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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大埔电力工业志，是一项丰富我县电力工业发展宝贵历史文

化，反映我县电力工业在解放前后发展经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

规律，指导今后电力工业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省、地、

县上级有关部门领导下，编写工作于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进行，并

于五月底完成初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曾在电力部门工作的老

前辈、老同志和有关单位人员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此特表示感谢!

因为编写时间仓促，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许多失误之处，敬请同

志们批评指正。

大埔县电力工业器编写小组

·、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

-. 



目录

一、基本概况………………... .....……. ... .....…………………. ( 1 ) 

二、解放前电力工业史………. . . . . . . . . . . . . . . .……………….. ... ... ( 3 ) 

三、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电力工业发展经过、速度………………( 5 ) 

四、本县电网建立发展经过………………………………………( 10) 

五、企业和电网管理………………………………………………( 14 ) 

六、农村电气化概况……………………………………. .. . . . .….. ( 11 ) 

七、本县电力发展史大事年记……………………………... ...... ( 21 ) 

八、电力工业在本县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9 ) 

九、职工教育………………………………………………………( 32 ) 

十、本县电力工业发展的光辉前景……………………………… (33 ) 

十一、全县发供用电情况表……………………………………… (35 ) 

十二、小水电在本县经济收入中的地位表………………………( 36) 

十二、大埔县县办现有小水电站丰、平、枯不同年份平均出力表( 31) 

十四、大埔县-九八五年现有输变电工程概况表………………( 38) 

十五、大埔小水电工程费、三材扩大定额分析表……………… (39 ) 

十六、大埔县一九;\.O年前部份电站造价调查表……………… (40 ) 

十七、大埔县小水电发展情况统计表…………………. . . . .. . .…. ( 41 ) 

十八、大埔县35KV以上输电线路情况表………………......... (46) 

十九、大埔县历年电业职工人数情况表……. ., . . . . . . ". . . . . . t • • .… (47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地理简介

大埔县位于广东东北部闽粤交界的偏僻山区，是较闻名的老根据

地和重点侨乡I ，也是省月重点林区和历史悠久的传统瓷区、全县总面

积365 -84万亩，其中山地312-84万亩， 耕地面积22-4213万亩。辖20

个区、 3 个镇、 5 个国营农林场， i 99个乡， 927个行政村， 90462户，

总人口 450275人(非农占 45674人，人平山林 7 亩，耕地 5 分，具有

山多、人多、田少特点。一九八四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238亿元。

大埔全境山峦起伏，密布的河流纵横交错，且水头落差大 ， 丰富的

水力资源得天独厚，集雨面积 1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有流经我县的韩

江、汀江、梅江E 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主干河流有梅潭河、

银溪河、漳溪河、小靖河、合溪河等 8 条，还有集雨面积20至100平方公

里的溪流40条左右，都是建站发电的好地方，据一九八二年复查，不包

括韩、汀、悔三江在内，理论蕴藏量为 14.5163万旺，人均可达157-5瓦，

可发电量 3 亿度，人均 644 度。

第一章基本概况

大埔山区丰富水力资源的迅速开发利用，已从过去水力、火力并

举的电力工业，发展为单一的小水电电力工业。

大埔电力工业属县水利电力局领导(局长何焕炬) ，局属七个国

营电站和一个电力公司，构成县电力工业体系的中心.固定资产达1500

多万元。全局干部职工 518 人中，从事电力工作的有 422 人，其

中工程技术人员 17人，管理人员 59人，生产工人 309 人，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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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名付局长(张应业)兼任经理，管理县电网。西河、 jk 东、百

侯、曲滩、高陕、黄坑、百丈砾七问国营电站，总装机容量9035旺，

分布于漳溪河、梅潭河、陶溪河等河流，其中三座骨干电站 z 百侯电

站24001íL、茵河电站 1500施、高 l技电站2500眶，这些电站自动化水

.. :!f较高# 前两站均可在用电高峰期进行日调节。一九八二年开.始，县

人民政府正式发义，明确规定区乡电站归口水电局领导。根据国 营、

区、乡、村各种不同办电形式，实行水电局、区水利水电管理站、水

电站、乡农电员 的四级管理体制。落实"谁建、谁管、谁 受 益"政

策，把"责、权、利"结合起来。西河、三河、高欧、枫朗等区镇，

在积极发展小水电的基础上建立了 区电网， 自发、自供、自用，多余

电力送县网。

一九八四年止全县建成技产的水电站共 3 4 7 站 413 台，装机

容量 2 947 2 眶， 10千伏以上高压线路1023.025公里主变压器总容

量80100千伏安，年发电量9343万度，其中国营电站4169万度， 年用

电量4345万度，用电复盖率=区(镇)100% ，乡达90怖，农户 85.6 伪。

县网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网内发电中心与负荷中心相一致，以

县城为中心点，向茶阳、大麻、高肢、枫朗四个方向形成放射状分

布，联结着星罗棋布的区乡电站和用户。

网内装机从一九七七年一月的 7 站 16 台 5720旺，发展为 8 7 站

129 台 25065旺，占全县小水电装机容量的85畅。一九八五年五月止，

已拥有 110 千伏变电站 l 庄，变压器 l 台 2 万千伏安， 35千伏变电

站于座 12 台九容量 22000 千伏安，高压线路110千伏 1 条6 1 .4公

里， 3与千伏 1{)条 1 2 8 .7 公里， 10千伏线路952公里，变压器 9 5 6: 

台 5 9 9 6 0 千伏安，低压干线1 -5 37 ， 7公里，在大电网限发压发情况



下， . 网年发 电量8330 ，~万度，供电量6810万度，售电量6247.8万度，

发电利用 3 3. 23小时，供电最高日负荷 1 '1 099 眶。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我县与地网并联，一九七九年起从缺电

芸一跃成为余电县，每年净送大电网电量为一九七九年347 ， 6万度，一

九八0年3~O ， l万度，一九八一年946 ， 01 万度，一九八二年 1686 万

度，一九八三年2958.3万度，一九八四年2939万度，一九八五年予计

可送网 4000万度，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一九八四年全年电力创利润 179.9万元，局属国营单位为 147万

Y巳。

第二章 解放前电力工业发展史

解放前，全县没有一座小水电，宝贵的水力资源白白浪费掉。

当年全县仅有三问火力发电厂，其中高阪两间，茶阳一间，均是私商

入股合办，没有一间是国民党政府办的，且这些电厂设备简陋，都是

小型单相 1 1 0 伏直流电，仅供夜晚照明，没有电力加工业，用户仅

是电厂周围的少数街道商店，这些电厂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和保护，先

后破产倒闭。维持到解放的，仅高肢的"大明电灯厂"装机容量才

1 2 币。

大埔最早办电的是高陕"耀明电灯厂"，办于一九四二年上半

年。当时正值日寇侵华，汕头危急，广裕织造厂商李济光(大麻人) , 

将工厂动力设备转移后方高肢，由理事员谢某某负责，雇请轮船动力

工人余荣光等三人，在高院街东风路东风横巷一问小店办起了全县第

?问电灯厂，用 10匹马力内然发动机(上海兴祥机械厂造，烧木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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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厄单相直流 1 1 0 伏发电机火力发电，每晚 5 点 30分至 11 点 30分时

间供街道少数商店照明。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该厂迁到汕头，前后

办电仅 2 年多。

茶阳"安兴电力厂"开业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由茶阳私商饶庵

贤、杨飞荣合股，厂址设下桥关潭下坝，前身是一问粮食加工广(饶

庵贤的哥哥饶电贤经营，一九三九年办厂，后加工时碾断四指感染破

伤风死去，遗留给庵贤) ，电厂初期设备是12 匹马力内燃机(烧木炭)

和2.4旺单相直流110伏发电机各一台(饶庵贤提供厂房及内燃机，杨

飞荣投资发电机) ，日问加工碾米，夜间 5 点 30分至 12 点时间发电照明，

全厂连股东和工人在内共 6 人，设备简陋，没有仪表监护，电线用裸铜

线缠绕麻洋布浸桐油手工制成，线路沿街墙敷设，没有电杆，电灯百多

盏都是美国进口奇异牌 5W灯炮，收费包灯制，并可预收折成，即提

前几月预付电费的可减价优惠。 2 年后，华侨胡文虎先生技资雪芬兰

牌12 匹马力汽车内燃发动机和 7 厄单相直流110伏发电机各一台，电厂

发电能力有所增加。由于旧社会到处是大鱼吃小鱼现象，国民党县政

府和公安局按电力厂规定(安兴电力厂经省建厅备案，有专利权)本

应交半费，但实际上从没有交过半毫钱，官僚罗秋甫开办的国际旅社

也是点灯多，交费少，街道偷电又严重，电力厂利润微薄，股东矛盾

突出，不久后导致分厂，为杨飞荣、饶庵贤、饶长福 3 问(饶庵贤份

内分开 l 份给其弟饶长福)。杨飞荣和饶长福在潭下坝前后间开办 ，

饶庵贤在高坝街河边船上发电， 3 家划地供电。杨飞荣 ( 7 liL) 供万

川、大华和高坝上街，饶长福( 4 iL )供横街巷、学前街，饶庵贤

( 2. 4R )供高坝下街和大平路。一九四七年，茶阳电厂设备在洪水

中被毁， "安兴电力厂" 3 家分厂从此停办(其中饶长福先停办)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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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大明电灯厂"由商人杨昔康、李派雄等集资，于一九四四

年问在中山公园后侧设厂，与"耀明电灯厂"竞争生意，初期设备是

5 匹马力木炭机，单相直流 1 1 0 伏 3 1tL发电机，不久增加 16匹马力

木炭机，单相直流110伏9旺发电机，由于经营不善，成本高、利润低，

难以维持，约办 2 年便告倒闭，高肢停电一年多时间。一九四七年"大

明电灯厂"由高陕桐和堂药店老板何兰亭(双坑人)等人重新组

阂，何孟钦任经理，请来余荣光做技工，才恢复发电，直至解放后公

私合营。

第三章 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电力工业发展经过和速度

第一节 各个时期发展经过

一九四九年大埔刚解放，旧社会留下的仅高破一家私商火电厂，

装机12匠，年发1.4万度，县城(茶阳)和各地，电力均一无所有。

一九五0年，以县人民政府机关生产名义，拨款购进 2 4 匹马力

(火力)发动机、 12 ， 5旺发电机，建成全县解放后第一问国营人民电

力厂(厂址现为茶阳供电所) ，一九五一年初正式发电，日问加工，

夜晚 5 时30分至 11 时30分发电照明，一九五二年电力厂扩大生产，添

置 75匹马力发动机(德国造)和32旺发电机(后换50旺) ， 40叶大横

磨机和18叶横磨机各一部，随后又装置升降机，照明、粮食加工能力比

原来大 3 倍，成为我县当时第一问大型先进设备的工厂。全厂职工15

人，第一、二、三、四任领导 z 丁仲祥、杨百策、萧枫、饶思列。

同年，湖察由街道商人合股(侨属廖禄雄负责)在老街尾办起

"民建电力厂"火力发电，装机15旺，供应虎山公学、湖察区公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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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及黎加坪抗旱抽水用电。一九五四年大麻也由华侨投资私商合

股，侨属郭育兴负责，在大麻河唇街后办起大麻电力厂，装机 5 施。

一九五六年，县委县府根据我县山区丰富水力资源特点，号召发

展水电站，拨款3万元，首先建设百侯东山水电厂，县府工业科长黄更

光亲自抓施工，工业科丘用敏等技术员堪察设计，百侯区群众踊跃参

建，电站年底完成第一期水工工程，砌起近百米长 2 米高的拦河坝，

装上水车抽水灌溉农田。长教侨乡响应政府号召，学习东山经验，一

马当先，在政府支持(工业科协助设计绘图) ，华侨侨眷(廖禄雄)

和社员共同努力下，在马桥头拦溪引水，土法上马，于一九五七年十

月建成华侨长教水电站，木制水轮机带动 2 "&L电机发电(电机是茶阳

松香厂借来的) ，成为全县第一问水力发电厂。

同年底，东山电厂完善电机配套工程，木质旋式水轮机带动20旺

发电机发电。厂长杨百篷。

长教和东山水电站的顺利建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一个兴

办水电站的高潮逐步形成。一九五七年后由华侨投资参建并已发电的

有桃源华侨第一水电站，枫朗石门楼华侨电厂，湖察葵坑水电站，三

河良江水电站，西河春光及埔城洋门水电站。一九五八年，高胶水电

厂在百丈砾投建施工，工程负责人 z 古文方、萧志贤。由于大跃进年

代，许多工业一哄而起，又一哄而退，高陕水电厂工程也不例外，半

途而废。

一九五九年初建成50旺的国营湖察川龙科水电站，至年底止，包

括枫朗调和电站，全县建成水电站共10座。但这些电站(川龙科较大

型)都是土法上马微型，且地处偏僻，总装机容量才 1 1 0 多毡，对

当地墟镇工业作用不大，大都用于夜间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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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0年三月，茶阳下马湖建成国营沐东水电站，装机240

臣，其中 200NL为水电，并与人民电力厂合厂，基本满足了当时县

城生产用电的需要。厂长刘城光，饶思列。

一九六一年春，县城迁往湖察。由于我县全民电力工业基础簿弱，

仅湖察川龙科 (50远)、百侯东山( 40it )、茶阳沐东( 240Iff.) 3 间，

总装容量仅330旺，远远不能适应工业生产需要.于是，不少工矿企业

先后办电，如小靖矿山、湖察粮食加工厂·、大麻粮食加工厂、高肢黄塘

原料厂、黄塘瓷厂 、 赤山瓷厂、华侨瓷厂( 今人民厂)和平原瓷厂

等，自行购买柴油机和发电机，供应本厂、矿生产用电。据一九六五

年统计，这些单位自备发电机装机容量18 台 1164旺，其中较大型机组

为黄塘原料厂 320旺。

企业单位自备加工用电，虽然暂时缓和了供电矛盾，但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工业由于缺电，仍处于手工状态，建立大型的全

民电力生产基地，已成为我县工业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九六五年一月，对梅潭河等河系进行了测设，县委决定首先在

东山电站原有的基础上，兴建装机 240 0 旺的大型新电站，发动呐

察、百侯、枫朗 3 区群众参加建设。

一九六七年兴建百侯曲滩电站，由湖察川龙科架设 6 .3千伏线路

送电施工，;胡察、百侯两区群众投工参建，一九六八年十月，曲滩电

站正式发电，装机 2 台( 1 台 /125施 1 台 /64百五)共 189 施，

电力送百侯、湖察，供应两区城乡用电。

一九六八年，县陶瓷局为了解决新建高胶赤山瓷厂生产用电，再次

兴建大跃进年间丢弃的百丈听、水电站，并于六九年竣工，高胶陶瓷从此

用上了-山区送来唱的水电。百丈砾二级装机240匠，电站负责人刘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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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0年九月，百丈砾二级 225 旺( 1 台 /125 匠、 1 台/

1 0 0 fi王)机组发电。

一九七一年八月，百侯电站经过 6 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胜利竣

工，第一台 800 旺机组投产发电(第二、三台分别于七四年十月，

七七年五月发电)。该站拦河坝长 130 米，高 1 0 .5米，集雨面积

126 1 平方公里，库容 6 0 万立方米，采用先进机组设备，至今仍

是我县大型、自动化骨干电站之一，年发电量达 1 1 0 0 万度，供应

湖察、百侯、枫朗三区用电，奠定了我县电力工业的坚实基础。电站

施工负责人孟宪奎，技术负责人许灼玲、罗畅贤等。

一九七一年十月，高肢陶瓷联办合溪电站第一台 500R机组发

电(第二、三台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一九/\.0年四月发电，第四、五台在

一九八二年七月发电) ，引陶溪河水，集雨面积 210 平方公里，水头

高 7 0 米。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高肢陶瓷联办 720it黄坑电站发电。

一九七五年一月，西河电站第一台 500 "ãt机组发电(第二、第

三台分别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发电) ，供出茶阳用

电，电站建于漳溪河，集雨面积 6 5 7 平方公里，库容 3 0 万立方，

水头 1 3 .5米高。

一九七六年六月，县人民政府决定，把陶瓷联办的百丈砾一、二

级、黄坑和合溪电站收回县办，由水电局统一管理。

一九七六年七月，成立县电力公司，管理县电网，肉设人秘组、

生产组、财供组(一九八四年十月增设经管组) ，开展电力科技、调

度、载波、继保、验表、安装、维修等业务，并在湖察、茶阳、高陕

3 个镇设供电所，百侯、枫朗、平原设供电组，大麻设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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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除一九八0年兴建的三河 5 0 0 0 配电站仍在继续施工中

外，组成目前全民电力工业体系的沐东、曲滩、百大砾、百侯、合

溪、黄坑、西河电站及电力公司(按建成先后顺序)全部投产，为大

埔工农业生产发展充当了先行官。

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县贯彻"以林为主，林、农、瓷、

电、加并举，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生产方针，把发展农村小水电

列入振兴大埔经济，实现"四化"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抓，区、乡电

站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八四年底统计，建成投产的区、乡电站 340

站 2 0 4 3 7 旺，是我县电力工业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我县建成投产电站中，大部份是运流电站。其中，单机 500

班以上有 3 个电站，百侯电站装机 3 台 240 0 毡，西河电站 3 台

150 0 眶，高肢电站 5 台 2 5 0 0 Itt;总装机 500 iE以上电站有

1 0 个，国营黄坑电站 2 台 720 施，百丈砾电站4台 865眶，曲滩电

站7 台 850旺，银江黄石电站2 台 600眶，三洲龙潭头电站2 台 500眶，高肢

区黄坑电站2 台 500匠，大东进滩电站 3 台 625 施，青溪调和桥电站

3 台 600 Itt 0 其余为 500 Itt 以下电站共 334 站 3 7 3 台 16802旺。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及"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土法上马的"三

边"工程，投资大，效益差，水能被严重浪费，现在大都被沟汰，或

加以扩建改造，成为八十年代的新型电站。

第二节 电力建设发展速度

一九五0年，茶阳人民电厂装机 1 2 .5旺，年发电量 1 .8万度。

一九五九年，全县装机 1 8 台 4 3 7 .4旺，年发 6 6 .4万度，其

中水电 1 0 台 1 1 0 . 1 5施，年发 1 5 .715万度，年平均增装 48.6

旺，增发7.1 7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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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全县装机 149 1 施，年发 300 ， 88万度，其中

水电装机 7 6 2 眶，年发 7 8 .0 1 万度，年平均增装 1 7 5 .6施， 增

发 1 0.38万度。

一九七0年，全县小水电装机 9 0 站 9 7 台 4 5 4 3 匠，年 发

4 0 1 .3万度，年平均增装 6 1 0 .4旺， 增发 64 ， 65万度。

一九七五年，全县小水电装机 216 站 269 台 1 0 1 1 7 臣，

年发 1 8 3 2 .3万度，年平均 增装 1 1 1 4 .8 旺， 培发 2 8 6 .2万

度。

一九八0年，全县小水电装机 374 站 401 台 19135.8 施，年

发电量 4962.7万度，年平均增装 1 8 0 3.76施，年发 6 2 5 .98 

万度。

一儿八四年，全县小水电装机 3 4 7 站 413 台 2 9 472 眶，

年发 9 3 4 3 万度，年平均增装 2584.05 施， 增发 1095.08

万度。

纵观历程，我县电力工业发展逐年加快。 特别是一九也八年三中

全会以后， 得到迅速发展，装机总容量从建国以来的 15077 旺，

发展到 2 9 472 施，接近翻了一番。

一九八七年，我县将新建梅潭河中游的双溪电站，水库容量2200

万方，装机容量 3 x 3 200 施，实现全县装机 50742 耻的奋斗

目标。

第四章 本县电网建立发展经过

一九七0年，高陕陶瓷联办百丈砾二级电站225 iL机组投产， T

接百丈哥、一级 240 1iL札组 1 0 千伏线路(由 6 .3千伏改成) ，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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