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玻璃纤维

1964 年12月，建筑工程部、国 家

计委、国家经委决定将上海耀华玻璃

厂的玻璃纤维生产车间一分为二，部

分迁 至内地建设一 年产 1000 吨玻璃

纤维厂 ，并从 上海耀华玻璃厂、建工部

玻璃纤维工业研究设计院抽调人员组

成工作组到西南选择厂址。1968 年 4

月，选址小组向四川省革命委员 会筹

备小组生产指挥组汇报，将厂址初 步

定在四川德阳县罗江镇东外枇杷岩；5

月 20 日，建筑材料工业部军事管制委

员会同意定点德阳罗江镇；年底，建筑

材料进入施工现场，设备陆续到货，民

间建筑施工队进场。1970 年 3 月，四

川玻 璃 纤 维 厂 基本建 设 全面铺开；8

月，第 一台铂金坩埚拉丝试产成功；10

月，拉丝、退 并、织布三 个车间建成投

产，总投资 1500 万兀。

重庆市 于 1969 年兴建土桥玻 璃

纤维厂(后 更名重庆蓄电池厂玻纤 分

厂)，19 7 1 年 投产，逐 步 建 成拉丝、退

并、编织、玻璃棉、薄毡生产车间，形成

完整的玻纤生产线 。重庆市物资局建

材公司于 1971 年起陆续投资 39．1 万

元兴 建重庆 五七玻璃 纤维 厂，1973 年

6 月 建 成 投 产，年 产 玻 璃 棉 150 吨。

1975 年，四川 省科委给该 厂下 达 试制

光 导纤 维 任 务，因此增 建 一 个光 导 纤

维生产车间。 此后建成的还有自贡市

大安 玻 璃 纤 维 厂、宜宾市 二 轻 局 玻璃

纤维厂。

四川 玻璃 纤 维 厂 1984～ 1988 年

先 后 改 装 46 时 布 机 224 台，使

E W 100 － 1050 无 碱玻 纤 布 年 产量 增

长 至 670 万米；1 983～ 1989 年改 建方

格布生产线，年产规模由 127．93 万米

上升 至 2 12．04 万 米；1985 年 建 成 拉

丝新机组 12 台，采用国内最新的左平

拉 工 艺，新 增 年 产 玻纤 能力 1000 吨。

到 1990 年，年 产 玻 璃 纤 维 能 力 4000



吨，超过原设计三倍；年产玻璃纤维布

能力 1800 万米。该厂还开发成功高温

除尘过滤布、袋和 E R 120 无捻粗 纱、

玻璃纤维薄毡等新产品，投资 300 多

万元建成复铜板生产线，已能生产 65

板、67 板、3240 层压板等产品，月 产量

7～8 吨。

重庆玻璃纤维厂 1985 年组建中

外合资重庆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总投

资 546 万 美 元 (折 合人 民币 2284 万

元)，引进日本日东纺株式会社全套短

切 玻 纤 毡 生 产 技 术 和 设 备，工 程 于

1987 年元月 建成投产，年产增强用各

种短切 玻纤 毡和无捻粗纱能力 1800

吨，从而结束了中国这类材料依靠进

口的历史，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该

厂对玻纤拉丝废水处理和波歇炉、拉

丝机、无捻粗纱机、原丝炉等技术的吸

收、利用均获成功。1989 年，日本昭和

利市银行再次投资 320 万美元，利用

吸收后国产设备，扩建一条同等规模

短切玻纤毡和无捻粗纱生产线，工程

于 1989 年动工，建成后将使产量增长

一倍。

1984 年，成都市建筑材料工业总

公司同四川玻璃纤维厂合作，计划利

用成都市已停产的三砖厂土地兴建一

年产 1000 吨玻璃纤维工厂。同年 10

月，四川省计经委、四川省建材工业总

公司确定工厂规模扩大为 1500 吨，投

资 990 万元。1987 年 3 月 建成投产，

定名成都玻璃纤维厂。1989 年 11 月，

成都玻纤厂同航空航天部长城工业总

公司、美国原丝公司合资，投资 772 万

元引进美国组合炉拉丝生产玻璃纤维

技术，建成无捻粗纱生产线，年产规模

800 吨。

从 70 年代末至 1990 年，四川还

兴建了一批小型玻璃纤维厂，其中由

四川玻璃纤维厂支援建设的有德阳市

御营玻璃纤维厂、新都县玻璃纤维厂、

四川玻璃纤维厂罗江分厂、绵竹县天

池玻璃纤维厂、自贡市邓关盐厂玻璃

纤维厂，重庆玻璃纤维厂同川东钻探

公司联合组建了巴县曙光玻璃纤维厂

等。

玻璃纤维厂生产的产品为玻璃纤

维、玻璃纤维布，生产工序有拉丝、退

并、织布，原料为玻璃球。因用途不同，

有中碱、无碱的分别。玻璃原料球经筛

选、清 洗，输 入 铂 铑 合 金 坩 埚，在

1200℃高温下熔化成玻璃溶液，经铂

铑合金坩埚板拉制成直径几微米的纤

维。拉制成丝、卷筒的玻璃纤维进入退

并工序，即将玻璃纤维原丝从拉筒上

退出，并捻，制成粗细不等、捻度不等

的股线，然后进入织布或织窗纱的编

织工序，或者作为商品纱进入市场。织

布工序将并捻的玻璃纱按经纱、纬纱

织造成不同规格的玻璃布，或直接作

为商品，或再加工为绝缘材料。

拉丝工艺除铂金坩埚外，尚有池

炉拉丝、镍铬坩埚拉丝，有的甚至用简

易的陶土坩埚拉丝等。重庆玻璃纤维



厂用池炉拉丝直接生产无碱玻纤短切

毡和无碱玻纤无捻粗纱。小型玻纤厂

因产品用途要求 不同，各 厂拉丝工艺

迥异，用陶 土坩埚者，其原料用碎玻璃

渣熔化后经陶土坩埚漏板制成生丝及

少量熟丝。

玻璃纤维厂生产设备主要有拉线

机、捻线机、分条整经机、织布机。1985

年，全省拥有铂金坩埚炉位 280 余台、

铂金 500 余公斤、捻线机 100 余台、织

布机 1000 余台。1990 年，四川玻璃纤

维厂拥有主要生产设备 760 台，其中

695 型双筒 自 动换 筒拉 丝 机 126 台、

各型 捻线 机 44 台、2516 型 分条 整经

机 24 台、150 型 织 布 机 566 台；成都

玻 璃 纤 维 厂 拥 有 主 要 生 产 设 备 391

台。重庆玻璃纤维厂系池炉拉丝工艺，

其设 备 为波 歇炉、拉 丝 机、无捻 粗纱

机、原丝烘炉。

四川 1971 年只能生产纱、布两类

计 12 种玻璃纤维产品，其中年产玻璃

纤 维 44 8 吨，玻 璃 布 312 万 米；1977

年，产品增至 33 种，1980 年再增至 54

种。 到 1990 年，全 省 年 产 玻 璃 纤 维

7497 吨、玻 纤 布 4556 万 米、玻 纤 带

156 万米、玻 纤导 管 75 万 米、玻 纤绳

索 172 万米。 四川玻璃纤维厂玻璃纤

维 一级 品 率 66．13 % ，玻纤 布 一 级品

率 62．15 % ；重 庆 玻 璃 纤 维厂 无碱 无

捻粗纱 合格率 98．6 % ，无碱玻纤短切

毡 合格 率 96．85 % ，均 达 到 省 级 先进

企 业 标 准。 四 川 玻璃 纤 维厂 生 产 的

E C 5 · 5 － 8 × 2S120 无 碱 商 品 纱、

E W B－520 和 E W B－520 A 无碱玻纤

过滤布、E W 100 B－1005 无碱玻纤布、

C N P4514 B 玻纤涂塑窗纱获四川 省优

质产品称号，玻纤 涂塑窗纱同时还获

部优产品称 号。

1988 年前，重点玻纤企业如四 川

玻璃纤维厂生产计划由国家建材局 下

达，产 品 亦 由 该 局 分 配，统 一 订 货。

1988 年 后，国 家 建 材 局 下 放 管 理 权

限，不 再分 配 产品，企 业均面 向市 场，

自产自销。四川玻璃纤维厂自 1982 年

以来，产品开始出口国外；重庆玻璃纤

维厂短 切玻纤 毡、无 捻粗 纱则 主要供

出口。到 1990 年，两厂 创汇 649．71 万

美元，其中重庆厂占 86．1 % 。

四川省玻璃纤维主要品种表



四川三大玻璃纤维厂主要经济指标及效益

第二节 玻璃球

四川生产玻璃纤维用的原料球，

初期依靠外省调入，因运输困难，不时

影响供应。1972 年，四川省革命委员

会决定在自贡今四川玻璃厂新建项目

中列入一条中碱玻璃球生产线。该项

目于 1973 年 6 月 建成，7 月 1 日投



产，年生产玻纤 原料 球能 力 1000 吨。

1975 年 3 月，四川玻璃厂利用炉窑维

修 扩 建，加 长 单 元 窑，扩 大熔 化 部 面

积，增 加 制 球 机，年 产 能 力 扩 大 到

1500 吨。由于原建单元窑运行中质量

不稳定，每吨球 耗天 然气 1997．75 立

方 米，成 本 高，累 计亏 损 达 56．51 万

元。1978 年，四川玻璃厂自行设计，易

地新建玻璃球车间，设马蹄窑 1 座(窑

熔化面积 28．66 平方米)，设制球机 6

台、蓄热室 2 个，采用 T Y 喷枪。工程

于 1979 年 6 月 建成投产，年产玻璃球

能力 3000 吨，天然气消耗下降一 半以

上。到 1990 年，每吨球耗天然气仅为

515．03 立方米，产品 质量 稳 定，生产

转为盈利，年产量超过设计能力，最高

时达到 5984．05 吨。

80 年代初期，无 碱玻璃纤维布求

大于供，但省内不能生产无碱玻璃球。

1984 年，四川玻璃厂决定兴建一无碱

玻璃球车间，年生产能力设计为 4000

吨。采用 6 机马蹄窑，熔化面积 30．4

平 方米，预计 投 资 150 万 元 (决 算 为

172．66 万元)。在筹集资金过程中，四

川玻璃纤维厂、成都玻纤厂、德阳天池

煤矿玻纤厂、昆明玻纤厂、厦门新华玻

璃厂分别无息集资 35 万元，四川玻璃

厂 承 诺 3 年 内 还 清 集资 款。 工 程于

1985 年 1 月开工，11 月建成，12 月 29

日出产品。继四川玻璃厂之后，威远玻

璃厂、自贡市玻璃纤维二厂 (自贡市邓

关盐厂玻纤厂)、自贡市贡井盐厂玻纤

厂、成都保温瓶厂 等亦相 继 建 成玻璃

球生产线。 其中自贡玻纤二厂为无碱

玻璃球，年产 能力 4000 吨；贡井 盐厂

玻纤厂为中碱玻璃球，年产能力 5000

吨。 四川 玻 璃 厂 无 碱 玻 璃 球 车 间 至

1990 年 实 际 生 产 4 年，共 产 无 碱 球

15656．15 吨，平 均 年 产 量 接 近 4000

吨，最高年份 曾达 到 51 00 吨，超过设

计能力 21．6 % ，4 年中盈利 177．63 万

元，及时清偿了全部集资费用。

四 川 玻 璃 厂 在 无 碱玻 璃 球 生 产

中，于 1986 年成功地用湖南 硼镁 石代

替硼 酸，每 吨球消 耗硼 酸由 177．8 公

斤 下降 至 145．44 公 斤；1988 年 采用

西藏阿里硼 矿代硼 酸，吨球硼 酸消耗

进 一步降 至 33．63 公斤，硼酸 代用率

达 81．19 % 。

玻 璃 纤 维 原 料 球 生 产 采 用 马 蹄

窑，玻璃溶液通过 流液洞 溢 出经制 球

机成球，其配料、装料工序与其他玻璃

生产工艺相同。

四川 玻璃 厂 1973 年 生 产玻 璃球

477 吨，以后 逐年虽有增 长，但时有起

伏，年 产 量 在 1000 ～ 1500 吨 之 间。

1978 年 后 产 量 迅 速 上 升，1979 年 为

2320 吨，1985 年 达 到 5549 吨，1990

年再增至 14774 吨。



第三节 玻璃钢

玻璃钢学名为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之初，新闻报

道称之为玻璃钢，以此沿用。

1958 年，重庆合成化工厂率先试

验开发玻璃钢产品。1959 年，该厂应

成都铁路局要求，为一节 P W 5000 高

级软席寝车安装玻璃钢，除车厢内部

采用聚氯乙烯板材及人造革装饰外，

其余按不同部位分别采用聚脂、环氧、

酚醛玻璃钢。这次试验，也是四川应用

玻璃钢最早的一次尝试。1963 年，该

厂为军工产品研制配套的酚醛玻璃钢

制件，并以此开端，先后生产有玻璃钢

模压制品、低发泡玻璃钢制品、玻璃布

花压板和玻璃钢储罐。

1963 年，国家体育运 动委员 会、

建筑工程部联合决定将玻璃钢生产延

伸到航空体育领域，确定中国人民滑

翔机制造厂、上海同济大学新材料研

究所共同承担玻璃钢应用于滑翔机的

技术工艺研究任务。厂、所经过对玻璃

钢基本力学性能、工艺方法及解放 7

型滑翔机生产方法多方面研究试验的

基础上，试制出两架样机，一架用于静

力试验；另一架用于试飞。196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1 日，试飞 311 次获

得完全成功。厂、所在进行科研的同

时，1964 年 11 月，国家计委确定在成

都兴建中国人民第二滑翔机厂(今成

都滑翔机制造厂)，投资 230 万元，厂

址选定太平寺，由四川省体委负责承

建。1966 年 11 月基本建成，1967 年试

产 3 架解 放 7 型 滑翔 机，飞行 1775

次，后 停 止 生 产，工 厂由空 军 接 管。

1975 年工厂恢复生产，国家体委投资

200 万元进行改建，到 1980 年共生产

滑翔机 120 架。1981 年，国家体委调

整训练体制，工厂停止初级滑翔机生

产，改产摩托艇、帆板、皮划艇、竞速艇

等航海运动器材以及电绝缘材料、玻

璃钢浴盆等产品。

1971 年，四川玻璃纤维厂设表面

处理车间，应军工企业要求，生产玻璃

钢蓄电池槽、绝缘柱等产品。1972 年，

该厂成立玻璃钢生产小组，承担石油

部门玻璃钢输送管道生产任务，用半

机械化生产方式代替原来的手糊作

业。1980 年，该厂正式建立玻璃钢车

间。1987 年，该厂劳动服务公司为四

川省交通厅生产 2291 套玻璃钢路标。

1979 年，成都市金牛区叶治等人

以 2000 元投资创办成都市金牛玻璃

钢厂，并同西南建筑设计院合作生产

金牛牌 L Y B 系列逆流式玻璃钢冷却

塔和大型横流塔玻璃钢支架。该厂玻

璃 钢 冷却 塔 产 品 不 断升 级换 代，到



1990 年已发展到第四代，同时还开发

出玻璃钢消防车门和水罐等新 产品。

玻璃钢冷却塔等先后出口毛里求斯、

巴 基 斯 坦 和 东 南 亚 等 国，其 金 牛 牌

B N C D 冷却塔及点滴式沸水支架分获

部优产品称号。

1982 年 3 月，重 庆气 体厂、重庆

有 机化工厂组建重庆市玻璃钢 厂，双

方共投资 112．06 万元，利用气体厂场

地和化工 厂生产的树脂原料，并同有

关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联合，先后

开发低噪音、超低噪音系列玻璃 钢冷

却塔和系列玻璃钢储罐、槽车、水箱、

水球、防腐玻璃纤维缠绕管道等产品。

1986 年，国家体委贷款 332 万元

为成都滑翔机制造厂引进日本寿椅子

公 司 S M C 生产线及模压玻璃钢座椅

设备 和技术，用于生产座 椅和活动看

台。生产线安装在该厂同成都金属实

业公 司 联 办 的 双流 分 厂，于 1987 年

12 月 建 成投 产，承担 1990 年在北 京

举行的第 11 届亚运会 20 多个场馆的

座椅生产任务，同时还承担成都汽车

制造厂、重庆长安汽车制造厂、铁道部

浦口车辆厂的汽车外壳、火车窗框、水

箱、茶几等产品生产任务。

80 年代，四川新建的玻璃钢生产

厂还有成都市玻璃钢制品 厂、成 都市

自强涂料厂、成都机投化工厂、成都漆

器工 艺厂、四川省建筑总公司服务公

司建材厂、新都县新繁清白玻璃钢厂、

新都县清江玻璃钢厂、新都县万安玻

璃钢制品厂、重庆玻璃纤维制品厂、四

川省建筑工程机械厂、安县玻璃钢制

品厂、隆昌县双凤玻璃钢制品厂、隆昌

县电器厂、隆昌县金鹅服务公司玻璃

钢制品厂、峨眉县皮塑化工厂、丹棱县

塑料制品厂、宜宾市玻璃钢厂等，均为

小型集体企业，产品主要有玻璃钢瓦、

落水斗、管、水沟、浴盆、冷却塔、防腐

内衬等，工艺以手糊作业为主。1987

年，自贡飞达玻璃钢厂以家庭生活用

品为重点，试制 成 功 玻璃 钢茶 几、圆

桌、方桌、装饰画等产品。1988 年新繁

玻璃钢厂试制 成功 人造 玛瑙 卫生洁

具；成都玻璃纤维厂建成年产 1000 吨

玻璃钢生产车间和年产 900 吨聚脂树

脂生产线。1990 年，广元市嘉陵 化工

厂生产无机玻璃钢瓦；铁道部科学研

究院西南建材工厂生产出高强玻璃钢

琉璃瓦；全川玻璃钢生产采用模压、缠

绕、手糊、喷射等不同工艺，产品已达

百余个品种、数百个规格，年生产能力

达 5000 吨，实际年产量 2140 吨，生产

工业企业达 70 余家，规模较 大、技术

水平较 高的有 成都市金牛区玻璃钢

厂、国家体委成都滑翔机制造厂。



四川省玻璃钢主要品种表

四川主要玻璃钢厂基本情况表



第一节 开发状况

50 年代末，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赖

际发赴苏联考察，发现用天然气和氧

气可以熔炼石英玻璃，归来后即拨出

80 万元，由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与重

庆北碚玻璃厂合作开展气炼石英玻璃

和电 熔石英玻 璃 的研究 试验工 作。

1960～1962 年试验曾一度停顿。1963

年，建工部在綦江新建重庆石英玻璃

试验厂，重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试验

厂先后解决 了熔炼与喷灯等技术难

题，实现用天然气和氧气熔炼出第一

块石英玻璃，并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南

京第十四研究所试制成功雷达用延迟

石英玻璃大片。

1964 年底，为配合“三线建设”，

国家计委确定将石英玻璃和特种玻璃

生产厂设在四川。1965 年，选址小组

根据天然气供应条件和依山隐蔽原

则，将厂址选定在南充专区武胜县龙

女寺。工厂定名嘉陵玻璃厂，义称西南

玻璃厂，内部代号称国营一五七厂，主

要产 品为石英玻璃 和特 种玻璃，同时

生产其他加工玻璃。 主要产品年产规

模为特种玻璃 1500 块、石英玻璃制品

5 吨。1965 年 9 月，西南玻璃厂开始筹

建，1967 年 9 月，重 庆 石英 玻 璃试验

厂 撤 销 并 入 西 南 玻 璃 厂 ；1969 年 7

月，辽宁锦州一 五五厂 20 余名石英玻

璃技术工人亦调入 西南玻璃厂；工 厂

于 1970 年 12 月 建成，1971 年 1 月 正

式投产，总投资 1780．2 万 元，厂区占

地 1051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1407 平

方米。在西南玻璃厂兴建的同时，重庆

石 英 玻璃厂 亦 于 1966 年 开 始 兴 建，

1969 年 12 月投入生产。

西南玻璃厂建成初期，生产任务、

产品分配均按指令性计划 执行，原料

由国家调拨，产品供应航空、兵器、电

子 工业，企业单纯从事生产。1978 年

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管



理体制改革，加上龙女寺气井天然气

临近枯竭，工厂远离市场的弊端渐形

突出。1982 年 12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

决定将其迁至成都，并入成都玻璃厂。

新 厂 的 年 产 规 模 为 石 英 玻 璃 19．35

吨、特种玻璃 2059 块、钢化玻璃 2 万

平方米、夹层玻璃 1 万平方米、镀膜玻

璃镜 8 万平方米。特种玻璃建设工程

于 1985 年 9 月 开工，1988 年 12 月 末

竣工，次年元月 投产；石英玻璃建设工

程于 1986 年 10 月 开工，电熔石英玻

璃于 1989 年 3 月投产，气炼石英玻璃

于 1990 年 12 月 投产，新建厂其他建

筑工程至 1990 年全部竣工。厂区占地

99220 平方米，固定资产净值 2028 万

元。西南玻璃厂在新厂建设过程中，主

要设备陆续迁移成都，武胜县原厂址

房屋、设施及全部资产均于 1989 年 7

月 移交武胜县人民政府，计固定资产

原 值 1350．66 万 元，净 值 676．05 万

元。西南玻璃厂于 1985 年下放成都市

领导，属成都玻璃厂；1989 年 5 月，该

厂从成都玻璃厂分出，仍称西南玻璃

厂或国营一五七厂。

第二节 产 品

西南玻璃厂产品分为加工玻璃和

石英玻璃两大类，其中加工玻璃又分

为特种玻璃和民用加工玻璃。1965～

1978 年，该厂主要产品为特种玻璃和

石英玻璃；1979 年后，执行军转民政

策，重点发展民用加工玻璃。重庆石英

玻璃厂则专一生产石英玻璃。

一、特种玻璃

特种玻璃有防弹玻璃、防霜玻璃、

抗鸟撞玻璃、曲面玻璃。曲面玻璃用于

以弧光作光源的探照灯，由于技术发

展，新的电光源不断出现，探照灯包括

航空探照灯已不再使用；防霜玻璃具

有自动控制性能，严寒中表面不结霜，

能保持视野清晰，多用于汽车、电车、

火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作风挡玻

璃和室外作业的瞭望玻璃、冷冻室或

低温室的探视窗玻璃。

二、石英玻璃

石英玻璃有电熔、气炼石英玻璃

两类。

电熔石英玻璃产品有异型单孔石

英玻璃棒、圆形多孔石英玻璃棒、石英

玻璃板、石英玻璃管等，具有耐高温、

良好的热稳定性和介电性，是电光源

的基础结构材料。

气炼石英玻璃产品有气炼石英玻

璃管；制品有石英玻璃坩埚、扩散炉、

炉芯管、石英钟罩、各种耐酸容器、塞

拴、分镏提纯塔、过滤板、高纯分析器



具、量具等。气炼石英玻璃管用于半导

体、电光源、冶金、化 工、原子能、航空

工 业 和 现 代 通 讯 技 术 等 领域。1985

年，西南玻璃 厂研制成功无臭氧石英

玻璃，产品有无臭氧石英玻璃管、无臭

氧石英玻璃壳、紫外线滤光管材和紫

外线滤光光学石英片。无臭氧石英玻

璃 几 乎完 全能 截住 0．2 U m 以 下的紫

外线通过。

三、民用加工玻璃

西南玻璃厂的民用加工玻璃产品

有：真空镀膜铝镜、银镜，平、弯钢化增

强玻璃，平、弯夹层玻璃，热弯玻璃，热

弯夹层及热弯钢化玻璃，半景、全景汽

车风挡玻璃，巨型弯钢化玻璃，半圆玻

璃，横台玻璃及各种装饰玻璃制品，茶

色玻璃制品，各色夹层玻璃制品，屋顶

玻璃，舞台及舞厅装饰玻璃。

第三节 工艺与装备

一、特种玻璃生产工艺及装备

西南玻璃厂用自制的耐高温坩埚

将配制的原材料熔化，压延成特厚、高

透明 玻璃 板，经 研磨、抛 光、切边、磨

边、增强钢化或喷涂导电膜制成半成

品玻璃，然后再经干法、层叠法粘合成

多层制品后，再用缓冲材料镶入金属

框架，便成成品。

特种玻璃生产装备有搅拌器窑、

坩埚 窑、熔 化窑、退 火窑、研磨机、磨

床、抛光机和钢化、镀膜设备等。

二、石英玻璃生产工艺及装备

石英玻璃原料为水晶。水晶经酸

洗、煅烧、水淬、酸泡、浮选等工序处理

后，分别用天然气为燃料加氧气高温

熔化，或用电加热在真空加压炉中高

温熔化，生产出各种气炼和电熔石英

玻璃。气炼石英玻璃管材再经高温加

工成各种石英玻璃仪器和器皿。

气 炼石英 玻璃 设备包括 3 个系

统。制氧系统有空压机、碱液洗涤塔、

干燥器、活塞式膨胀机、分镏塔、加热

器、氧压机等；天然气供气系统有天然

气增 压机、交流气炼机、直流气炼机

等；加工系统有玻璃切割机、圆盘磨边

机、卧式玻璃车床、平磨机等。

电熔石英玻璃设备包括电气系统

与加工系统。电气系统设备有变压器、

感应调整器、真空加压电阻炉等；加工

系统设备与气炼石英玻璃相同。



三、技术革新与新产品研制

西南玻璃厂从完善工艺入手，不

断开展研制和试验，不仅开发了一批

新产品，而且攻克了若干技术难题，改

善了产品性能，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技

术的差距。1978 年与化工部晨光化工

研究院合作完成 G N －581 硅橡胶代

替丁脂、甲脂胶合玻璃研究项目，提高

了防弹玻璃质量；1979 年采用灌浆法

将 G N －581 硅橡胶应用于其它防弹

玻璃，解决了有机层出泡、变色等技术

问题。此后，在三机部六○三所、一七

二厂协作下，开展了歼轰 7 电加热抗

鸟撞风挡玻璃项 目研究，交付装机作

首飞和试飞试验。1981～1983 年与建

材研究院、航天工业部六二一所、一三

二厂、上海塑料研究所、化工部保定胶

片厂、晨光化工厂联合进行歼 7 前风

挡玻璃脱胶项目攻关，试验取得成果。

至 1990 年，开发的新产品主要有装甲

指挥车 W Z－701 电加温防霜防弹玻

璃、L HJ 电 加 温 玻 璃、歼 7－ Ⅲ 型 玻

璃、歼教 7 型玻璃、东风 4 型内燃机车

用中空玻璃、湿法夹层风挡玻璃、弯钢

化玻璃、Z Q 5060 警车用 防弹玻璃，并

研制更新 了抛砂机、镁 砂除尘装 置及

新型风栅。

第四节 经营与效益

四川特种玻璃产品一直按国家指

令性计划生产，按国家分配计划销售，

产品主要供应军工企业。1978 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英玻璃改为市

场调节，另开发民用产品参加市场竞

争。1985～1 990 年，西南玻璃厂面临

体制转变和迁厂任务，企业发展速度

一度放慢。在此过程中，气炼石英玻璃

主要面向电子工业，部分面向电光源

工业；电熔石英玻璃则主要面向电光

源工业，销售国内灯泡厂；其他加工玻

璃用于汽车、建筑、装饰装修以及一些

特殊用途。

四川特种玻璃和石英玻璃成品率

一直保持在 90 % 以上，万元产值能耗

最低为 4．37 吨标准煤。西南玻璃厂的

防弹玻璃成品率从 1983 年起为 90％

～ 95 % ，石 英 玻 璃 电 熔 管 成 品 率 为

92 % ～93．96 % ，气炼石英玻璃管成品

率 自 1976 年 起 连 年 保 持 90 % 以 上；

万元产值能耗以标 准煤折算，1982 年

前 为 14．23 吨，1983 年 为 9．34 吨，

1990 年降至 4．37 吨。 重庆石英玻璃

厂成品率保持在 92 % 以上。



西南玻璃厂经济效益表



第一节 铸 石

一、开发状况

1972 年，四川省建筑材料工业科

学研究所、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所同

时展开铸石的生产研究。前者以粉煤

灰、钢渣 为 原料，后 者则 以页 岩 为 原

料。

1973 年初，国家建材总局给四川

下达利用废渣生产铸石项 目，并投资

233．48 万元建设成都铸石厂，利用粉

煤灰和钢渣为原料，规模为年产铸石

5000 吨，要求 1976 年建成投产。当时

以粉煤灰、钢渣为原料生产铸石 的工

艺技术尚处试验过程之中，成品率只

有 15．38 % ，板 材 成 品 率 亦 仅

16．76 % ，而且常发生烟道堵塞。1978

年 8 月，四川省建材局建议缩小成都

铸石厂规模，将工作重点转入以 玄武

岩为主要 原料继续进行 铸 石 研 究试

验。1979 年 6 月，四川省与成都市决

定停止成都铸石厂建设，已投资 231

万元建成的厂房、住宅等 7148 平方米

并入成都烟厂。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所在以页岩

为主要原料、以化工废料铬渣为晶核

剂、以硫酸渣为附加料合成页岩铸石

取得坩埚试验成功后，与计划转产铸

石的渠县航运社合作，于 1975 年 5 月

成立渠县铸石厂筹备组。该筹备组与

重庆市建筑科研所、河北满城铸石厂

配合进行页岩铸石中间试验；10 月，

用土炉生产出合格的页岩铸石制品。

1976 年 4 月渠县铸石厂正式投产，产

品经国家建委建材研究院试验鉴定，

其冲击韧性、耐磨、热稳定性、耐化学

腐蚀等性能均达到或超过部颁标准，

同辉绿岩、玄武岩铸石性能相比毫不

逊色。这一成果突破了国内外认为沉

积岩很难用于生产铸石的论点，1978

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渠县 铸石厂 投 产后，产品销 路很

好。1978 年，该厂进行技术改造，扩建

厂 房，用Φ950 毫 米 水 冷 冲天 炉 作 为

熔化 设备，新 建成 47 座 箱式退 火炉，

购 进 1 台Φ1 200 毫 米 ×4500 毫 米 球

磨 机，铸 石 年 产 能 力 达 到 3000 吨。

1 978～ 1 981 年，重庆、自 贡 相 继 兴 建

铸石厂 ，其 中重庆双碑 铸石 厂年产量

仅 210 吨。两 厂因 规模过 小，竞争 乏

力，相继停产。

渠 县铸 石 厂 开 发 成 功 页 岩 铸 石

后，进一步致力铸石废渣的利用。1981

～ 1985 年，该厂 同重 庆 特 殊 钢厂、重

庆大 学合作，先后研 制成 功用 于高碳

钢浇注的预熔 性铸石保护渣、用 于 18

－8 不锈钢 2．5 吨锭型的 C C －1 微炭

保护渣和 C Q －3 模铸保护渣。渠县铸

石厂 的保护 渣经 重庆特殊 钢厂应用，

铸锭合格率达到 99．9 % ，钢锭表面一

级品率达 84．3 % 。 特别 是 C Q － 3 模

铸保护渣 同原用石 墨保护 渣相 比，不

仅提高了质量，减少了废品，而且节约

了天然气和运费，仅此一项，年创经济

效益达 26．6 万元。渠县铸石厂 与有关

单位研制成功保护渣产品后，1984 年

下半年进行相应 的基本 建设，制作出

搅 拌、烘 烤 等 设 备，建 成 年 产 C Q － 3

保 护 渣 1500 吨 的生 产 车 间，于 1985

年初投产。此后 又进 一步改造，使年产

能力增至 4000 吨，成为冶金部定点的

两家保护渣生产厂之 一。

二、原料与燃料

渠县 铸石厂 的主要 原料 为页 岩，

辅助材料有铬渣、硫酸渣，助熔剂有萤

石。页岩产地在渠县郊外渠西乡，距工

厂1 2 公里；铬渣系重庆东风化工厂生

产 重 铬 酸 盐 后 余 下 的 废 料，含

Cr2 O 32．73 % ～ 9．09 % ，年 排 放 量

5000 吨以上，渠县铸石 厂年取用量约

500 吨，不及十分之一；硫酸渣系 四川

化 工厂用 黄铁矿生 产硫 酸后的废渣；

萤石则来自浙江金华萤石矿。燃料有

原煤、焦炭，产地毗邻渠县。

三、工艺和装备

铸 石 生产 工艺 流程为：原料破碎

(或计 量)、配料、熔 化、均 化、浇注、结

晶、脱 模、退 火、出窑，得到铸石 制品。

已结晶废品或次品再经破碎、球磨、磁

选得到铸石粉。

渠县铸 石厂 拥有Φ950 毫米水冷

冲天 炉 2 座、结 晶窑 1 座、退 火窑 24

座、球磨机 2 台、发 电机组 1 台套和振

动筛、混料机、烘干机等 28 台。

四、经营及效益

渠 县 铸 石 厂 建 厂 时 有 职 工 335

人，1990 年 为 400 人 ；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1978 年 为 2129 元，1990 年 为

10103．5 元；固 定 资 产 原 值 452．2 万

元；实 现 利 税 1978 年 为 5．04 万 元，

1 990 年 为 83．87 万元。产品有 铸石板



材、管材和铸石粉，其中板材包括普型

板材、普异型板材、特异 型板材、除尘

器用板材、球磨机内衬板材等；铸石产

量 1975 年 为 460 吨，1979 年 为

2223．1 吨，1988 年 达 3724 吨，1990

年为 2929 吨。

渠县铸石厂每吨产品平均消耗标

准煤 1978 年为 1017 公斤，1990 年降

至 949 公 斤；成 品 率 1978 年 为

38．52 % ，1983 年 为 52．48 % ，1990 年

达 到 57．21 % ；各 项 经 济 技 术 指 标 居

同行业 前列；普型、异型铸石制品获四

川省 1984 年优质产品称号，普型铸石

制品 1986 年再获部优产品称号，川江

牌普 型铸 石 制 品 1988 年 获得 国家银

质奖。

第二节 人工晶体

一、人造金刚石及其制品

1984 年 9 月，自贡市瓷厂同成都

科技大学研究确定兴办自贡市超硬材

料厂，由科技大学超硬材料研究中心

提 供技 术，自贡瓷 厂 提供 40 万元 资

金，购进两台 3600 吨六面顶压机和制

氢 炉、高 频 炉、钟 罩 炉 等 生 产 设 备。

1986 年 6 月，人造金刚石投入中间扩

大试验；9 月，产品通 过技术鉴定，投

入批量生产，形成年产人造金刚石单

晶、聚晶 21 万克拉生产能力。1987 年

9 月，自贡市计经委、科委决定再拨款

60 万元，扩大生产 能力，使年产人造

金刚石规模达到 100 万克拉，并具有

生产人造金刚石制品能力。

1985 年，生产人造金刚石槽形圆

锯片、磨头、刀 片、砂轮等加工产品的

成都超硬材料工具厂，动工建设，购入

压力机 2 台及全套人造金刚石生产测

试设备，于翌年 6 月投入试生产。产品

经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

各 项 指 标 符 合 四 川 省 D B／

5100 Q 91000L －88 地方标准，能满足

进口或国产石材加工设备的使用要

求。1989 年 6 月，四川省建筑材料工

业局又组织专家对该厂的槽形圆锯片

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进行技术鉴定，

认为工艺路线合理，产品质量稳定，性

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986 年，四川省科委同广汉市科

委合作，兴办广汉超硬材料厂，生产人

造金刚石制品，先后开发立方氮化硼

刀具、人造金刚石砂轮、人造金刚石石

材切割锯片、磨盘、人造金刚石电镀制

品。与此同时，德阳市亦兴办金刚石

厂，生产人造金刚石、人造金刚石制

品。到 1990 年，广汉市超硬材料厂已

建成为国家定点超硬材料生产基地，

四川省首批科技先导型企业。



1987 年，重庆市潼南金刚石厂利

用冶金 部长沙矿冶研究院转让技术，

购入压机 4 台，生产人造金刚石单晶

( C R V D )2 0～320 目，年产能力 60 万

克拉，另生 产 K V D、M B D、S M D 优质

人造金 刚石系列产品，经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检测，质量符合国家技术

标准。同年，国家建材局人工晶体研究

所同郫县合 作，在郫县犀 浦镇兴办一

五 二金刚石 工具分厂，购进德意志联

邦、意大利设备，于 1990 年 正式生产

用于切割、研磨各种石材、磨石、玻璃、

陶瓷、混凝上等的人造金刚石工具。

四川 人造 金 刚 石 生 产 均 用 压 力

法，即将高纯石墨制成 一定厚度薄片，

切割成 圆块，然后用同样大小的镍钴

锰合金片作触媒剂，交错叠合，置入用

叶腊石制 成的腔体中，通电、加压，在

1500℃高 温和 5 万个大 气压下 约 10

分钟，形成具有同天然金刚石近似性

能的人造金刚石；后处理用浓硫 酸和

浓硝酸混合液除去触媒体，用氢氧化

钠溶液除去叶脂石残体，便得到 人工

合成的金刚石。

人造金刚石制品加工 (以锯片为

例)系将 人造金刚石同一定量的金属

粉末混合，用模具压制成型，然后加温

烧结，再热压成产品，通称冷压、热压

工艺。用人造金刚石与硬质合金复合

材料制成的钻头，用于勘探；制成的刀

具，可以加 工硬度极高的花岗石、混凝

土等材料。

人造 金刚石投 产 以来，均获得司

观的经济效益。 以德阳市人造金刚石

厂为例，该厂职工 100 余人，技术人员

占 20 % 以 上，1990 年 创 产 值 800 万

元，上缴利税 100 多万元，全员劳动生

产率近 8 万元，人均创利税 1 万元。

四川 人造金 刚 石 年产 量 1987 年

为 60．5 万 克 拉，1990 年 为 69 万 克

拉；其单晶包括 13 个粒度、3 种 型号、

28 个规格，其制品包括 锯片、砂轮、磨

具等类，产品已销往北京、山西、上海、

云南、贵州、湖南等地。

二、人造水晶

1987 年 5 月，德阳市第 二重型机

械厂 基础件研究所同遂宁市轻化工业

局合作兴办遂宁市人造水 晶石 厂，投

资 80 万 元，购 进 6 台 180 M／M 高 压

釜，于 1988 年 6 月 投 产。1989 年，阿

坝州 水泥厂兴建水 晶车间，购 入 水晶

高压釜 42 台，于当年投产。

1990 年，遂 宁、阿坝 两厂 生 产 水

晶 7900 千 克，总产 值 260．5 万 元，创

利税 46．9 万元。其中，遂宁市人造水

晶 石 厂 牛 产 水 晶 1700 千 克，产 值

110．5 万 元，实 现 利 税 22．3 万 元，在

同行业 中效益较好；其 水晶高压 釜已

增至 11 台，均系包头市国营四七七厂

制造，设备配 套，生 产能力 达 3500 千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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