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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甘肃的石油化学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

章。本世纪30年代，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成为全国石油工业之开

端；50年代末，全国首座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和第一批大型

化工企业之一——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竣工投产，使兰州成为我国最

早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70年代，又在陇东地区建设了长庆油田。

甘肃为祖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编纂

甘肃石油化工大事记，是一件资政、存史、教育的好事，也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任务。

《甘肃石油化工大事记》是《甘肃省志·’石油化工志》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作为一本资料索引，勾勒了全省石化工业发展的脉

络，纵贯古今，内容丰富，提纲挈领，文字简洁。既能与整个志

书相互映衬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又可概括历史具有经世致用之价

值。古为今用，同行一览受益；以史为镜，重在教化资政，其意自

不待言。

编纂大事记的原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尊重史实，客观地记述事情的本来面目；略古详今，注重当

代。

《甘肃石油化工大亭记》体现石化行业之特点，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重点反映甘肃石化工业生产，科技、教育等内容。其选录要点：

’玉·



(1)中央和省上对发展甘肃石化工业的重大决策和批示。(2)

生产科研方面反映历史水平、起过历史作用、当时处于全国前列、

填补国家和省内空白的大事。(3)主要生产装置的建设、投产和

重大技术改造。(4)中央和省上对各单位生产、科技、管理、经营

等方面的奖励。对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奖励选至省一等、部二等奖以

上；中小企事业单位选至省二等、部三等奖以上。对优质产品奖，

大型企业选至部优以上，中小企业选至省优以上。(5)省石化厅

(局)机构沿革及主要领导人、大型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命。

(6)各石化企事业单位的组建和发展概况。(7)对历次政治运

动中的诸多事件，择其影响全局性的大事。从总体上，选录中小型

企事业单位的’大事宽于大型企事业单位。

大事记的原始资料主要来自基层，亦有部分搜集自中央有关部

门和省档案馆，图书馆。编纂工作历时两年，对资料经过认真筛选

整理，反复考证核对，力求翔实可靠。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曾得到

有关单位的积极协助，很多热心修志工作者和各方业务骨干提出过

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限于编纂者水平及其他原因，错漏之处

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教口

《甘肃省志·石油化工志》编纂组

1990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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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上不划界，尽量追溯；下限断至1987年底，个别条

目有所延伸。

二、体例。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以时系事，以事类从。日不清者记为是月，月不清者记为是

年。同年，同月，同日者用。A弦符号表示。。

三、结构。为向读者提供完整概惫，便于阅考，故将《大事

记》按性质分类(详见目录)。：， ．
．

四、行文。按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印发的《甘肃省地方志

行文规定》执行。用字以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为

准。标点符号按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

修订发布婀《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五、数字。统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发出的联合通

知，规定自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疵定》执行c』 ．．．

六、计量。统角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

位，入注o ，，

七、符号、代号。文中使用的专业符号，代号，科学技术术

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



习惯。

八、称谓。凡历史朝代，一般沿用通称，并加以公元纪年注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

官职，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名 Ii、、

九、本书对主要组织机构采用习惯简称，省内有关部门按国家

同类部门简称类推。简称如下；

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委—一国家经济委员会．。 K_。≯ 。i．
-．

国家财委_一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 ．；i_．∥j ：‘

国家建委——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一一㈦：；， ÷+ __ 。

国家科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石化部一一石油化学工业部 ㈠ ：

。燃化．部—_燃料化学工业部√ ．，，， ．，

石油，部——石油工业部 ．．．

，

，“化工部——化学工业部 4} ．

省 委——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

省政’府_甘肃省人民政府。 一i。
兰 炼—_兰州炼油厂’．‘兰州炼油化工总厂

兰 化——兰州化工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玉门局——玉门矿务局，玉门石油管理局

长庆局_一长庆石油勘探局 一

刘化厂——甘肃省刘家峡化肥厂

?，盐’化厂—_甘肃省盐锅峡化工厂‘ 。

庆化厂_甘肃省庆阳石油化工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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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石 油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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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汉(公元25～2 1 9年)

酒泉郡延寿县(今玉门南)南，有山石出泉水如凝膏，燃之极

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此乃我国有记载的发现石油之始。

(以后西晋张华著的《博物志》、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唐朝

李吉甫注著的《元和郡县志》和北宋东史《太平环宇记》中，对玉

门石油矿藏均有记载。)

清 朝(公元1 644～1 91 1年)

同治元年至十三年(公元1862---'1874年)

玉门赤金堡居民入山采金，往来于石油河，见石缝渗出黑色油

质，试燃可着，附近居民乃掘坑取油，因名石油泉，并命其河为石油
、·。f

了叫o

光绪十八年至=十年(公元1892～1 894年)

俄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考察祁连山，调查了酒

泉玉门地质。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9月12日 甘肃省洋务总局和甘肃省制造油烟糖酒公司，聘请

在甘肃多年的比利时人林辅臣试办玉门油矿，并与林辅臣在兰州签

订合同15条。12月16日陕甘总督升允同意，呈报清朝廷外务部、商

务部核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油工业

是年 比利时人林辅臣调查玉门油矿，并取油样到上海化验，

认为油质甚佳。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11}-]27日 陕甘总督升允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试办玉

门油矿，去年曾申请让“林辅臣回国聘匠，并补置所缺机件。今秋

林辅臣殁于途’’； “其玉门石油，质亦甚美，惟距省太远，运销不

便，俟有余力再行开办”。次年元月20日，光绪皇帝批；“知道了一。

试办玉门油矿一事中止。

宣统三年(公元191 1年)

玉门赤金堡居民张锡武等人合股在石油河一带土法开采大小油

泉41处，最旺的15处，6至8月出油最多，全年产油约10至25吨，

销往河西、兰州等地，用以点灯和车辆，机器的润滑。

中华民国(公元1 9 1 2～1 949年9月50日)

民国2年(公元19"i3年)

甘肃省内务司长(袁世凯任内)，令玉门县知事调查玉门石

油，将原油送往北京化验，其结果：每一市两(31．25克)原油可提

取汽油1钱5分(4．7克)、煤油3钱(9．4克)、蜡2钱5分(7．8克)，

油质甚佳。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

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调查玉门石油地质。谢家荣于次年写

—l

l



民 国

出《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刊登于《湖南实业杂志》第54号。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

玉门地方当局在石油沟一带组织掘水井，深--N十丈(约100

余米)不得水，发现石油，遂土法采油，挖油井6个，全年约采油

2．5吨。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

春 玉门土法所产石油，原由赤金堡都司征收捐税。今都司被

裁撤，改由肃州城防司令部征收。后由玉门县政府征收。

12月 地质学家张人鉴受甘肃省政府派遣调查玉门石油矿藏，

并写出了调查报告，提出开发玉门石油的计划，发表于《开发西

北》笫l卷第5期。

民国19年(公元"1950年)

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玉门石油矿藏地质。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

甘肃省建设厅呈请省政府，拟将玉门石油河一带采油收归省

办。省政府批示： “俟能募拨巨款开发该项油田时再办”。

民国24年(公元1955年)

4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地质学家孙健初和测量人员周宗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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