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纤维是现代纺织工业的新型

原料。建国前，四川还没有化学纤维工

业。建国后，四川化学纤维工业的生产

建设，经历了三个时期：

1958～ 1961 年，重庆造纸研 究

所、自贡天然气研究所，分别进行粘胶

长丝和维尼纶纤维的科研试验。

1964 年，四川进入“小化纤”建设

时期。新建了成都人造纤维厂(小型)，

为国内设计，用国产设备，是全国最早

建设的三个小化纤样板厂之一。同期

还从上海内迁 1 条锦纶长丝生产线，

建成重庆合成纤维厂(小型)。1970

年，重庆掀起了大办小化纤的热潮，重

庆化工厂、重庆有机化工厂、重庆造漆

厂、重庆塑料总厂、重庆天然气研究所

等单位试制涤纶、锦纶的树脂切片；重

庆麻纺织厂、重庆防雨蓬布厂、重庆第

一棉纺织厂、重庆第二针织厂、重庆纺

织科研所等单位加工纺丝。1971 年，

自贡市筹建年产 1000 吨的小维尼纶

厂。由于小化纤厂生产成本高，质量

差，经营亏损，重庆、自贡当时试办、筹

建的一批小合纤装置(或厂)不久先后

停办。

1973 年后，国家决定转向发展

“大化纤”，四川进入“大化纤”建设时

期。为充分利用四川天然气资源，在四

川长寿县新建年产 4．5 万吨维纶纤维

的四川维尼纶厂，为全国最早从国外

引进石油(天然气)化工化纤联合装置

建设的四个大型联合企业之一。80 年

代，四川化纤业转向发展涤纶长丝、粘

胶长丝生产，先后扩建了重庆合成纤

维厂涤(锦)纶长丝车间、四川维尼纶

厂涤纶长丝生产线；新建成都涤纶厂、

广汉涤纶厂和宜宾化纤厂(粘胶长丝)

3 个骨干企业，奠定了四川化纤工业



初步基础。

建国后 36 年来，国家和省投资化

纤业资金(全部独立核算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103862．9 万元，占全省纺织

工业建国后总投资的 31．4 % (未含成

都涤纶厂、广汉涤纶厂和宜宾化纤厂

等在建工程)。

1985 年，全省有化纤企业 4 个。

属全民所有制企业 3 个，其中大型企

业 1 个、小型企业 2 个。生产能力为维

纶 2．3 万吨／年、锦纶长丝 350 吨／年、

涤纶长丝 400 吨／年、粘胶短纤 3500

吨／年。1985 年化纤产量 18548 吨(其

中维纶短纤 14614 吨、涤纶长丝 430

吨、锦纶长丝 327 吨、粘胶短纤 3177

吨)，维纶牵切纱 2154 吨，商品聚乙烯

醇 27678 吨。工业总产值 20869 万元，

年末职工人数 12376 人，固定资产原

值 82024 万元，销售收入 20060 万元，

积累 3681 万 元 (其 中 税金 1598 万

元)。

四川化纤业起步较早，投入了大

量资金，1964～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

总 额占 全 国 同 期 化 纤 业 总 投 资 的

8．75 % ，为全国第四位。但发展缓慢，

产品结构不合理，维纶纤维占化纤总

产量的 78．8 % 。1985 年全省化纤产量

仅占全国总产量的 2．23 % ，居全国第

十一位，经济效益很差；资金利税率仅

为 4．19 % ，居全国第二十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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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化纤业 1965～1985 年产品产量统计表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1965 年 12 月，成都人造纤维厂

(今成都化学纤维厂)建成投产，试生

产出粘胶短纤，填补了西南的空白；次

年产短纤 1767 吨，达到设计能力。但

由于工艺设计不够合理，国产设备性

能不尽完善，加上浆粕原料质量差，当

时只能生产 3 旦短纤。“文革”期间，生

产起伏大，一等品率只有 50 % 左右。

1968 年生产跌入低谷，年产 56．49

吨，一等品率只有 20 % ，成本高，连年

亏损。为弥补建设规模过小，改善经

营，1974 年 5 月，该厂兴建玻璃纸车

间投产(年产 750 吨)，产品畅销，经济

效益好，弥补了化纤生产的亏损，从

1975 年起该厂转亏为盈。粉碎“四人

帮”后，生产恢复，1977 年短纤产量达

到 1630 吨。1978 年，供应浆粕的成都

木材综合加工厂浆粕车间转产牛皮

纸，浆粕供应中断。从此由省外采购浆

粕原料维持生产。1980 年技术改造

后，纺丝能力扩建到 3500 吨／年。但由

于过滤能力不足和浆粕没有固定供应

渠道，“找米下锅”，质量不稳定，价格

高，致使化纤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

粘胶短纤生产再度出现亏损。为改变

这种状况，1982 年该厂再次扩建玻璃

纸机 1 台(年产 750 吨)，之后，扭亏转

盈，使该厂在“六五”计划期内保持了

利税的稳步增长。

1985 年，四川粘胶纤维业生产粘

胶短纤 3177 吨，品种有棉型短纤和毛

型及中长纤维，工业总产值 2622 万

元，固定资产原值 2640 万元，职工人

数 1191，积累 522 万元(其中税金 446

万元)。

“六五”计划期间，为了满足四川

丝绸行业对粘胶长丝的需要和解决粘

胶短纤浆粕来源的问题，建设宜宾化

纤厂，生产规模为长丝 3000 吨／年、棉

浆粕 1．8 万吨，1987 年 12 月 30 日试



生产出第一批粘胶长丝，全部工程于 1990 年基本完工。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四川 粘 胶 纤 维 工 厂 建 设 始 于

1964 年，至 1985 年底建成 1 个企业，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741．3 万元(未包

括木棕厂浆粕车间与在建宜宾化纤厂

工 程 投资)，占 全 省 化 纤 业 投 资 的

2．64 % 。

四川粘胶纤维业主要工厂建设情

况如下：

成都化学纤维厂 1964 年 6 月，国

家计委批准建设成都人造纤维厂。投

资 535 万元，建设规模为年产粘胶短

纤 1600 吨。厂址青白江区，占地 57．6

亩。由四川省轻工厅组织工艺部分设

计(系参照上海第二人造纤维厂的工

艺设计)；土建由成都市设计院负责。

省轻工厅、成都市建委、市轻工局组成

人纤会战指挥部领导建设。当年 10 月

施工，1965 年底竣工交付生产。同纤

维生产配套的浆粕工程，由国家计委、

财政部、林业部下达计划，利用成都木

材综合加工厂的杉木边角余料为原

料，在该厂建设浆粕车间，年产能力为

2000 吨，投资 760 万 元，占 地 16．4

亩。1964 年 10 月施工，1965 年 11 月

建成投料试生产。

1970 年 9 月，省、市轻工局鉴于

粘胶短纤生产成本过高，经营亏损，决

定充分利用该厂的粘胶原液设备、公

用工程和技术力量，兴建玻璃纸车间。

该工程投资 655 万元，引进联邦德国

主机(年产 750 吨)，和国产配套五合

机 2 台、溶解机 2 台、粘胶过滤机 8

台，于 1974 年 5 月建成投产。1972 年

9 月改为现名。

1980 年 11 月，该厂进行扩建与

技术改造，新增 纺丝机 2 台(48 锭／

台 )，更新改造部分粘胶设备，投资

171 万元。1981 年 4 月，扩建工程全部

竣工，纺丝生产能力扩大到 5000 吨／

年，综合能力达到 3500 吨／年。

1981 年 10 月，该厂改造二硫化

炭装置，采用的天然气为原料的新工

艺，兴建二硫化碳车间。投资 320 万

元，扩建厂房 3000 平方米，增加设备

120 多台(套)，1984 年 8 月试车成功。

1981 年 12 月，该厂又扩建 2 号玻璃

纸机和原液制造能力，投资 379 万元，

1982 年底投产，新增玻璃纸能力 750

吨／年。到 1985 年末，全厂固定资产原

值 2640 万元，建筑占地 136．7 亩，建

筑面积 58612 平方米，职工 1191 人。

宜宾化学纤维厂 1981 年 3 月，四

川省计委批准粘胶长丝工程，分两期

建设。第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粘胶长



丝 2000 吨。1984 年 10 月，又批准配

套浆粕工程，规模为年产浆粕 18000

吨。1987 年 8 月，二期工程续建，年产

粘胶长丝 1000 吨。占地 547 亩，其中

利用停建的宜宾东方红化工厂 140

亩，停产的地区砖瓦厂 110 亩，新征土

地 297 亩。厂址在宜宾南岸下坝。由

省纺织设计院承担总体设计和人造丝

公用工程设计，纺织工业部设计院负

责人造丝主要工艺车间设计，轻工业

部成都设计院负责浆粕工程设计。工

程施工由省建四公司承担。1984 年 9

月 1 日施工，1987 年底试生产第一批

人造丝成功。(浆粕外购)之后，边试产

边基建。3000 吨人造丝工程于 1989

年底基本建成；浆粕工程于 1990 年 4

月投料试产。全部投资 18155．9 万元，

职工 2518 人。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粘胶短纤装备与工艺

成都化纤厂开始使用的浆粕，由

成都木综厂供应。浆粕制造采用亚硫

酸盐法，以阔叶树为原料的工艺设计。

但成都木综厂的原料都是针叶树杉

木，木质素含量高，粘胶溶液过滤性能

差；加上边角余料杂质多、灰分高，浆

粕质量差、成本高等问题一直未能解

决。木综厂也因亏本，无心经营，于

1978 年后转产牛皮纸。

纺丝部分为湿法纺丝工艺。成都

化纤厂建厂初期采用 SR 303—8 型长

束精炼机和滚刀式切断机，造成上油

和收缩不匀以及超倍长纤维增加；加

上缺少开棉机，纤维开松度差。1980～

1981 年进行技术改造，增加 K 461 A

型干开棉机，改滚刀式切断为沟轮握

持切断(V D542 型)，长束精炼改为短

束精炼，从而提高了化纤的质量。1985

年该厂主要设备计有 SR 105—7 切粕

机 3 台、SR 201—300 五 合机 10 台、

R 223 后溶解机 10 台、自制 48 头纺丝

机 2 台、B061 和 R 456 A —12 圆网烘

燥机各 1 台。

二硫化碳是制造粘胶纤维的重要

辅料。成都化纤厂建厂初采用木炭法，

工艺落后，消耗高，生产效率低，污染

严重。1974～1978 年，该厂同成都化

工研究所合作，利用天然气研制二硫

化碳新工艺成功。1980 年，该厂又与

省化工设计院共同完成用天然气制二

硫化碳，年产 1500 吨的工业试验装置

设计。工序分熔硫净化、反应、粗制、精

馏、尾 气 回收、冷 冻、空 压、加压 等。

1983 年被列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1985 年通过国家级鉴定：技术

先进，国内首创，经济效益显著。



二、粘胶长丝装备与工艺

宜宾化纤厂的棉浆粕生产采用苛

性钠法。工艺流程分蒸煮、打浆、抄粕

三大部分。主要生产设备有 ZJG 3 型

40 立方米蒸球 5 台、ZJA 型长网浆板

机 1 台。

粘胶长丝的纺丝为湿法工艺。流

程为粘胶浆粕浸渍、粉碎、老成、璜化、

熟成、过滤、脱泡、纺丝、脱硫、漂白、上

油、烘干。主要生产设备有 R152 A 型

磺化机 4 台、R535 A 纺丝机 152 台、

R701 型络筒机 22 台、压洗机 1 套(从

瑞士毛纳尔公司引进)。

第四节 产 品

一、粘胶短纤维

1966 年，成都人纤厂投产时纺 3

旦粘胶短纤。1968～1972 年，开始纺

2．5 旦短纤。1973～1976 年，生产 1．5

旦棉型短纤。1977 年后，开始生产 5

旦毛型纤维。1979 年，开发 2．5 旦中

长型纤维。1982 年，开发 2 旦中长纤

维。到 1985 年已能生产棉型、中长型、

毛型粘胶纤维的系列产品。

二、粘胶长丝纤维

1989 年，宜宾化纤厂试产。生产

的品种有 120 旦(75 公支)和 250 旦

(36 公支)两种。商品浆粕为棉浆粕。



第一节 生 产 发 展

一、锦纶

1960 年，重庆新民牙刷厂(今重

庆塑料三厂)试制锦纶棕丝，以替代牙

刷用猪鬃。1961 年试制成 90 旦(100

公支)、140 旦 (64 公支)锦纶6 长丝，

供重庆第二针织厂试制卡普隆丝袜，

这是四川生产合纤长丝之始。1967 年

3 月，为军工配套新建的重庆合成纤

维厂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 100

吨)，产出锦纶长丝 16．82 吨，填补了

四川的空白。由于“文革”的干扰，生产

管理混乱，1966～1969 年平均年产量

仅 34 吨，连年经营亏损。1970 年，生

产逐渐走上正轨，产量达 101 吨，达到

设计能力，获利 27 万元。1971～1973

年，两次技术改造，增加纺丝生产能

力。1973 年产量达到 140．93 吨。粉碎

“四人帮”后，生产恢复正常，1978 年

产量达到 201．38 吨，1985 年达到 327

吨。

二、维纶

1961 年，自贡天然气研究所(属

化工系统)开始用天然气作乙炔提浓

试验(维纶原料)。纺织工业部对此十

分重视，给以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

将该所收归为直属科研单位①。1970

年，重庆市省天然气化工研究所也进

行天然气乙炔提浓试验；同年 11 月，

重庆市提出建设年产万吨维尼纶厂的

① 1962 年 3 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决定将自贡天然气研究所划归纺织工业部直接领导，由四川省轻工

业厅代管，改名为自贡化学纤维研究所。1964 年 4 月，下放给四川省天然气管理局，改名为四川省天然气化

工研究所。



设计方案。1971 年 5 月，自贡市省天

然气化工研究所筹建年产千吨维尼纶

厂，后均因技术和设备不过关而中止。

1973 年，国家决定引进大型石油(天

然气)化工化纤联合装置，国家计委批

准在四川长寿县兴建四川维尼纶厂。

该厂于 1979 年底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生产出合格的维纶纤维。由于对天然

气资源勘查有误，川维厂原设计时日

需天然气 170 万立方米，投产后实际

可供量只有 100 万立方米左右；同时，

设计上对天然气利用也不合理，60％

用作能源和供热，使已建成投产的 28

条维纶生产线只能开工 9 条，生产能

力利用仅为设计的 1／3。生产较好的

1981 年，维纶产量也只有 19790 吨。

维纶短纤由于染色性能差，不挺

括，销路窄，无法与大量发展的涤纶产

品竞争。1982 年后，维纶短纤产大于

销，产品积压，川维厂被迫减产，1983

年产量降到 8378 吨。1984 年后，四川

维棉纺织品实行免税降价措施后，打

开了销路，维纶纤维用量增加，川维厂

生产逐渐回升，1985 年达到 14614

吨。1984 年，该厂根据市场需要将南

场 14 条短纤生产线拆除，改建成涤纶

生产线。

维纶牵切纱于 1983 年开始生产，

到 1985 年产量达到 2154 吨，产品打

入国际市场，先后出口美国、马来西亚

等。

三、涤纶

1983 年 10 月，重庆合成纤维厂

扩建的涤(锦)纶车间建成投产，产出

四川第一批涤纶长丝。1985 年达到设

计能力，产量达 430 吨。四川维尼纶厂

引进联邦德国高速纺涤纶生产线也于

1984 年安装试车。

1985 年，四川合成纤维业生产合

成 纤 维 15371 吨，其 中 维 纶 短 纤

14614 吨、锦纶长丝 327 吨、涤纶长丝

430 吨，维纶牵切纱 2154 吨。工业总

产 值 18215 万 元，年 末 职 工 人 数

11153 人，固定资产原值 79376 万元，

积累 3166 万元(其中税金 1147．9 万

元)。

第二节 工 厂 建 设

四川合成纤维工厂建设起步于

1965 年，到 1985 年先后建设 4 个合

纤厂、4 条涤纶长丝生产线。1985 年末

建成大型企业 1 个、小型企业 1 个及

2 条涤纶生产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1121．6 万元，占全省化纤业投资的

97．36 % 。另外，在建工程还有成都涤

纶厂、广汉涤纶厂。



四川合成纤维业主要工厂建设

如 下：

重庆合成纤维厂 1965 年 2 月，上

海合成纤维厂(今上海第九化纤厂)年

产 100 吨的锦 纶6 长丝 设备迁到重

庆，与新民牙刷厂年产 10 吨的锦纶车

间合并，建设重庆合成纤维厂。厂址设

南岸区原觉林寺。上海纺织工业设计

院设计，1965 年 8 月 土建施工，1967

年 3 月建成投产。全部工程投资 269

万元。1980 年 8 月，扩建涤(锦)纶车

间，投资 828 万元。重庆市工业设计院

承担土建工程设计，本厂负责工艺设

计，规模为年产涤(锦)纶长丝 400 吨。

当年 10 月施工，1983 年 10 月竣工投

产。1985 年末，全厂形成生产能力为

锦纶长丝 350 吨／年，涤纶长丝 400 吨

／年。全厂占地 40 亩，生产建筑面积

33153 平方米，专用设备 57 台(套)，

年末职工人数 822 人。

四川维尼纶厂 1973 年 6 月，国家

计委批准在重庆市长寿县朱家镇建

厂。建设规模为年产维纶 4．5 万吨，其

中短纤 4．2 万吨、牵切纱 0．3 万吨；甲

醇 9．5 万吨。厂址距川东天然气矿(垫

江县)约 40 公里，距长寿天然气配气

站 6．7 公里。全厂占地 3968，9 亩，方

圆十华里，号称“十里川维”。1974 年

10 月，国家建委批准初步设计概算为

7．2 亿元，1982 年调整为 10．43 亿元。

工程设计由全国 18 个院(所)承

担。主体设计单位有四川化工第一设

计院(今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四川省

建筑工业设计院(今中国西南建筑设

计院)、轻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今纺织

工业部设计院)。

主要生产装置设备为化工部分采

用引进法、德、英、日本等国的成套技

术设备；维纶短纤纺丝 26 条线及牵切

纱 2 条线设备和公用工程由国内配

套。根据合同规定，我方派出国实习人

员 3 次 70 人；出国考察设备、技术 9

个小组 126 人，分别到日本、美国、联

邦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地区)的 100

多个公司和工厂进行考察。法国、日本

等国(地区)的 41 个厂家派出来华的

技术人员 5000 多人次(包括家属)到

厂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1974 年 8 月底工程正式施工。由

四川省建设厅所属 9 个公司和重庆市

建工局所属 2 个公司等 22 个单位、近

3 万人承担施工任务，在川维现场建

设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进行建设。指挥

部由轻工业部、省轻工业局、重庆市和

施工单位组成。领导成员由张黎群(代

表四川省政府)、张乐山(轻工业部)、

尹世奇(四川省轻工业局)，许佳陆、胡

治源、赵良(重庆市)，廉仲、王经志(施

工单位)，李书林(厂方)等十几位同志

组成。川维工程施工规模之大。技术之

复杂，为四川纺织工业建设史上空前

未有，也是全国的重点工程之一。共完

成开挖土石方 600 万立方米，打桩

1．3 万根，浇灌钢筋混凝土 60 万立方



米，制造安装金属构件 0．7 万吨，安装

机械设备 2．5 万台，安装电气仪表 5

万余台，铺设管道 280 万米，砌砖 1．1

亿块，建筑总面积 70．1 万平方米。高

难度的施工项目有总高度为 47．45 米

的双曲线冷却塔、电站 80 米烟囱滑

模、电站天然气锅炉 1 号炉 (D G 130／

39—1 型)安装、一化工 区大塔安装

(塔高 47、66．8、68 米，重 84．1～99．3

吨)、一化工区 9 台合成反应器胀管、

Φ529 长 6700 米天然气输气干管铺

设安装。

一化工区安装 66．8 米的大塔

1979 年底，川维厂化工化纤全流

程投料试车一次成功，产出合格的维

纶短纤和甲醇产品。1980 年 7 月，全

部生产装置基本竣工，转入试生产阶

段。1983 年 5 月，川维工程正式经国

家验收合格，同年 7 月交付生产。并由

纺织工业部将该厂移交给中国石油化

工总公司领导。

从 1974～1983 年底，川维建设工

程累计完成投资额 94898．62 万元，竣

工面积 57．58 万平方米，其中生产性

建筑 35．29 万平方米。1984 年 3 月，

川维厂拆除维纶短纤南区 14 条生产

线(减少能力 2．2 万吨／年)，安装引进

联邦德国和英国的涤纶长丝成套设

备，设计能力为年产涤纶长丝 2500

吨，8 月试车，1986 年 4 月正式投产。

1985 年，川维厂拥有生产能力为

维纶短纤 2 万吨／年、维纶牵切纱 0．3

万吨／年、聚乙烯醇 4．5 万吨／年、甲醇

9．5 万吨／年，职工 10331 人，固定资

产净值 73874 万元。

成都涤纶厂 1983 年 1 月，四川省

计经委批准建设，规模为年产涤纶长

丝 2000 吨，投资 4000 万元。厂址在温

江县踏水乡新建三队，占地 200 亩。

1985 年，省计经委又批准第二期工

程。两期建设总规模为 4000 吨／年涤

纶长丝。主要生产装置为引进联邦德

国的成套技术设备(2687 万马克)，由

省纺织工业设计院设计，冶金部第五

建 设公司施工。1985 年 3 月 施工，

1986 年 10 月投料试车，1987 年 11 月

竣工，验收合格交付生产。全厂建筑面

积 6 万平方米，其中主厂房 1．7 万平

方米，总投资 6389 万元，职工 1047



人。

广汉涤纶厂 1984 年 11 月，四川

省计经委批准建设。厂址广汉市城东

南近郊，占地 196 亩，建设规模为年产

涤纶长丝 5000 吨，总投资 10089 万

元，其中设备投资 8482 万元(国外引

进设备 5540 万元，折 日元 21．62 亿

元；国内配套设备 4548 万元)。由省纺

织工业设计院设计。德阳市建三公司、

四公司，省建十二公司，省机械化施工

公司等 9 个单位承建。1985 年 10 月

施工，1987 年 4 月投产。主要生产装

置系引进瑞士、联邦德国、英国的技术

设备。全厂建筑面积 45073 平方米，其

中主厂房 18921 平方米。全厂固定资

产原值 9147 万元，职工 837 人。

第三节 装备与工艺

一、锦纶长丝装备与工艺

重庆合纤厂 1966 年投产的锦纶

长丝生产线，其工艺为连续式聚合法。

纺丝部分采用老式切片炉栅熔融法。

主机为国产 V C402 炉栅纺丝机，后纺

配置 V C441 复丝牵伸加捻机。由于炉

栅法融 速低、产量 小，1970 年增 加

V C403 纺 丝 机 1 台。1973 年，对

V C402 纺丝机进行改造，改成螺杆挤

压纺丝机。螺杆挤压纺丝熔融量大，熔

体受热均匀，且螺杆可作无级调速，利

于提高质量，增加品种。1974 年，为开

发军用强力锦纶丝，又增加 V C442 复

丝牵伸加捻机。

二、维纶纤维装备与工艺

四川维尼纶厂生产技术装置与工

艺，分化工、化纤两大部分。化工技术

装置中，制氧、乙炔、醋酸乙烯、甲醇、

排除物处理及冷冻空压装置，是通过

法国斯贝西姆公司引进的；聚乙烯醇

装置是从日本可乐丽公司与西日本贸

易公司引进的。在 7 套引进装置中有

5 套属技术专利。其特点如下

制氧装置：为法国空气液化公司

专利。采用全低压流程，氮气膨胀透平

补偿冷损。制氧能力为 16250N 立方

米／时，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制氧机组。

主要设备有空气压缩机、切换换热器、

精馏塔、往复式氧压机等。空气压缩机

能力为 82000N 立方米／时。

乙炔装置：为联邦德国巴登苯胺

制碱公司专利。乙炔炉采用多管烧咀

板并进行水冷却，有安全自动联锁控

制。裂化气压缩采用螺杆式压缩机，裂

化气中微量炭黑的清除采用电除尘

器。

醋酸乙烯装置：为法国隆玻璃公

司专利。合成反应采用管式固定床反

应器，时空收率较高，醋酸转化率为



70 % 。

甲醇装置：为英国帝国化学工业

公司专利。采用部分氧化法制合成气，

本费尔法脱炭，低压法(50kg／c m 2)合

成甲醇，蒸汽透平驱动离心压缩机，两

段蒸馏制 A A 级甲醇，产品纯度高。

聚乙烯醇装置：为日本可乐丽公

司专利。采用带式醇解机低碱醇解，制

得的聚乙烯醇密度大，粉尘量损失少，

利于醇解废液的过滤和减少仓储容

积。

化纤部分技术装置：为国产设备。

纺丝设 备有国产 Y L162 A 溶解机、

Y L306 纺丝机、Y L312 二浴牵伸机、

Y L421B 热牵伸机、Y L461 切断机等。

纺丝为卧式湿法纺丝工艺，每系列有

12 个 24000 孔的喷丝头。

三、涤纶长丝装备与工艺

1983 年，重庆合纤厂的涤纶长丝

装置采用国产 定型 设备，低速纺丝

(800 米／分)工艺路线。主要设备有

V C406B 纺丝机(18 部位)、V C443 牵

伸加捻机(144 锭)、V C473 弹力丝机

(288 锭)、V C473B 弹 力 丝 机 (192

锭)、V C464 A 并线加捻机(100 锭)。

四川维尼纶厂、成都涤纶厂、广汉

涤纶厂的涤纶长丝设备采用 P O Y (预

取向丝)～ D T Y (拉伸变形丝)工艺路

线，高速纺(3000 米／分)，是 70 年代

国际的先进技术。川维厂和成都涤纶

厂的 P O Y 成套技术设备，均是从联

邦德国迪迪尔公司引进；D T Y 单机分

别从英国斯格拉克公司和联邦德国巴

马格公司引进。广汉涤纶厂前纺工序

设备从瑞士联邦 E M S 集团伊文达工

程公司引进；纺丝三条线系紧凑型高

速机从联邦德国巴马格公司引进；后

纺 D T Y 设备从英国斯格拉克公司引

进。

第四节 产 品

一、锦纶6长丝

重庆合纤厂 1966 年生产有 138

旦 (65 公支)和 45 旦(200 公支)两种

锦纶6 长丝。主要用于织军工锦丝绸。

1974 年，开发生产军工用 高强锦 纶

丝。该产品参与国内海上发射运载火

箭配套工程，1982 年 10 月 16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专电致贺。

1985 年，重庆合纤厂生产的主要品种

有 70～ 200 旦／12 ～ 36f 锦 纶。牵 伸

丝、45～247 旦／6～ 48f 高强牵伸丝、

247 旦锦纶6长丝等。其中古塔牌 247

旦锦纶6长丝获国家银质奖。

二、维纶纤维与副产品

维纶短纤：四川维尼纶厂 1980 年



生产 1．4 旦 35 毫米棉型短纤维。1982

年 9 月，试纺成功 1 旦和 1．6 旦短纤。

1983 年起，先后开发了中长纤维、原

液染色纤维及阻燃纤维等新产品。原

液染色维纶有 1．4～6 旦、35～65 毫

米兰色、黑色和咖啡色纤维等。1983

年 9 月 11 日，省科委、省纺织厅通过

维纶原液染色技术鉴定，并获重庆市

1983 年新产品百花三等奖；1984 年 4

月，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

1985 年，维纶原液染色纤维获中国石

化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维纶牵切纱：川维厂于 1982 年

10 月试纺，生产 165 旦(54 公支)、150

旦(60 公支)、128 旦(70 公支)维纶牵

切纱。

商品聚乙烯醇和甲醇：属中间产

品和副产品，1980 年开始生产。1983

年开发了非纤维用聚乙烯醇 P V A O 8

个新品种和精甲醇产品。

川维厂获奖产品有川维牌甲醇

1982 年获省优质产品奖；川维牌 1．4

旦×35 毫米维纶短纤获省优质产品

称号；川维牌聚乙烯醇 1799获1984 年

国家银质奖。

三、涤纶长丝

重庆合成纤维厂 1983 年生产的

涤纶长丝产品有 68 旦／36f 牵伸丝、

异形牵伸丝及低弹丝。

成 都 涤 纶 厂 先 后 开 发 了 300、

200、150、135、100、75、68、48 旦等规

格的白色涤纶丝及有色涤纶丝、网络

丝、花式免浆丝、喷水织机用丝、电缆

用聚酯纱等品种。

广汉涤纶厂生产了白色涤纶低弹

丝 40～150 旦，低弹网络丝 300 旦／

36f×2、150 旦／36f。有色涤纶低弹丝

150 旦／36f，喷水织机用涤纶低弹丝

150 旦／36f、75 旦／36f，三叶有光异形

丝 40～75 旦／36f 等新品种。

川维厂涤纶产品与成都、广汉涤

纶厂大体相同。



第一节 销 售

四川的化纤产品，1966～1975 年

以计划分配为主，70 年代后期逐步转

向以企业自销为主；1985 年后放开，

由市场调节。

一、粘胶短纤维的销售

1966～1972 年，成都化纤厂生产

的棉型粘胶短纤由四川省轻工厅(局)

统一分配给重庆第一棉纺织厂、成都

纺织厂使用。1977 年，该厂生产 5 旦

毛型纤维分配给川康、重庆、康定三个

毛纺织厂使用，每年约 500 吨。1978

年后，由于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停止

供应浆粕，化纤厂从湖北、山东、江西、

上海等地购买浆粕，与省外协作关系

日渐扩大，产品也由企业自销，除供应

省内的内江、自贡、重庆、成都、达县

外，还销到襄樊、武汉、江苏、浙江、西

安和大连等地。

二、锦丝6 长丝的销售

1966～1975 年，由纺织工业部统

一分配，省内分配给阆中绸厂生产军

工丝织品；省外分配给湖北 520 厂、丹

东丝绸厂以及浙江、河北、福建、广东、

江苏军工产品加工厂使用。1975 年后

扩大锦纶长丝的民用生产，省内各袜

厂得以大量购用。80 年代的民用部

分，以自销为主。

三、维纶纤维及副产品的销售

1980 年，四川维尼纶厂试产维纶

纤维，产品由纺织工业部分配，优先满

足四川需要。1981～1985 年，供应给

四川的数量占短纤总销量的 75 % ，四

川的棉纺厂都在使用维纶纤维。1982

年下半年开始，维纶纤维积压，资金周

转困难，被迫转换经营机制，改为企业

自销。销往郑州、陕西、襄樊、武汉等

11 省市 41 个单位。该厂生产的聚乙



烯醇销往 26 省市 166 个单位；甲醇销

往 19 省市 78 个单位；牵切纱销往无

锡国棉五厂、泰州第三织布厂、武汉市

纺织工业公司、青岛国棉二厂等。1985

年，该厂生产的聚乙烯醇出口，由中国

石油化工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收

购，交货量达 1436 吨，创汇 103 万美

元；牵切纱出口泰国、美国。

四、涤纶长丝的销售

1983 年，重庆合成纤维厂所产涤

纶，销重庆的远大织布厂、江北织布

厂、重庆织布广等。1985 年后投产的

成都涤纶厂、广汉涤纶厂和川维厂的

涤纶长丝产品，省内销售仅 1／3，其余

销往浙江、江苏。

第二节 经 济 效 益

一、销售效益

粘胶 短纤维的销售 效益：60 年

代，国家规定粘胶原料木浆浆粕(一等

品) 出 厂 价 每 吨 950 元、棉 型 短 纤

3800 元、毛型纤维 3600 元。1966 年，

成都化纤厂用成都木综厂生产的木浆

粕，每吨成本高达 1366．5 元，比规定

价高 416．5 元。为扶持成都化纤厂的

生产，省物价委员会决定对成都化纤

厂粘胶短纤出厂价(3 旦)定为 3900

元／吨，并免交工商税。1966 年，该厂

生产形势好，年产纤维 1767 吨，纤维

一等品率达 56 % ，每吨短纤销售收入

3765 元，利润 561 元，销售利润率达

到 14．9 % 。“文革”中，生产不正常，一

等品率下降，成本升高，从 1971 年起

又开征工商税(税率 5 % )。因此，1967

～1977 年中就有 5 年发生亏损。1978

年开始扭转亏损局面。由于原材料涨

价，省纺织局决定从 1981 年 1 月 1 日

起，由使用单位给成都化纤厂每吨粘

胶短纤价外补贴 200 元，省纺织局再

给每吨价外补贴 100 元。因此，1981

年每吨短纤销售收入上升到 4065．1

元，每吨短纤可获销售利润 261 元，销

售利润率 6．4 % ，销售利税率 11．4 % 。

1982～1985 年，由于浆粕、化工原料

提价，虽然省纺织厅采取调价和价外

补贴、调往省外自由议价等措施，1985

年每吨短纤销售收入达 4455 元(出厂

价一等品 4200 元和价外补贴 60 元)，

但仍然连续 4 年亏损。在 1966～1985

年粘胶短纤生产的 20 年中，单位产品

销售发生亏损就有 12 年。

锦纶长丝的销售效益：60～70 年

代，国家对锦纶长丝出厂价和利润率

定得 比较高，但由于重庆合成纤维厂

生产规模过小，投产初期又受“文革”

影响，生产不正常。因此，1966～1969

年虽免交工商税，但仍年年亏损。1970



年后，生产秩序经过整顿趋向正常，同

时又进行几次技术改造，使锦纶长丝

产量从 1969 年的 48．6 吨，达到 1982

年的 258 吨，增长 4．3 倍。1970～1982

年，重庆合纤厂除 1974 年因受“批林

批孔”影响发生亏损外，其余都年年盈

利。1982 年销售利税率达到 29．31％

的好水平。1983 年，国家对锦纶长丝

出厂价进行调整，下降幅度 15 % 左右

(工商税率也由 15 % 降为 10 % )，但原

料(切片)价未动，因此利润有所下降。

1985 年销售利税率为 27．6 % 。

维纶短纤的销售效益：1974 年，

川维厂设计时，天然气价格很低(每千

立 方米仅 50 元)，加之设计能力大

(4．5 万吨／年)，维纶短纤出厂价高

(一等品出厂价 5500 元／吨)。每吨短

纤计划利润可达 3225 元，税金 275

元，计划销售利税率为 63．64 % 。1980

年川维厂投产后，维纶短纤一等品出

厂价已下调到 4500 元，天然气到厂供

应价上调到 85 元。由于天然气供应不

足和产品销路不畅，生产能力一直没

有充分发挥，成本很高。1980 年，在未

提取折旧基金的情况下，每吨利润只

有 790 元，销售利税率只有 22．5 % 。

1983 年，维纶滞销，工厂又被迫降低

出厂价，每吨销售收入降到 4050 元，

加上 7 月份起开始提取折旧费。因此，

每吨维纶纤维亏损 377．50 元。1984

年5 月1 日，四川棉纺织厂生产的维纶

纱、布免交工商税，降低出厂价后，销

量增大，各棉纺织厂使用维纶原料增

多，川维厂生产也回升，成本下降；加

上重庆市又对维纶纤维实行减半征税

(减为 2．5 % )，使维纶产品由亏转盈。

销售利润率达到 2．43 % ，销售利税率

4．96 % 。1985 年大体保持 1984 年的

水平。

二、资金效益与积累

1977 年前，成都化纤厂、重庆合

纤厂由于生产不正常，资金利税率仅

10 % 左右。1978 年后，企业整顿，两厂

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粘胶短纤、锦

纶 长 丝 产 量 分 别 比 1977 年 增 加

23．4 % 和 13．3 % 。资金利税率上升到

19．8 % ，1981 年最高达到 28．1 % 。川

维厂 1980 年试产后，由于设备能力没

有充分发挥，1983 年该厂的资金利税

率仅 2 % 。三家化纤厂 1985 年的平均

资 金利 税率 为 4．33 % (全国 平均 为

23．54 % )，在全国 24 个省市中居二十

三位。

四川化纤工业积累很低。从 1966

～1979 年，两家小化纤厂有 5 年发生

亏损，积累最高的 1979 年也仅有 324

万元，其中利润 170 万元。1980 年川

维 试产后，三家厂当年积累 2146 万

元，1981 年积累 5920 万元，1985 年积

累 3681 万元。由于积累少，投资回收

率很低，1964～1985 年三家化纤厂固

定资产总投资 103862．9 万元，同期三

家厂创利税 18040．8 万元，投资回收



率为 17．37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

期 全 国 化 纤 投 资 回 收 率 为

1 1 1．5 5 % )。

成都化学纤维厂、重庆合成纤维厂历年销售利税表



四川省化纤业粘胶短纤历年单位产品成本利润表



四川省化纤业锦纶长丝 1980～1985 年单位产品成本利润表

四 川 省 化 纤 业 维 纶 短 纤 1980～ 1985 年 单 位 产 品 成 本 利 润 表



四川省化纤业 1966～1985 年资金利用概况表

说明：1966～1982 年 各栏数据为成都化纤厂、重庆 合纤厂总 数。1983 年四川维尼纶 厂正式投产。1983

～ 1985 年均 为三家厂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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