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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云南电力工业的开发是比较早的。中国第一座水电

站——石龙坝水电站1912年建成发电，距今已有90年

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电力工业十分落后，装机容

量和发电量很少，昆明地区的马街子、喷水洞、玉皇阁

3个火电厂和石龙坝水电厂分属不同的公司(厂)，各

自经营，没有并列形成电网，就连马街子发电厂内的几

台机组也是各自运行，分区供电。新中国成立以后，云

南电网经过50年的艰苦创业，奋斗拼搏，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1959年12月基本形成滇南电网，1967年宣

以昆电网连网，1982年11月滇中与滇南电网形成连网，

实现了全省电网的统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云南省电力工业局在电网建设上，紧紧抓住

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依靠科技进步，

不断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注重技术人才培

养，强化基础管理，使云南电网发展成为电力调度、通

信、自动化、继电保护等专业齐全，拥有数字微波、光

纤、卫星、万门程控等先进通信设备和具备安全稳定控

制系统的现代化电网。进入90年代以来，云南电力工

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云南电网跨入了大机组、大电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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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网、超高压的新阶段，先后建成并投产了装机60

万千瓦的鲁布革水电厂、小龙潭火电厂、曲靖火电厂和

装机125万千瓦的漫湾水电厂，以及高海拔、超高压的

漫湾一昆明500千伏输电线路和500千伏草铺变电站等

输变电工程，昆明地区形成了220千伏双环网，电网延

伸至省内13个地州市，并以220千伏鲁布革一天生桥

输电线跨省与贵州、广西、广东电网连接，共同构成中

国南方互联电网，实现了云南向广东输送电力的新格

局，迈出了“西电东送”的新步伐。“十五”计划随着

装机135万千瓦大朝山水电站投产及500千伏大昆线和

宝峰变电站建成，贯彻中央“西电东送”战略目标的云

南电网将很快形成500千伏环网及500千伏送出与南方

网相连成为南方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网是由发电和用电设施构成的联系紧密、结构复

杂、层次分明的统一整体。而使这个整体协调运作的神

经系统是电网的各级调度系统，调度机构就是电网的神

经中枢。

随着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要求我们对电网调度的性质和任务有新的认

识，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电网调度管理的内容，研究和

探索新形势下加强电网调度管理的办法和措施，使电网

安全稳定优质运行，保障云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电力

需求。总之，电网调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长江后浪推

前浪，我坚信未来云南电网调度工作将更加进步，成绩

更加辉煌。

盛世编史，具有资政教化的作用。我祝贺(-z-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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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调度史》编写成功，现略写以上数语聊以为序。

缅怀为云南电力工业鞠躬尽瘁的先驱者!

向为电网调度事业艰苦奋斗的人们致敬!

二oo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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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云

南电网及其调度的发展历史。

2．本书排列、撰写大纲和体例，均根据中国电业

史志编委会和中国电网调度史编辑委员会的规定。

3．本书上溯到1912年开始有电，下至1999年，少

数史料和数据延伸至2001年。

4．本史书除按规定编纂了编辑委员会和编辑室人

员名单、凡例、序、目录、序篇、总论、分论、专论、

附表外，还增加了图片、大事记、组织沿革和结束语

等，以增强查阅的实用价值。其中，“序篇”概要记述

了新中国成立前电力工业发展的情况。“总论”以生产

力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发展为重点，记述云南电网50

多年曲折发展历程，以时系事，以类系事，既记事、记

实，又评论，通过对历史记录完整、翔实、实事求是和

对历史评价客观公正的原则分析、论述，进行全面总

结，力求得出经验教-z)JI和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分

论”以生产力为主线，抓住大是大非和主要问题，记叙

和论述各专业门类的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评价功

过是非。“专论”记述在云南电网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和

影响的重要问题、事件及其经验教训。



5．本书的“总论”和“分论”分章、节、目排列，

个别节下不设目；“序篇”按内容自然分段；“专论”按

题排列，不分章节；大事记按年排列；组织沿革按类排

列。

6．本书采用语体文，第三人称。

7．本书科学技术名词、术语采用国家或有关部门

审定的标准称呼。其他从习惯。

8．本书使用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按标

准在涉及数字时使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体制。

本书中的统计数字按《统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书的标点符号依据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使用。

本书使用的度量衡或物理量等单位均按国家标准

《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9．本书用公历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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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篇

序篇 ·3·

悠悠历史，峥嵘岁月。一部电网调度史，也是一部

电业职工创业史。在此分卷，我们试图拂去历史的尘

埃，让事物再现其真面目，不知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

俱往矣，过去既有彪炳千古的辉煌，又夹带着令人难忘

的遗憾。

1882年4月，中国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在繁华都市上

海乍浦路上海电光公司建成了。相隔30年后，即在大

清王朝倾覆的1'912年4月，在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偏僻

的地方，中国第一座水电厂——石龙坝发电厂诞生了。

这标志着云南逐步走出松明和煤油灯照明的时代，开始

享受电灯的光明。同时云南也开始走进电力灌溉和电力

加工的电气化初级阶段。诚然，那时的电力工业太薄弱

了，它仅仅是贫困落后中的一个点缀。

自从石龙坝发电厂开创了云南电力工业的先河，接

踵而至的是一批奋勇的创业者。

1914年，蒙自县商人马亦仙等人集资创办蒙自大

光电灯公司，开始兴建用两台英制90马力蒸汽机驱动

一台88千瓦的直流发电机的小型电站，于1916年5月^ A

建成发电，成为云南省第一座火力发电厂。 ／ 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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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南电网调度史

几年后，开远县商人筹建的通明电灯公司，安装了

英国制造的蒸汽机驱动22千瓦直流发电机组，于1921

年建成发电，直至1939年才停运。

1921年建水县商绅集资创办三益电灯公司，购进

美国制造的110千瓦蒸汽机一直流发电机组一台，因缺

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运行一年后便停业。

1926年河口县商会集资开办汉光电灯公司，用煤

气机驱动一台27千瓦直流发电机，直至1942年10月

被日本飞机炸毁。

1933年昭通县官商合办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进英国制造80千瓦火电机组建成发电，运行32年后

于1965年才停运。截至1936年，云南省电力装机总容

量为4770千瓦，其中水电2440千瓦，火电2330千瓦。

1934年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筹建云南纺纱厂，并在

昆明市城南玉皇阁建动力厂供电，称为玉皇阁电厂，该

厂安装英国茂伟公司生产的125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

台，由英国制造的2座链条炉供汽，于1937年建成发

电，这是云南第一座应用汽轮发电机组的火力发电厂。

1935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为解决个旧锡矿供电，

聘请德国西门子洋行工程师负责勘测设计开远县南桥水

电厂，由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几经周折才于1943年7

月竣工发电。南桥电厂安装德国华伊司工厂制造的896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2台。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沿海和内地的企业陆续

迁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为解决昆明地区的缺电困

难，于1938年3月开始建设昆湖电厂(马街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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