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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浚（1922—1999），福建省福州人，中国化工技术和科技管理专家。新

中国大型石油化工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1970 年 2 月杨浚由化工部化工原料工业公司调至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燕化

公司前身）工作。1978 年 3 月 24 日由燕化调至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后任

副局长、局长和科委副主任之职。此间，杨浚与科委其他领导开展的计算机应

用（特别是微机应用）工作，开中国应用微型计算机之先河；他倡导的、以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星火计划”，在中国广大乡村实施后，取得巨大成功，

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他完善和发展了科技进步奖励制度，创立了国家星火

奖，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1985 年，杨浚被任命为六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顾问，1988 年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0 年 2 月，杨浚由化工部调至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的前身——北京石油化

工总厂，8 月 11 日，担任石油化工总厂临时党委常委，其后于 1971 年 9 月至

1973 年 5 月任总厂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一直负责技术和生产等项工作。组织完

成了顺丁橡胶会战和中国第一套 30 万吨乙烯工程的建设等项工作。把中国的石

油化工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1 年，作为主管技术工作的总厂领导，杨浚在燃料化学工业部的支持下，

组织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研究和设计部门及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

单位对胜利化工厂年产 1．5 万吨顺丁橡胶生产装置存在的连续运转时间短，“一

堵（管道容易堵塞）、二挂（反应物挂在反应釜壁，不容易消除）、三污水（污

水排放量大）、四质量（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等问题进行攻关会战。经过近 2

年努力，于 1974 年再次开车，运转周期达 240 天，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

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到 1976 年，这套生产装置年产量达到了 6 万吨。这

一成果获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8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72 年，杨浚重点抓了年产 30 万吨乙烯装置建设，开展了以引进年产 30

万吨乙烯装置为中心的“四烯”（乙烯、丁二烯、聚丙烯、高压聚乙烯）工程建设

大会战。经过 3 万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仅用 27 个月，就完成了一期扩建工

程，成为中国建设大型引进乙烯装置的成功范例，从而使中国石油化工技术向

世界先进水平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建设决策 



1970 年初，中国乙烯年产量不到 3 万吨，乙烯生产水平的落后，制约着石

化及下游工业水平的提高。1971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乘专列由上海返京。

一名工作人员讲述了在上海买“的确良”布难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之

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提出要引进一批石化、化肥、化纤生产装置。 

1972 年 1 月 16 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

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利用国内石油资源，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装置，加速发展

石油化工、化纤、化肥工业。报告经周恩来、李先念等批准、报毛泽东同意。 

当时，燕化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利用工程正在展开大规模建设，

负责技术工作的扬浚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由于我国缺少发展石

油化工的经验，并受当时国际环境、资源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这些代表中国

当时最高石化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化工原料没有充分可

靠的保证。由于原计划只建一个炼油厂，化工产品的生产主要是建立在利用炼

厂气及极少量的石油产品基础上的，化工原料来源不可靠，而且质量不够稳定；

二是综合利用方案品种很多，但是规模不大，特别是化工产品规模较小，布局

不紧凑，辅助系统庞大，投资效益差。 

面对国家大力发展石化工业的机遇，曾经在吉化接待周恩来总理，并被周

总理表扬为又懂技术又懂管理的杨浚，自然十分关注国家决定引进成套技术设

备的情况。 

1972 年 4 月，杨浚编写了《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成大型石油化工基地

（草案）》，首次提出把燕化公司的发展目标从“综合利用”向“大型石油化工基地”

方向调整，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否定综合利

用工程可能会被扣上“否定自力更生路线”、“洋奴哲学”等等大帽子。但是杨浚凭着

他对中国石油化工事业的热爱，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我国石油化工工业自

五、六十年代发展以来，一直走油头化尾的路子。即利用炼油厂尾气生产化工

产品，所以规模小，发展很慢。报告认为：按我国对石油化工产品的需要量和

世界石油化工技术发展水平看，我国还没有一个大型石油化工骨干企业。他建

议，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建立几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同时，把北京石油化工总

厂扩建改造为—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 

就燕化公司规划问题，杨浚在草案中，提出炼油能力由 250 万吨增加到 600

万吨，汽、煤、柴油产量保持原设计（ 250 万吨原油）的水平，润滑油产量比

原设计增加一倍。化工产品由年产 14. 5 万吨扩大到 80 万吨，其中三大合成材

料由 6 万吨扩大到 57 万吨。为此，常减压蒸馏、润滑油、各化工装置都要进行

扩建改造，将原 12 万吨轻油裂解分离装置改为 20 万吨，并新建 40 万吨轻油裂

解分离装置一套。“五五”期间再建一套 50 万吨轻柴油裂解分离装置，乙烯总产量

达到 24 万吨。建高压聚乙烯装置和聚丙烯装置等。 

报告完成后，以当时石化总厂党委的名义上报燃化部，表明了当时石化总

厂建设大型石油化工基地的决心，这与当时以康世恩、徐今强为首的中国石化

的决策人发展大型石油化工基地的思路不谋而合。 



1972 年 5 月 13 日，燃化部在北京召开三大合成材料会议，燃化部的领导

仔细分析了各大企业的各方面条件，并充分考虑了企业的主观意向，决定在北

京石化总厂建设我国第一套引进的 30 万吨乙烯装置，搞大基地。此方案报请国

务院，得到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批准。杨浚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自己的努力

有了结果而非常高兴。 

方案确定 

要建设大型乙烯装置，首先要解决原料路线问题。国外的原油轻组分含量

高，多采用石脑油为原料．而我国原油重组分含量高，石脑油收率只有 6％-8%，

按当时 250 万吨的原油加工量，按照 3 吨石脑油生产 1 吨乙烯计算，原料肯定

不能满足 30 万吨乙烯装置生产的需要。因此，杨浚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

轻柴油为原料。但是，当时国外乙烯生产技木比较成熟的工艺是以石脑油为原

料，轻柴油作为裂解原料的乙烯生产装置在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工厂有成功的经

验。杨浚与当时任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规划室主任的吴嘉祥等人多次探讨

这一问题。 

1972 年 6 月 12 日，轻工部、燃化部、外贸部共同组成的中方谈判小组，

在北京与外商开展关于引进石油化工、化纤（原料）生产装置的技术谈判。参

加谈判的主要外商为日本三菱油化公司、可乐丽公司、东洋工程公司等近十家

日本公司，以及美国、联邦德国的有关公司和厂商。吴嘉祥作为专家参加了这

一活动。在谈判中，他通过日本东洋工程公司了解到，美国鲁姆斯公司用轻柴

油作为裂解原料，实验已经获得成功。吴嘉祥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杨浚作了汇报。

杨浚认为，如果用柴油作原料，国产原油中含 23％，按当时 250 万吨原油的加

工量，30 万吨乙烯原料就解决了。经过反复测算，杨浚认为有把握，便让设计

院作方案。 

方案确定后，杨浚向当时主持燃化部工作的副部长徐今强作了汇报。徐今

强当时问：“用轻柴油作原料有多大风险?”杨浚详细地给徐部长分析了利弊，他说：

“如果说有风险，主要是两个，一是以轻柴油为原料，乙烯收率略低一些，但丙

烯、丁二烯收率较高；二是裂解炉清焦周期短些，轻柴油 40 天一次，石脑油

60 天一次。风险不大，却解决了原料问题。”徐部长认可了这个方案，他说，这

件事事关重大，你们要立军令状。 

8 月 29 日，在杨浚主持下，编制《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调整建设方案汇报提

纲》，明确提出调整原综合利用方案。 

9 月 7 日，在中共北京市委万里和燃化部徐今强主持下，对北京石油化工基

地建设方案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总厂杨春茂、林源、杨浚参加会议。

根据尽量减少对环境污染的原则，基本肯定了石化总厂调整建设方案，选择无

毒、低毒、污水少、易处理的品种和工艺流程，决定调整原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取消未动工的乙丙橡胶、异戊橡胶、甲醛、涤纶聚酯、锦纶聚酯、腈纶聚酯、



乙二醇、轻油裂解、有机玻璃、丙烯酸甲酯和硫铵等 11 个项目；引进 30 万吨

乙烯（包括丁二烯抽提）、18 万吨高压聚乙烯、8 万吨聚丙烯、4 万吨涤纶聚酯、

6 万吨乙二醇、15 万吨脱烷基制苯制萘等 6 个建设项目；原油加工量增加到 600

万吨。9 月 9 日，燃化部向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建设北京石油化工基地和北京

石油化工总广扩建问题的报告》，燕化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编制了《扩建工程计

划任务书》。 

在方案确定的同时，与外商的谈判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1972 年 12

月 25 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与日本东洋工程公司签订引进 30 万吨／年乙烯生

产装置（包括丁二烯抽提装置）的合同，29 日举行签字仪式。成套设备合同总

价为 9650 万元人民币（折合 4250 万美元）。合同规定 1974 年 1 月开始交货，

年底交完，1975 年 12 月 31 日建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乙烯技术的实际生产情况，1973 年 5 月，燕化公司杨

浚、张彦宁、吴嘉祥、李作政等人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

总公司等一行10人赴日本三菱石油化工公司对乙烯装置作了详细考察。并确认，

轻柴油作为乙烯原料是可行的。回国后杨浚向徐今强作了汇报，徐今强非常支

持。 

6 月 20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修改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扩建计划任务

书》后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报《关于审批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的报告》。李先念于 24 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审批报告”

作了批示：“拟同意。这个工程很重要，建议计委、各有关部和北京市经常讨论工

程进展情况，真正能够多快好省，真正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否则，国外设备

一到，而我们的工作和原料设备跟不上，很不好，必须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

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 11 位中央领导圈阅。 

同年 8 月 20 日，与日本住友化工公司签订引进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合同；

9 月 29 日，与日本三井油化公司签订聚丙烯合同；10 月 26 日与日本日曹工程

公司签订乙二醇合同。至此，引进工作全部完成，燕化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开工投产 

1975 年下半年，乙烯工程进入收尾阶段，10 月 28 日，北京市和石化部联

合成立乙烯工程试车开工领导小组，  具体开车投产工作由燕化公司杨浚、葛

立兴负责。杨浚等同志与化工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设计和科研人员，以及国内

外的专家共同研究，首先制订试车方案，指导试车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生产准备工作中，在杨浚等领导的精心组织下，重点进行了组织准备工

作，由于参加开工的职工，有一半左右是入厂不到两年的学徒工，老工人也没

有在这样大型的、现代化的装置上操作过。燕化陆续派出组织一部分工程技术

人员和生产骨干出国实习，大部分人员到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兰州化学工业公

司等老企业实习。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出国实习人员作用，狠抓技术练兵，边



讲课，边到现场熟悉流程和设备．化工一厂裂解车间开展了百次练兵、百次假

设事故处理、百问不倒的“三百”练兵竞赛，苦练基本功。并组织职工参与工程质

量检查验收、设备检验、仪表调校、设备管线吹扫、试压和化学清洗。还让他

们承担烘炉、催化剂装填、系统干燥和单机试运、联合试运工作，受到实际锻

炼和考验，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再次是抓了物资准备。生产所用的百余种化工

原料、数十种润滑油、数千种备品配件，基本上以国内为主，国内没有的就从

国外进口，采购了生产必需的储备量；同时编制了工艺规程、设备维修规程、

安全规程、分析规程和岗位操作法等各种技术文件，建立了各种管理制度、各

种原始记录报表，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技术文件。 

在开车过程中，杨浚深入生产一线，与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共同探讨技术

难题，经常加班加点，甚至彻夜不眠。按照“单机试车要早，联动试车要全，物

料试车要稳”的方法，燕化采取先易后难，解炉、15 座精馏塔、103 台换热器、

6000 台件仪表、几万个阀门，驱动物料通过 30 万米管道，无一操作事故，这

套 30 万吨乙烯装置是世界上第一套以轻柴油为原料的裂解装置，从 1976 年 5

月 8 日正式投油到生产出合格产品只用了 9 天零 15 个小时，比国外类似装置开

车的平均速度 2l 天快了一倍．5 月 18 日，丁二烯抽提装置投料试车，仅用两天

零 8 个小时就生产出合格的丁二烯，6 月 7 日，高压聚乙烯装置投入催化剂后

两个小时就生产出合格的高压聚乙烯粒料。聚丙烯装置投料，22 个小时后就生

产出合格的聚丙烯粒料。“四烯”开车取得一次成功．比原计划的投料试车时间缩

短一半以上。在乙烯装置现场工作的美国技术人员给鲁姆斯公司打电报，说中

国用了不到 10 天时间就出了乙烯，这个公司认为没有这个可能，  回电要求“再

调查核实”．那位在现场工作的美国人说：“在没有乙烯冷剂的条件下，用这么短的

时间生产出合格乙烯，这确实是世界第一流水平”。   

“四烯”投产后，经过一个阶段的考核，中日双方代表分别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30 日进行交接验收签字。扩建工程从 1974 年 4 月乙烯

装置开槽动工，到 1976 年 6 月“四烯”等装置全部生产出合格产品，仅 27 个月，

创中国建设大型引进装置成功范例。使燕化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石油化工联合

企业，“四烯”的投产，使燕化的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在投产第二年，即 1977 年，

燕化一跃取得了工业总产值突破 20 亿元，实现利税突破 10 亿元的“双突破”。 

乙烯装置的建成投产，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石油化工工业的一个里程碑，

而载入中国工业的发展史册，而被誉为“化工名将”的杨浚也以其在这一工程中的

出色贡献而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