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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宁夏电力工业局局长何 潜 ·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下，在党的民族政

策的光辉指引下，宁夏电力工业从小到大，蓬勃发展。目前。一个体 ．．．

系比较完整、布局比较合理的电力网已经形成。 j薏’≠
。

宁夏水利资源和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有着发展电力工业的物质基

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种能源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

开发和利用，因而谈不到电力工业的建设和成长。解放后，特别是1958

年自治区成立以来，电力工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发水

电，兴建火电，水火并举，全面发展，到1985年，电网装机容量比1959

年增长55倍，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增长360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电力工业突飞猛进，在近三年的时间内，装机容量比1984年

就增长80％以上，发电量翻了一番，电压等级由110千伏上升到220千

伏，并与西北电网联接，使电网运行管理和安全经济调度工作提高到

一个新水平。
。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电力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自治

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飞速前进。自治区工农业总产值成倍增长，回、，

汉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迸一步巩固，

我区电力工业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十多年来，我区电力工业发展的成就，凝聚着广大干部、工程

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辛勤劳动和丰富智慧。为了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 ．

我们编纂了反映宁夏电力工业全貌的志书。这部志书，记述了1926年



至1985年宁夏电力工业的发电、供电、用电以及职工队伍等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还专设大事记，纵横交错，以横为主，囊括全局，它既展

示了宁夏电力工业历史之宏伟画卷，又记述当今之盛世昌明，既将老

一代电业职工的辉煌成绩彪炳于史册，又可启迪后人开创未来更加锦

绣之前程。因此它是一部重要的电业文献，对推动宁夏电力工业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局编纂委员会

和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用二年多的时间，编著出一部25万字的志书，

成绩显著，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编纂电力志的过程中，编写人员在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力

配合下，广收博采，走访调查，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贯彻求真求实的方针，去粗取精，秉笔直书，先是撰写了初稿，

之后又几经讨论，数易其稿，终使完成，而且做到了科学性、思想性、

资料性的统一，注意了突出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在文字上，也力求

严谨、朴实、简洁。’由于我们对编纂志书缺乏经验，缺点和疏漏在所难

免，希读者不吝赐教。值《宁夏电力工业志》问世之际，撰此为序言。

198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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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年董必武副主席视察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



宁夏电力局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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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电厂的1 0万千瓦发电机组



石嘴山电厂

青铜峡水电厂



石嘴山电厂河心水泵房 获

水利电力部优秀设计奖

Ii(；b轻便型可控硅直流高压试验

器 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全国电

力重大科技成果奖，I 9e0年全国电力

优质产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宁夏电力修造厂大缡技术革新

青铜峡：10千伏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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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可适当延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口×

X委员会，鼻西管局移为

"为宁夏水利电力局，



概 述

．1985年，自治区有人口415万，其中回族约占总入口的三分之一，还有满，蒙古等少数民

族。面积66400平方公里，共辖4市(含县级市两个)、2地，15个县，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

族省级自治区，黄河从境内斜穿而过，贺兰山自北向南，宁夏有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和煤炭资

源，为发展电力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旧中国，这种优势并没有得到发挥。

宁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并不落后，宁夏有电始予1926年。1934年，宁夏省政府与一些

商人，合资办起了“宁夏电灯股份公司一。1936年，宁夏电灯股份公司有煤气发电机75千瓦

l台(此台系清朝慈禧时代皇宫使用的发电机)，25千瓦l台，共为100千瓦，并于当年发

电，这是宁夏最早的公共用电事业。1947年又买了l台100千瓦船用三缸立式柴油发电机(未

投产发电)。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在宁夏的省会银川市和回族聚

居，农业发达的吴忠县分别新建银川电厂和吴忠电厂。到1952年末，宁夏总装机容量为582千

瓦，相当于建国前装机容量的6倍，并开始有了低温低压汽轮发电机组。

1954年9月至1958年10月，宁夏省建制撤销，并入甘肃省。由于煤矿，毛纺，造纸和汽

车修理等地方工业及灌区农业生产的需要，先后扩建了银Jlf，吴忠2个电广，石嘴山瓷厂，

石嘴山矿务局和汝箕沟煤矿等企业建设了自备电厂，各县也办起一些小水电站和电厂。这些

电厂由于规模小j只为本市，县和本企业供电，各自管理，没有互联。到1957年，原宁夏地

翻发电机容量达6119千瓦，相当于建国前6l倍。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宁夏的煤炭，钢铁、机械等工业开始大规模

的建设，特别是贺兰山煤田的开发，使电力负荷不断增加，根据宁夏水力资源和煤炭资源聿

富的优势，国家对电力工业采取“水火并举，因地制宜"的方针，开发水电，兴建火电。

经过27年的建设(1958,',-'1985年)，宁夏电力工业从小(机组)到大，有水(电)有火(电)，

由低(电压)到高，由厂成网。宁夏电网的形成过程，大致经过四个阶段。 (1)石嘴山～

银川电网(1958"-'1962年)，1958年8月和1959年3月，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和石嘴山电厂

分别建设。在这期间，石嘴山电厂先后投产3台机组，为2．4万千瓦，银川电厂扩建2台机

组，为2830千瓦，石嘴山至银川的110千伏输电线路投入使用，石嘴山电厂和银川电厂并列

运行。电网装机总容量为2．683万千瓦，开始有了中温中压机组； (2)石嘴山～银Jli～,青

铜峡电网(1963～1970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和“三五"计划时期，石嘴山电厂又投产3台机

组，为6．2万千瓦，青铜峡水电厂子1970年底投产2台机组，为5．6万千瓦，并建成银JlI刭青

铜峡110千伏输电工程，使石嘴山电厂与青铜峡水电厂并列运行(银川，吴忠，固原等地电

厂停发)，(3)宁夏电网(1971-'-,1980年)，在_四五一、以五五’’计划时期，石嘴山电厂和青’

铜峡水电厂有些机组继续投产，新建的中宁电厂2台2．5万千瓦机组也建成投产，并开始有了

高温高压机组。石嘴山，青铜峡，中宁三个电厂并列运行，送电地区扩展到盐池，海原等

J



县，电网进一步扩大而形成宁夏电网，最高电压为110千侠。1980午全电网装机总容量达50．8

万千瓦，为建国前的5000倍； (4)宁夏电网与西北电网联网(1981"-'1985年)，1985午11

月，大武i：1电厂第一台10万千瓦机组碱夏)甘(肃≯33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暂以220
千伏运行)，使陕、甘、青、宁四省(自治奁)的电网连成一体，从而使宁夏电网摆脱了长期

孤立运行的状况。从以上历史过程可见，解放前宁夏电力工业发展极慢，解放后特别是自治

区成立后，电力工业有了高速度的发展。1985年一天的发电量就相当于1949年发电量的3．7
一

倍。 ．．

：’“ _

一

．宁夏电网的建设，促进了自治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自治区的工农业总产直由1959"

年3．9107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36．317亿元，增长了9．3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3．6倍。

农业总产值增长5．9倍。
‘‘

宁夏电力企业分宁夏电力局属企业、县属企业和自备电厂。1985崖1-．，局属企业的装机容

量占自治区总装机容量60．912万千瓦的98．8％，。是宁夏电力工业的主体。

，1985年，宁夏电力局所属4座电厂装机总容量为60．2万千瓦，发电量为24亿受(其中水

电10．6亿度)，分别为自治区成立初期1959年的55倍和185倍6自治区每人平均占有发电量

为578度／年，．高于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400度／年。电网最高负荷为46．7万千瓦，平均负荷率

为85．8％。但全局18台发电机组技术状况按全国工业普查的标准，处于“国内一般水平彦

3台，处于“国内落后水平，，15台，发电主设备技术状况差是电网的一个薄弱环节。 。， 一

1985年，全区供电量21．4亿度，35千伏及以上的线路135条3789公里，分别为1959年的

195倍，，360倍。宁夏电力局下设3个地区供电局，18个供电所，除与甘肃省接壤的6个县

外，其余各市、县均由宁夏电网供电。自治区275个乡(镇)’已供电的237个，占83％，2906

个村，已供电的2198个，．占75．6％，575300农户，已供电378899户，占65．8％。此外，还向

西北电网和邻近省的少数县送电8769万度。 一

1985年，全区用电量为21．36亿度，为1959年的215倍。其中：农村用电2．84亿度，占

13．3％，工业用电16．53亿度，占77．3 oA，交通运输用电0．12亿度，占0．5B％；市玫生活用电

1．86亿度，占8．7％。工业用电主要是煤炭、铝、机械加工，石油、建筑、化学工业和黑色

金属等七个产业，占工业用电量的71％。农业用电主要是排灌和农副加工，占农业用电的

86％。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年用电量84度，每亩地平均年用电量21．9度。

1985年，宁夏电网累计上缴国家利税9．08亿元，而国家对宁夏电网累计投资8．8亿元，

已于1980年底全部收回。1985年，宁夏电网实现利润3111．4万元，为1959年的23．7倍，发电

成本22．23元／千度，比1959年降低72％，售电成本33．z4元／千度，比1959年降低71．3％；全

员劳动生产率22492元／人，比1959年提高18倍。社会经济效益，1985年自治区工业总产值．

21．78亿元，其中电力工业产值1．63亿元，每万度电创造11020元。

1985年，宁夏电力局职工8850人，为1959年的5．2倍。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在电力建

设和生产实践中，已经锻炼成一支不怕困难、。能打硬仗、勇于开拓的电力职工队伍，并于

1982年开始，参加国家援外的中，小型水电建设项目。宁夏电力局这支队伍的特点是年龄轻

(36岁以下的职工占70％)，这是企业发展的优势i而文化低，技术低、管理水平低，则是

企业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 ：，1 7i

、： ：
．

“电力必须先行，，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电力工业的方针和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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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从宁夏电力工业30多年的历史来看，长期以来，电力工业发展一直超前。所以在60，70{
年代全国大多数地区严重缺电的形势下，宁夏并不缺电。然而从1977年冬季开始季节性!

‘枯水期)缺电，1985年则严重到全年性缺电，限电约1．4亿度，占用电量的6．5％。其间虽!

然扩建石嘴山电厂，仍未能有效地解决限电问题，直至大武口电厂第一台10万千瓦机组授产， i

’情况才有改变。因此，解决宁夏电力不足问题的关键是新建大型电厂。大武口电厂的厂址方!

案早在1972年(缺电的前五年)就已提出，而在13年后才发电，其中厂址勘探6年，解决投：．

资、砖厂搬迁和水源问题化了4年，施工安装3年。可见，计划安排后，由于前期工作跟不：

上，延长了建设时间，电力就不能先行。这是造成宁夏缺电8年的直接原因，也是电力建设：
哟主要教硼。 ．

一
一

根据宁夏煤炭资源优势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电量，国家计划在“七五，，期间新建2座

大型火电厂，除了正在兴建的大武日电厂外，还有正在做前期工作的大坝电厂，设计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计划在1987年施工建设，1990年第·台机组投产，1995年全部建成。大武口电

厂和大坝电厂建成投产后，宁夏电力工业将成为全区经济建设的“龙头，，，对于发展目治区

经济，实现宁夏经济翻两番将起重要作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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