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哈尔滨隆重召开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于2004年8月2-3日在哈尔滨市隆重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名代表欢聚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共商学会发展大计。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学会理事长路甬祥院士和学会理事长

席泽宗院士，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庆祝大会的圆满召开，分别发来贺辞。哈

尔滨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生教授到会致欢迎词，哈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为

本届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经走过了２４年的历程。它的成

长与众多关心科学史工作的人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大会上众多代表联名提议，

建议授与柯俊、席泽宗、路甬祥等三人名誉会员称号，以表彰他们对学会工作所

做出的贡献。代表们对届满卸任的两位理事长和陈久金副理事长、苏荣誉秘书长

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六届理事会向大会提交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开创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对四年来学会工作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同时，还向

大会提交了学会章程修改议案和财务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就报告内容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在肯定学会工作主要成绩的同时，原则上通过了以上三个报告，同时也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大会新当选理事５６名，从中又选举出常务理事１７名和新一届学会负责人

７名。刘钝任新一届学会理事会理事长，朱清时、江晓原、廖育群、曹幸穗、吴

国盛任副理事长，韩健平任学会秘书长。新一届学会负责人分别发表讲话，表示

要积极为广大会员服务，推动科学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关于新一届学会的工

作，刘钝理事长等人表示要尽快创建学会网站，加强会员与学会的联系，通过个

人向学会交纳会费对会员资格进行认定；同时，把网站建设成为科学史界发布学

术资讯的平台。学会还将致力于开展多样的学术活动，重视在高校和地方发展会

员，办好明年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提升科学史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努力

使其成为教育部指定的高校必修课目，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做出贡献。 

    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召开了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会上通过了授予柯俊等



三人荣誉会员称号的决议，并对主席团成员的分工进行了协商与决定，结果如

下： 

刘 钝：国际合作与交流 

朱清时：学科建设 

江晓原：科普与宣传 

廖育群：组织与财务 

曹幸穗：学术研究 

吴国盛：青年与科学史教学 

韩健平：主持日常工作 

  

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2004年8月3日） 

（按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称 

或职务 

所属专业 

委员会 

曾任理事 

届数 

1.         

*
*曹幸穗 男 1952.9 中国农业博物馆 教授 农学史 第6届 

2.         

 
常  青 男 1957.8     建筑史  

3.         

 
邓明立 男   河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教授 数学史  

4.         

 
樊志民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史所 教授 农学史 第6届 

5.         

 
方在庆 男 1963.7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物理学史  

6.         

 
冯锦荣 男   香港大学中文系 教授 综合（香港） 第5/6届 

7.         

 
高  策 男   山西大学科哲中心 教授 地方科技史志  

8.         

 
郭世荣 男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系 教授 少数民族科技史 第6届 

9.        

 
韩  琦 男 1963.12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数学史  

10.     

 
*韩健平 男 1964.12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医学史  

11.     

 
胡化凯 男 1954.10 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 教授 物理学史  

12.     

 
*江晓原 男 1955.6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教授 天文学史 第6届 

13.     

 
*姜振寰 男 1944.2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技术史 第3/4/5届 



14.     

 
李成智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教授 技术史  

15.     

 
*李国伟 男 1948 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 教授 数学史（台湾） 第5/6届 

16.     

 
李思孟 男 1946.11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教授 生物学史 第6届 

17.     

 
李晓岑 男 1964.8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所 教授 少数民族科技史  

18.     

 
李志平 男 1953.6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教授 医学史  

19.     

 
*廖育群 男 1953.9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医学史  

20.     

 
*刘  兵 男 1958.6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综合 第6届 

21.     

 
*刘  钝 男 1947.7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数学史 第5/6届 

22.     

 
刘次沅 男 1948.6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研究员 天文学史  

23.     

 
刘广定 男   国立台湾大学化学系 教授 化学史（台湾） 第5/6届 

24.     

 
刘学礼 男 1961.11 复旦大学社科部 教授 生物学史 第6届 

25.     

 
鲁大龙 男 1964.4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物理学史 第6届 

26.     

 
*罗桂环 男 1956.8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生物学史 第6届 

27.     

 
梅建军 男 1962.12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金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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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乔新安 男   福建省科技厅   地方科技史志  

29.     

 
任定成 男 1955.11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教授 化学史  

30.     

 
石云里 男 1964.10 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 教授 天文学史 第6届 

31.     

 
*苏荣誉 男 1962.7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金属史 第6届 

32.     

 
孙小淳 男 1964.12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天文学史  

33.     

 
唐晓峰 男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教授 地学史  

34.     

 
田  洺 男 1958.5 中国科学院政策局 研究员 生物学史  

35.     

 
万辅彬 男 1942.9 广西民族学院 教授 少数民族科技史 第6届 

36.     

 
*汪前进 男 1957.8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地学史 第6届 

37.     

 
王青建 男 1955.12 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 教授 数学史  

38.     

 
*王士平 男 1949.7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教授 物理学史 第6届 

39.     

 
王思明 男 1961.11 南京东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农学史 第6届 

40.     

 
王扬宗 男 1964.11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化学史 第6届 

41.     

 
王玉民 男 1958.11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   天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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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姓名前画“*”为常务理事。 

42.     

 
*吴国盛 男 1964.9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综合  

43.     

 
杨  舰 男 1959.2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综合  

44.     

 
杨润山 男   河南地方科技史志研究会   地方科技史志  

45.     

 
俞晓群 男   辽宁教育出版社 编审 综合 第6届 

46.     

 
*张  藜 女 1966.1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化学史  

47.     

 
*张柏春 男 1960.10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技术史 第6届 

48.     

 
张秉伦 男 1938.10 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 教授 生物学史 第3/4/5届 

49.     

 
*张大庆 男 1959.9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史研究中心 教授 医学史 第6届 

50.     

 
张之杰 男     教授 （台湾）  

51.     

 
张志斌 女 1953.4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教授 医学史 第6届 

52.     

 
赵万里 男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化学史  

53.     

 
钟少异 男 1963.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教授 技术史  

54.     

 
周振鹤 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教授 地学史 第6届 

55.     

 
朱  进 男 1965.4 北京天文馆 馆长 天文学史  

56.     

 
*朱清时 男 1946.2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化学史 第6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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