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科 研 机 构

民国 33 年(1944 年)2 月，申新纺

织公司荣尔仁在重庆南岸建立苎麻实

验工厂，从事苎麻脱胶纺织实验，是四

川纺织工业第一个科研机构。不久试

验停止。新中国成立后，1959 年开始，

逐步建立起省、市和厂(校)办的纺织

科研机构，形成棉、毛、麻、针织、染整、

丝绸、化纤等门类初具规模的科研事

业。1985 年，全省纺织科研和科技情

报机构有 8 个所、站。

一、四川省纺织工业研究所

1959 年底，四川省轻工科研所内

设立纺织研究室(不包括丝绸科研业

务)。初建时，在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

革命的高潮中，和重庆市轻工科研所

纺织研究室、纺织工厂协作，先后开展

棉纺静电纺纱、离心纺锭、无梭织机、

气流纺等项目研究。1961 年底，因棉

纺织工业压缩调整，研究室无研究基

地被撤销。1981 年重新起步，在四川

丝绸工业研究所内增设棉纺织、针织、

染整等专业研究室，后改为现名。1982

年，丝绸部分划出。1983 年，在成都十

二桥新址动工建所。所内设棉纺织、针

织复制、染整和产品测试检验等室。

1986 年，四川省纺织新品种试验室

(1981 年底建立)并入 。1987 年底，新

建科研楼及其他设施全部投入使用。

同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科技情报中

心站并入。1983～1990 年，共承担研

究课题 22 个，完成和已通过技术鉴定

的 11 项。有 4 项获得省级科技成果

(科技进步)和省星火科技奖励。1990

年，全所职工 145 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 107 人。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6 人，

中级技术职称 7 人，初级技术职称 59

人。占地 8．5 亩，建筑面积 8119 平方

米。固定资产原值 414．4 万元。



二、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三、重庆市纺织工业研究所

成立于 1965 年 5 月。所址在重庆

沙坪坝区土湾重庆第一棉纺织厂内。

职工 35 人，仅有 9 间办公室。科技人

员全部到工厂，协助开展科研和技术

革新、技术革命活动。1965～1977 年

开展研究项目 27 项，推广应用 8 项。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在重棉一

厂厂区内新建科研用房、办公室和简

易棚 房 1500 平方米，并 添 置 设 备。

1980 年，职工增加至 106 人，其中科

技人员 40 名，固定资产原值 69 万元。

设立棉纺、染化、机电、情报等室，独立

承担科研课题。1981 年 6 月，经市府

批准，将原沙坪坝区撤停的农机厂并

入。次年，改建农机厂为拥有 2000 锭

棉纺全程设备的纺纱工场。1983 年，

所址迁至沙坪坝天星桥晒光坪 70 号。

建起纺织、染化、机电、中心试验、情报

5 个研究室。1986 年，固定资产原值

298 万元。全所占地面积 19 亩，建筑

面积 10189 平方米，其中科研生产用

房 6811 平方米。职工 295 人，其中科

技人员 48 人。有高级技术职称者 7

人，中级技术职称 15 人，初级技术职

称 26 人。1980～1986 年完成科研项

目 17 个，已通过技术鉴定 12 项(包括

1986 年以后至 1992 年申报的项目)。

共有 7 个项目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和国家科委新产品奖。

四、四川维尼纶厂研究所

1980 年成立。主要职能是研究改

进本厂现有工艺条件和开发新产品。

1983～1986 年，分设化工、化纤、计算

机应用研究和理化、情报等 5 室。至

1986 年已取得科研成果 10 项。其中

新开发的两种维尼纶新产品，均获得

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奖。科研所有

试验大楼 3891 平方米，大型精密仪器

设备 21 台，资料室各种藏书 5 万册。

1986 年，有职工 144 人，干部 84 人，

其中技术干部 61 人。固定资产原值

706．3 万元。

五、成都科技大学纺织工学院纺

织高分子研究所

成立于 1987 年。在这之前，由成

都科技大学化纤专业的教师承担高分

子及纤维研究课题，与省内化纤厂协

作，80 年代以来，完成科研项目 10 余

项，其中开发化纤新产品和纺丝工艺

技术共 7 项。有 5 项获部、委和省级重

大科技成果奖。纺织高分子研究所成

立后，内设化学纤维、高分子材料、纺

织助剂 3 个研究室，继续承担重点科

研项目和地方协作项目。至 80 年代

末，已完成重大课题 14 项，获国家科

委、教委及石化总公司、省级成果奖 8

项。有副研究员 2 人、工程师 5 人。



六、南充地区蚕丝公司蚕茧收烘

设备研究所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第二节 科 技 成 果

新中国建立至 1987 年，全省纺织

科研、教学、企事业单位完成并通过技

术鉴定、技术评议、总结、结题的科研

项目共 105 项。从 1978 年开始，先后

有 34 项成果分别获国家部委和省级

科技成果(进步)奖，优秀新产品金、银

质(金龙)奖及省科学大会奖。其中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9 项、

四等奖 10 项、优秀新产品奖 5 项、四

川省科学大会奖 2 项。有多项获奖项

目，取得国家部委级和省级的双重奖。

一、工业原(辅)料开发研究

维尼纶纤维酞青兰 B 原液着色

技术：1983 年，四川维尼纶厂、成都科

技大学联合研制。1985 年获中国石化

总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科技

重点攻关项目四等奖。

维尼纶阻燃纤维扩试技术：1983

年，四川维尼纶厂、成都科技大学、重

庆市纺织工业研究所联合研制。1985

年获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

奖。

天然气代替木炭生产有机溶剂二

硫化碳：1974～1978 年，由成都化纤

厂主持成都化工研究所、四川省化工

研究院协作研究成功。先后获 1979 年

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 年

纺织工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该

项目于 1986 年完成 1500 吨／年工业

试验装置，验收合格投入生产，获纺织

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7 年，获

国家科委技术进步二等奖。

二、纺织设备、器件研制

1986 年止，全省已完成研制项目

(包括阶段性成果)48 项。

气流纺纱机：1975 年，重庆第三

棉纺织厂、重庆大学、重庆硅酸盐研究

所联合试制出 1 台 SC－1 型 200 锭

气流纺纱机的样机投入运转。1977 年

重庆纺织工业研究所及 10 余家工厂

加入协作，再研制 SC－2 型改进型气

流纺纱机。1985 年已建成 2 种型号各

200 锭的气流纺纱车间，转入工业化

生产。

涡流纺纱机：80 年代，重庆纺织

工业研究所先后研制出 6 锭涡流纺纱

机小样机和 84 锭涡流纺纱机各 1 台，

分别用于本所纺纱研究室和试验工

场。84 锭机获 1986 年四川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



帆布剑杆织机：1975 年，成都第

二 棉 纺 织 厂 (原 成 都 帆 布 厂) 将

G 232－120 型有梭织机改制无梭剑杆

织机，通过技术鉴定。1985 年，已有 24

台投入生产。同时改 1515 W 有梭帆布

织机为剑杆织机 12 台。

三色光电数控提花一步法织袜

机：1977 年，重庆针织二厂与重庆大

学合作研制成功 3 台样机，并通过技

术鉴定。1985 年，工厂自制 10 台用于

生产。

双喷式(二维火焰)烧毛机火口：

1980 年，成都印染厂、成都科技大学

联合研制。改进的印染烧毛机火口，是

利用组合射流作用形成特殊流型，达

到火焰稳定，强化燃烧，提高烧毛质

量，节约能源。1983 年，获国家科委科

技发明三等奖。

球面转片式鼓风机：1977 年，成

都纺织工业学校研制。获 1978 年四川

省科学大会奖。

三、纺织新产品、新品种开发研究

1987 年止，全省纺织科研取得成

果 37 项，有 12 项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维纶织物阻燃大整理技术：1983

年，成都科技大学、中国民航总局 103

厂、成都色织染整厂协作研制完成。形

成从阻燃剂制备到织物阻燃整理一条

龙生产。1984 年，获中国民航总局科

技进步三等奖、纺织工业部优秀新产

品奖。

牦牛绒分梳与 应用 研 究：1979

年，重庆毛纺织厂完成将盖板梳棉机

改装为刺辊与气流相结合的分梳设

备，1983 年通过技术鉴定。用分梳绒

(毛)开发产品 9 个，其中 17210 牦牛

毛混纺粗呢获 1983 年国家经委新产

品金龙奖。

111－32 针布毡：川康毛纺织厂

研制。1984 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化纤混纺服用新产品：48201 防

雨透气风雨衣面料、阻燃维纶防水蓬

布、维棉透孔布、涤粘银枪大衣呢、涤

棉包芯纱、彩色烂花新工艺等项目由

重庆市纺织工业研究所完成，并通过

技术鉴定。其中前三项分别获 1988 年

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重庆市 1984

年新产品奖、重庆市 1992 年科技进步

三等奖。第四、五两项获国家经委新产

品奖。双层菱形夹丝织物，涤纶织物仿

真丝绸整理，针织中长仿毛、仿呢、仿

绒的“三仿”产品，兔毛、棉腈混纺针织

产品工艺技术研究等项，为四川省纺

织工业研究所完成。其中针织中长“三

仿”产品，兔毛、腈棉混纺针织工艺技

术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第三节 科技情报和学术团体

一、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科技情报

中心站

1979 年底成立，地址成都白马

寺。是四川省第一家独立的纺织科技

情报机构。内设情报研究室、编辑资料

室、行政办公室。1985 年，有职工 45

人。有棉毛纺织、针织、化纤、机械、电

子、流行色等科技人员和外语翻译、声

像、编辑、图书管理等专业人员 31 人。

中心站也是全国纺织各专业情报站和

产品调研中心的成员单位。至 1990

年，已组建有四川省棉纺织、印染、针

织、毛纺织、复制、麻纺织、合成纤维、

人造纤维、非织造布、纺织机械、纺织

器材、服装等 12 个专业情报站，和色

织产品、流行色 2 个调研中心。有近

200 名兼职情报信息员，形成情报信

息交流网络。中心站与部分专业情报

站、纺织工程学会联合编辑发行《四川

纺织科技》季刊和《四川纺织信息》、

《四川毛纺织科技》、《四川染整译丛》

等不定期资料。举办国内外纺织样品

展览、召开信息发布会等，为企业服

务。并为研究制订四川纺织科技发展

战略，系统收集整理情报资料，为决策

服务。1987 年，并入四川省纺织工业

研究所，对内为所的情报室。

二、四川丝绸工业科技情报站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三、四川省纺织工程学会

已有近 40 年历史，其前身是成立

于民国 36 年的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重

庆分会。首任理事长肖松立。新中国

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暂由重庆市工商

联合会和西南纺管局管理。1953 年，

理事会改选，刘瞻任理事长。1960 年，

四川省纺织工程学会成立，为四川省

科学技术协会的专业学会之一。受省

科协和省轻工业厅双重领导。选举刘

瞻任理事长。设棉纺织、丝绢纺织、毛

麻纺织、野杂纤维、针织、化学纤维等

6 个专业学组(后改称学术委员会)和

《简报》编委会。专职干部 3 人。1960

～1966 年，学会组织广泛的学术交

流，陆续举办综合性年会，承办中国纺

织工程学会在川召开的丝绸学术讨论

会、棉纺织专题学术交流会等大型活

动。出版《四川纺织染技术简报》。“文

革”期间，活动停止。1979 年开始恢

复。在完成修改章程、重新登记会员等

准备工作后，于 1980 年选出第四届理

事会，王克任理事长。会员 发展至

1067 人。增设印染、纺织机械 2 个专

业学术委员会(原野杂纤维小组撤销)



和科学普及、组织、刊物编辑等 3 个工

作委员会。此后，学会活动进入历史上

第二个活跃时期。1980～1986 年间，

由学会承办和参与组织的大型学术讨

论会有：关于发展四川蚕桑丝绸优势

讨论会；全国浆纱学术讨论会；开发利

用四川特种动物纤维资源，研究制订

牦牛绒质量标准和技术经济措施的讨

论会等。学会及一些专业学术委员会，

与纺织科技情报单位、成都市纺织工

程学会等分别合办《四川纺织科技》、

《四川丝绸》等数种刊物与资料。开展

基层会员小组的科普工作和科技咨

询，献计献策，提出改良苎麻品种、开

发土工用布、开发牦牛绒等建议均被

采纳。野生原料“牦牛绒”、“新型竹草

回转方格簇”、“缫丝先进工作法集锦”

等录像、幻灯片被选入全国纺织电化

教育经验交流项目。1986 年，组成第

五届理事会，费德政任理事长。学会组

织再增加图案设计、色织复制、环保、

空调、动力机械等专业学术委员会。会

员发展至 1800 人，专职干部 4 人。



第一节 高 等 教 育

四川省纺织高等教育创始于抗日

战争 时期，民国 28～ 29 年 (1939 ～

1942 年)，有内迁入川的江苏省立蚕

丝专科学校，设有纺织工程系的私立

山西铭贤学院，和新创办的国立中央

技艺专科学校的纺织科、蚕丝科，四川

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应用艺术科印染

组，共 1 校和 4 个科(系)。抗战胜利后

至 1950 年，江苏蚕丝专科学校、山西

铭贤学院先后迁回原址。新中国建立

后，经过教学改革、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和新建发展，至 1985 年，全省计有 1

所纺织工业 高等学校，设有纺 织科

(系)的高等学校 2 所，教职工 154 人

(不含成都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50

～1985 年，累计毕业学生 1800 余人。

2 所高校的纺织专业被赋予硕士学位

授予权。

抗战以来四川纺织高等学校及系

科基本情况如下：

一、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

前身 是 清 光绪 二 十 九年 (1903

年)，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史量才在上

海创办的私立女子蚕业学堂。民国元

年改为公立，并迁至苏州浒墅关，改称

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民国 19 年，

增设高级制丝科。民国 24 年，在其基

础上，创办江苏省制丝专科学校。民国

26 年增设养蚕专科，更名江苏省立蚕

丝专科学校。民国 28 年迁入四川乐

山。在川期间养蚕科毕业学生 40 人。

民国 35 年迁回原址。现已发展成为苏

州丝绸工学院。

二、私立铭贤学院纺织工程系

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由美国教会

募集基金，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的私立

铭贤学校。民国以后改为学院。民国

28 年迁入四川金堂县，初称铭贤学

校。民国 29 年秋恢复专科，定校名为



铭贤工农专科学校，设有纺织科。当年

10 月再恢复私立铭贤学院校名，改学

制为四年制本科，设纺织、机械、化学

工程、农业经济、农艺、畜牧、工商管

理、银行等 8 个系。有一小型纺织实习

工厂，配印度式小型纺纱机 2 台，铁木

织机、毛巾机、床单织机等。民国 30 年

～38 年，纺织工程系每年招生 30 人

左右。民国 36 年，学院迁入成都市区，

学院设董事会，孔祥熙曾任名誉董事

长。1950 年，迁回山西原址。

三、成都纺织工业专科学校

前身是民国 28 年创建于乐山县

(今乐山市)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

校。该校设有纺织染科、蚕丝科，学制

3 年。至 1949 年，毕业学生 273 人。

1950 年 8 月，改名乐山技艺专科学

校。1952 年，高等院校调整，将学校的

化工、造纸、蚕丝、农产制造等科分别

调并至其他院校。而以纺织染科为基

础，并将成都高级染织职业学校、遂宁

农业技术学校纺织科、广元师范学校

初级技术班等并入，在乐山组成四川

纺织工业学校。学校原有专科，改制为

四川纺织工业学校的专科部。1953 年

8月，专科部停办，其学生及部分教师

分别迁并到天津、上海等地的纺织工

业院校。1958 年 7 月，在成都纺织工

业学校(四川纺织工业学校迁成都后

改名)的基础上改建为成都纺织工业

专科学校，校址设成都磨子桥(原成都

纺校的班级改制为纺织专科学校附属

中专部)。专科学校设棉纺、棉织、制

丝、染化 4 个专业，1958～1960 年招

生 245 人。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成

都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停止招生，至

1963 年第三批学生毕业后，建制撤

销。直到 1984 年，始恢复成都纺织工

业专科学校建制(仍与成都纺织工业

学校暂为一体)。设纺织、丝绸、染化

(染整专业)、机电 4 系 8 个专业和基

础部。1988 年，棉纺、棉织、染整 3 个

专业在校学生 260 人。从建国后至 80

年代恢复建校，毕业学生共 634 人。

四、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染

织和服装设计专业

染织专业的前身是民国 31 年创

办的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艺术

科的印染组，主要培养染织美术设计

人才。当时任课教师有著名的工艺美

术家、艺术教育家李有行、庞薰栗、雷

圭元、程尚等人。1953 年院系调整，四

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改组为西南美术

专科学校(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校址

重庆市黄桷坪。其工艺美术系设有染

织专业，教学内容包括印花和织花设

计。在已故二级教授李有行先生领导

下，培养出大批专业设计人才。50 年

代开始即设有印染实验室，逐步充实

设备，现有全套绢网印花设备、引进转

移印花设备。80 年代，在原专业基础

上，增加蜡染、扎染等传统民间印花工



艺。从建国至 1988 年，染织美术设计

专业毕业学生 300 余人。60 年代以

前，毕业学生全国分配。80 年代增设

服装设计专业，至 1988 年已招生两

届。除本科生外，增设两年制专科和代

培生。1988 年，有专业教师 12 人，其

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1 人、

助教 6 人，在校学生 59 名。该专业有

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五、成都科技大学化学纤维专业

1958 年，成都工学院在高分子系

开设化纤专业，培养从事化学纤维生

产工艺设计、产品质量控制、产品管理

和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师

资有副教授 5 人、讲师 3 人、实验室工

程师 2 人、实验员 1 人。开办 30 多年，

已培养本科毕业生 700 余名，在化学

纤维和高分子材料科学两方面，培养

研究生 8 人。为适应全国纺织工业发

展需要，由纺织工业部与成都科技大

学(即原成都工学院)协议，在化纤专

业的基础上于 1987 年 5 月正式成立

成都科技大学纺织工学院。校址成都

磨子桥。学院设纺织化工系(化学纤

维、染整工程专业)、纺织工程系(针织

工程、纺织机械、服装专业)、纺织高分

子研究所。1988 年，学院有教职工 60

余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0 人、副

研究员 2 人、讲师 2 人、工程师 5 人，

在校大学生 250 人、研究生 15 人。

第二节 中 等 教 育

光绪二十七年创立于合川的蚕桑

公社(后改称四川民主实业中学堂)，

是省内首家纺织中等专业学校。民国

时期，四川纺织中等教育有所发展，至

抗日战争爆发前，包括续办和新办的

中、初级纺织职业学校和设有染织、蚕

丝科的职业学校共 15 所。学科设置由

原来的以蚕桑为主，扩大到蚕丝、棉

织、漂染等科。因多数校(科)办学条件

差，培育的学生技能有限，就业困难，

学生中途辍学者众多。抗战前夕，多数

校科已经停办。抗战时期，通过对原有

一些职业学校的纺织科进行调整合

并，改组成立省立高级蚕丝、染织职业

学校 2 所；内迁和新办设有纺织科的

职业学校 4 所。新中国建立后，两所纺

织中等职业学校经调整发展，已建成

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中等专业学校。

加上从 60 年代开始，企业创办技工学

校，到 1985 年全省纺织中等学校计有

8 所，教职工 794 人，已毕业学生 1，55

万人。其中两所纺织中等学校有教职

工 536 人，已毕业学生近 9000 名。清

末以来，重要纺织中等学校有：



一、四川民主实业中学堂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二、四川蚕丝学校

(详见《四川省志·丝绸志》)

三、四川省立成都高级染织职业

学校

该校是民国 29 年将省立成都女

子职业学校染织科、成都高级工业学

校的染织科合并组建成立的一所纺织

专业学校。校址成都东门倒石桥。每

年春秋季分别招收女生、男生各 50

名，历届均招足名额。但中途辍学者

多，毕业人数最多一届 39 人，最少一

届仅有 7 人。1952 年 10 月，迁并至乐

山，和原乐山技艺专科学校的纺织染

科、遂宁农业技术学校纺织科等合并

组建为四川纺织工业学校(以后更名

为成都纺织工业学校)。

四、成都纺织工业学校

由原乐山技艺专科学校的纺织染

科，和成都高级染织职业学校、遂宁农

业技术学校纺织科、广元师范学校初

级技术班，于 1952 年 10 月合并组建

而成。校名四川纺织工业学校。校址

乐山县。1954 年 10 月，学校迁至成都

九眼桥新校址。1955 年 7 月，改名为

纺织工业部成都纺织工业学校。1956

年，在成都磨子桥动工兴建的纺织工

业部成都丝绸工业学校，于 1957 年 2

月并入成都纺校。同年 7 月，迁入磨子

桥新址。1957 年在校学生 706 人，教

职工 189 人，其中教师 79 人。设棉纺、

棉织、制丝、丝织、印染、麻纺、针织、化

纤、纺机制造、电器等 10 个专业，1959

年在校学生达到 1149 人。1960 年，学

校占地面积有 85914 平方米(128．8

亩)，建筑面积 38699 平方米。实习工

厂(当时称勤工工厂)拥有纱锭(4800

枚)、织布机(25 台)、自动缫丝机(800

绪)、立 缫机 (220 绪)，职工 350 人。

1959 年，勤工工厂利润达到 41 万元，

当年成都纺校经费实现自给有余。国

民经济调整中，1961～1962 年，纺校

一、二年级全部停课，791 名学生下放

农村、工厂劳动。教职工由 627 人压缩

至 113 人。1963 年，学校迁至三瓦窑

现 址。当 时 占 地 面 积 36 亩，旧 房

9543．14 平方米。同年秋复课，符合复

学条件而经批准复学学生只有 385

人，原 10 个专业裁并为 3 个专业，复

课学生学制延长至 4 年。1964 年秋，

棉纺、棉织入学新生试行半工半读。

“文革”初期停止招生。1972 年恢复招

生时，只开设化纤工艺和化纤机械 2

个专业。1979 年后，专业设置增加为

棉纺、棉织、印染、制丝、针织、化纤、纺

织器材等 7 个。1985 年，与成都纺织

工业专科学校共有教职工 373 人，其

中教师 140 人。1986 年，在校学生 772

人。1950～1986 年毕业生累计 4355

人。1988 年，学校占地面积增加到 70



亩，建筑面积扩大至 38000 平方米。

五、技工学校

1964～1965 年，省内有重庆第一

棉纺织厂、重庆第三棉纺织厂、重庆麻

纺厂、南充丝二厂、南充织绸厂、遂宁

丝厂、重庆丝纺厂、乐山丝厂等重点企

业陆续开办半工半读技工学校，达县

地区棉纺织厂与其他工厂合办全日制

技工学校。开展劳动后备军的培训，学

制 3～4 年，分设中技班和初技班。“文

革”中，有的班级未完成全部教学任务

即停 办。至 1969 年 已毕业和 结业

1149 人，全部分配到车间(1984 年，对

中技班毕业生，报经省教育主管部门

批准，按规定补发中专毕业证书)。70

年代后期起，先后有重庆、绵阳市纺织

工业局，绵阳市蚕丝公司、四川第一棉

纺织印染厂、成都第二棉纺织厂、四川

维尼纶厂、重庆第二棉纺织厂、重庆第

四棉纺织厂、重庆毛纺织厂、重庆麻纺

织厂、南充地区棉纺织厂、达县地区棉

纺织染厂、阆中绸厂等开办 13 所学制

2～3 年全日制技工学校(技工班)，招

收回城知识青年和城镇待业青年。至

1985 年，除 7 所校(班)已停办外，尚

有重庆、绵阳市纺织工业局，绵阳市蚕

丝公司、四川维尼纶厂、达县地区棉纺

织厂、南充地区棉纺织厂开办的 6 所

技工校。共开设棉纺、棉织、化纤、有

机、仪表、电器、机械、保全、分析、财

会、印染、丝织、丝织机械、麻纺织、毛

纺织、针织、工艺美术、服装、机钳等专

业。1985 年，有教职工 263 人，已培养

毕业生 7550 人。

第三节 职 工 教 育

抗日战争时期，有重庆裕华、豫丰

等少数纱厂开始兴办职工教育。新中

国建立后，50 年代职工教育发展很

快。“大跃进”中，时停时续。“文革”期

间全部停顿。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职工教育进入全员培训阶段，

将系统提高与短期培训结合起来，逐

步形成各种类型多层次、多渠道办学。

一、在职学历培训

职工大学：重庆纺织工业职工大

学创办于 1982 年。是重庆市纺织工业

局在各厂办职工大学的基础上，经调

整合并成立的。为面向全省培养纺织

工业技术管理人才的职工学校。校址

重庆沙坪坝区石桥铺。学校占地面积

50 余亩，建筑面积 30000 多平方米，

开设棉纺织、印染、针织、毛纺织、丝

织、服装、企业管理 7 个专业，按国家

计划和招生规定招收在职职工，学制

3 年。1985 年，有专职教师 33 人，兼职

教师 40 余人，建校以来已毕业学生



500 余人、在校学生 400 人。

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班及参加函

大、夜大、委托培训：从“文革”后期起，

先后有重庆第一棉纺织厂、重庆第二

棉纺织厂、重庆第三棉纺织厂、成都淮

口帆布厂(成都第二棉纺织厂)、三台

棉纺织厂、南充地区棉纺织厂、达县地

区棉纺织厂、乐山川康毛纺织厂、重庆

麻纺织厂、阆中丝绸厂等 10 家工厂开

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在校学生有

数百人。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办学

条件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78～

1979 年，部分学校停办。1979 年，全国

广播电视大学开办后，部分工厂以“七

·二一”工大为基础，改办电大教学

班，原有学生经过统一考试录取，进入

电大班学习。加上新开办的教学班，

1979～1986 年，全省有 13 个企业共

开办电大教学班 53 个。主要设电子技

术、机械等工科类和会计、统计、语言

文学等文科类专业。招收学员 1000 余

人，已毕业 736 人。毕业生中择优选送

至本专业的高校定向培训。工厂还普

遍选送职工至纺织大专院校对口学

习，或委托代办培训班。加上职工参加

各类函授大学、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

高等教育，据重点企业统计，1979～

1986 年，外培生及自修生计有 2400

余名，已培养出 1100 余名具有大专水

平的技术、管理及其他专业人才。

职工中专学校：1983～1984 年，

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四川维尼纶

厂、重庆市纺织工业局分别开办职工

中等专业学校 3 所。设有棉纺、棉织、

染整、麻纺织、毛纺织、针织、纺织机

械、纺织器材、化纤、服装、企管、化工、

政教等 13 个专业，有教职工 256 人。

至 1987 年止，共招收学员 1100 余人，

已毕业 330 余人。重庆市纺织工业局

和川棉一厂的职工中专面向全省及西

南地区纺织厂招生。成都纺织工业学

校和重庆市纺织工业局技工校内还开

办了职工中专班。成都纺织工业学校

职工中专班开设的纺织器材专业，面

向全国纺织器材厂招生。1985 年开

始，乐山丝绸厂、重庆第四棉纺织厂、

南充地区棉纺织厂、内江地区棉纺织

厂、射洪棉纺织厂、川康毛纺织厂等还

开办电视中专班，为三年制业余培训，

设行政、经济管理专业。至 1988 年，入

学 246 人，毕业 226 人。

二、短期和业余培训

建国初期，为提高干部政治、文

化、技术业务水平，各企业均采取派送

干部至人民革命大学、党校、团校、速

成中学、工会干部学校以及成都、上

海、青岛等地纺织工业学校、纺织干校

学习。1954 年，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

开办干部训练班，地址在重庆南岸玄

坛庙原 617 被服厂内，主要任务是培

训棉纺织企业工长、车间主任等基层

干部。1955 年，在干部培训班的基础

上，成立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干部学



校，培训工长、车间主任等基层干部，

并增设会计班。1957 年末，因体制改

革，干校停办。1959 年，四川省轻工业

厅于成都白马寺创办干部学校，开设

计划统计、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劳动

工资、财务等 5 个班，学制 1 年。开办

两届后，于 1961 年撤销。两次开办干

部学校时间均短，培训人员不多。1980

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局干部训练班成

立，恢复对纺织企业厂级领导干部和

技术、管理专业骨干的集中统一培训。

1980～1983 年，轮训干部 600 余人。

1984 年，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干部学校

成立。校址成都白马寺。1987 年，开办

全日制管理干部中专班，学制 2 年至

2 年半。同年，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

四川分院从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教

育中心迁至该校，开设业余行政管理、

政工干部基础专业培训，学制 3 年；半

脱产审计专业，学制 2 年。1986～1990

年，上海纺织工业大学曾在该校设立

函授站，开设纺织工程、针织工程、染

整工程本科(专科)班。1988 年起，省

纺织干校的教学扩大到各种形式的干

部轮训，包括企业中层干部岗位职务

培训、各类干部短训班、班组长培训班

等。1992 年止，共培训干部 1600 余

人，班组长 8300 余人。1990 年，省纺

织干校有教职工 38 人，其中讲师 7

人、助讲教员 8 人。学校占地面积 8．1

亩，建筑面积 6478 平方米，年末固定

资产原值 116 万元。

纺织工人的短期和业余培训，建

国前只有豫丰公司重庆纱厂和裕华纱

厂进行过。建国后，对工人的培训才普

遍开展起来。各厂开办职工业余学校，

针对当时工人中文盲占 80 % 的实际

情况，开展了以“识字和扫盲”为主要

内容的文化、政治教育。1956 年，基本

完成扫盲任务后，逐步向初级教育发

展，因厂制宜地举办各类技术、业务培

训班。当时，大型企业中，参加各类业

余学习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

70 % ～80 % 。“文革”中，职工教育停

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重新开

办职工业余学校。80 年代初，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

作的决定》和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等

有关单位联合通知精神，职工教育进

入有计划的全员培训阶段。1982～

1983 年，对青壮年工人的“双补”(即

系统的初中文化补课和初级技术理

论、操作技能补课)，在纺织企业相继

展开。至 1985 年底，全省纺织企业文

化补课合格率达到 80 % 以上，初级技

术补课合格率达到 60 % 的低限要求。

其中，大、中型企业达到 80 % 的高限

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青壮

年工人的中级技术培训、青工政治轮

训等，加上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修、自

学考试、送外培训等各种形式的培养，

全省重点企业 的全员 入学率达到

75 % 。



第一节 设 计机 构

新中国成立前，纺织工厂的建设

全部由专事设计和建筑的私营营造公

司承担。建国后，始设立纺织工业工厂

设计机构。

一、四川省纺织工业设计院

该院是从 1954 年成立的原西南

纺织工业管理局基建处设计科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科内分棉纺织工

艺、设备、空调、供电、供热、给排水、土

建、概预算、计划统计等专业。至 1957

年底，全科人数达到 70 余人，其中专

业人员 55 人。1958 年初，设计科随西

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机构撤销而告结

束。同年 5 月，由原西南纺管局设计

科、原西南造纸工业公司设计室、原四

川省工业厅内江糖厂基建处，以及轻

工业部北京、上海两地轻工业设计院

下放来川人员，合并成立四川省轻工

业厅设计院，院址成都九眼桥原成都

纺织工业学校旧址。承担纺织工业设

计的第一设计室有工艺、空调、热工机

械、土建、供电供水等专业共 46 人。

1962 年，设计院撤销。1964 年夏，又重

新组建四川省轻工业设计院。次年 6

月“战备”疏散，设计院迁至内江市椑

木镇。1965～1979 年，该院的纺织组

对工厂的工艺设计从原来的棉纺织、

缫丝、针织行业扩大到绢纺、织绸和纺

织机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

应加速发展轻纺工业步伐，1980 年 4

月，四川省轻工业设计院正式划分为

轻工、纺织两个设计院。省纺织工业设

计院在成都青莲下街选址建院，成为

省内第一家纺织独立设计机构。设工

艺、土建、动力专业室和生产管理办公

室。这一时期，工艺设计除引进项目

外，已扩展至棉、毛、麻、丝绢、织绸、针

织、印染、化纤等纺织全行业。1985

年，全院职工 132 人，其中技术人员



89 人。全院占地 6．5 亩，建筑面积

7300 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 169．68

万元。

二、四川维尼纶厂设计室(所)

1971 年工厂筹建期间设置。设计

室成立初期，主要任务是参与地形测

量，搜集水文、地质、气象等基础资料

及选定厂址的前期工作，并承担与设

计单位的联络。1976 年后，逐步转向

承 担设计任务为主。先后于 1981、

1984、1985 年获得勘察设计、工程设

计证书，压力容器设计单位批准书。

1986 年，设计室(所)有职工 53 人，其

中，从事技术工作干部 49 人，包括化

工、化纤、机械、自控、电工、土建、给排

水、暖通、热能动力、概算等专业人员。

承担主要任务是本厂基建未完成工程

设计；本厂生产装置技改和新产品开

发设计；服务性工程项目及生活福利

设施设计；本厂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

以及对外中、小型项目设计。

第二节 主要设计项目

从西南纺管局基建处设计科成立

至 1957 年，主要完成重庆市 610 纺织

厂印染分场，裕华、渝新两厂织布工

场,611 厂 3 万锭纺纱工场，南充丝二

厂扩建 10 个设计项目。1958～1962

年，为配合开发纺织工业新区，省轻工

厅设计院第一设计室完成内江、遂宁、

通川(今达县)棉纺织厂、遂宁丝厂、重

庆针织一厂、成都针织一厂的新建，及

广元大华纱厂、重庆苎麻纺织厂的扩

建等设计任务共 8 项。当时，由于片面

强调降低造价，加上钢材水泥短缺，厂

房设计全部采用简陋的砖木结构。以

致新建、扩建的棉、麻等厂工程质量很

差。

1964～1979 年问，省轻工业设计

院纺织组完成内江、遂宁、三台、射洪、

淮口等棉纺织厂，南充、永川绢纺厂，

宜宾、营山麻袋(麻纺织)厂，内江针织

厂和 13 家丝绸厂、资中纺机配件厂的

新建、扩建设计，并参与成都化纤等厂

的设计任务共 28 项。这一时期，开始

设计革新和技术改进，主要是生产厂

房采用钢筋混凝土三角架承重锯齿采

光厂房，并结合利用大梁作为空调通

风的隐蔽通道。还因地制宜进行钢筋

混凝楼层纺织厂的设计。由于设计水

平提高，项目投产后，效果良好。

1980 年，省纺织工业设计院成立

后，因投资结构的调整，毛麻纺织、化

纤、织绸等工厂设计项目增 多。至

1985 年，已完成和正在设计中的项目

有广元、遂宁、自贡、阆中、射洪、成都、

涪陵棉纺织厂，成都织布五厂、绵阳南



山印染厂、南充印染厂、宜宾化学纤维

厂，成都、广汉、南充涤纶丝厂(后改建

成南充锦纶厂)，川康、德阳、南充毛纺

织厂(未建成)，涪陵、自贡、纳溪、富顺

麻纺织厂，中江、广安、海蓉、三台等

10 家织绸厂(车间)，邛崃、合江等 4

家丝厂，以及成都针织一厂，仪陇、渡

口、中江棉针织厂，德阳经纬编等厂的

新建、扩建工程，共 46 项(其中化纤厂

不含工艺设计)。这一时期，设计水平

又有新的提高，主要是土建采用预应

力钢筋混凝土锯齿厂房，先后用 12、

18、20 米大挂网，在地震不设防地区，

改锯齿厂房三角架承重为天窗架承

重，使工厂清洁，采光效果大为改观。

车间空调由 60 年代采用蒸汽喷射制

冷，80 年代初氨压制冷后，又进一步

采用氟里昂、溴化锂制冷等新技术。除

尘方面，对棉纺织厂清花除尘，从大尘

室人工扫除改为小尘室机械震动除

尘，再进一步改用车间小型滤尘器。

1958～1985 年，设计院总计完成

的主要设计规模为棉纺锭 46．63 万

枚、织 布 机 1．177 万 台、印 染 能 力

1．25 亿米／年、毛纺锭 1．3 万枚、麻纺

锭 1．2 万枚、麻袋织机 2000 万条／年、

缫丝机 4．5 万绪、绸机 1830 台、绢纺

及紬丝锭 1．1 万枚。1965～1985 年，

设计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完成的

设计项目中，成都涤纶厂、自贡市棉纺

织厂、川康毛纺织厂的设计分别获国

家银质奖，四川省优秀设计一、二等

奖。

四川维尼纶厂设计室(所)完成的

主要任务是本厂基建未完工程 12．35

万平方米设计；本厂生产装置的技术

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项目设计，计有低

压脱硫改造施工设计，P V A－1788 工

程设计等多项；本厂生活福利设施、住

宅、学校、影院施工设计和设计楼、技

术资料室、电子计算机中心等建设项

目的设计。1980～1986 年共完成设计

任务 216 项，完成投资额 3738 万元，

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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