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燕化建厂初期水源地建设 

陈鹏羽 

水是人类生存的命根子，水是我们城市的血脉，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 

今年春节，我和几位建厂初期开拓者相聚一起聊天，无意中又谈起燕化早期

建设中的水源问题，使我重温这一段由始至终、有幸亲身参加水源地大会战经历

的往事，那就是从苏村至胜利厂，万佛堂到东风厂这两条水源地管线会战。 

一、燕化水源概况 

燕化公司的水系是由四个地下水系统和一个地面水系统组成，提供地面工

业水、地下工业水、地面生活和地下生活水，及生产、生活、消防、绿化等用水，

并向北京市转供部分生活用水。公司的水系统具有水源分散、各成独立体系，在

厂区又相联成网及用水量大、用水情况多变、用水水质要求不等特点。 

水源地 

1967 年，东方红炼油厂厂址选定以后，水源地选在距厂 13 公里外的大石河

流域地下水富水区夏村，共打 9 眼管井，设计供水能力为 0.5 立方米/秒，这成

为该厂建厂初期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唯一供水系统。 

1970 年以后，胜利、向阳、东风厂相继建设了苏村、羊头岗和万佛堂三个

水源地。羊头岗水源地，1971 年 10 月建成，供向阳厂生产和生活用水，产水量

较小，设 6 口井，设计供水能力为 0.2 立方米/秒，自 1972 年初又增加向曙光厂

供应生产、生活用水任务。苏村水源地，1972 年 9 月建成，供胜利厂生产和生

活用水，是地下水富水区，设计供水能力 0.7 立方米/秒，设 5 口管井和 3 口大

口井。万佛堂水源地，1977 年 12 月建成投产，供东风厂生产和生活用水，设 2

口大井，是产水量较大的最富区，设计供水能力为 0.4 立方米/秒。四个地下水

源地建成后，总设计能力为 1.8 立方米/秒，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 

1973 年国务院批准新建 30 万吨乙烯工程和聚酯厂，用水量大增，水源在本

地区已难以解决。国家计委决定从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引水进颐和园和园内团

城湖，再由颐和园引水到燕化，途经取水站田村净水场、闫村加压泵站送至动力

厂配水站，全长 46 公里。 

颐和园团城湖的水是由密云水库经 100 多公里的水渠引入，但该水渠是以

农业灌溉为主的季节性供水渠道，冬季 4 个月不送水，这 4 个月改由官厅水库

经永定河引水渠送到团城湖。因这项工程投资巨大约一个亿，分二批进行。1976



年 4 月第一条从团城湖到燕化的输水管线，由直径为 1.5 米钢板卷管构成和相应

设施抢建完成。1979 年又相继铺设了第二条直径为 1.2 米预应力砼管线。这两

条平行大管线直通燕化，保证了全公司生产发展的需要，解决了燕化用水的老大

难问题。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由南进京的水

直通田村净水场，由田村返回燕化，至此，再不需要由颐和园团城湖取水了，全

部改用丹江水。 

采水 

地下水产自相互独立的夏村、苏村、羊头岗、万佛堂四个水源地，取大石河

水系的河床伏流和浅层地下水，共有 25 口水井（其中 5 口大井），设计总出水

量为 1.8 立方米/秒。80 年代以后，北京地区出现持续干旱，出水量持续递减，

甚至出现工农争水的矛盾，地下水量减到 1 立方米/秒，主要用作生活用水和生

产中低温冷却用水。 

地表水系统于 1976 年 4 月 11 日投产，所产水供应工业、绿化、生活之用。

在颐和园团城湖建有淹没式水口，取水能力每秒 4 立方米，经两条直径为 1.5 米

和 1.2 米管线送入田村净水站配水井。净水站采用加药混凝、沉淀过滤的净水工

艺将地表水净化后，经 36 公里送到燕化公司动力厂配水站，配水站分别通过高

低压生产、生活水管网送至相应泵站和生产厂。 

供水 

四处地下水源和一处地表水源送入厂区后联成网，经分设的生活及生产给

水管网，供应生产、生活用水。其供应设施均由动力厂统一管理。 

供水分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两大系统。 

工业用水系统。该系统又分为高、低压两个系统。高压系统主要供给距离长、

高差大地区的单位，其水压均在 9 公斤/平方厘米以上，低压系统主要供给距离

近、高差小地区的单位，水压大多小于 9 公斤/平方厘米。 

供水系统形成环网供水，对任何用水单位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水源的供水

条件，相互补供能力较强，在水量、水质、水温方面，可根据生产情况集中调度，

互为备用。在事故时可由其他水源调水，这对用水量大，用水情况多变，用水水

质要求不一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十分有益，也是防洪、抗震的有力因素。 

生活饮用水系统。自建厂投产以来，职工家属生活用水均随工厂就近使用，

所供的地下水，没有专用的生活饮用水源。以后因地下水源逐年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地下水矿化物含量逐年增高，含盐量超过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如苏村水

源地水总硬度由 1975 年的 4.8 毫克/升上到 1984 年的 8 毫克/升，夏村水源地部

分水井 80 年代初亦出现严重污染，而地表水的硅含量较地下水高得多，亦不适

于作为生活饮用水源。为此，燕化公司于 1983 年开始设计，筹建生活水处理净

水装置，1984 年底破土动工，1986 年 7 月初建成并开始送水。净水装置采用先

进的臭氧氧化和活性炭吸附工艺，经加工生产出的生活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饮

用水标准，日供水能力为 3.5 万立方米。1990 年供生活饮用水 996 万立方米，

平均每天供水 2.73 万立方米。 



1979 年 8 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在枯水季节，生活饮用水紧张的长辛店地

区由燕化供水，以作为应急措施，输水量 0.2 立方米/秒。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华北地区气候干旱，降雨锐减，地下水储水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质变坏。北京

市政府决定用燕化公司输水管线向赵辛店、云岗、良乡、紫草坞等城镇居民送水，

做为这些地区生活饮用水水源。1981 年 7 月 26 日， 正式向长辛店地区送水，

平均每天送水 3.2 万立方米。1986 年 1 月 29 日，开始向赵辛店、云岗地区送

水。1987 年 1 月 28 日又增加向该地区的国营 618 厂扩大供水，平均每天送水

量达 5600 立方米。1990 年 4 月 13 日，开始为航天部第三研究院供水，日供水

量 4200 立方米。输水管线沿途还向房山大紫草坞乡日供水 500 立方米。 

循环水 

燕化公司处于缺水地区，而石油化工生产用水量又大，为节约用水，对工业

用水采取循环使用的措施。建厂初期，各厂对循环水未做任何处理，亦无水质分

析和检测手段，凭借设备新、工艺新和低负荷运转的特殊条件，维持着生产的运

行。1974 年以后，随着装置生产负荷的提高，循环水系统开始采用老三套（硫

酸、氯、磷酸盐）处理，换热器结垢问题有所减轻，但腐蚀和菌藻滋生问题突出。

1976 年 30 万吨乙烯投产，1977 年即发现循环水在换热器中结垢问题对生产影

响严重。1978 年 12 月 9 日，裂解装置因结垢严重被迫非计划停车，直接经济损

失 4000 万元；其他部分超高压设备为安全生产而降低操作压力，导致个别产品

牌号和品种不能生产；聚丙烯装置部分换热器堵塞，使生产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胜利厂因循环水对设备的腐蚀造成渗漏、结垢、堵塞，使生产临时停车。1980

年，生产厂 7 个循环水系统分别使用了仿美、仿日水质处理配方，建立健全了循

环水各项试验、检测分析手段。1982 年，14 个循环水场应用不同配方水质处理

技术。1990 年，20 个循环水场总计循环水能力达到 10.921 万立方米/时，全公

司循环水补充新鲜水水量为 1365 立方米，占总用水量 19%以上，在同行业中居

领先地位。 

二、首战预应力砼管 

1970 年 7 月 20 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成立，下设后勤组，梁志汇任组长。

后勤组刚刚成立，第一个大任务就是会战预应力砼管。8 月中旬，北京市政设计

院很快把全区建设胜利厂和东风厂的水源地上下水管线图纸设计出来了，规定

由苏村至胜利厂、万佛堂至东风厂两条供水主干线，全长 49 公里，规格直径分

为 500、600、700、800、900、1000、1200 毫米六种，全采用铸铁管和钢板卷

管，总重量一万多吨。 

梁志汇原是化工部物资供应局材料处处长，很精通业务，一听这数字很震惊。

他对我说：“根本解决不了，不现实。胜利厂内的管线我们费多大力气找物资部、

冶金部，才由鞍钢给了 40 吨！”我说：“那就得修改设计，用预应力砼管代替。”

在第二次会审会上，设计院同意修改设计，用预应力砼管。我提出，别着急改设



计，我们先去建材部调研，弄清楚全国水泥制品厂家生产预应力砼管能力，等情

况落实后再改。翌日，我急忙去建材部调研，据建材部介绍：只有辽阳、大连、

西安红旗、郑州华新生产过类似产品，但“文革”时期部里不管了，全下放给地

方来管，只能给你们开个介绍信，自行去联系解决。 

回来后我立即向梁志汇组长汇报，他又带着我去向主管领导杨浚副主任汇

报。杨浚听了汇报后很着急，感到问题重大，要求我们尽快分头到各地去联系，

他又向梁志汇交待说：“小陈正好是学建筑的，预应力砼他懂，叫我把别的工作

先放下，专门去办此事。”他还当面指示我，要把当年在吉化搞肥料厂二期扩建

和“两弹一星”军工阀门管件供应时的拼搏精神拿出来，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

当即表示：“预应力砼我学过，也搞过，技术我懂，一定尽职尽责去完成任务，

请二位老领导放心。”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思考解决方案和工作方法，早上便拿出来具体方案

和措施。先向胜利厂供应组借个人去郑州和西安，我去东北辽阳和大连。我拿着

建材部介绍信并持着北京市革委会公函到了宁省革委会工交组，经刘副参谋长

批示到省基建局，陈生昌军代表给我开两份介绍信到辽阳和大连水泥制品厂。经

再三做工作，辽阳答应只能承担规格 500、600、700 三种 17 公里，厂里正好还

有一部分现货可供。初战很顺利，给我增加了完成任务的信心。辽阳合同签完后，

李厂长带我到车间参观和看现货，正给三线重点工程四川攀枝花钢厂生产呢，是

用卧式离心一阶段管生产的，质量特别好。分别时，我紧紧握着李厂长手说：“太

感谢你了，饭不吃了，要马上去大连，回去派个人驻你厂协调办事。” 

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大连市革委会工交组、城建局联系，都不同意给加工供

货。原因是该厂已安排大连市备战供水管线，要求生产直径 900 毫米 40 公里重

点任务，没有生产余力，时间上也有矛盾，况且这么大管是试生产。上层机关领

导都不同意，这可怎么办？我出来坐在市政府门口台阶上，深思细想我一生性格

很倔强，能吃苦，爱拼搏，完不成任务不回头。我坚持去大连水泥制品厂实地调

研，乘上有轨电车到周水子火车站，买两个烧饼充饥，走了十多里路来到处于泡

崖村的工厂，一位姓白的军代表热情接待了我。看我是北京来的，又是辽西老乡，

很耐心地向我介绍说：“由于大连大搞备战，解决水源问题，市委组织大会战，

由机车厂、工矿厂、重型造船等大企业配合搞的模具设备，大型滚床只生产直径

900 毫米一种规格，每根 5 米长，重量 3 吨，是用卧式离心一阶段管，比原来三

段管先进，因缺两种低碳钢丝和高碳钢丝无法解决，没有生产。如果你们能把钢

丝解决，市工交组和建设局同意，他就动员全厂职工们 24 小时加班干，为首都

建设 12 公里砼管没有问题。”事后又带我到车间参观设备，分别时，我紧紧握

住他的手说：“太谢谢你了。” 

我急忙返回市军管会，向崔副主任如实说明我到生产厂调研的情况并说，两

种钢丝我们可以满足供现货，先给我们生产，提出数量、规格，哪个钢厂生产的，

便去物资部开现货调单。他叫我去市城建局，商量一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办。

我到城建局，他们提出，再麻烦你一下，去沈阳找省城建局表个态，下个文，因



水泥用量太大，靠大连怕供不上影响生产。我又马不停蹄的赶到省基建局陈生昌

军代表处，向他汇报辽阳办的很顺利，如数解决了。大连情况只能生产直径 900

毫米 12 公里，两种钢丝由我们供现货，水泥用量大，怕不够，省内是否能解决

请表个态。请你给大连市城建局下个公文吧。他说辽宁是生产水泥大省，水泥有

的是，我马上下个文你带回去。为解决首都备战问题，同意为你处加工预应力砼

管直径 900 毫米 12 公里。用料问题请双方具体商定，水泥由省内解决。我返回

大连把“526 号文”交给崔副主任，他办事很爽快，有省里这个文就好办了。下

午开会，叫我也参加，专门召集城建局、市计委、工交组和水泥厂，生产厂来共

同研究此事。在会上先介绍说：“这位陈同志是北京石化总厂来的，已 5 天了，

天天盯我办此事，确实工程用的很急，省里也表态来文了，经市委研究决定接受

此任务，为支援首都建设，大连水源工程让路，先马上给北京加工 12 公里砼管。

材料问题赶快抓紧落实，水泥 7200 吨，全由省内供应，先由大连水泥厂的全力

备货，不够再找省城建局解决。两种预应力钢丝全由需方供应现货，共 220 吨，

但要加 30%余量，怕有不合格产品，钢丝一到货，生产厂全力赶，分秒必争，24

小时连续生产。” 

我在会上表态：“这些条件全部答应满足，但为加快时间，咱们今天就签下

合同，有合同才能到物资部开现货调单，否则空口无凭，这两种钢丝你们要求哪

家钢厂生产的，避免搞错了。”崔主任当面指示生产厂蔡维庆同志带我回厂签合

同。合同签完后，我立即赶到大连火车站，买了两个大面包，坐硬座返回北京，

把辽宁订货合同情况向梁志汇和杨浚等领导汇报，大家都眉开眼笑。水源工程建

设有希望了，杨浚副主任专门召集胜利指挥部、设计院进行二次修改设计，把原

设计 12 公里直径 1000 和 800 规格全用 900 代替，设计院也同意代用了。要求

后勤组立即派人去物资部解决预应力钢丝现货问题。 

我随梁志汇组长带着合同资料和申请报告到物资部找袁宝华、李超伯二位

部长，恳请解决。两位老部长听完情况，都同意并批示动用战备库存来解决。袁

部长电话把储备局局长叫来，把申请报告和批件交给局长，叫我跟局长去办调单。

我们一查库存这两个品种规格都有货，太高兴了。由天津钢厂供现货预应力高碳

钢丝直径φ5 的 100 吨，由大连钢厂供现货预应力低碳钢丝直径φ9 的现货 120

吨。特注上：⑴是供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水源地专用的，不准乱用；⑵由大连水水

泥制品厂直接办理手续结算和提货。局长又向部长汇报：都解决了，大家都高兴

了。分别时，我向二位老领导握手感谢。部长还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就叫小陈

来办。” 

回来后我和梁志汇讲：“今天办的事太顺利了，辽阳和大连合同也签了，咱

们后勤组该办的事全完成任务了。但后续工作很重要，必须让胜利指挥部立即派

搞供应的得力的人员，蹲点驻厂催交和发运，辽阳的现货尽快发出来，别等一大

堆车皮就困难了，这是大事要分秒必争，我明天就去大连把调单送给生产厂。”

梁说：“你说的太对了，你点个名叫谁去好。”我说：“就叫驻沈阳采购站一化建

孙绳武科长。”那你先到沈阳，我给胜利厂张金钟打电话通知孙绳武跟你一起到



辽阳、大连交接专门驻厂盯此事。我到沈阳，孙已知道了，我带他到省城建局与

陈生昌军代表见面，并把物资部开的调单拿出来他看了，他用本记下来了。我告

诉他以后有事就找陈代表。到大连先会见市委会崔副主任和城建局领导把调单

给他们看了，都很满意。最后来到生产厂，把调单交给白代表，他高兴的说：“大

钢供货就近又方便，节省运费，马上派人去大钢办手续提货，赶快做好生产准备，

钢材一到 24 小时加班生产。”我们又赶到辽阳和李厂长会面，派的人孙科长也

来了，尽快把现货发运。 

三、难忘的运输争夺战 

胜利厂指挥部派人在辽阳、大连蹲点催交和发动协调配合很好，两个厂子昼夜

奋战不停的生产，管子的质量也很好。管子生产很快，堆积如山，但运输又成了大

问题。沈阳铁路局一天只给两个车皮，因山海关是东北火车入关咽喉要道，沈局每

天限制只能走 38 个车皮。我马上返回北京与张金钟同志去铁道部找负责运输的郭

鲁副部长求援。他把运输总调度人员找来研究，最后决定，辽阳的管子尽力由沈阳

局用火车运。大连的管子太大，7 千多吨，火车根本运不了，他给联系交通部用船

运到秦皇岛港，再由北京局去专列运到周口店火车站。 

郭鲁部长与交通部陶琦部长联系了，让我们马上去交通部。我们立即返回化

工部向徐今强部长汇报，他说孙晓风部长和陶琦是山东蓬莱老乡，又是同学，他

请孙部长出面与陶部长联系一下。去交通部找陶部长后，他带我们到主管水运工

作的于眉副部长办公室。二位部长当场决定由上海急调万吨远洋货轮，开往大连

港，一次性装运水泥管到秦皇岛。我们一听太高兴了，回来急忙向杨浚、梁志汇

两位领导作了汇报。杨浚指示说：“立即派人组织好装运协调工作，关内卸船装

火车工作由张金钟负责，小陈马上返回辽阳、大连，做好协调工作，一定要万无

一失地把管子全运回来。”我去沈阳之前，先找到向阳厂党委书记陈斐大姐，因

为她当过沈阳铁路局党委书记，求她帮忙办此事，她爱人蒋新生书记也帮忙说话。

老俩口商量一下后，拿起电话与沈阳局的老同志联系，并给我写了两封信，叫我

先找书记，再找局长。我拿着她写的信，找到沈阳局二位领导，局长把总调度找

来，辽阳的货细算一下得五天才能全部运走。他们让我马上去辽阳等着，准备装

车。结果，仅用了五天时间，预应力砼管就全部运回了燕山。 

我又急忙赶到大连，向厂方说明用万吨轮一次性将管子运到秦皇岛方案。厂

方很高兴，积极组织力量，市公交组积极动员全市大型汽车、吊车、火车皮，向

大连港全力昼夜运送管子。把 7200 吨大管子万无一失的按时运到大连港。并出

动警车鸣笛开路，车队排成长龙，人们驻足观看，真是一次难忘的运输争夺战。 

一天晚上远洋万吨轮终于到了，我立即找到船长说明情况。船长拿出电令说：

“这是于部长亲自下的急令，我们这样的万吨轮全国才有两艘，我们正准备去日

本，为运你们的管子临时改变到了大连……”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终于提前三个小时完成了管材装船任务。临别时，我



与港方、船方及厂方三方面参战人员含泪握手，代表燕化表示诚恳谢意。万吨轮

鸣笛了，向秦皇岛徐徐驶去，我们也告别了大连港。回到燕山后，水线大会战早

已拉开了序幕，来自全房山农村男女老少挖沟填槽，千军万马昼夜齐奋战，现场

上红旗招展，处处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两个大型水源地先后很快建成了、供水

了。1971 年 4 月 11 日，胜利合成橡胶厂开车投产了。看着似锦的胶花生产出

来，我激动不已，高兴万分。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至今 46 年过去了，这两条水线如同大动脉，仍在健

康地为燕化生产和生活用水默默服役。写这篇追忆文章时，我特别怀念徐今强、

孙晓风、杨浚、陈斐和梁志汇等老领导，他们虽已先后谢世，但他们为建设燕化

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仍铭记在心，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陈鹏羽：燕山石化公司地毯厂退休干部、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