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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的电力工业，从1882年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次装机发电以来，至今已有

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中，电力工业几经兴衰起落，不断发展壮大，对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百余年的中国电业发展史中，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电力工业迅速兴起的

里程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60多年里，电力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技术装备

十分落后，到1949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85万千瓦，年发电量仅43亿千

瓦·时，在世界各国分别被排列在第21位和第25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

40余年的努力，电力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350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6180亿千瓦·时，跃居世界各国的第4位。电力事

业兴旺发达，成绩辉煌。

旧中国的电业史，是一部被列强掠夺、饱受战争创伤的辛酸史。从过去的

文献档案上，虽然可以查到一些片断的史料记载，但没有一部系统记录旧中国

电业的史书或志书。

新中国的电业史，是一部艰苦奋斗、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创业史。自1949

年以来，虽然历史文献很丰富，也有一些专门论述新中国电业史的著作，但没

有一部系统记叙电力事业发展的专业志书。

中国电力工业一百余年的历史，凝聚着广大电业工作者的智慧和奉献，渗

透了他们的血汗，业绩昭昭，不可泯没。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理解电力行业艰

苦奋斗的历程，以求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与改革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我们

有责任把中国电力工业的创建与发展，把各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如实地记录

下来，永载史册，以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益当代，．惠及子孙，起

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给我们创造了编纂电力

工业志的良好条件。从80年代以来，我们成立了中国电业史志编委会，领导编

史修志工作。各网、省(直辖市、自治区)电力局也成立了相应组织，在配合

部和地方编纂《当代中国》丛书的同时，相继开始编纂各自的电力工业志。为

了推动和组织这一工作，自1986年起，我们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电业修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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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基本上是结合各网、省(直辖市、自治区)电

力局编纂电力工业志的实际，探讨并明确了修志中的有关问题，推动了修志工

业的进程。通过历次会议的学习、交流与研讨，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各

修志人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从编拟提纲到收集资料、检索档案、反复考证，用

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指导性为一体，经过精心

编纂，一部部新的电力工业志陆续付梓，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编纂电力工业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来记叙电力专业的史实。它

是为电力行业立言、存史的。它不同于旧的地方志，而是一项新的专业志。电

力工业志力求资料真实，重点突出，繁简得当，皆有备述，能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电力工业志毕竟是史志类书开辟的一个新领域，有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探

索、研究和创新。这一次的编纂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随

着社会生产力和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电力工业的历史还将继续发展下去，电

力工业志的编纂工作也将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们相信电力工业志将会受

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希望它能对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以及史志学的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4

中国电业史志编委会

1991年10月



序 言

新中国建立以前，西北电力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到1949年底，西北发电总

装机容量仅为1．73万千瓦。新中国建立以后，西北电力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

1990年底，西北装机总容量1117．20万千瓦，比1949年增长646倍。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北电力建设更是展翅腾飞，先后建设了大坝、渭

河发电厂工程等一批亚临界30万千瓦火电机组和龙羊峡、李家峡水电站工程等

一批单机容量为全国之最的32"--40万千瓦水轮机组，同时还建设了一批330千

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制造了大量220"330千伏钢筋混凝土电杆和330千伏送

电线路铁塔，标志着西北电力建设队伍的勘测设计、施工(生产)能力和技术

水平步入了新阶段。

40多年来，广大西北电力建设职工，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足

迹遍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工程(产品)布及亚、欧、澳和南美各洲10

多个国家。他们常年奔波，四海为家，风餐露宿，废寝忘食，为建设一座座电

厂、变电站，为架设一条条高压送电线路，为开发一项项新产品，付出了艰辛

劳动，创造了辉煌业绩，这将永远载入祖国电力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北电力建设志》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和努力下，1994年9月完成志书初稿，

经有关单位、部门、专家等的反复评议，七易篇目，三改志稿，精心编纂，历

时3年多，于1996年经中国电业史志编委会终审付梓。

《西北电力建设志》以生产力为主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

则，按照编写新专业志的要求，对1950--,-1990年西北电力建设事业的形成、发

展、兴衰、成败、得失等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记述，内容主要包括火电建

设、水电建设、送变电建设、机械装备、施工机构与队伍、施工管理、修造与

多种经营、科技与教育、经营管理、基地与职工生活、党群、人物、大事记等

类目。它融资料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于一体，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

点和行业特点，是一部西北电力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

愿本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电力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西北电力建设志》编委会

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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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西北电力建设志》是中国电力工业志丛书的一个分册，是一部记载西

北电力建设的专业志。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各个时期西北5省(区)电力局、建设局(总公司)所

属县团级以上电建施工、修造、文教单位(简称西北电力建设系统)的施工、生

产及相应的管理和党群工作等内容为主，有关水电建设方面着重记述了西北水

力资源与开发及主要水电工程建设概况；有关勘测设计和水电建设施工单位的

业务管理、党群工作、人物等内容，本志均未予记述。

四、本志内容排列顺序为：总序，序言，凡例，目录，概述，专业篇(设

11篇)，人物，大事记，附录，后记。

五、本志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7种体裁，专业篇按“以类

系事、事以类从’’和“横分门类，综述历史一的原则，一般分篇、章、节、目

等层次撰写。大事记撰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六、全志语言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据事直书，叙而不论，寓褒贬于记事

之中。

七、本志的用字、数字、表格、照片、纪年、标点符号、引文注释、计量

单位和名词术语等行文规范，均按上级规定执行。

八、本志对单位名称、地名及其他称谓的处理原则是：简称后有歧意的一

律用全称，简称后无歧义的一般用简称。本志所写的“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简称；。一五"至。七五"计划，是国家几个5年计划的简称。

九、本志上限始于1950年，下限到1990年，个别记事内容有所延伸。

十、本志书资料来源以文献档案为主，部分来自西北电力建设系统及兄弟

单位提供的资料。统计资料以西北电力建设局(总公司)和西北电业管理局等

上级单位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统计报表为准，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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