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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专

编史修志是盛世的标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纵观我市的历史发展进

程，科学技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

记述我市科学技术发展概况的志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全市科技战线呈现出非常喜人的景象。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手段

不断更新，科研成果不断增加，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不断拓展，有力地推动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抚顺市科学技术志》出版了，它的问

世，为抚顺的地方史志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我们了解抚顺市科学技术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以促进科技事业的繁荣兴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此，我们感到

由衷的高兴，也十分感谢修志同志们的辛勤劳动。 ．

编写科技志是科学技术事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抚顺市科学技术

志》不仅具有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而且对于我市科技事业的发展，

实现“科技建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抚顺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振兴抚

顺靠什么?根本锥改革，关键靠科技。过去9年来，科技进步带动了我市经济的

迅速发展，使我们顺利走过了“温饱之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还要靠科技

进步，来改造我市的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实现城乡一体化，进而走向“小

康之路’’；到了下一世纪，我们仍然要靠科技进步，去奔向“富裕之路"。让我们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拼搏，大力发展我市的

科学技术事业，为实现抚顺经济腾飞而奋斗。

抚顺市副市长 戈彦

一九八七年+月八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

二、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以事为纬、以时为经的编写形式和详今略古的编

写原则。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各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本志断限时间为：上限不限，下限为1985年12月31日。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机构名称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按当时称

谓书写。

’六、本志中的年、月、日和数字均用阿拉伯数码书写。

七、本志计量单位以1985年9月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

定的计量单位为准。

八、本志语言采用现代汉语白话文体，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汉字简化总表》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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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抚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抚顺人民历经数千年的沧桑演变，用辛勤的劳动开发了

这块土地，创造了自己的科技文明。本志将通过记、述、图、表、录等写实手法，向人们展示

抚顺科技的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励广大有志之士去开拓抚顺科技更加辉煌的明天。

本志包括大事记、科技机构篇、科技队伍篇、科技管理篇、科技成果篇、科技应用篇、科．

技服务篇、科技群团活动篇、地震科技篇和科技人物、附录等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

抚顺的科技发展事迹，具有一定的借古识今的价值。为使读者便于阅读，现概要以述之。

抚顺市现属辽宁省管辖，地处辽宁东部；总面积为10，816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为199

平方公里。辖抚顺、清原、新宾三县和新抚、望花、露天及郊区等4区。人IZl 210万。境内

多山，素有辽宁东部山区之称。山脉属长白山系龙岗山脉，平均海拔400至500米。浑河、

苏子河、清河、柴河和太子河为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以横贯抚顺的浑河为最大河流。坐落

在市区东部的大伙房水库最大蓄水量为21．9亿立方米，成为装点抚顺的人工湖，巧夺天

工地形成了吸引中外游人的风景区。抚顺属中温带，气候适宜。抚顺不仅风景秀丽，而且

资源丰富。地下蕴藏着煤。铁、铜、金、银、镍、铂、钯、云母、石灰石、油母页岩以及草炭等丰

富的矿藏。地上森林覆盖，山货野果等资源也极为丰富。工厂林立，矿山如海，是以煤、油、

电、钢、铝等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其中尤以煤炭开采历史悠久，素有“煤都”之称。近

年来，轻工、纺织、电子、机械、化工、建材等工业亦纷纷兴起，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抚顺的

面貌。抚顺是一块富饶美丽的宝地。 、‘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早在六七千年前，抚顺人民的祖先为了繁衍生

息就开始利用地下资源。从沈阳新乐遗址、新宾县大四平乡、大伙房水库等地挖掘出土的

文物考证，距今7，000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就发现并开始利用抚顺煤炭，同时

用煤精雕刻成原始的装饰品。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便有了制陶业，其产品有颜

色各异的日用器皿和建筑用的各种砖瓦。史料还证明，殷商早期抚顺已发展了青铜铸造技

术，生产了青铜刀和剑。战国时期，农民就开始使用铁镢和铁镰等工具，说明冶铁和铸铁技

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考古发现的抚顺大官屯瓷窑，经考证认定是金代瓷窑，出土的瓷器

风格粗犷，造型别致，说明当时的瓷器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现仍屹立在高尔山上

的辽塔，证明距今800年前抚顺的建筑技术已经十分高超。考古发掘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抚顺古代的科技文明是灿烂辉煌的。

+近代的抚顺，由于遭受清朝末年的腐败统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长达40年之久的

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民族科技事业倍受摧残，在伴随着几次工业革命而兴起的世界科技

文明的浪潮中，被抛到了后面。1901年，清朝官吏在抚顺开办煤矿公司，引进外国的蒸汽



2·抚顺市科学技术志·

卷扬机等矿井机械进行大工业生产。但是，1905年3月之后，抚顺煤矿却被日军强占，尚

处在摇篮中的民族大工业科技被扼杀。其后的40年间，虽然抚顺的采煤、制油、钢铁、电

力、轻金属冶炼和化工等大工业科技均有所发展，但却被日本人所垄断，成为一种殖民地

型的科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使抚顺人民饱受了奴役和剥削之苦，蒙受了深重的灾

难。只是由于其人力之不足，才在其卵翼下形成了一支适应大工业生产需要的本地技术工

人队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3月21日占据了抚顺。由于其

热衷于打内战，无心搞建设，致使工厂、矿山遭到破坏，停工停产，工人失业，科技事业继续

受到摧残。 一

1948年10月31日抚顺解放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抚顺的科技事业同其他

各项事业一样．才真正有了发展的余地，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

从解放到1952年底的经济恢复时期，抚顺的科技工作主要是围绕恢复被日伪和国民

党反动派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而展开的。党和政府对旧社会留下的l，194名科技人员

进行耐心地教育，团结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又从我国南方招聘来1，009名科技人员，补充

科技人员之不足。依靠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努力，不仅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

全面掌握了各矿山、工厂的生产技术。‘．

从1953年实行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起，抚顺的科技也进入了发展时

期。“一五”期间，科技队伍比解放初期扩大了5．2倍，达到7，51 8人。科研机构增加到2

所。科研活动、技术革新和创新记录的群众性技术活动蓬勃兴起。除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

技术外，还积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先后研制出新产品、新设备60余种。其中，高速工

具钢、六角中空钎钢、球墨铸铁、钨铁、硫化钼——白土催化剂、合成润滑脂、塔式起重机等

均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农业科技也相应发展，种子站、技术推广站普遍建立，新品种、新技

术和新式农机具大量引进。科技队伍迅速壮大，到1962年，总数达到15，667人，比解放初

期增加了13倍。科技管理机构日渐健全，市、县科委、科协、职工技协相继建立。科研机构

增加到16所，其中专业科研机构5所，县和厂办科研机构11所。为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

种种困难，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大搞高、精、尖新产品的群众

运动。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自立更生，取得了优异的科技成果。仅据1958年1月至

1964年12月底共7年的统计，就取得科研和“双革”成果17，092项，其中重大成果l，000

余项。煤炭系统有锚杆喷浆支护巷道新技术应用和露天矿深部罐式喂煤机U型管水力提

升装置建成；石油系统有延迟焦化、催化裂化和铂重整等3套装置建成投产，百页窗式页

岩干镏炉研制成功，冶金系统有650毫米轧机、500公斤真空感应炉建成投产，低炭不锈

钢、易切钢、单晶硅、单晶铝、纯钛粉、高纯锂和高纯铝等新产品问世；化工系统有稀有气体

氙、氖、高纯氩及雷管用药黑索金等新产品研制成功，电力系统有330千伏变压器瓷套、线

卷式平板波浪型磁吹间隙避雷器研制成功，电力线带电爆炸压接技术推广应用，等等。许

多项目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抚顺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

缩小，开始一步步赶上来。
’

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问，广大科技人员和抚顺的科技事业受到

严重摧残，使本来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虽然许多科技人员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进行了一些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在整体上抚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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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却受到了阻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抚顺的科技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科技管理和科技群团机构迅速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科

技管理得到完善和加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科研机构发展迅速，专业科研单位增加

到17所，县、局和厂办科研机构增加更快，达到150余所。形成了门类齐全、遍布全地区的

科研体系。科技队伍由1966年底的15，667人增加到1985年底的32，225人，翻了一番。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科技事业增加了新的活力，放活了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科技贸易和

内外交流方兴未艾，科技工作空前活跃。农村科技有了新进展，出现了5，530个科技示范

户。1985年市科委开展的“6830”工程(6个科技乡、8个科技村、30个科技示范户)的科技

基点建设初见成效。工业科技发展迅速，机械、冶金、化工、电子、纺织等9个行业110个重

点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更新设备4，572台，初步改变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面貌。机

械、电子、化工、纺织等新兴工业，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仅“六五”期间

全市就完成科研和新技术开发课题2，260项，取得科技成果l，399项。其中650项科技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创经济效益5．6亿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使得抚顺

的科技事业兴旺发达，既有了空前的发展，又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纵观历史，科学技术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而萌生和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又是一

种强大的生产力，促进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人类要生存必须积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

产力就必须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科技落后仍然是抚顺经济振兴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

大力发展科技事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抚顺人民和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

务。任重而道远。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为科

技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我们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基础；一支具有一定水

平并竭尽全力为抚顺科技献身的科技队伍已经形成；全民科技意识的普遍增强等等，为抚

顺科技的新飞跃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让我们用新的努力，去

迎接抚顺科技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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