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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工厂创建时起，由于产

品对路，方向对头，作风勤俭，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工厂才一天一天

的向前发展。工厂的创建和发展，为武汉地区有机化学工业奠定了基

础，为培养化工人才作出了贡献，为武汉市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工厂的发展道路是健康的，它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

的教训。过去没有专人整理。今天，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及武汉市化学

医药工业局编志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厂编志办公室对工厂过去资料进

行了整理；对创建的老职工进行了走访。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了

《厂志》的编写工作，这对今后办好工厂是可起借鉴作用的。

让我们汲取过去有用的东西，改进过去的不足之处，使我厂沿着

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奋勇前进!

张同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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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弟一罕。 概 貌

第一节 地理位置

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在汉口易家墩工农路l 0号．工厂南畔汉江河流，北沿孵放大道，

东接湖北省药用玻璃厂，西邻东西湖区商业局汽车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全厂总占地面

积为l 6 5，l 3 0平方米。

厂内有一条约长1公里的柏油马路与解放夫道相连。厂外沿河岸有水运码头；西北方向

不远为舵落口火车站。

第二节 企业现况

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现有职工j285人(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属全民所有制的中型企

业。

全厂共商五个生产车阎，主要从事有机合成化工生产。主要产品有氯化苄、苯甲醇、苯

甲醛、三氮化铅、三氯化铁(为一车问生产)；工业苯甲酸、药用苯甲酸、苯甲酸钠(为

二、四车间生产)，尼龙1010、苯乙酯油(为三车间生产)；苯酐(为五车间生产)。

工厂还拥有与生产配套的机修车间(有车、钳、管、铣、刨、油漆、冷作、电焊、红炉

等技术工种)，动力车间(分设有电工、仪表、蒸汽锅炉、自来水厂)和合成材料研究所。

另外，还辖有一个附属工厂有职工108人(主要产品有氟乙酸乙酯、矸式氯化铝、副产盐

酸)。

一九七八年，能力为{0万夫卡的j争?东装置玻土动工；一九七九年，处理量为1万吨／天的

自来水厂正式投入使用；一九八。年，蒸发量为20吨／时的蒸汽锅炉和功率为1500尬的汽轮

发电机开始安装。

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设有党委办公室、宣传科、组织干部j件、保卫科、

人民武装部、厂工会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设有厂长办公室、计划调度科、技术科、质量管

理科、基建科、设备科、安全科、劳动工资科、环境保护科、能源科、供应科，销售科、财

务科、行政科、教育科等十五个职能科室。

工厂还建有职工食堂、医务保健站、幼几园和一所与武汉染料厂、武汉割氨，一合办能子

弟小学。

一九八一年全厂工业总产值为167377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全年上缴利润5077元，

拥有固定资产1190万元，动流资金总额275，7万元。



第二章 沿 革

第一节 发展概述

今天的武汉有机舍成化工厂是由五家私营盐号，九寥私营颜料号和三十三家化工厂(或

杜、组)．以新康化工厂为主体，扬子化工厂为支干。经过三十五年(1946"'1981)几分几

合的演变和发展形成的。

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是由商业转向工业的。其经济体裁经历了私营、公私合营和国营三

个时期。其生产方式由瓶瓶罐罐手工作坊式操作逐步发展为基本上实现了管道化、仪表和机

械．半机械化的工业生产。

第二节 私营时期的新康化工厂

一、前 身

新康化工厂的前身，原是经营食盐的商号，隶属上海大生贸易公司．该公司创建于一九

四五年，公司设在上海汉弥登大楼，下设茂生棉业公司和怡生盐号两个分支机构．

一九四六年，上海怡生盐号派员来汉，在中山大道“一江春。西菜馆(现汉口水塔隔壁

的武汉市中药材公司)开设怡生盐号汉口分号，张致平任经理，张吉仪任副经理兼南昌办事

处主任(南昌办事处设在南昌筷子巷)，专营海盐的运销业务．

一九四九年，全国各地先后解放。大生贸易公司股东们相继逃往海外．怡生盐号业务结

束，人员全部解雇。当时，怡生盐号汉口分号存盐六、七百担，南昌办事处库存盐七千余

担。同生盐号(为怡生盐号副牌)有盐一千余担。这些存盐以遣数费按职位高低不等先后分

给全体职员。

同年，怡生盐号汉口分号人员以万玉琦为经理，将食盐集中，租借汉口汉正街谦祥益布

店附近的一处市房，办起了大隆盐号。

不久，又以张致乎为经理，张吉仪为副经理合伙开设和丰糖盐号(地址在汉口汉正衡

15号)。

此时，同生盐号仍在汉口洞庭街7号开展业务。

一无五二年五月，大隆盐号、和丰盐糖号、同生盐号三号合并，在汉口洞庭村1号开设

同丰隆盐号(取每个盐号一字为名)。



大隆盐号、和丰盐号、同生盐号

股东、资本和资产情况(1950年6月底)

大 隆 盐 号 和 丰 盐 号 同 生 盐 号

股 东 资 本 股 东 资 本 股 东 资 本

张致平27，919，000一 张致平 17，576，666．93 王燧诚47，988，600一

陈之光 13，956，000一 张致和13，182，499．97 曲友诚38，390，900一

徐玉书13，956，000一 徐玉书 8，788，333．35 俞伯唐38，390，900一

万玉琦10，467，000一 张济安 8，788，333．35 吴辛叔38，390，900～

谈榕龄13，956，000一 张济华 4，394，166．68 张致平 5，278，700一

朱瘦梅13，956，000一 马志尔 4，394，166．68
净值总数：163，211，876．5～0

唐乃寅13，956，OoO一 李继泌 4，394，166．68
或固定资产l 19，460，000一

罗平常10，467，000一 谈榕龄 4，394，166．68
实有流动资产：14，375，187．6_5

汪镛科 6，978，OOO一 杨立诚 4，394，166．68

陈崇山 3，489，000一 王音员梅4，394。166．68

流动资产：159，682，722．02
陈之光13，182，499．97

除流动负债l 56，969，100一
张月华 4，394，166．68

王仲恂4，394，166．68
流动资金净值：102，713，622—02

胡季秀 4，394，166．68

王洪媛4，394，166．68

王桂馥4，394，166．68

张济璇4，394，166．68

谈泳南8，788，333．35

殷增琳 4，394，166．68

张吉仪 4，394，166．68

史帼英8，788，333．35

乔凤英8，788，333．35

蔡卓群 4，394，166．68

张溯源 4，394，166．68

流动资产l 195，081，688．95

或流动负债l 490，986，000一

流动资产净值：145，923，0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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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

一九五二年，根据人民政府商业转工业号召精神，同丰隆盐号在进行盐务收尾工作的同

时，开始筹建工厂。

同丰隆盐号采纳了原和丰盐糖号股东张致和(系张致平胞弟，当时任上海华侨化工厂工

程师)关于创建小型化工厂的建议，正式向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韭寓“新的康庄大

道弦之意，取名为新康化工厂，厂址设在汉口汉正街同兴巷7号。．全厂职工十六名，名单如

下t

张致平 张吉仪 朱传元 徐锡泉

徐玉书 王仲恂 唐乃寅 杨立诚

罗平常 余洪卿 冯少卿 谈榕龄

陈之光 吴芝兰 汪镛科 纪福生

同年九月，张致平、朱传元赴沪，找张致和商谈产品问题。由张致和提供有关氯化苄的

生产技术资料，朱传元组织人员进行小试验。

由于氯化苄上马投产需要一定时间，加之当时资金周转相当困难，于是，工厂先搞了肥

皂香精的生产。肥皂香精制造工艺简单，投资少，每磅能获利2元，每月生产i000"-'2000磅

供汉口汉昌肥皂厂使用。新康厂由此获利，从而弥补资金不足之困难。

一九五三年三月，武汉市全盐业的劳资协商会在汉口上海电影院(现中原电影院)召开

大会。同丰隆盐号弃商从工，汉口私营新康化工厂正式宣布成立。张致平任厂长，张吉仪任

副厂长，聘请原鼎中盐业公司汉口分号副经理朱传元为工程师。

三、扩 充

私营新康化工厂正式开业后，一面继续生产肥皂香精，一面加紧氯化苄产品的上马。不

久，由于香草油来源困难，肥皂香精被迫停产，工厂再度陷入资金不足之困境。

为了争；Tx-，i-界投资，工厂先后与五福盐号汉口分号、承康祥颜料号达成合并协议。于一

九五三年，由经理包馨圃带五福盐号汉口分号资金近3万元，人员九名(邹业鸿、严仲俊、

杜成章、刁子恺、张彦民、邵艮芳、杨其复、姚应璋等)并入新康化工厂，一九五四年，由

经理孙履元带承康祥颜料号资金3万元，人员十名(陈俊初．i谭吴英、钟正瑞、代学书、汪

隆树、刘良忠、王润民，吴方明、徐兴安等)并入新康化工厂。由此一来，新康厂的资金总

额从3万元增加到近9万元，职工人数由16名增加到35人。氯化苄产品的上马进度加快，于

一九五四年开始小批量生产。

不料，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El晚，新康化工厂氯化苄产品通氯工序发生一场严重火灾

事故，造成9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厂房、设备、原料均被焚毁。

火灾事故后，工厂临时搬迁到汉正街金庭二巷(临时生产车间)和兴安街(临时办公地

点)过渡。新康厂从市人民保险公司得到4万元的财产保险补偿金，监且一方面为市化工原

料商店搞一些来料加工，另一方面派出部分工人到中联制药厂等处做临时工，以此来维持职

工生活和筹积资金恢复生产。

一九五五年九、十月问，面临倒闭的私营柏林化工厂计十九人(厂长薛子仁除外)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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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化工厂。新康化工厂迁址汉口唐家墩34号，就在原柏林化工厂的旧址上开始恢复重建。

不久，迎来了全国，洼社会主义对资改遣运动，私营新康化工厂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

第三节 公私合营时期的新康化工厂

一、六厂合并合营：

在社会主义对资改造的高潮中，私营新康化工厂走向公私合营。一九五六年元月一日，

武汉市工业局化学工业公司在汉口汉正街1056号(私营建中化工厂办公室)召开公私合营成

立大会，公司经理尹本鑫在会上宣布：由新康化工厂、建中化工厂、其昌化工厂、汉中化工

厂，可大染料厂、良友化工厂等六家私营化工厂合并合营，组成公私合营新康化工厂。政府

派褒国华、孙季山、张书印、陈锦清、肖玉谦、易少舫、王定一等七名公方代表进厂。芷由

张图‘华任厂党支部书记，张致平任厂长，孙季山任副厂长。全厂职工148人，资产总额为26．5

万元。

合营后，工厂进行了企业整顿，采取集中管理和分散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四个月后，工

厂基本上恢复了全面生产，监陆续搞了氟化钠等新产品。

二、三次支援兄弟工厂

一九五八年五冠，新康化工厂的轿口车问并入国营武汉化工厂。
一 同年六月，新康化工厂的汉正街车间并入公私合营扬予化工厂。

一九五九年，新康化工厂党支部书记张国华、厂长张致平、工程师金效祖率部分工人支

援葛店联合化工厂．，同时带走该厂为葛化培训的七十名技术工人。 ．

三、东西湖两厂并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东西湖化学肥料厂、东西湖纤维厂并入新康化工厂。工厂改名

为武汉市新康化工厂，厂部设在汉口易家墩(原东西湖两厂地址)。

。．；四、与扬子、香料两厂合并：

扬子化工厂的前身为私营国粹理化工厂。该厂于一九四七年由楼隆范、康际霖、孙鼎、

陈光耀等人共同筹办。厂址设在汉口太平洋路，主要产品为硬脂酸。

．、 一九四犯年武汉解放前夕，国粹理化工，『_一部由搂恩明(楼隆范之子)、张光谱．江元

祥等率领迁往四川重庆。同时，楼隆范、陈光耀、杨时田、康际霖等人在汉口创建私营扬子

化工厂(厂址在汉口同益街2号，有职工21人)，主要产品为金鼎牌硬脂酸。 i

一九五O年，康际霖退出扬子化工厂，与张龙明(私营大光明马达电气焊厂厂长)另创

私营新中国化工厂(厂址在汉口刘家祺路郭家店1亏，有职工13人)，主要产品为白象牌硬

脂酸。

一九五三年，原迁重庆人员返汉，创建私营联谊化工厂(厂址在汉口五彩八巷3号，有

职工17人)，主要产品为三鸭牌硬脂酸。

一九五六年元月一日，扬予、联谊、新中国三家生产硬脂酸的私营工厂合并合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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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扬予化工厂(厂址设在汉中路谢家大巷5号，有职工54A．，英中资方11人，。

一九五八年六月，永兴炼油厂、青山矿药厂，以及新康化工厂居仁门车问相绻并入扬子

化工厂。

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公私合营扬子化工厂，国营矫1：7化工原料厂，国营银星化工厂

合并，虹成国营扬子化工厂。

国营武汉香料厂于一九五八年开始筹建，一直未能大规模生产。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武汉市新康化工厂与国营扬子化工厂、国营武汉香料厂合并，厂

名仍为武汉市新康化工厂。厂址在解放大道易家墩上首，路南为厂部和氯化车问，路驰为香

料车间和综合车间(硬脂酸及其盐类、硫化碱等产品)。

五、新康分为两厂：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正式将新康化工厂解放大道路北的综合车间及原香料厂旧址厂房

单独划出，成立国营武汉染料厂。路南仍为武汉市公私合营新康化工厂。

第四节 国营时期的有机合成化工厂

经济体制的改变：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新康分为两厂之后，全部资方股盒均留在新康，资方人员都在新

康厂拿股息，企业性质仍为公私合营。

一九六六年九月，资方股息停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该厂的经济所有削为

全民所有制，成为国营企业．

二、工厂改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长丰化工厂48人并入新康化工厂以后，于八月二十五日，正式由

市化工局社教分团党委、局党委批准同意将新康化工厂改名为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

三、生产专业化

工厂改名后，逐步进行了产品的更新换代。除保留氯化系列产品外，陆续新增了苯

酐、尼龙1010、涤纶等有机合成产品。现在，该厂成为武汉地区有机化学工业的主要骨干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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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 产

第一节 产品分述

武汉有机合成化工厂在其近三寸年的发展演变中，所生产过的大小产品掘不完全统计有

八十七种，其中除六十六种有历年产量记裁外，另有对硝基苯乙酮、苯乙酰胺、肥皂香精、

密陀僧，桔子油、盐基青莲、电解食盐．糖精、硝酸银、硫酸氩钾、磺亿油、香焦水、尼泊

金，甜发扮、雪花量、蜂蜡、硫酸高铁、氮化高汞、氯化胺、食用染料、食甩香精寻二十一

种无历年产量记载。

然而，由于原材料来源，产品销路，产品质量及其他种种原因，有些产品曩{陆续停产、

转向或被淘汰。比较定型和传存下来的只有氮化系列产品(童。氯化苄、苯甲醇、苯甲醛、三

氯化铝、三氯乙醛、三氯化锓、氯乙酸乙魏、碱式氮化铝等)和芳香族羧基酸类(如工业笨

甲酸、药用苯甲酸、苯甲酸钠、邻苯二甲酸酐等)两太类型产品。

一、传统产品I

化学名称I一氯甲苯

捌 名；氯化苄，苄基氟

分子式；C6H。CH3Cl

姑构式l CH：Cl
l

矿、
分子量：126．58≮夕

性 能，外观为无色或微黄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性气味，不溶于水，能溶于乙醇，

乙醚，氮仿等有机溶荆，比重为1．10／20℃，熔点为一43。C，沸点为
。 。

1'19℃．其蒸汽有催泪性．监刺激皮肤和呼吸道，易燃，能与水蒸汽一

同蒸发，在锬质存在时加热易分解。

网 i芝，本品可用于割逢三苯基甲烷类染料，苄基染料，苄基香料，挺药，在医

圣量工业中是{|；I】遣氰苄。笨乙酸、豢乙酰胺及笨巴比妥的重要原料。

氯化苄是新康化工厂的起家产品。一九五二年开始试截，年底得成品2吨，船运上海，

经五洲药厂、九福药厂、中法药房制迤青霉素试用．效果良好。

一九五三年，工厂从上海采购5000毫升的三口烧瓶，从青岛、太原、石景山等地购买甲

苯、液氯。采嗣原始方法进行小批量生产。从上海请皋师付砌土炉，以煤炭为加热燃料，炉

顶装油浴，油浴内显8个5000毫升的三口烧瓶，裁中盛甲摹．加热后通入液氯，反应后得粗

品，再以蜀样的土护油浴加热方式在5000毫彳{’烧兢中蒸馏得氯化苄成品。

一九五四串，武汉市遇到特大洪水，生产车阀内渍水，炉灶不能宴火，就用53．0,-,仑铁桶

制作简易炉灶维抟生产。

一，一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场火灾事故迫使氯化苄停产。

同年底．新康厂在唐家墩根据因陋就简、以土代洋原则，搭盖了十一幢芦席棚，购回小

型玻璃瓶和陶瓷耀，向附近农民借用手摇水车，从厂门口一条小水沟里车水供应生产(每小

时生产强：；水蚤为30吨)。经过数月努力、氮化苄生产恢复。

一九五七年，由中央化工部委托定点供应华北制药厂生产青霉素之用。

一九五九年，化工i簪进行。双革。推广。新康厂结合生产实际推广应用了“管道化法”．

氮化苄生产实现玻璃管道亿，改问歇通氛为连续通氯，使氮化苄的实际生产能力提高了2倍

以上，一九五九书产量迭275v电，为一九五七年的3．7倍。由于“双革。成绩显著，新康厂受到

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奖励。一九六。年四月，由新康厂党总支副书记马宝英代表该厂出席

了化工部和重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化工技术革命群英会’，新康化

工厂被该会评为先进集体。

一九六二年，氮化车间由唐家墩迁往易家墩后，工厂重新制作了氯化苄生产设备。

一九六，‘k睾，氮化苄分馏工序完全革掉了玻瓶土炉的原始生产方式，代之以搪瓷分馏

釜，生产能力琏一步增太。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氯化苄的生产逐步发展，至一九八一年底，年生产能力述1000吨，

实际产量涛940v连,。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于同年荣获湖北省优质产品称号。

二、氯化系列产品l

化学名称I

别 名t

分子式：

结构式：

分子量l

性 能l

用 途l

苯甲醛

苦杏仁油

C。H。CHO

0 c=＼HO

106

外观为无色透明液体，在常压时沸点为179℃，比重为1．046／20℃。凝

固点为一13．5℃，在水中的溶解度为0．3％，能溶于乙醇、乙醚，本品

在空气中极易氧化，氧化时如遇有机物(如纸屑、纱布)会引起自燃。

为医药中间体，可用作制辛可芬、苯妥英钠等，亦为染料和合成香料的

重要原料。

新康{L-r 1-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以甲苯通氯时的高沸物(二氯甲苯)为主要原料，经水解

制得。生户工艺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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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以后，将原酸法(加三氯化铁)生产改为碱法(加碳酸钠)生产，革掉了两

道工序，生产能力增大。改革后的生产工艺流程是这样的：

田回 茎查墨金丝÷幽专F鬲_磊_“磊陋一l减压分馏pr÷雾“一 ”一1百—一 物

苯幸醛 残
渣

苯甲醛生产工艺改革后，产量得到提高，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每年均在2G吨以上，80、

81两年分别达到55吨和50．02n1,。

化学名称，笨甲醇 ．

剐

分子

结构

分子量：

t皇 能i

苄 醇

CaH。CH20H

CH30H

◎
103

能溶解于25倍的水中及l。5倍的90％乙醇，沸点为205。8℃，比重为

k050／15℃，在空气中极易氧化成笨甲醛、笨甲酸。

一9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