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三“?；三
乞^一：二二芝一

，
。

专手。一．一一!}≥叠毒
vj邑～’乡——一专云一言。≮o

麟 3e戈。一：一．1、二
3。。‘若∥oz羹：





主任主编：张宗勋

副主任主编：臧家新

编纂顾问：欧阳发

主 编：、孙本立

副’主编：王晓宪

编 辑i张 新



l∥
’
‰

j‘
：
甏
鼍
竺
氯

撵
f囊

。

E
鬟

1：
一
o

l
j
，

l
—
二

囊
＼

＼
＼

_j{毫
*一

瑚
_-缈

遭



职工宿舍楼一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职工幼儿同



滞
瓣彰
蓠梅’一．．隔耐



省颁《最佳经济效益，·先进单位奖杯



刘蹇≥

▲惫
，lJ●lqIlIIlI

■■■■■●I■I●●[

j



序 言

序 ·1·

早在本世纪初，蚌埠己成南北通衢，．水陆枢
纽。达里商贾云集、百业振兴，电业至今已有七
十余年的历史。解放前，电业工人反饥饿、抗压
迫、闹罢工、护机器、迎解放，历尽坎坷艰辛；
解放后，又为新中国的电力事业流血流汗，奋斗
牺牲，业绩昭昭，可歌可颂。汇资编志，使他们

豕载青史，我早有此宿愿。怎奈心雄力拙而又机
不逢时，一直耿耿于今。

今逢盛世修志，我局于1984年抽调专人，千
里收集资料，终使行将散失的历史资料得以保

存。两年来，局志办同志辛勤笔耕，完成了《蚌埠
电业志》稿编写任务。这是蚌埠电业吏上从未有
过的一件大事。

达部电业志追溯了蚌埠市电业的起源，记述
了七十余年蚌埠电业的兴衰起伏，突出了供用电
的专业特点，是一部资料性著述。人们从达里既

可看到蚌埠电业的发展和变化，也可看到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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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它是管理人员的好工具，是职工教育的好
材料。

达部电业志在形式上采取横排门类、条目式
编写，记、志、传、图、表、录拜用，前有概述、

大事记领先，纵横交错，脉络清晰，但编写电业
专志毕竟是前无古人可鉴，向无模式可套的一件
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所限，缺

点和错误一定难免，唯望专家、学者和广大同行
批评指正。

张宗勋

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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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实事求是地记述蚌
埠电力企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忘记事上起于1915年，原则上，下继
于1985年，个别重要事件，‘追至停笔为止。

三、本志所称蚌埠供电地区，单指蚌埠市
区，怀远、凤阳、五河等三县以及固镇县的曹老

集区，与现行蚌埠市所辖三县(怀远、五河、固
镇)不尽相同。所称蚌埠市区，卸指蚌埠市本身，

不含县区。供电地区所辖三县供电志将以分志丛
书形式，陆续与读者见面。
·四、鉴于蚌埠电业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本

志只在发电事业方面追述过去，拜涉及供电局以
外的单位，其他内容均指蚌埠供电局本身而言。

五、本忘体裁，记、志、传、图、表、录拜
用。采用横排门类，条目编写。在记述蚌埠市电
力事业发展的同时，突出了供电、用电、电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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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本忘卷首中设概述。提纲挚领地介绍蚌
埠电力事业的起源、发展和现状，借以总摄全

书，给读者在短暂的时间内以总的印象。
七、大事记以时系事，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逐条记事，力求做到
“大事突出、要事不漏"。 ．

入、本志中年、月、日均以公历计算，地名
称呼，．拟《蚌埠市地名录》为准。志书涉及到的
人物，均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不加职衔。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不发空议。
力求文字简洁、朴实、流畅。

十、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加引号，以后为
行文简便一般省略不用。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录于档案材料及各
单位提供的材料，部分来自采访记录及回忆录，
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蚌埠位京沪铁路中段、扼淮河咽喉，民国初
年已成皖北著名商埠和军事重镇。1913年安徽省
督军公署迁蚌，次年，却在署内装48千瓦蒸汽发
电设备一套，1915年发电。公署大门前木雕灰色老

鹰嘴里吊着一只灯泡，是蚌埠市民看到家乡最早
的电灯。之后，税务总办唐少侯出面邀股集资办

起了民营电厂一一“光华电灯公司"。1919年正
式发电，蚌埠市民第一攻用上了电灯，时间仅攻
于省境内的芜湖和安庆。

光华电灯公司初期依靠倪嗣冲势力，街
能维持拜略有发展。后因日军入侵，设备遭破坏，

发电能力下降至300千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
民党派人员接收电灯公司，拜改为国家经营。以
后，蚌埠电厂虽经两次大的扩建，第一、二、三
发电所也拜车联网，终因设备陈旧和淮南35千伏
高压电的输入，于1954年停止发电。从此，蚌埠
结束了孤立的自发电自用电的历史。

五十年代末期，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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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起，人们又在尝试着各种形武的发电，如风
力发电、沼气发电、水力发电，因为带有盲目
性，不久皂P自行下马。．

‘六十年代开始；随着蚌蟓市经济发展，缺电此

较严重，频繁的出现拉闸限电。工厂利用余热发
电随之兴起，地方办电劲头增大，水火拜举。淮
河闸水电站、蚌埠热电厂在工业密集的西部地区
相继兴建。所发电力，虽属甚微，但缓和了蚌埠
市电力供需矛盾的紧张状况。

在供电事业方面，初为蚌埠电厂孤立对外供
电。解放后，煤城淮南兴建电厂，．发展电网，南
跨长江，北过淮河，蚌埠成为全省第二个用上

35千伏高压电的城市，时间仅次于省会合肥市。
1954年，蚌埠电厂移交给淮南电业局。从此，蚌
埠供电事业进入了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电网阶
段。 ‘·

·，

蚌埠市区北有淮河相隔，南有飞机场相阻，-
其形如带。工厂企业依此而建，早期电网发展也

只能相应而成。五十年代末期，市区东、中、西
各置35千伏变电所一座，增强了供电能力，基本
上形成了市区供电网络b

， 六十年代以后，电网先以35千伏、后又以110
千伏为主，分别向蚌埠市邻近的怀远、凤阳i五
河、嘉山、固镇等县区扩展，逐步形成了110千



伏地区供电骨干网络。到八十年代初期，蚌埠供

电地区不仅形成了东连五河，西至怀远、南达凤
阳、北接宿县，纵横7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型电网；

而且还形成了连结两淮(淮南市、淮北市)电厂
的220千伏联络电网。蚌埠电网的心脏一一东郊

变电所，总容量23万千伏安，与华东主网交换功
率最高达40万千伏，不但担负着蚌埠供电地区四
县一市一区(蚌埠市、怀远县、五河县、凤阳

县、嘉山县、固镇县曹老集区)的供电任务，拜

且向华东电网输送电能。 ．

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供电企业不断扩大。

蚌埠光华电灯公司正式对外营业时，只有职
：z20多人，年供电量不到20万度。蚌埠解放时，
电厂职Z93人，资产70万元，年供电量不到90万
度。1985年，蚌埠供电地区拥有35千伏以上的送
电线路1212公里(包括用户)；配电线路2640公
里(包括用户)；35千伏以上变电所30座，总容
量48．5万千伏安。蚌埠供电局拥有固定资产
6864万元，职Z1154人，年供电量达6亿多度，

分别是解放时期的98倍、12倍、711倍。下辖怀远、
凤阳、五河三个县供电局和一个电力企业公司，

年创利税近千万元，已成为全国电力系统中一座
中型电力企业。



目 录

序 言

凡 例

概 述

大事记⋯⋯⋯⋯⋯⋯⋯⋯⋯⋯⋯⋯⋯⋯⋯1

发 电⋯⋯⋯⋯⋯⋯⋯⋯⋯⋯⋯⋯⋯⋯⋯29

火力发电⋯⋯⋯⋯⋯⋯⋯⋯⋯⋯⋯⋯⋯⋯29

【蚌埠电厂】⋯⋯⋯⋯⋯⋯⋯⋯⋯⋯⋯·29

【光华电灯公司】⋯⋯⋯⋯⋯⋯⋯⋯⋯33

【光怀电灯厂】⋯⋯⋯⋯⋯⋯⋯⋯⋯⋯33

【临淮直属电厂】⋯⋯⋯⋯⋯⋯⋯⋯⋯34

【五河电厂】⋯⋯⋯⋯⋯⋯⋯⋯⋯⋯⋯·35

水力发电⋯⋯⋯⋯⋯⋯⋯⋯⋯⋯⋯⋯⋯⋯⋯⋯⋯⋯··36

【蚌埠闸水电站】⋯⋯⋯⋯⋯⋯⋯⋯⋯36
【臼山陵水电站】⋯⋯⋯⋯⋯⋯⋯⋯⋯37

【湾陈村水电站】⋯⋯⋯⋯⋯⋯⋯⋯⋯⋯37
【官沟水电站】⋯⋯⋯⋯⋯⋯⋯⋯⋯37

余热发电⋯⋯⋯⋯⋯⋯⋯⋯⋯⋯⋯⋯⋯⋯37

【水泥厂余热电站】⋯⋯⋯⋯⋯⋯⋯⋯38
【印染厂余热电站】⋯⋯⋯⋯⋯⋯⋯．38

【卷烟厂余热电站】⋯⋯⋯⋯⋯⋯⋯⋯3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