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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供电志>是记载广东省佛山地区电力事业演变过程的专志，

它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份。由于电力工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

集型的行业：就其特点．可从这一侧面寻找佛山现代自然科学发

展的轨迹．以及该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推动作

jf】j ?

，本志记载的年代上限是gkl913年成立“光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写

起，下限至】986年】2月止。所涉及的地域．于六十年代以前是以佛山

市区为主．以后贝4基本上按佛山地区行政公署所辖的归属供电部门管

理的县(市)．j截至脱稿时止．地域包括佛山城区、中山市、顺德、南

海、三水和高明等县。除本志外．各县(市)供电局均另有专志，详细

记载所在地区电力事业的兴衰史。

《佛山供电志》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年代的跨度太大，世事沧海桑

田．历史资料不尽齐全，曾邀请建国前的老i人进行过回忆，并到省、

市图书档案馆查阅了历史资料。对建国后的情况，则请历届领导和部

份老职工进行座谈回顾，并发动有关专业干部分专题进行撰写；编写

小组虽经综合、概括、反复补充、’修改和核实．但内容仍嫌不甚详尽。

错漏之处．有待指正。 ji i

在本志出版之际，特向曾关心支持本志编写和提供过资料的各级

领导、工程技术和管理干部以及工人，表示衷心的感谢o ；

《佛山供电志》编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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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况

佛山是个古城，始于东晋。隋开皇年问称季华

乡。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起改称佛山。它位于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中部，东北接广州，南通珠海、

澳门，西连江门、鹤山等市县。佛山气候温和．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早在唐、宋年同。

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相当发达。明清时．它与湖

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井称为

我国四大名镇。佛山的祖庙，以及陶瓷和制药等传

统工艺和民间艺术品驰臀中外。

佛山于1949年10月15门解放。1951年1月经政

务院批准成立佛山市。1983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实

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佛山市F辖中山市和南海、顺德、

三水、高明县，市区设汾江区(1986年又改分设城

区和石湾区)。垒市土地面积5496平方公里，人口

360万。市区土地面积77 4平方公里，人口29 2万。

佛山市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和各项

建设事业持续稳定发展．198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达lZSiL元，比1980年40 9亿元增长212．96％。

佛山市的工业行业较多，门类较全。以轻纺工

业为主。其中纺织、糖纸、陶瓷、电子和塑料已成

为轻工业的五大支柱。食品、中成药、铸造、机械、

五金、印刷和建材也有相当基础。农林自然条件优

越。土地类型多．义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农村桑基

鱼塘相问，桑、蔗、鱼、蚕相辅相生．农#牧副渔

协调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有一

定基础。商业贸易较为发达．销售网点遍布城乡，

外贸出口、对外加工装配、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

厂企和补偿龆易较多。旅游事业发达。

作为杜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工业～—电力建设经

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初步具备r能与地方国

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模。

1913年．由南海人陈振南发起成啦“光华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f简称光华公司)．集股份二万五千

股．共汁广东通用毫银二十五万元，兴办火力发电

厂。厂址设在中山路(即现佛山供电局物资仓库址)。

建厂初期．装有四台八十匹马力的进口旧柴油发电

机．发电能力200千瓦．这是电力进入佛山的开始。

后经陆续添置。到1924年．光华公司已拥有1970匹_

马力的发电机．发电能力为1520千瓦。1930年起。

发展到拥有七台机组．发电能力2900千瓦，这是光

华公司的鼎盛时期。1938年佛山沦掐后，陈广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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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光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陈振南之子)勾结日本侵略者，先后变卖了公司五

台发电机；剩卜两台。一台被日率人炸毁，一台

7501砸马力的停停发发。1941年．光华公司与广州

电厂签订供用电合约，由广州电r．沿广三铁路架设

13．2千伏送电线路，在中山路建一座容量为13(}0千

伏安变电站，线、站均由广州电厂管理．2．2千伏

出线由光华公司管理。1947年。光华公司赎回一台

发电机．经修理后于次年发电。至此，两台75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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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力的机组同时运行。发电能力1000千瓦。在广州

送电期问，光华公司经常不能按时向广州电厂缴交

电费，导致双方屡次发生纠纷。后因送电线路损坏。

加上广州用电紧张．广州电，‘曾九次停止向佛山送

电。1949年。广一佛送电线拆除，完全停止向佛山

送电。． ·．

光华公司发电后，电力通过2．3千伏配电线送

入市区。经配变出110伏送至用户。电力主要供茶楼、

戏院、商店和部份居民照明。用户最多时期达3600

户。

建国前的三十多年。光华公司虽然经过几起几

落。鼎盛时拥有一定规模。但由于设备残旧．经常

三天运行两天修理，每晚只能发电五、六小时。有

时还得分片供电。加七线路布局零乱，导线截面不

足，一些街巷电压只有50伏左右。佛山居民曾用“电

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来形容当时的市政

建设状况。

．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

限制、改造”的政策。让愿意接受监督和改造的原

光华公司资本家区欣荣、冯礼泉担任公司经理。公

司有职-【．60人。设经理2人，秘书1人。负责公司

的管理：l=作。

1952年．光华公司增加了一台150匹马力的发

电机．加上原有两台750匹马力的机组．发电能力

达到1100千瓦。1953年．佛山镇委派工作组迸驻光

华公司。组织工人维修发电机组．整治配电线路．

加强经营管理．生产状况有了好转。1954年。电力

开始进入工业领域，市区内的振兴榨油厂、锯术厂

以及十家织布厂率先用电作动力。光华公司日间发

一台机供工业用户，晚问发两台机供民用照明。由

于当时燃料供应紧张，价格较高，加上机组残旧，

不能满发．用电出现紧缺。为r解决予盾。1954年

起。重新架设广州西村至佛山的送电线路。全长

21．2公里．定名西佛线。在中山路羲建变电站，装

4台单相400千伏安变压器．其中⋯台备用。次年

4月正式送电。以趸售方式计费。当时的送电线路

按35千伏设计。13．2千伏运行。1955年4月．西佛

线投产．光华公司结束经营．成立“地方国营佛山

电业营业所”．负责佛山市区内一切供电业务。承

担维护管理配电设施。原光华公司的发电机分别拨

给增域、梅县和惠阳等地。

1955年4月20日。佛山市人民法院受理光华电

2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判决：原有股数25000

股，经登记及有地址可查的股权人中．属汉奸官僚

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应予没收的股份2776股；

属未登记股权、·或下落不明无法调查、或遗失股

票无法找到证明的共17 626股，这部分由人民政府

暂予代管。对于原光华公司内一台450千瓦发电机

及其附带电球一具．原是光华公司产业。在佛山沦陷

后。由公司协理陈广才勾结日寇将该机卖给广东

省民政厅厅长王英儒．王又转卖给广州电力管理

处。日本投降后，遂为“中央信托局粤桂闽区

产业清理处鬯所查封．光华公司以每月金圆券

615元租回使用。鉴于此。该财产应予没收归公。

佛山电力工业始于建国前36年，虽然发展缓慢。

，但毕竟开创了佛山电业的历史，为古镇文明提供了

’一定条件。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佛

山电业随着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和完善。

建国初期．私营光华公司基本上是靠地方政府

的扶持和借贷维持生产。供电范围仅限于市区中心

‘的商业照明和部份居民用电。配电电压2．2千伏．

动力用电220伏，·照明电压11 0伏。+

1955年西佛线送电后，市区配电网逐步升压。

从2．2千伏升为6～10千伏，照明、动力电压分别从

110--220伏升为220～380伏。广州电网廉价的电力

刺激了地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纺织、碾米、榨油

和机械加工业从自备发电转用系统电力。石湾、澜

石、联和、敦厚和石角等农村相继出现电力排灌网。

100千瓦以上装机的大用户迅速增加。从而促进了

电网的拓展。1962年。佛山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

建成。取消了13．2千伏和35千伏两个电压等级(指

市区)。同年9,q．佛山电网纳入珠江系统。1972年。

110千伏佛山变电站采取简易升压为220千伏(线路

变压器组供电o 1973年。配合茂广输变电工程。

佛山220千伏变电站升压完善化。区属各县电网相

继升压为110千伏。至此，以佛山为轴心的珠江三 ，

角洲大电嘲开始形成。其主干网架是220千伏芳村．

一佛山一江门和佛山一红星一韶关以及茂名一江门

一佛山输电网。110千伏线路已遍布各县市。

佛山电网自1972年起，经过七年大规模升压改

造和增容后，1979年开始实施以“调整、巩固、

提高”为重点的电网完善化计划。佛山、江门两市

环绕市区分别续建llO千伏变电站两座和三座．由



220、110千伏分区直配10千伏。并完成了市区lO千

伏配电网架的建设。1984年佛山市区已拥有四座

l lO千伏变电站，使环tOlO千伏供电半径最短缩到

3公里。两市升压改造的结果是：配电系统基本上

更新换代；重要，fI户实现了双电源双回路供电；无

功负荷就地平衡：与省、地电力渊度中心的通讯已

初步完善化。在此期闾．佛山fH区以新区为试点。
’

逐步推行高低压线路电缆化．配电变压器室内化。

．随着升压简化．供电安全可靠性和电能质量逐

步提高，线损率逐年下降。1982年与1975年相比。

佛山、江门两市区的线损率分别下降了49％和52％。

1983年，以佛山市区电网改造的经验总结为素材，

编写出版了<城镇电网的技术改造>一书，向全国公

开发行。



“大办钢铁”．“小土群”炼铁炉星罗棋布，配电线纵横

延伸．木杆、竹杆、铁线和单股线也用十架设临时高

压线路。由于标准质量低劣．屡有事故发生。“钢帅”

F马后．此类线路部份改为正规化主f线．部份拆

除。同年，继续架设佛山至金钦用，丰江乡两回lO

千伏农业用电主干线，沿线乡村迅速用上丁电。这

种以排灌站用电为主，立援邻近乡村供电的方式．

使佛山电力迅速向农村普及。由于难以制订合理的

统一规划，致使线路布局混乱．供电半径过大，线

路迂回曲折，甚至出现首端细、末端粗，f线细、

电网建设

支线粗的不合理现象，因瓶增加了小必要的电能损

耗．为以后的电时改造增臻rl；i；I难。

1958-ff!二水县建设的第讳35于伏夫蛲山娈1乜站

1959年．佛山专署为r进涉解决农田旱涝保
收，开展了大规模的电动排灌L．程建设。南海县建

设r 4个排穗站，装机75千瓦：顺德县建设，18个

排灌站，计648 t--瓦，其它各县也同时兴建水利』：程。

到1962年，珠江三角洲农村电动排灌有r较大发展．

35千伏线路陆续进入各县。同年8，i，建哦110千伏

劳村毫佛山线路．佛山变电站投产，首期教有一台

弈量为15000千伏安主变膳器。井先后建成佛山至

小墉，佛山犟肇庆永安、佛山至讧门等三回110千

伏输电线路。佛山站35千伏出线有佛山至丈沥、佛

山至官山、佛山擎源潭等三田1．10干伏出线六回．

分别向沙堤、『lf区、敦厚、fi湾、张槎、澜石和fi

角乡供电．以供佛11 r|打区为主。当时．佛山站由_睬江

电业局管理i

1962年电动排灌l强}10千伏配电线路分布情况

见表2一卜一1。

第二节农村电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63～1971年)

六十年代初．佛山专区农村电动排灌M迅速发

展．加快r珠江二角洲农,lkllI电的普及。当时农村

电州建设足以35千伏为￡，井围绕巾心电动排镬站

选址而展开嘲点布局。变电站址是以农电排灌负衙

中心为选择依据．许考虑’'地l：业和城镇用电的谲

、



县市名I线路长度(公里】 线杆基数(基)
——r——J-———————————一4-——————————
佛山市1 8．04 142

——一上——————_J——一一————番禺县1 209．51 I 2013

南海县 91．22 1258

三水县1 28 05 334

合计 367 82 4296

求。规划上． 搬两个35千伏变电站之『日J距离约20
公里．每·回35千伏线路长度不超过60公里。10千

伏线路走向呈放射形， 一般送电距离控制在20公砒

范孱内．个别边远地区枉电i￡偏移允许范嗣内适当

延长。由于珠江三角洲河嘲纵横，电网建设遇到的

突H{问题足跨江特高杵塔设il。和施【：上的困难．

许多河宽300米I’^L，要满足常年通航要求，杆塔

高度要在36～52米之间。

到1964年．佛IlJ电网管辖的佛ljl、南海、顺德、

三水和番禺等f订、县，仅有110千伙变电站1座，

增容后容镀达到46500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22康．

总容量83 880千伏安．线路254公节：10干伏线路

1 900公咀+已建成电动排灌站1 080个．装机73 21，l

千瓦：电排面积64．77万阿，电纛嘶静{113 0万卣。

，i}’{“℃一ft期．佛山农ffl乜HL{JJl￡规模，但

六十年代丰JJ建设的术构架简易35千伏变电站

设备技术落后．布局不合理等现象普遍存在，I：业

照明负荷义迅速增加。为此．珠江电业局以佛山为试

点，先后拨出专款700多万尢改造佛山农村电啊。

输电线路方面，以水泥杆换术杆，钢芯铝绞线换锅

线或铁导线。大导线换小导线。在变电站方面．以

正规站取代简易站，以混凝上构架取代木掏架．部

份设备更新换代，因而安会町稚性大为提高，为F

‘阶段的发展积累r技术经验，打F物质基础。

附：1964年、1969年佛山辖区35～110干伏电

M示意图(见图2一l—l、2 1—2)

第三节电网的升压改造
(1972—1978年)

t f‘年代．为迂应地方经济发展时电力的需求．

展开r夫规模的电M升艟l。稃1972年．前先对

1lO干伏红山I线采取小动杆基，小政杆犁．小换

导线，以带电作妲为主．简易政造升JE为220t伏

运行，诈将南海小塘红星站90 000 t伏安}：，璺J{i器

移装佛山站(梭线路变胜器组结线运ij)。为完成这

l 972‘F红山I线带电升膻为220千伏运{j，

I稚．佛IIJ地区供电公司成托“三结合”设计小组，

组姐I L人、r部和技术人焚参加会战．历时·个月，

1：程r7月24 11完成并‘次启动成功。从此拉开r

佛山I乜叫110千伏升压、增容、改造的序幕。这次

电网升压改造的指导思想是．除提高输送功率外．

还要结合改造调整10--35千伏M络砸局，实现·区

’个llO于伏站直配lot伏供电，逐步实现地方电

嘲完善化，以此达到简化电址等级，减少变电层次，

降低损耗以取综合经济放益。

r}}



1 964佛山辖区35—1 1 OKV电网示意图(图2—1—1)

诸运、甬肖 ·i西时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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