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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以一个具体学科为案例，通过查阅大量原始
档案和对亲历者的访谈，以实证方法，回溯高分子科学自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建
制化及早期发展过程；并将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考察它与社会、政府及学术界自
身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并分析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及其固有的一些
阻碍科学进步的缺陷。
针对一门具体学科进行建制化的个案研究，是《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新
意所在，是以作者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积累为基础，辅以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某些概念和方法
的一个尝试，表达了作者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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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藜，1966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哲学博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科学社会史、中国与西方近现代化学
史研究。
已发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影响”、“国家需要、部门利益与科学家自主性
的调适——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与初期发展为中心的探讨”等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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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防军工用的一些特种橡胶过去由苏联提供，苏联不供货后，国家做出了限期生产丁腈橡胶的决
定。
化学工业部集中力量，在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建成了丁腈橡胶生产装置，1962年生产出了丁腈-18、丁
腈-26、丁腈-40三个牌号，适应了航空工业的需要。
这一时期，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合成橡胶研究室和兰化公司研究院，研究成功以金属锂为催化剂
、气固相聚合的丁锂橡胶，建立了中试车间，进行了小批量生产以供军工需要。
锦西化工研究院生产了聚硫橡胶，用于航空工业、汽车制造工业、铁路电讯系统及建筑行业。
同时，一些科研机构和工厂还进行了硅橡胶和氟橡胶的开发。
　　但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丁苯橡胶装置，是以粮食酒精为原料，每年耗用
粮食2.43亿斤，“与民争粮”的矛盾格外尖锐，因此被迫停产。
1960-1962年间，总共生产丁苯橡胶4391t，仅为设计能力的10.8%。
氯丁橡胶因为电石消耗定额高，与民争电、争煤的矛盾也很突出，从1958年到1962年，共生产氯丁橡
胶784t，仅为设计能力的8%。
面对产量低、技术经济指标差、亏损严重的现实，60年代初，各有关单位协同合作，先后组织了氯丁
橡胶、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的技术攻关会战，改造工艺流程，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开发新
品种，改造老产品，扭转生产的被动局面。
参加氯丁橡胶技术攻关会战的有化学工业部第八设计院、西南化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南有机化学
研究所、成都工学院、泸州化工专科学校、山西省化工厂、青岛化工厂、天津橡胶制品研究所、兰化
公司合成橡胶厂及合成橡胶科技情报中心站等11个单位共280多人，汇集长寿化工厂。
通过一年多的攻关会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生产上应用的会战成果有10项，完成中试并具备生产
试验条件的有4项，中间试验取得较好成效的有4项，其中一些重大革新成果，对生产流程进行了有效
的改造。
1966年1月，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化学工业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化工生产
重要科技成果座谈会，氯丁橡胶技术改造被评为16项具有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之一。
　　丁苯橡胶技术攻关会战在1964年进行，由化学工业部组织，以兰化公司为主，汇集了全国20多个
单位联合攻关，分生产松香丁苯软胶代替丁苯硬胶、对丁苯橡胶后处理进行彻底改造、提高原料自给
率三个战役进行，最终使丁苯橡胶的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多，改讲了品种，提高了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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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综合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了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学科史专题研究和资料整理方
面的成果，涉及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基本问题、基本史实和脉络、重要的历史资料。
本书为丛书之一，以一个具体学科为案例，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对亲历者的访谈，以实证方法，
回顾了高分子科学自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建制化及早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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