绸之路”北

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在政治上形成宋、金、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总之，宁夏作为我国西北的一个边陲省份，在历史上同样为中华民族

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

科学技术总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前进，并逐步成为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宁夏引黄灌溉技术的发展，荫泽数代，惠及当

今，是最为可书的-例，它在宁夏科技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其它如

采矿、冶炼、制陶、建筑、织造技术的开发、引入和应用等等，均为宁夏

的文明进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程和

脉络。‘编纂科技史志，探本溯源，对促进当今科技的繁荣‘，增强发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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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志》问世之际，我们谨向为此书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以及给以帮

助、指点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毋庸讳言，任何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总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本书在科学考证，合理分类，以事系人，突出重点等各方面均作了很

大的努力，力求完善，但由于受人力、经费等客观原因制约，不尽如人

意之处也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在分享成功喜悦，汲取科技营养的

同时，也不吝指教，热情帮助，以使今后修订时得到进一步改进。

今日世界，科学技术已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高新技

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崛起，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进，为我们宁夏的科

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们相信，在全区科技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以新的科技成就写好宁夏科技志的新篇章。’

1992年10月1日



凡 例

一、《宁夏科技志》是全面、准确地记述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

展历程和基本面貌的大型文献书，是自治区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基本建设。

二、本志以志、记、录、图、表等体裁并用，以志为主体。其中《大事记》和《人

物录》分别成书于1991年1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三、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个别事物从宏观角度上追溯到远

古时期，重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四、全书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为主线，以详今略古为原

则，紧密结合地方特色，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从记实的角度横排竖写。

五、本志按学科设置章节，按大门类设置篇。涉及多学科多行业的科学技术

活动分别归属应用该科学技术的学科。

六、1949年前的历史纪年保持原年号，另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地理名称、

政权、官职等称谓，按当时的历史称呼，今地名在括号内注明。

七、书中使用的计量单位，遵循国务院1984年3月4 El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八、书中使用的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自

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九、书中译名、人名采用国内通用译法，无通用译法者，按。名从主人"的原

则译出。地名根据地图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并参照辛华编的《世

界地名译名手册》，自行译出者，仍遵“名从主人’’的原则。

十、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均采用国务院1956年公布的《汉字

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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