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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教兴国和北京院的各项事业向更高

层次发展的形势下，《北京设计院志》完稿问世。这是我院两个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全院职工的一件喜事。我受院志编委会之托，特

作此序，以志庆贺。

自1953年以来，北京院已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

40多年来，在原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直接领导和

关怀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我院规模从小到大，力量从弱到强，设计

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目前已形成了一支具有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队伍，

拥有现代化的设计手段，能够从事现代化大型炼油、化工工程设计和工一

程总承包的专业设计院。

回顾北京院40多年的光辉历程，走的是一条艰苦创业、自力更生、

勇于拼搏的道路。

五十年代，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炼油工程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完成

了上海、大连、锦州、锦西、抚顺等一些老厂恢复、扩建工程设计；负责了

抚顺石油二厂、茂名页岩油公司两大页岩油生产基地的设计；协助苏联

专家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一兰州炼油厂的设计工作。在实践

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学习，掌握了炼油厂的设计技能，加速了设

计队伍的成长，提高了设计和管理水平，为我院独立自主，自行完成大

型炼油厂的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十年代，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在石油产品上对中国的封锁和国内

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我院职工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严谨的

科学态度，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全面承担了我国的大型现代化炼油

厂一大庆炼油厂的设计任务。借鉴了国外的炼油技术，与有关兄弟单位

密切合作攻关，设计出被誉为“五朵金花"的具有新工艺、新技术、新设

备的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等炼油装置，使我国的炼油

技术接近世界同期水平，为国家石油产品自给开创了新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院职工顶着逆流，不断排除“左”的思想干

扰，从未停止过设计工作。同时，经历了院址多次变迁，职工转战南北，

住席棚、蹲山沟、饱尝艰辛，承受了巨大的磨难。面对着种种困惑，仍然



按期完成了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金陵石化公司炼油厂、燕山石化

公司炼油厂、荆门炼油厂、朝鲜烽火化工厂、阿尔巴尼亚巴尔什炼油厂、

武汉石化厂等国内外7座大型炼油厂的设计任务。同时还成功的完成

了七十年代我国第一套大型分子筛提升管催化裂化和多金属重整装置

的设计，使我国的炼油工艺在追赶世界水平上有了新的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院进入了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阶

段。在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

人才的方针推动下，在设计中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先后与兄弟单位合作

研制了常减压装置的节能技术；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新工艺和内、外

取热器新技术以及烟气轮机节能技术等一系列科技成果，取得了十分

显著的经济效益。至1994年末，我院独立承担和完成了国内外32座炼

油厂、石油化工厂的新建、扩建工程设计；完成了482套装置、100多座

油库、10余条输油管线的工程设计；开发计算机软件500多个；取得专

利权25项；有148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和部、总公司级各种奖励；34

项优秀设计获国家金、银质奖及省部级、总公司级奖励。1992年我院被

建设部评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先进单位；1993年被建设部、国家统计

局评为1992年中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单位(名列第八)；1994年

在第13次全国设计勘察会议上我院设计的福建炼油厂总体工程设计

被国家授予全国最佳工程设计特别奖。从1984年至1994年，共完成工

程投资140多亿元。

40年的实践证明，北京院的广大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

终坚持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攀登的攻关精

神和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取得了双丰

收。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北京院这支队伍，在各个历史的关键时

刻，是经得起党和人民考验的，它所完成的设计项目，遍布祖国的大江

南北和欧亚一些地区，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回顾40多年的历程，我们深切怀念在百废待兴、国家石油工业发

展的初创时期，为北京院的奠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田方、熊尚元、

张定一、刘东明、朱康福等老前辈们；衷心感谢先后在北京院工作过的

四千余名职工和为北京院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的同志们；深切缅怀

为北京院的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奉献毕生精力的同志们。他们的

名字及功绩将永载北京院的史册。

进入九十年代，石化工业已被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对北京



设计院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光荣

的。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继承

和发扬北京院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光荣传统，以“求实、创新”的精神，

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我院科技、人才的优势，

加快向科技型企业的方向发展，在3,---,5年内，把北京院转变为国际型

工程公司，大跨度地迈向21世纪。

根据国务院编纂地方志的有关精神，鉴于我院有40年的历程，且

众多的老同志还健在，为了记载北京院职工的智慧和时代精神，更好地

总结经验，教育后代，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1992年，院决定成立院志

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集中时间、人力，编修《北京设计院志》。三年来，

在石化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各部门

及处室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经过拟订规划、内查外调、汇集

史料、制订篇目、确定体例、落实撰稿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众

手成志的局面。

初稿形成后，数易其稿。又经过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严格把关，反复

斟酌、修改，确保了院志的质量。

此志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字工程，是我院广大职工特别是老同志及

参编人员的集体成果。在此，向编撰、审修的同志们致以祟高的敬意。

院志前后跨度40年，对历史回顾可能有不尽完善和圆满的地方，

希望全院职工在理解的同时，尊重历史，吸取精华，以史为鉴，在新形势

下，继续把我院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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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第一节机构与变迁

一、建院和调整发展时期

中国石化北京设计院的前身是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设计局，成立于1953年4月

28日。设计局是以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设计处为基础，同时从东北石油管理局和玉

门矿务局调入部分设计人员成立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炼油专业设计机构。当时燃

料部和总局的领导为了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集中国内部分炼油专家和留学归国技术人

员，建立了自己的设计队伍。

1956年6月，石油工业部(以下简称石油部)决定，撤销设计局，成立石油工业部北京

设计院(以下简称北京院)，同时成立的还有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勘

察院)，均直属石油部石油设计管理局领导。

随着炼油工业的发展，为贯彻执行天然油与人造油并举方针，1956年10月，石油部

决定成立抚顺石油设计院(以下简称抚顺院)和广州石油设计院，从北京院抽调了数十名

技术干部到抚顺、广州两个设计院工作。

1959年12月，经石油部批准，将兰州炼油厂设计科并入北京院，成立兰州综合设计

室(该室设在兰州)。

1960年4月，石油部决定，将勘察院并入北京院，原勘察院所承担的任务由北京院负

责。是年3月，为了培养储运和结构专业的中专技术人才，经石油部批准成立了石油设计

学校，隶属北京院领导，招收学员150人。12月，撤销石油设计学校，并入北京石油地质学

校。

1960年底，经石油部批准，将60多名技术及行政管理干部下放到西藏、甘肃和其它

厂矿企业。

1961年，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精简机构、下放人员的指示精神，将原

勘察院合并到北京院的勘察技术干部、生产辅助部门的100多人和勘察设备一起调往大

庆参加石油会战。是年，撤销了兰州综合设计室。1964年3月，根据石油部政治部决定，成

立了北京院政治部，编制有组织、宣传、人事、保卫、团委等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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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7年4月，由石油部军管会派3名军代表进驻北京院，实行“支左”(后增加到12

人)。

1968年9月，北京院“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革委会由军代表、领导干

部和群众代表共12人组成。同年10月，将原来的8个室和党政系统改编为10个连队的

建制。

1969年4月27日，150多名职工下放到石油部的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是年11月2

日，革委会决定将原10个连编为3个综合连：一连承担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和援外工程设

计，二连承担其它炼油厂的工程设计I三连承担五号炼油厂(即湖北荆门炼油厂)的工程设

计，生产管理和后勤系统编为直属排。是年11月18日，石油部军管会决定：一连留北京，

二、三连迁往湖北。年末，院机关和二连迁入湖北省钟祥县，三连迁入湖北省荆门县，至一

1970年5月，迁入湖北的职工和家属共800余人。

1970年3月20日，院军管组和革委会在荆门县红卫中学召开了革委会扩大会议，宣

布了石油部军管会2月25日的决定：将已迁入湖北的北京院二、三连及机关行政系统的

部分人员和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已去五号炼油厂的一个研究连，合编组成设计研究大队

(以下简称设研大队)，划归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第八分部领导，仍按连的建制管理。1970

年5月，二连由钟祥县迁往荆门县。北京院革委会的主要领导、部分科技和行政管理干部

30余人，于3月底返回北京。

1971年5月25日，燃化部军管会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北京石油化

工总厂，并入该厂的设计所(后改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其余人员到新成立的燃化

部规划设计总院工作。是年9月，院军管组宣布：北京院革委会撤销。至此，北京院的名称

就暂时停止了使用。

1972年10月，设研大队改名为荆门炼油厂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设研所)，又恢复了

专业室。

1973年11月，根据燃化部指示，荆门设研所原北京院的设计人员返回北京参加北京

石油化工总厂30万吨／年乙烯工程会战。由于形势的变化，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隶属关系

没有正式明确。

1974年11月22日，燃化部决定将荆门设研所的设计部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成

燃料化学工业部炼油设计院(以下简称炼油院)，为地师级单位，其领导关系实行部和省双

重领导，以部为主，职工拟从现有的600余人扩大到1200人左右。后因情况变化而未能在

石家庄建院。

1975年1月19日，燃化部决定从抚顺石油一、二、三厂抽调部分技术干部充实炼油

院，共调入163人，其中科级干部19人，技术干部94人，其他50人。是年3月，燃料化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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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5年，为学习外国的先进炼油技术，组织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克服重重困

难，收集了大批资料。经过与生产科研单位合作，不断进行技术攻关，在炼油新工艺、新设

备、新技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院的体制几经变化，大部分职工迁到湖北三线，一部分继续

留在北京工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虽然十分困难，但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创造条件，

从未中断过设计和科研工作。

在1969"--1975年的7年中，北京院职工顶逆流、蹲山沟、住席棚，先后完成了北京东

方红炼油厂、荆门炼油厂、武汉石油化工厂、山东胜利炼油厂等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同时还

完成了中国援建的阿尔巴尼亚巴尔什炼油厂和朝鲜枇岘炼油厂(后改为烽火石油化工厂)

的全部工程设计，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78年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

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广大职工以满腔的热情报效祖国、献身四化。在设

计中，他们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以节能、提高产品质量，搞好环境保护和增加经济效益为重

点，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的科技成果，为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总公司成立的10年中(1983一--1992年)，设计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北京

院抓住机遇，抢时间，争速度，共完成9座炼油厂和175套装置及配套系统的设计任务，完

成工程总投资额达60多亿元。

北京院这支队伍在石油部、总公司的领导下，40年来，坚持顾大局，识大体，服从国家

的需要和安排，自觉地形成了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攀登的攻

关精神，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是一支素质高、技术精、能吃苦的队伍。

进入九十年代，这支队伍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狠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新生力量。至1992年末，全院有职工1306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967人，占职工人数的74．9％；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6人，高级工程师347人，工程师

276人。

1986"1992年，在技术人员中，被国家授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称号的1人、有突出贡

献的专家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11人，总公司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7人、劳

动模范1人、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人。

一定章、厶々，

第三节基础设施

1953"--1969年，北京院有办公楼1．47万平方米，单身宿舍楼1833平方米，家属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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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万平方米，职工食堂1000平方米。

1969年以后，由于队伍分散和搬迁，原有基础设施大部分交给外单位使用。1991年，

在德外后九条建成了新的设计业务楼，共2．6万平方米，并陆续建设了一批职工住宅，至

1992年底，已有住宅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

二、设计装备

1953"-'1974年，设计装备主要是计算尺、绘图仪和少量手摇计算机。随着设计工作的

发展和科技进步，自1975年购进一台TQl6型电子计算机起，设计工具和装备的更新才

有了新的突破。八十年代初，引进了PRIME550小型计算机，多功能计算器在全院普及，

并配备了PCI500机70余台。1986----1992年装备了IBM4381计算机和CDS4101 CAD系

统，陆续购进SUN工作站15台和微机100多台，使北京院设计装备达到了新的水平。

三、辅助生产装备

建院初期，出版装备只有一台单面碳精灯晒图机和一台对开搬把切纸机。1955年以

后，逐步装备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单、双面晒图机、对开切纸机和捆包机。从1984年开始，

陆续引进了荷兰的Oce655、669、4200等晒图机，晒熏一次成图，效率成倍提高，月晒图量

达10万张1号图。

打字工具，长期为机械打字机，劳动强度大，效率低。1987,---1992年，先后配备了文字

处理机7台，微机9台，打字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

复印设备，七十年代只有自行研制的一台硒平板式复印机。进入80年代，不断引进了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多功能工程图纸复印机。至1992年底，有不同类型的文件资料复印机

36台，不仅提高了复印效率，缩短了设计周期，而且还为一次成图、地形图缩放、底图翻版

和设计文件的重复利用提供了方便条件。

四、通信设施

建院时，北京院办公楼内只有几部电话分机。1954年，在六铺炕办公楼装备了一台供

电式交换机，其容量由开始的50门逐步扩充到200门。1970年，北京院大部分人员迁至

湖北荆门后，在当时的设研大队安装了一台供电式交换机，容量为30门。1976年，在北京

燕山区羊耳峪办公区内安装了一台供电式交换机，容量为50门。1984年，在海淀区四环

路旅馆办公时，安装了200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和一台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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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新建的业务楼内装备了自动化较高的MSL--1NT程控数字交换机一套，

容量初装为600门，终期可扩充到1200门。该机数模兼容，电话和计算机可以联网，并利

用办公室里的电话线路，通过MSI一1NI数据接口设备与微机连接，实现微机之间互访，

以达到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工作效率的目的。

五、技术资料与图书馆藏

1953年建院时，只有少量的底图和蓝图。1964年，底图达17．1万张，蓝图51万余册。

到1992年底，经过技术鉴定作废了部分底图和蓝图后，仍有工程设计底图62万张，蓝图

35万册。资料库的建筑面积已达1610平方米。

1984年，引进了一台缩微、检索系统设备。到1992年底，已缩微拍摄底图胶片40多

万张，制作检索卡片9万多张，同时，对常用的工程设计和重复利用文件编制了缩微卡片

检索程序及缩微档案代码对照表。

40年来，技术图书馆的藏书，以炼油化工工程图书及资料为主，至1992年末，共收藏

中外文书刊文献资料40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11万余册；外文图书2万余册；中外文期

刊22万余册f标准、样本、定额4万余册；工具书5千余册；情报、会议资料5千余册。这些

图书资料为工程设计提供了技术信息和依据。

一、工程设计

第四节成就

1953"--1992年，北京院共独立完成了国内外32座炼油和石油化工厂、419套装置(分

布在62个炼油、石油化工厂中)、102座油库、10条长距离管线的工程设计和现场服务工

作。与16家外国公司进行了45套装置的技术合作。

五十年代，北京院的设计人员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掌握炼油工程的设计技能，首次完

成了石油六厂甲苯车间设计，生产的甲苯满足了当时国防急需；配合苏联专家完成了中国

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炼油厂(100万吨／年兰州炼油厂)的工程设计，完成了中国第一条原油

长输管线，即克拉玛依一独山子管线的设计；为配合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完成了第一座

机场油库(首都机场油库)的设计。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六十年代初，北京院承接了大庆炼油厂的设计任务，这是北京

院独立自主自行设计的第一座大型(250万吨／年)炼油厂。六十年代中期，与兄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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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科研生产单位共同协作设计了催化裂化、尿素脱蜡、延迟焦化、催化重整、新型催化

剂、添加剂等新装置和国内第一次采用联合装置设计的胜利炼油厂，使中国炼油技术接近

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为了解决航天和新型高速飞机的油料，北京院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

了新型材料——特种润滑油脂(氟油、硅酯)，并在北京、四川等地建成投产。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北京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湖

北荆门炼油厂、武汉石油化工厂等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完成了援建阿尔巴尼亚的巴尔什炼

油厂和朝鲜的烽火化工厂的设计。同时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第一套大型分子筛提升管催

化裂化装置和第一套多金属重整装置，推动了炼油新技术的发展。

八十年代，完成了以上海炼油厂常减压为代表的老厂节能改造及石家庄炼油厂、泽普

炼油厂、大港炼油厂、广州石化厂二期扩建工程等的设计。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北京院为主，在兄弟单位的协作下，完成了福建等炼油

厂的设计和配合施工。在福建炼油厂的设计中，打破了传统的设计模式，总结和引用国内、

外先进经验，开拓性地采用装置和罐区的密集型布置，用先进的DCs集散型控制技术，节

约工厂用地，实现热能高效利用，节省工程材料，建成了一座信息集中，调控准确，便于生

产管理，有利于安全生产，经济效益好的高水平炼油厂，使中国炼油厂设计又上了一个新

台阶。
．

二、科研成果

40年来，坚持开展科技攻关，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与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协

作，围绕炼油技术这一主题，不断开展科学试验，在炼油工业新工艺、新流程、新技术、新设

备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十年代，为满足国防需要，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究开发了庚

烷脱氢环化制甲苯的新技术。六十年代，与兄弟单位合作共同开发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

催化裂化、尿素脱蜡、延迟焦化、铂重整、新型催化剂、添加剂及顺丁橡胶等新技术，同时还

自行开发了耐热耐磨的衬里、延迟焦化的水力除焦、加氢裂化高压反应器、空冷器等先进

设备，推动了中国炼油技术的发展。七十年代，先后开发了提升管催化裂化、多金属重整等

新工艺；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径向反应器、单程大型立式换热器、四合一烟道加热炉等

新设备。八十年代，在总公司的组织领导下，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制造厂、炼油厂等以协

作方式横向联合，进行“一条龙”科研攻关，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北京院

共有128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和部委的各种奖励。科技成果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用于工

程设计，并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1982年，经过科技攻关，完成大庆常压渣

油催化裂化技术，同时还合作开发了内、外取热器、快速分离器、新型进料喷嘴等。到1992

年底，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已在国内10余套装置上推广应用，年创经济效益达数亿元。

北京院与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究成功的烟气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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