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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张芳謇,1918年10月15日生于江苏省

吴县。出生10天后生母病逝，被膝下无子

女的胞叔张季源抱养至上海。张季源是北

京清华学堂创办时的第一批教师，英文

甚长。1911年夏天，清华学堂胡敦复、张

季源、平海澜、吴在渊等11位青年教师组

织成立立达学社，以研究学术，兴办学校

为志向，推选学堂教育长胡敦复为社长。

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季源等立达

学社社员纷纷南下，与先期辞职的胡敦复

会合于上海，于次年共同创办大同学院。

1922年，大同学院改名大同大学，是民国

时期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

1922年至1928年，张芳謇先后在上

海、芜湖读小学。张季源对张芳謇教育严

格，亲自督教国英数三科。张芳謇童年时

代背诵《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经

典。年龄稍大，自己翻阅家中数学、物

理、化学、天文、托尔斯泰小说等西方近

代书籍。

1928年夏天，张季源根据立达学额资

格规定，推荐张芳謇免试入大同大学附属

中学免费就读。初中时期，张芳謇学习

刻苦，成绩优秀。1931年夏天，张芳謇参

加上海实业家吴蕴初名下的高中“清寒

教育基金”考试，以第12名的成绩获得奖

学金。他以优异成绩修完高中3年课程毕

业。1934年至1936年，张芳謇在上海元丰

中国石油炼制工程技术的开创者张芳謇

○张  同

油漆公司做练习生，一边复习功课，一边

工作挣钱，积蓄读大学的费用。

1936年夏天，张芳謇考入大同大学化

学系。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张芳謇通过考试转入长沙湖南大学化学系

二年级。1938年秋天，武汉会战前夕，张

芳謇再次通过考试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化学系三年级学习。张芳謇勤奋学习，半

工半读，曾做过家庭教师、中国银行清扫

工、油漆厂熬油工。

1940年6月，张芳謇从联大毕业，获

理学学士学位。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

届优秀毕业生名单》中，共有103人，张

芳謇名列其中。张芳謇原来准备做一名教

授的助教，一个偶然机会在报纸上看到重

庆动力油料厂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考研究生

的广告，于是就去报考并被录取。

张芳謇荣获 1956 年度旅大市特等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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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中国石油炼制工业的开创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内石油产品完全

依赖进口。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通商口

岸全被日军封锁，国防民生油源断绝，形

势危殆，“一滴石油一滴血”是当时的宣

传口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国

民政府积极筹建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资

源委员会开始只能从植物油中提炼汽油柴

油，用谷物制造酒精代替汽油，直至1939
年在甘肃玉门老君庙地区钻获工业油流以

后，才下定决心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

1940年夏天，有“中国炼油第一人”

之称的重庆动力油料厂厂长金开英，为在

玉门油矿筹建炼油厂而储训石油炼制人

才，分别在重庆、昆明、成都三地从大学

毕业生中招考录取了7名研究生，张芳謇

是其中的一员。

重庆动力油料厂是从植物油中提炼轻

油的工厂，规模不大，但有一个从南京内

迁大后方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

室，金开英任研究室主任。沁园燃料研究

室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燃料研究室，在人

造石油和石油炼制方面做出许多开拓性工

作。张芳謇在工厂接受了一年严格培训，

一半时间跟班炼油，一半时间上课、做实

验。厂里开设的三门功课是化工原理、热

力学和炼油工程，执教的是时钧、孙增

爵、夏勤铎三位早年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

业又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教授、工程师。

课后要做习题，不时抽考，还要撰写报

告，报告由指导工程师写出评语。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在重庆

成立，孙越崎任总经理。生产单位在甘肃

玉门老君庙，一为矿场，严爽任矿长，负

责石油勘探开采；一为炼厂，金开英任厂

长，负责石油炼制生产。炼厂有2个：在

矿区老君庙的为第一炼厂，在嘉峪关的为

第二炼厂。

1941年春天，追随金开英奔赴玉门油

矿建设炼油厂的研究生有张芳謇、龙显

烈、董世芬、詹绍启4人。张芳謇偕同新

婚妻子刘绮桐来到大西北，张芳謇在嘉峪

关炼油厂任技术员，刘绮桐在酒泉师范学

校教书。当时玉门油矿的生存环境和工作

条件及其恶劣，“荒漠戈壁，筚路蓝缕”

是当时真实的写照。矿区老君庙炼油厂有

一套1940年2月建成的日处理原油2吨的立

式连续蒸馏釜及配套装置。嘉峪关炼油厂

有一套1940年重庆动力油料厂玉门工程处

筹建的管式炉蒸馏装置，这是中国第一套

自己设计的现代化炼油装置，此时尚在建

设中。1942年6月，蒸馏和裂化部分分别

完工开始试炼。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资源委员会严令甘肃油矿局1942年必须完

成生产180万加仑（约5600吨）汽油的生

产任务。孙越崎、严爽、金开英决定立足

国内，自行设计，赶制了6组连续蒸馏釜

及配套装置，在矿区老君庙石油河两岸原

炼油基地建成投产，极大地提高了炼油加

工能力，180万加仑汽油的年生产任务提

前完成。张芳謇在玉门油矿先后参加了嘉

峪关炼油厂、老君庙炼油厂、玉门炼油厂

的设计生产，职务晋升为工程师。

张芳謇在玉门油矿时期还参加了独山

子炼油厂的恢复建设。孙越崎从甘肃油矿

局调集7卡车设备器材，带领严爽、金开

英、张芳謇等技术人员前往独山子开展

工作。他们启封被焊死的油井，同时对6
吨炼油蒸馏釜和小型润滑设备进行检修，

采得原油后即开始炼油，月加工原油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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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吨以上，生产汽油、灯油等。

资源委员会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促进石油生产现代化，从1942
年开始从所属石油厂矿选送有实践经验的

技术人员去美国和伊朗的油田、炼油厂进

修。1944年秋天，张芳謇被英国外交部聘

请为英伊石油公司工程师赴伊朗阿巴丹炼油

厂工作。在这个世界著名的石油城，张芳謇

勤奋学习，先后参加设计建设催化裂化车

间、烃化车间，同时努力提高英语水平。漫

长冬夜，在宿舍中间挂起床单，英国工程师

在一侧用英语朗读，张芳謇在另一侧用英

文笔录。张芳謇通晓英、德、俄、日4国外

语，都是通过刻苦学习掌握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经济部

开始接管日本在台湾的石油企业，金开英

任接管委员会主任监理委员，沈觐泰、张

芳謇任监理委员。同年12月6日，金开英带

领沈觐泰、张芳謇抵达苗栗，向日本机构

宣布接管及政策，视察各矿场、炼厂，派

张芳謇驻矿监理。日方最终向中方移交清

单如下：（1）帝国石油株式会社各矿场

员工1289人，残旧钻机11套，各类井数224
口。（2）日本石油株式会社台湾制油所下

辖的苗栗制油所，5个天然汽油吸收厂，2
个碳烟厂，7个充填站以及员工168人。

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

成立，翁文灏任总经理。金开英任主管炼

务的协理兼材料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监管

台湾石油事业，张芳謇任材料委员会常务

委员。中国石油公司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按照现代公司模式组建的国家石油

公司，也是中国石油工业开始成为一个独

立行业的划时代标志。中国石油公司积极

筹措从中东购进原油，在高雄炼油厂炼制

成品油供应沿海沿江城市。同年11月，中

国石油公司与美国环球炼油公司签署技术

合同，由美国环球炼油公司协助中国石油

公司完成重建工作。张芳謇参加领导了高

雄炼油厂的恢复建设。至1949年，高雄炼

油厂先后修复第二蒸馏工场蒸馏装置、蒸

馏裂化装置，重建第一蒸馏工场蒸馏装置

及蒸空蒸馏装置等，日加工能力可达原油

20000桶（约2721吨），生产汽油、煤油、

柴油、溶剂油、燃料油等产品供应市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事管

制委员会接管中国石油公司，张芳謇任

建厂委员会委员兼设计组副组长。次年3
月，日加工原油370吨的常减压蒸馏装置

建成投产，将库存的8000吨原油全部炼制

成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产品供应

市场，缓解了当时的急需。

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所         
石油炼制专业技术学校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且人才

稀缺。当时全国石油职工只有1.1万人，

其中从事石油地质和钻井的技术干部只有

40人，石油炼制技术人员更是屈指可数。

为此，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决定在大

张芳謇与夫人刘绮桐结婚照（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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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创办一所石油炼制工业急需的专业技术

学校。同年5月，张芳謇、林风、朱吉仁

等十几位原上海中国石油公司的工程技术

人员，奉石油管理总局的调遣先后抵达大

连。9月底，学校招收的学生陆续报到。

11月1日，新中国第一所培养石油炼制专

业人才的学校——大连石油学校正式成

立，举行了开学典礼。

当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校舍设在工

厂宿舍区里。由于房子少，各班教室既是

课堂，也是会议室、俱乐部、学生休息

室。学校干部和教师都是兼任，校长由厂

长汪家宝兼任，教务主任由代总工程师张

芳謇兼任。全校108名学生文化程度参差

不齐，因此学校将学生分成研究班、专科

班、中专班、技校班4个班，分别授课，

学制定为2年。在学校里，张芳謇不仅是

教务主任，而且是主要授课教师，教材都

由教师自己编写。张芳謇编写的《化学工

厂实用仪器》教材整理成书，1951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这部技术专著。首届毕业生

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技术和行

政管理工作，许多人成为国家、地方机

关、企业或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或技术

骨干。1953年，大连石油工业学校迁至抚

顺，改校名为抚顺石油学校，现名辽宁石

油化工大学。

领导建设新中国第一套         
高级润滑油联合生产装置

1950年5月，林风、张芳謇等奉调从

上海抵达大连中苏石油公司，林风任副

总工程师，张芳謇任设计室主任，参加领

导炼油厂的恢复建设。当年恢复蒸馏、洗

涤两套装置，全年加工库页岛原油4.9万
吨，生产汽油、煤油、柴油、重油等主要

供应军用。同年底，林风调离，张芳謇接

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1951年1月1日，大连中苏石油公司合

营结束，工厂正式移交中

国，改名为大连石油厂。张

芳謇任代总工程师，负责厂

里基建、研发、生产、培训

等全面技术工作。工厂继续

加工苏联原油，当年恢复热

裂化、沥青、酸洗、再蒸馏等

装置，先后投入生产。以后大

连石油厂又改名为大连石油七

厂，经过三年恢复建设，发展

成为国内炼制天然原油的生产

基地和培训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

润滑油奇缺，国家花费大量

外汇进口。1953年，中国开

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连石

1955 年 3 月，张芳謇（前右 2）在全国第一座高级润滑油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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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七厂高级润滑油联合生产装置恢复建设

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装置是大

连制油所时期的三期扩建项目，1940年与

美国鲁姆斯公司签订的设计与建设高级润

滑油车间合同，设备全部从美国进口，后

因战争爆发停建。在经历战争破坏和苏军

拆运两次劫难以后，部分技术资料散失毁

掉，设备严重腐蚀，装置区内野草丛生，

满目荒凉。

1952年7月，大连石油七厂拟出恢复

建设的设计计划任务书。1953年初开始恢

复建设工作，1954年7月项目竣工。装置

随即进入试车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资料和

实践经验，只能靠试车摸索，先后经历9
次艰难试车，至1955年3月终于克服众多

技术和操作问题，实现生产流程全线贯

通。利用玉门原油当年生产出锭子油、

车用机油、透平油、变压器油等36种润滑

油，产量达到3.8万吨。透平油试制成功

后，电力工业部在1956年退掉了全部国外

订货，从此中国结束了润滑油完全依赖进

口的历史。

工厂肩负起生产基地和培训基地的双

重责任，为中国润滑油产品生产培训了大

批技术骨干。1956年10月25日，张芳謇任

大连石油七厂总工程师。

领导试制生产新中国第一批      
石油添加剂和第一代航空煤油

随着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对

石油产品使用性能和质量档次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添加剂成为提高石油产品使用

性能和油品质量的重要手段。石油工业部

多次开会部署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工作，并

根据开发石油新产品的需要和国内的实际

情况，对石油添加剂实行全国统一命名。

1954年11月，新中国第一套石油添加

剂生产装置（T801）在大连石油七厂建成

投产，从此结束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添加剂

的历史。60年代，该厂努力扩大添加剂品

种，提高其质量产量，成为全国润滑油添

加剂的主要生产基地。

航空煤油又称喷气燃料，主要用作喷

气式飞机发动机的燃料。20世纪50年代，中

国喷气式飞机使用的航空煤油一直依赖进

口。1961年独山子炼油厂用新疆原油生产

出1号航空煤油。1961年4月，大连石油七厂

用大庆原油生产应用范围更广、供应更稳

定的2号航空煤油。之后，顺利通过台架实

验、地面试车和试飞，从此结束中国不能

生产航空煤油的历史。1965年中国航空煤

油全部实现自给，停止了从国外进口。

到1965年，大连石油七厂经过多年恢

复建设、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发展成为

原油年加工能力达到120万吨，有19套炼

油装置，能够加工多种原油，能够生产汽

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石蜡、沥青、

石油焦、多种添加剂共计107种石油产品

的燃料—润滑油型中型炼油厂。

1964年1月1日，张芳謇调入石油科学

研究院（北京），任副总工程师兼六室主

任，研究开发润滑油新产品。文革期间，

张芳謇在石油工业部潜江“五七干校”

劳动，1974年春调入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北京）任工程师，翻译编撰石油化工文

献资料。1979年元月31日，石油工业部党

组正式下文《关于彻底平反“五·二八”

错案的决定》，张芳謇任石油化工科学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同年11月18日病逝。

张芳謇曾被评为上海炼油厂建厂功

臣，旅大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和石油工

业部先进生产者。

作者张同为张芳謇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