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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化学工业志》是按照山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和

枣庄市史志办的部署编写的。它既是枣庄市化学工业的专

志，又是《枣庄市志》的一个分志。
’

编纂《枣庄市化学工业志》的目的，是为了记述枣庄市

化学工业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保存历史资料；为发展枣庄

’市的化学工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全面振兴枣庄市

的化学工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7

建国前，枣庄地区化工生产的品种有硫磺、炸药等。都

是个体分散经营，手工操作，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建国

后，全市的化学工业随五十年代大办‘钢铁开始起步。自六十

年代末期，枣庄地区相继兴建了一批化学工业生产厂家。如滕

县化肥厂、枣庄市化肥厂、枣庄市电石厂。山东鲁南化肥厂

也开始破土动工。区县属的焦化厂、、磷肥厂、农药厂也纷纷

上马。六十年代末期，枣庄地区的化学工业已具雏形。

七十年代初期，尽管受文革动乱的干扰，化工企业仍然

有增无减。先后建设了枣庄橡胶厂、枣庄化工机械厂、滕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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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峄城磷肥厂、齐村化肥厂、台儿庄化肥厂等二十四
’

家，化学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八十年代初期化工企

业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关、停、并、转、交、让"的调

整，形成了新的格局。枣庄市的化学工业逐渐发展成设备比

一 较先进、种类比较齐全的化学工业生产体系，产值已突破一

亿元，为振兴枣庄的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 一

， o．
’

一

+ 。；
．

从历史的进程看，枣庄地区的化学工业是六十年代兴 ．

、 起，七十年代发展，八十年代有了更大的进步6一总体趋势是
‘

上升的。
’

． ．

。

’枣庄市的化学工业历史较短，有成绩，‘也有教训。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 《枣庄市化学工业志》如实地记录了本市 一

化学工业的发展过程。．文中处处以事实和数字为依据，不事

渲染，不妄加评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
1 ‘

，．

：：+。编志人员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又不避寒暑，不辞劳苦，

走厂串户，寻史查实。是在基本上掌握了本市化工行业的材料

． 后，开始编写的。但由于编者才疏学浅，视野所限，故纰漏

难免；又由于工业志须罗列事实数据，难免枯燥乏味。对于

这次修编定稿，．我们仍敬祈读者提出宝贵意见。i。‘一 ‘．

· 编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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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概

枣庄地区的化学工业历史可追溯刭清末民初。当时的火

药生产．已散见于农村。抗日战争时期，炸药和硫磺已有了小

型的生产规模。 ．

建国后，枣庄硫磺厂于1 955年3月投产，有27座土法烧

制硫磺的炉子，年产能力3 1 00吨。滕县有l 7座硫磺炉子。

l 956年，薛城焦化厂从睢沂炼焦厂学来的土法炼焦单体

回收煤焦油，从事小批量的生产。1 958年，煤焦油大批量生

产，石油部刘坊副部长带领八个部的同志来薛城召开了全国

石油亿工现场会议。

l 9．5．8年6月，峄县商业局采用土法试制氮肥， 产量很

少，’质量较差，于1 9 61年停产。同年，薛城焦化厂，滕县南

沙河焦：托厂和山家林焦化厂都采取土法加工煤焦油、粗苯，

轻油、重油和石腊等焦化副产品。由于是土法提炼， 产量

低、质量差，形不成固定的生产能力。随着“大跃进”的结

．束，全国工业大调整，这些焦化厂纷纷下马，其化工副产品

也随之停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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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
，

枣庄地区现代化学工业的兴起开始于六十年代后期。为

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一些小型化肥企业相继建立。

l 964年2月，滕县化肥厂在原滕县焦化厂旧址上动工兴

建。该厂于l 9 65年l o月l目正式投产j设计年产合成氨5000

吨。1971年后，几经挖潜革新改造，’滕县化肥厂扩建为年产

合成氨2．2万吨的氮肥企业。1 985年，该厂职工发展到1 25 1

人，产碳酸氢铵9．003 5万吨，完成产值1 309．5万元口’

1 9 66年3月，’枣庄化肥厂在十里泉(原峄山钢铁厂旧

址)开始筹建。1 9 68年3月投产。设计年产合成氨5000吨。

当年生产出碳酸氢铵1．5 1 9万吨，完成产值1 95万元。l 985年

该厂有职212 55 8人，生产碳酸氢铵2．8 1 3 l万吨 。

1966年7月，山东鲁南化肥厂在滕县木石公社落凤山的

北侧开始筹建。在建厂期间，济南部队的杨得志≥张致秀和
●

省委的白如冰、苏毅然等同志曾多次到该厂视察：该厂总投

资7000多万元，于1 972年9月建成投产。产品为尿素∥设计

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儿万吨。是枣庄市最大的一家氮肥

企业，也是山东省唯一生产尿素的厂家。
’

‘鲁南化肥厂生产的碳酸钾采用离子交换法。这是我国最

先试验成功的先进工艺。该产品曾在1 978年荣获国家科技大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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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奖，并荣获山东省优质产品称号。该厂每年还生产氨基乙

酸10余吨、硫磺300余吨、炉渣砖600万块，汽机发电达到900万

度。自1 977年以采，这个厂在加强现代化企业管理，大搞技

术革新、文明生产，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加强党的组织

建设等各方面，不断迈出了新步子。上缴国家的利税逐年增

加，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不断创出新水平。曾连续七年在

全国同类企业中居领先地位。1 985年，这个厂有职工2424

人，生产合成氨7．7627万吨、尿素“。7 63 7万吨、氨水5．81 9

吨、碳酸钾630吨，完成产值43 69万元，实现利税41 3万元。

六十年代中后期，区县办的焦化厂(提炼化工副产

品)、硫磺厂、农药厂、硫酸厂等共有十家之多。
’

以1 9 69年的化肥生产为基数，全市一年内共产合成氨

1．3 2万吨、碳酸氢铵4．734万吨、氨水890吨，共完成产值

679万元。比1 950年(化肥总产值4万元)增长了I 69．7倍，

比l 959车(化肥总产值1 23万元)增长了5．5倍。
‘一

由于枣庄市的化工原料和煤炭资源丰富，1 9 66年8月，

山东省人民政府拨款70万元在枣庄市齐村区渴口公社南侧

(原枣庄矿务局炼铁厂旧址)筹建枣庄市电石厂。设计年

产电石5000吨。1 9 66年l 2月，电石炉主体工程动工，1 968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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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月送电投产。它结束了枣庄市使用电右必须由外地调进的

历史。不仅能满足本市使用，还大量销往省内外的其它地

区。。1 972年该厂生产电石5764吨，一超过了设计能力：1 9 79年

l o月，这个厂又扩建一座年产l万吨的电石炉，于1 9 82年
‘

12月建成投产。1985年，’枣庄市电石厂有职212423人，产电 ．。

石1．033万吨，完成产值534万元。‘’，乙． ：一

·’以粉碎加王右料为主的枣庄市茗料厂：j于1 9 69年1-o}I抽

出部分人员转产电石，建成二座400千伏安的小型电石炉，

年产900吨。1978年，该厂在枣庄市电石厂的协助下；又建

． ．成一座2500千伏安的电石炉，当年产电石61 88吨。同时，这个
‘

厂又新上一个以电石为原料的乙炔碳黑车间，设计年产乙炔

碳黑500吨。．1 983年又兴建了一个混配肥车间、一个溶解乙炔

车间。该厂生产产品脱离了原始、老化的石料行业。其乙炔

碳黑和溶解乙炔的生产当时在我省是第一家。1 985年，枣庄．

市化工厂(1 9 83年改名，隶属市冶化局管辖)已发展到职工

458人，拥有五种化工产品，完成产I直450万元。’
‘

f9 69年9月，滕县化工厂成立。这个厂前身是县清管所。

他们自力更生，筹集资金，于年底建成一座400彳-伏安的小电

’石炉。投产三年后，扩建为2500千伏安的电石炉。1 978年，
’

’．该厂新建二个氧气车间。’同时，试产四氢呋喃均聚醚、聚氨

4



脂热塑胶，l 985年试制成功，随后投入小批量生产占l 9 83年又

把原电石炉扩建为5000千伏安，年产l万吨电石的电石炉。

1985年，这家工厂有职：：I：422人，生产电石9508吨，完成产

值525万元。

．

1 67 T年1 0月，青岛第六橡胶厂开始在枣庄十里泉筹建其

分厂。最初以生产运输带为主。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其
■

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以及人员的不断增加，遂于

l 9 77年7月与青岛第六橡胶厂分离，改称枣庄橡胶厂。列为化

工部的定点企业。该厂能够生产多种规格的运输带、传动带，

各类埋吸胶管、夹布胶管和钢织编织胶管，同时还能够加工制

作多品种多型号的橡胶密封零件。其中，埋吸、夹布胶管等产

品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并出口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1 9 85年，该厂有职工l 33 9人，完成工业总产值4320万元，实现

利税l 1 2 6．34万元。产值、效益居全市化工系统各企业首位。

位于薛城区的枣庄市化工机械厂建成于1 970年。最初制

造一些简易化工机械，承揽维修业务a』1 9 71年5月，这个厂

接受了化工部布置的试制转鼓真空过滤机和硅铁耐酸泵任

务。8月份试制成功，一当年完成产值2 l万元。’l 972年，该厂

’

有职工l 63人，生产出过滤机1 5台、耐酸泵840台，完成产值

1 75万元。l 977年后，该厂生产量锐减。I 979年，产品积压。

．5



1 980年工业调整时亏损2 1万元。经调整后仍不凑效。1 981年

11月，枣庄市人民政府责令转让给轻纺工业，转产毛巾被，

‘更名为“枣庄市毛巾厂。"现隶属于枣庄市纺织局管辖。．。

， 1 973年滕县无线电厂与山东省石油化学研究所共同研制

了多功能实验室用大型精密分析仪器S P一50 l型气相色谱

仪。该仪器获1 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1 980年获山东省优质

产品证书，1981年获化工部优质产品证书，‘1 984年再次荣获

山东省优质产品证书。 ．

．＼
1 982年8月该厂全面转产，并改厂名为“鲁南化工仪器

厂”。该厂主导产品气相色谱仪已形成一个系列两个品种，同
’

时还生产SJ—o 1型色谱数字积分仪，T OC一20 l型总有机

碳分析仪等多种产品。l 985年全厂共有职_2：：283人，完成产
● ，

值401万元，实现利税74万元。

1 972年1月，薛城焦化厂化产车间建成投产，从煤焦油‘-

中提炼加工焦化副产品‘、主要品种有粗苯、轻油、葸油、洗

油、工业萘：苯酚和浓氨水。1 975年初，这个车间又新增黄

血盐产品，由于受本厂主要生产任务(冶金焦)的制约，．_
。

直小批量生产，但能够持续稳定。1985年，这个厂从事煤焦 ，

化工产品生产的职工有1 29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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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2年2月，峄城区磷肥厂在峄城岳庄北侧建成。1设计

年产磷肥400吨。1 9 76年扩建为年产250 0吨。同年，该厂又

新建成年产5000吨的硫酸车间。1 977年后，又先后增建了氯

化钠车1'4、涂料车间、油毡车间和水泥车间。1 985年全厂人

L 数255名，完成产值203万元。

截止到l 976年底，’枣庄市的主要化工企业有l 4家。其中

属枣庄市重工业局管辖的有，枣庄市化肥厂、枣庄市电石厂、

枣庄市硫磺厂和枣庄市化工机械厂；区县属化工企业有：齐

村区炸药厂、齐村区农药厂、齐村区氧气厂、峄城区磷肥

厂、台儿庄化肥厂、台儿庄栲胶厂、滕县化肥厂、滕县鲁南

化工厂、滕县鲁南化工仪器厂；山东鲁南化肥厂属山东省石

油化学工业厅所辖；枣庄橡胶厂当时属青岛橡胶六厂分厂。’

许多社办的小化工企业也在不断增加、壮大。全市化工系统

的生产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好势头。

l 97 6年7月，台儿庄区磷矿成立。这是市内最早开采磷

矿的厂家。随后兴起开采磷矿的还有薛城区、齐村区和峄城
卜

区的一些社办单位。1 977年全市共采出磷矿石1．72万吨。

’ 1 9 7 6年8月，滕县人民政府自筹资金1 00万元，在官桥镇

开始筹建滕县磷肥厂。设计年产过磷酸钙2．5万吨、硫酸l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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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吨。l 978年7月，硫酸生产线建成投产。1 979年．初，由化工
j

部、省化工厅和省经委投资l 002尹余元，·对该厂的硫酸生产

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他们利用硫酸尾气回收制取亚

硫酸铵，．并与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共同开发了水洗流程
，

封闭净化技术，不仅消除了废水的污染，而且，产量翻了．一 。

番·1 979年9月，．磷肥生产线土马j‘1 980年产出3217吨。此

后，产量逐年有所增加。自1 984年后，产量滞销，该厂于

1 985年5月停产。
+

．

．

1 976年底，齐村区农药厂在齐村公社沙河子村落成，次

年产甲铵磷1000吨。
’

1977年7月，枣庄市革委化学工业局成立。统辖金市化

工行业，对枣庄市的化学工业实行专业对口管理。，·．

19 78年8月，滕县硫化碱厂落成，生产高耐磨炭黑和中

超耐磨炭黑。l o月，滕县南沙河化工厂投产。以生产六偏磷

酸钠和三聚磷酸钠为主。这两种产品．分别获得±984年和1985

年山东省优质产品称号，并打入国际市场，出乎美国、日本

和加拿大。该厂的黄磷车间于1 984年投入生产，’解决了原料’
’

不足的问题。 ‘。，

．． √
。

．． t

1 979年8月，齐村区化肥厂开始筹建，．生产规模略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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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化肥厂。主要产品是碳酸氢铵。同年9月，齐村区硫酸

铝厂在郭里集公社的田屯村落成。设计年产硫酸铝5000,4。

1 980年l o月，薛城区兴仁公社自筹资金3 o万元办起枣庄市粘

合剂厂。这个厂的苯溶性聚酰胺树脂获1984年国家经委颁发

的金龙奖。

+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培养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枣庄市冶化职工中专于1984年7月成立。年在校A290余人。

到1 9 85年底，全市共有化工企业48家(包括乡镇企业)。

。其中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工业企业20家，化学肥料工业企业

1 4家，有机化学工业企业6家，橡胶加工企业7家，化工仪

器企业l家。主要化工产品l 7 Z}。属枣庄市冶金化学工业局

管辖的化工企业有6家，共有职31443 8人。

1985年，全市化工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4197万元，实

现利税l 722．4万元。总产值比l 980年的10450万元增长

40．8啄，是1 9 70年的1 042乃"元的1 3．8倍。其产值、利税均创

出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中，全系统优质产品产值率达蓟

78．7％口有9种产品获得省级以上优质产品称号。有1 0个科

研项目通过了市级以上的技术鉴定，其中两项填补了国家空

白。有8种产品销往国外l 2个国家和地区， 创汇240万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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