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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电力志j·，是一部新编纂的地区性专业志。

l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们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旧方志的收集和新方志的修编。我们编纂《宜昌电力志》，是为

了继往开来，更好地为发展人民电业服务。同时，为湖北省电力工业局编纂《湖北通志·

电力志》，《湖北省电力志》和《当代湖北电力工业》提供史料。

本志所记述的；自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间宜昌地，市电业的发展状

况。

宜昌地方志自一八六四年(清朝同治三年)修编《东湖县志))后失修己逾百年。其

间，经历了几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加之内忧外患，故电业的历史资料所存甚少。

从一九)k-年三月中旬开始，宜昌地区电力局遵照湖北省电力工业局的指示，组织专

门班子和加强饵导，通过多方发掘与整理史料、分篇编写和总纂等工作，至一九八五年

六月完成了《宜昌电力志》编蔡工作。全志共设七篇二十五章六十一节，约八万余字，其

中二，三，四、五篇含全部电业历史。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用新观点，新方法、新

材料，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区特点、电业特点和详略得体。按照志书体例，横排纵写，

纵横结合，以文字记述为主，并附有图、表、照片，尽量保持史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在编纂工作中，得到了有关谡导人，部门，单位和同志的支持、帮助与指点，特表示

感谢。由于我们的编纂水平低，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望批评指正。

湖北省宜昌地区电力局《宜昌电力志》编辑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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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业概遵

宜昌地区位于鄂西南，居巫山山脉与江汉平原之间，地跨东径110。15 7—112。047，北

纬29。567—3l。347。全区辖宜昌，当阳、远安、枝江、宜都，，长阳，五峰，秭归，兴山九
I

县。省辖市一一宜昌市在其间。总面积211531平方公里，大体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耕地
f

面积425．87万亩。总人口361．65万人，椠中农村人口294．54万人j
I

境内河流纵横，水力资源丰富，除长江三峡，葛洲坝和清江的芭王沱，隔河岩，高坝

洲等五个大型水电枢纽可装机2944万千瓦外，还有大小河流九十九条，冰能总蕴藏量13 5

万千瓦，能开发利用的有85万千瓦。煤炭资源也大，全区除枝江外，八个县有煤，总蕴藏

量1．31亿吨。可谓能源富庶，得天独厚。

宜昌市乃鄂西重镇，素有“川鄂咽喉斗之称。一八七六年不平等的《烟台条约》辟宜昌

为通商口岸。早在一九一三年宜昌城有私人创办的光明电灯厂，经营数载后因亏损停业。继

有碾米厂，机器厂，洋行等十八家兼营电灯业氖一九三二年宜昌永耀电灯厂建立，独家

经营。一九三四年改组为商办宜昌永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建国前宜昌市仅有一台5 00千

瓦汽轮发电机组，供电电压6．6千伏，线路13．5 6公里，配电变压器515千伏安。

其它县镇电业：宜都光耀电灯公司于一九二六年创立。嗣后，宜都古老背光明电灯公

司，鄂西煤矿公司自备电源、官办宜都电厂、当阳日军自备电源，五峰曹家坪水电站等相

继建立。

上述民营电业，对发展经济，便利民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制度的原因，有的破产倒闭，有的被迫停业，幸存者也是惨淡经营，前景不

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酒导下，对

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电力工

业是国民经济的总动力部、先行官。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贯彻执行了“水火电

并举，因地制宜力，“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帮和翻国营为主，民营为辅一等方针，宜

昌电力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改造老企业l 一九四九年七月宜昌解放。宜昌市人民政府为了发展

荣经济，改善社会公益事业，重视并积极支持商办宜昌永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职工的政治热情高涨，一九五一年元旦实行了公私合营

制，经营方向，生产调度，劳动工资，财务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改造。

的稳定和完善，子一九五六年七月过渡列全民所有制企业，胜利完成了对资方企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

l开辟新电源l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用电的需要，在口一五黟期问宜昌市

增加了火电5 0 0千瓦。“二五黟期间电力发展较大，宜昌市又增加了火电5 4 0 0千

，瓦，水电1 5 0 0 0千瓦，为配合开发煤炭资源，在秭归郭家坝建火电7 5 0千瓦。但仍

跟不上工农业用电增长的需要，故“三五”计划的头一年宜昌市再增加火电4 2 0 O千

瓦。

由于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中央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宜昌电业为了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对火电布局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

四年，拆迁了郭家坝750千瓦和宜昌市两台500千瓦机组，建成了宜都电厂，百里洲电厂，

枝江电厂。

为了发挥水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国家开发了长江葛洲坝水电，二江电厂于一九八一年

七月开始发电。东山水电厂扩建的2 X 1 2 5 o千瓦水电，子一九八一年二月发电。农村小

水电，自七十年代以来发展很快，如雨后雨笋，星罗棋布，至一九八四年底止，全区上网

小水电装机l 0．1 9万千瓦，占可开发利用的1 1．99％，年供网电量达2．33亿度。

此外，还有厂矿自备5 oo千瓦以上小火电四处，六台，共计0．85万千瓦。

【建设大电网1 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电力供需矛盾突出。从“l三五’’计划开

始，狠抓电网建设。一九六六年四月，第一条3 5千伏松(木坪)枝(城)线及第一个3 5

千伏枝城大桥临时变电站投产，由松木坪电厂供给枝城大桥施工用电。

为了解决国防、军工和葛洲坝的施工用电，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条1 1 0千伏沙

(市)宜(昌市)线和第一个1 10千伏伍家岗变电站投产，与省网相联，改变了小网孤立

经营，电力不足的状况。从此，宜昌电力局的任务由发电转为供电，几台火电机组相继封

存或调走。

葛洲坝二江电厂#l机组的投产，由宜昌地区第一个220千伏自家冲变电所和第一糸

2



2 20千伏葛(洲坝)白(家冲)I回路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配合运行。从此，宜目

电力供需矛盾基本缓和。宜昌地区电力局担负着葛洲坝电力外送的繁重任务，电能从葛

荆，葛潜、葛胡，葛双，葛武线源源送往各地。

宜昌电网建设发展迅速，一九]k--年底九县一市己全部联网。一九八四年末，计有，

水电装机总容量108．44万千瓦(其中葛洲坝二江电广96．5万千瓦，宜昌市东山1．76万千

瓦，各县小水电10．19万千瓦)。220千伏线路七条，总长356．65公里，220千伏变电所一

座，主变压器两台，总容量为2 4万千伏安。110千伏线路4 2 0公里，110千伏变电站十七

座，主变压器二十五台，总容量为33．53万千伏安(其中用户自备七台，计7．55万千伏安)。

3 5千伏线路790．02公里，3 5千伏变电站四十七座，主变压器125台，总容量为23．94万

千伏安(其中用户自备11 1台，计18．9 7万千伏安)。6～10千伏配电线路4140公里，配

电变压器59．75万千伏安。电力电容器10．48万千乏(其中用户自备9．22万千乏)。用户同

步电动机五十六台，总容量为1．94万千瓦。

【当好先行官l 为了使电力先行，国家给电力建设的投资较大，仅葛洲坝水电第

一期工程就投资了24．7亿元。宜昌地区电力局的固定资产，一九八四年达到了12998．3万

元，为一九四九年的354．08倍。

一九八四年，宜昌电网最高负荷为16万千瓦，日最高电量达3 4 5万度，全年用电量上

升到10．19亿度(为一九四九年的2166．17倍)，其中l农村用电占7．2 0％，工业用电

占84．65％，交通运输用电占o．74％，市政生活用电占7．4l％。负荷中心在宜昌市，用电

量占55．1 3％。

自一九七一年与省网相联后，电力在宜昌地，市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显著。一九八

四年与一九七一年比较：

农村用电增长了59．24倍。己通电生产大队有2112个，占62．1％。农村人平年用电量由

0．44度提高到24．9l度。电力排灌装机3．86万千瓦，实际受益达95．6万亩，占全部耕地面

积的22．4 5％，大大提高了农田的抗灾能力。农副产品加工装机3．21万千瓦，其年用电量

占整个农村用电的31．5 3％，促进了乡镇工业的发展。

工业用电增长了1 6．29倍。增长倍数大的有；黑色金属工业33．75倍，化学工业暑o．78

倍，纺织工业16．47倍，造纸工业5．85倍。工业总产值：一九七一年为2．98亿元，一九八四
’

年为26．63亿元，十四年内增长了7．94倍。实践证明，电力是工业总产值快速增长的重要

条件。
，

§



年来，宜昌电业不仅为发展宜昌地、市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局直属

润36656．63万元，为国家建设积累了资金。

景】 宜昌电业在不断发展中前进，由建国初期仅有的一台小机组，低

线路，孤立经营的小厂，发展到现在以水电为主的、多机组、大容量和超

，起了根本性的，巨大的变化。今后，除国家拟在枝城煤炭中转码头附近

外，随着葛洲坝电厂全部建成和长江三峡，，清江等水电的开发，宜昌地区

的水电基地而载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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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宜昌电业一览表

序 企业

厂 名 地址 资金 发电设备容量 起止年月 主要负责人

号 性质

宜昌县城东 6万元 约100匹马力
民营 1913—1920 陈仲泉独家经营1 光明电灯厂 (银元) 柴油发电机门廖家台

益丰米厂 宜昌东正街 张剑秋

祥大米厂 宜昌空心楼 光 阮吉安
明

天后官米厂 宜昌天后官 倒

共18部柴油
闭

乾隆泰米厂 后

发电机组， 十

2 鸿昌机器厂
八

计326匹马
家

1921—1931 陈国卿

美华蕃菜馆 宜昌美华里
自

力
发 陈焕昭

兼
麦司洋行 营 外商经办

电
转运公司 灯 外商经办

轮船公司 外商经办

宜昌永耀
宜昌民权路

12万元 2×240匹马力
3

电灯厂 (国币) 煤气机 民营 1929—1934 黄耀基等集资经营

商办宜昌永 民权路 ；銮；j：匹马力 董事长顾嘉棠
1×140一“。

4 耀电气股份 民营 1934—1950

有限公司 一马路 40万元 1×500千瓦
经理冷开泰等

(银元) 汽轮发电机组

5 光耀电灯公司 宜都陆城镇 9千元 1 x 10+1×12
张秋生等集资经营

(银元) 千瓦柴油发电机 民营 1926—1950

6 宜都电厂 宜都陆城镇 迁建费 1 X 132千瓦 1938矩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

2．8万元 柴油发电机 官办 3—1 2．,EJ

1×8千瓦
郑树之等集资经营T 光明电灯公司 宜都古老背 民营 1929—1940

柴油发电机

1 X loo匹马力
8 鄂西煤矿公司秭归香溪河 民营 1931—1940 向晓珊兄弟二人

蒸汽发电机

1×25匹马力 日军投降后当阳县
9 专用电源 当阳城北 日军办 1940一1949 府接管继续发电柴油发电机

宜昌一马路 1 X 16匹马力
10 专用电源

永耀电厂内 柴油发电机 日军办 一1945 日军投降后被英商收回

11 曹家坪水电站 五峰渔关 木质水轮机5 民营 1942—1943 张宝善等集资经营
千瓦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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