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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 ·1·

屹立于南京长江之滨的下关发电厂，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和优良传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我国第一家官办公用电气

事业——金陵电灯官厂，距今已逾80年；作为分厂的下关发电所，

建成于1920年。也已经历了70多个春秋。

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厂起落曲折，历尽坎坷，既有过“全国模

范电厂”、“首都的眼睛"之美誉的兴盛年代；也有过遭受战争严重

破坏而留下千孔百疮的衰落时期。发电厂职工既有着惨遭日本侵略

军蹂躏、杀害的血泪史：也有着为保护电厂同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光荣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老厂焕发

出勃勃生机，新厂房拔地而起，使其一度成为江苏省装机容量最大

的发电厂，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全国电力系统培养和输送了数以

千计的各类人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厂职工更上下一心，

奋力拼搏，在“团结、献身、求实、创新”的企业精神鼓舞下，为这

个老厂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光辉的新篇章。下关发电厂业绩昭著，永

记史册o

<下关发电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了该厂在建设和生产等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既反映了电厂老一辈领导开拓创业的艰辛，也写出

了成百上千的电业职工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历史的伟绩。它可以使读

者认识电厂的过去，正确理解电厂的今天和展望电厂的未来，激励

大家在前辈事业的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也为新一代电业职工提供

了一部系统的爱厂历史教材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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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

这本志书的编纂，从1987年开始，历经6个寒暑。由于各部门

的通力协作和撰写人员的辛勤笔耕，五易其稿，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它的出版问世，是我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座丰碑，也是南

京电力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这部厂志从搜集资料到撰写成书，得到了江苏省电力工业局修

志办公室的直接指导和南京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的亲切关怀，各地

档案图书部门也帮助提供了大量资料，电业前辈及省内外有关电业

部门给予了热情支持。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指导、关怀、帮助和

支持我们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朱骏

1994年3月1日



凡 例

凡例 ·3·

一、本志立足于下关发电厂(所)，对金陵电灯官厂、首都电厂

只在背景里作些记述o ．

二、本志起自1919年，下限断于1990年。书中“建国"或“新中

国成立”，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全书分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子目以方括号及黑体

字标明，不另起行。

四、本志对人物的记述，除设人物专章外，厂长的更迭放在管

理章，党委、工会、团委负责人更迭放在党群组织章，其他人物则

采用以事系人，分别记载在有关章节及大事记中。

五、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以国务院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辅以电力系统通用的计量单位o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图书和厂内各个部门提供，次为

报刊、文献、回忆录以及口碑资料。为节约篇幅，入志资料均未注

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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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发电厂位于南京市区西北隅，紧靠中山码头，北与南京港务局及沪宁

铁路南京西站为邻．水陆交通便利。

该厂系部属中型火力发电厂，由老厂和新厂两部分组成，新老厂之间以天
桥相连通。生产区纵向布置呈三列式，自南向北为配电装置、主厂房、烟囱和

贮煤场；横向布置自西向东为老厂、新厂、卸油区和铁路专用线，占地总面积

10．46公顷。1961年新厂建成时，全厂拥有9炉10机，铭牌出力为11．5万千瓦。

为当时华东电网骨干火力发电厂。至1990年末，全厂装机容量为11．6万千瓦，

年发电量59430万千瓦时，分别比1949年增长2．22倍、10．85倍。其中部属机组

10．5万千瓦，年发电量56094万千瓦时；市属机组1．1万千瓦，年发电量3336万

千瓦时。设备平均利用小时，部属机组为5342dx时，市属机组为3303dx时。全

厂供电煤耗率为535克／千瓦时；厂用电率6．74％；事故发生率为零。全厂共有
职工1473人，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9049元／人o 80年代以来该厂由于连年完成和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好，1986年江苏省人

民政府曾授予“双文明单位”称号，1985～1990年江苏省电力工业局连续6年授

予“双文明单位”称号。

下关发电厂的建厂历史可上溯N20世纪20年代。1 910年。金陵电灯官厂在

南京西华门建成发电，1912年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o 1919年。该厂应下

关商民要求，在江边建立分厂，安装1台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于1920年10

月发电，定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下关发电所。这是下关发电厂的前身。城

内老厂定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西华门发电所。至1927年，全厂装机容量为

1656千瓦，每晚发电1．25万千瓦时，供电区域东至西华门，南至中华门，西至

水西门，北至下关江边。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o 1928年南京市电灯厂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

管，更名为建设委员会首都电厂。自此，南京的用电量激增，国民政府建设委

员会决定除在西华门和下关两个发电所内续装小型发电机组，以应急需外，并

对下关发电所进行扩建。至1937年，在下关发电所先后安装两台0．5万千瓦和



1949年的2．56倍；供电标准煤耗率与厂用电率分别比1949年下降588克／千瓦时
和6．17个百分点，均创老厂历史最好记录；全厂还创造T1950年以来第一个安

全无事故年。涌现出一批严格执行规程制度，保持长期安全无事故的车间、班



组，其中电气车间连续1376天安全运行无事故，获电力工业部授予“全国模范

电气车间”称号o

为适应苏南地区用电负荷急剧增长的需要i该厂从1957年开始扩建新厂，

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扩建工程于1958年5月建成投产，共安装两台捷克斯
洛伐克制造的1．2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3台75吨／时煤粉锅炉；第二期扩建工
程于1959年10月建成投产，共安装3台国产1．2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1台65吨／

时抛煤炉：第三期工程于1961年建成发电，共安装l台国产2．5万千瓦汽轮发电

机组和1台120吨／时煤粉锅炉。该厂在这短短5年时期内，共建成6机5炉，新增

装机容量8．5万千瓦，连同老厂4台机组，全厂装机总容量达11．5万千瓦，成为

当时江苏省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承担着全省三分之一左右的发电任务，
对缓和苏南地区的电力紧张状况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对老厂进行扩建，
具有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等优点，比新建一个电厂有较多的优越性o

1958年起，各地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用电负荷连续3年大幅度上升。为
‘满足用电需要，在“反保守”的El号下，电厂生产大破规程制度，机组超铭牌运

行，挤检修，拼设备，1959年设备平均利用小时高达7761小时，加之烧白煤，
导致锅炉辅机磨损加剧，制粉系统到处泄漏，锅炉经常灭火放炮，出力上不去，
带不足o 1962年发电量下降到34923万千瓦时，比1960年下降了43．75％，且事

故频发，生产陷于被动。此后，经过3年调整，国民经济逐步协调比例关系；

电力部门亦纠正了盲目蛮干、不讲科学的失误；厂里狠抓基础建设和基本功训

练，重新修订各项规程制度，彻底检修设备，进行填平补齐，燃煤供应也基本

符合锅炉设计要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至1965年，发电量首次突破7亿千瓦时，

比1962年翻了一番．供电标准煤耗与厂用电率也逐年下降，电厂生产出现了上

升气象。这一时期的起伏曲折，充分说明搞生产建设必须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

尊重科学。尊重实践，既要看到当前的需要。也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样

才能防止失误，使生产建设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o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长达10年的动乱中，电力生产又再次遭到

更为严重的冲击。安全第一的方针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合理的规程制度被

诬蔑为管、卡、压。在“一厂变一厂半”的影响下，机炉再次搞超铭牌运行，大

幅度提高机组出力，1971和1972年设备平均利用小时高达8208--84071|、时，年
发电量连续两年超过9亿千瓦时，为历史最高记录。“杀鸡取蛋”的结果，再加

设备失修，致使机组内伤严重，发电出力急剧下降，事故大幅度上升。加上盲

目改变设计结构，将全厂仅有的1台2．5万千瓦主力发电机，由风冷改造为双水
内冷后，导致绝缘严重破坏，反而达不到铭牌出力，长期带病运行，不得不整

个更换发电机，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损失。在这期间．工厂还搞军事

化。车间变连队，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集中百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党政干部



-4· 概述

到农村开荒种植，历时5年，既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又极大地削弱了专业管理，

生产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乱。60年代末发电用煤矛盾突出，部分机炉被迫减发停

发。根据国家能源政策，该厂通过技术改造，使锅炉由烧煤改为烧油和煤油混．

烧，以提高发电出力。此后燃油供应量逐年增加，燃料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7年燃油发电比占了全部发电量的99．8％，成为省内唯一的全烧油电厂，直

至JJl980年国家调整能源政策，压缩烧油，才又逐步恢复烧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该厂在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79年起．大力发

展多种经营，先后创办了4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安装地方集资机组，经营煤、

油加工发电等业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0年起，电厂由带

基本负荷转为带调峰负荷，操作频繁，全厂职工顾全大局，服从调度．以电网

的稳定、安全、经济为己任，为维护老厂良好厂风而竭尽全力。1982年。开始

实行经济责任制考核，制订了具体考核办法，使全厂每个职工都置于考核之中。

至1987年，先后进行两次企业整顿，经过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更趋革命化、年‘

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更富于开拓精神。是年起实行厂长负责制后，思想政
治工作形成了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局面，纳入了双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由于
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电厂带来勃勃生机o 1980～

。1990年，该厂担负着繁重的调峰任务，在主辅设备平均每天启停15．5台次的不
利情况下，不仅连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还创造了32个

百日无事故、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个安全无事故年及全厂连续822天安全无

事故的历史最高记录。发展多种经营，兴办第三产业，不仅安排了269名超编

人员，又为职工中517名待业子女找到了工作，还创造了649万元利润。经济效

益的提高，改善了职工的集体福利，其中仅职工宿舍的人均居住面积(含家属)，

至1990年，即由1987年的3．65方米增加到8．6平方米。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造就了一支具有真才实学的技术队伍。、新中国成立

以来，依靠这支队伍，该厂在技术革新方面不断有新的创造，成绩显著，硕果

累累。如：1952年首创自制西门子汽轮机叶片获得成功，为老厂4台机组损坏
的叶片先后全部更换，从而提高了设备的健康水平。1956年又成功地改进锅炉
汽水分离装置，使过热器管经常发生的爆破事故得到彻底解决o 60年代初。又

首创自制西门子发电机线棒获得成功，更换了两台发电机线圈，经长期运行考

验，质量良好o 70年代后期研制成功的汽轮机凝结器FH反冲回转二次滤网，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初研制成功的ZD一1型锅炉排汽消声器，获江苏

省科技奖。据不完全统计，1950--1990年，全厂实现重大技术革新项[|470余项。

这些成果的取得，无不浸透着电厂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无不体

现着他们那种自力更生、勇于实践、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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