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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电力工业始于1906年，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

八十年来，淄博’电力工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

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赢得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时期。

电力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电力发展的水平和速

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建国以

来，淄博的电力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至本志下限的1985

年，装机容量、输电线路、变电容量分别为1949年的22．59

倍、31．4倍和186．5倍。现在，淄博电力工业在山东省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装机容量占全省总容量的四分

之一，发电量的一半要输送他地。

随着历史的前进，事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急

需编纂一部能够系统反映淄博电力工业全貌的电业志。

这样，既展示历史之宏伟画卷，又记述当今之盛世昌明；

既能将老一代电业职工的辉煌业绩彪炳于史册，又能启

迪后人开创未来更加锦绣之前程!为此，我们编纂了这
部志书。

?

这部书志，记述了1906年至1985年淄博电力工业的

发电、供电、用电、电业管理、职工队伍、党群组织等

各赢面的历史和现状，还专设大事记，另有附记几则，

力求纵横交错、以横为主，囊括全局。它将为保存文献



资料，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在编纂电业志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对许多重大历

史问题，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基本

上作到了思想性、料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了时代

特点、行业特点和地方特点。在文字上，也力求严谨、

朴实、简洁。

奋战在淄博电力工业战线上的职工．已经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在今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f．电fi'l—IZ,将以愚

公移山的精神，为淄博电力工业的振兴、腾飞．谱写出

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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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间断限，从1906年始至1985年止；

二、本志采用先类后期法，按编、章、节、目结构；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并附有图表、照片；

四、本志范围，以1985年底淄博市行政区划为界；

五、本志历代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的计量单位和符号，采用1984年2月27 Ft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

规定的标准；

七、本志中数字，两位以上者一一律用阿拉伯数码表示；

八、本志按生不立传的规定，模范人物的事迹记入

有关编、章，名字以录的形式记入第七编内；

九、本志对历代政权，不加政治性评语。记述人物，

不加褒贬之词；

十、按专业志贵在“专”的编志要求，本志不设其

他编；

十一、本志按淄博市志办公室印发的《淄博市志

行文规定》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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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帝国主义于1897年12月7日，武装强占了胶州湾

后．于1898年3月2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

租界条约》。该“条约”签订后．便在青岛成立了路矿

公司，并以淄川1的洪山为基地，开办了淄JII炭矿所。它

为了加快掠夺淄博的炭矿资源，矿主欧斯特于1906年，

从其本国运来一套25千瓦柴油发电机组装于洪山，从此，

淄博有了“电”气。

1909年又从潍坊拆迁一台4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装于此地，办起了电气厂。

自从德国人在洪山办起了电气厂，并将电力应用于

矿山开发、通风以及工厂、商店的照明之后，各工商界

人士看到有利可图，便三五合伙，筹款聚资兴办电气事

业。1919年博山县的邹因陈、党焕章等人领先办起了博

山电灯公司，同年张店铃木丝厂也建起了发电所，周村

同丰缫丝公司建起了电气厂。从此，先后有张店铁路、

博东公司、悦升煤矿公司、华东煤矿建起了发电所。1935

年建起了张店电灯公司，1936年博山的大城、利和、吉

成、永和、大兴、义德六个煤矿联合筹办“博山矿业联合

发电厂”。

’1937年日军侵入博山后，为了掠夺淄博炭矿资源．

当年开始建设南定发电所，1940年开始建设神头发电厂．

1942年开始建设33千伏电网，1943年开始建设华北轻金

属公司南定工场发电所，这年形成横贯淄博南北的33千

伏电力网。由于Et军的侵略压榨，大厂吞并了小厂，

1944年淄博电业在建国前发展到高峰，共有发电厂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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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16台，总装机容量32100千瓦，形成神头——洪

山——南定——张店——金岭广一王村，全长12 2．5公里

33千伏线路和六个变电站的电力网。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到果实．1945

年下半年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淄博是工矿区和战

略要地，敌我争夺四、五次，由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

的破坏，到1948年4月最后一次解放时．33千伏电网全

部杆线破坏殆尽，发电设备也残遭破坏、经过我党发动

群众进行抢修，到1949年底，南部由神头电厂与西河电

厂用22千伏线路联结，供毛岭、黑山两个变电所，北部

由洪山电厂m33千伏线路供山二、洪六、南定三个变电

所。又经三年多的恢复，到1952年底基本恢复到1944年

的电网水平，发电设备也基本恢复正常。从1953年进入

发展国民经济时期，当年恢复了南定电热厂，1956年2

月开始建设新的南定热电厂，1 9 66年开始建设白杨河发

电厂。1972年开始建设辛店发电厂。相j二新的夫f乜厂取

代了旧的小电厂．1985年底，全『汀共有三个发电厂，装

机容量为910000千瓦，为1949年嚷的22．59倍，为山东

电力系统的23％。输电线路由1949年的六条39公里．发

键到19 85年的104条．1224．5公里，其长度为1949年的

31．4倍。并_：f二1 957年乏月在我f订出现全省第一条1 l 0 T|f欠

线路，1973年又瘫我f弦出现令表第一杀220 t伏线路二变

电站由1 949年{感鲍，’√，芯‘?“}i岛：；孔；、-。“跫‘刍j，发眨

到】985年的80个。．0．落酸为2i、，{。j㈨；引足文，；￡容量为

19 r19年的1 86．5倍，并征19∞年一甜j’{i《J。丁。定，跫电蛐．i：{7j；

，i



年有了220千伏变电站。

淄博的燃料丰富，水源充足．是发展电业的；乏毯务，

件。从1906年起到1949年底，装机容量由25千瓦镟碰至i

40500千瓦，为全省装机容量的30。96％二神头发，枣f一。

19400千瓦，成为当时全省第二个大发电厂。19l；5笼的装

机容量发展到910000千瓦，为全省的23％。辛庶发电■

装机容量600000千瓦，成为全省第二个大发电厂、．

淄博市地处鲁中东部，是山东电力系统淄博电岁j隔

的霞要组或郫份，1957年以前是孤立电网，1957年 焉

用全省第一条110千伏线路与济南联网，不久又卜、、5。

年12月与毅汶联网，并于1965年4月、1973年6月k。_

年3月，雳110千伏线路分别向惠民、；陶沂、辫P，玲磐罗

送电j 1973年1 2月，用全省第一条22 o千伏线路写一≯爻。

联嬲，以后又于1975年2月、1977年12月I 1980年l目、

1983年1月，用220千伏线路分别与潍坊、青岛、惠民、

济南、枣庄、邹县联网。全省供热量最大的热电厂、容

量最大的变电站都在本市。全省第一个大容量发电厂，第

一个大容量220千伏变电站，第一台大容量发电机、锅

炉、变压器，第一个高烟卤，第一个大容量双曲线冷水

塔都在本市。

淄博是历史悠久的工矿区，厂矿较多，用电量大。

1942年最高负荷曾达8400千瓦，1949年的最高负荷6800

千瓦，为全省的8．6％，供电量30 36．1 2万度，为全省的

16．64％，1985年的最高负荷增长蓟3&2000千瓦，为淄博

博电网的52％，用电量32 1750。2万度，为淄博电力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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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淄博市电力频率一直是50赫兹。以前要求不严，偏

差较大，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按50±0．5赫兹掌握。从全

国第一个质量月开始，按水利电力部指示，严格控制在

50±0．2赫兹范围以内。

淄博市的电力不仅为本市的工农业生产所用，还为

国东省的东南部工农业贡献能量。它促使淄博市的工农

监总产值由1949年的l。08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66．18

亿元，增长了60．2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87．7倍，农业

总产值增长了25．4倍。电不仅为工农业生产所利用，还

应用于文教、卫生、国防、科研、家庭生活等各个方

面。

旧中国没有机器制造业，建国前，发电机多是外

国的杂牌货，规范不一，电压种类繁多，有110，220、440、

550，2300，3000，3150，3300／11000，22000，33000

伏等等。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瓶设备的产生

和旧设备的改造，五十年代中期消灭了110伏，其他电

压等级逐步向国家标准靠拢，3千伏电压逐步淘汰，1959

年10月和1960年2月，先后出现10千伏和6千伏配电电

压，1957年2月出现llo千伏，1973年12月出现220千伏

输电电压，到1985年底，全市还有民用电压220、380伏，

配电电压3、6、10千伏，输电电压35、110、220千伏，

八个标准电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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