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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从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导致的中国传统计量的变革谈起，讨
论了清代度量衡制度及管理的演变，民国时期统一度量衡、建立并推行近代计量制度的努力，时间计
量的进展等，探讨了新中国计量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新中国计量机构的演变，计量管理体系的法
制化过程，计量教育、计量传播和计量科学研究、当代计量管理体系的特征及面临的问题等做了深入
研究。
全书通过对中国近现代计量史所做的系统论述和分析，全面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计量的产生、发展和实
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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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增建，科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物理学史、计量史。
　　孙毅霖，科学史硕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生物学史、计
量史。
　　刘治国，郑州大学环境与水利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测量学、计量史研究。
　　苏敬，科学史硕士，现工作于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研究方向为计量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传教士带来的变革第一节 角度计量的奠基第二节 温度计的引入第三节 时间计量的近代化
第四节 地球观念的影响第二章 清代度量衡科学的发展第一节 顺治朝的开端第二节 康熙皇帝与度量衡
科学第三节 传统计量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章 传统度量衡制度的尾声第一节 清代的度量衡管理第二节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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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第三节 《度量衡法》施行细则的制定第六章 民国计量制度的推行与管理第一节 全国度量衡划—渐
进推行计划第二节 度量衡机构的设立与人员的培训第三节 度量衡技术与行政管理第四节 工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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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时间计量的进展第一节 从地方视太阳时到地方平太阳时第二节 从海岸时到五时区区时第三节 
五时区时间计量的修改与实施第八章 新中国计量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第一节 计量事业的起步及曲折
发展第二节 十年浩劫中的计量事业与文革后的拨乱反卫第三节 法制化基础上的飞速发展第四节 新时
期计量事业的转型第九章 计量机构的演变第一节 计量行政机构的发展历程第二节 计量技术机构的发
展历程第十章 计量管理体系的法制化过程第一节 计量法规体系建设第二节 计量执法体系的建立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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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第二节 中国计量体系面临的新问题附录重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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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如果清王朝确实按经线弧长的0.01秒为标准尺度之长，则1尺应合现在的30.9厘米（按清代
数据，地球周长为72000里，合129600000尺，取其四千万分之一为1米，则得此结果），但清代营造尺
的标准长度是32厘米，①二者并不一致。
可见，认为清代的营造尺尺长是按照地球经线弧长的0.01秒为标准确定的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是不
一致的。
　　再者，如果康熙皇帝的确是按地球经线弧长的0.01秒作为营造尺1尺的标准长度，那也应该是首先
测定地球经线的弧长，然后再根据实测结果确定尺度基准，制造出标准器来，向全国推广，而不是首
先确定尺长，再以之为基准去测量地球经线长度。
　　还有，当时测绘中取得的另一成果也证明了康熙皇帝不可能以经线弧长的0.01秒作为尺度基准。
该成果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取得的。
当时，传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1663-1738）等在东北地区进行测绘时，“测量了北纬41-47
度间每度间的经线长度，经反复检核，发现47度处比41度处经线的长度长出258尺。
得出纬度越高，每度间经线长度越长的结论”②。
雷孝思的工作在科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尽管当时并未从理论和科学研究的角度去推证地球为扁
圆的问题，但所得的数据，确属地球为扁圆形的最早而可靠的实测证据。
十八世纪初，正是牛顿的地球扁圆说与卡西尼的长圆说相对立，尚无定论之时，而牛顿的理论却被中
国当时大地测量所获得的数据证实是正确的，较之西欧类似的成就要早27年”③。
不过，该成果却导致康熙皇帝不可能按上述方式制订尺度标准，因为如果地球不是正圆，那么纬度一
度间经线弧长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值，它也就无法成为尺度的基准。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像法国国民议会那样，明确指出以地球子午线的某一部分长度为依据来制订
尺度标准。
　　此外，文献记载也告诉我们，康熙朝在统一度量衡时，是按照“累黍定律”的传统方法确定尺长
标准的，与地球经线无关。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