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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是一部记录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历程的大

型史书。由中国化工博物馆组织，在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支持下，邀请从事化工专

业工作的资深专家编著而成。《通史》记述了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对化工知识从被

动感知到主动实践，应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情况；记述了近代中国化学工业初

创时期的曲折发展和艰难维系的状况；重点记述了当代中国化学工业在落后的基础

上，奋发图强不断进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筹建中国化工博物馆的过程中，许多专家认为，应该

利用博物馆的功能，研究和编写化工历史，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博物馆通过收集

行业的文物和史料，研究行业的发展历程，整理成不同形式的材料传播。行业的历

史成就可以提高公众对行业的认知度；温故知新让从事本行业的人提高自信、自强、

自尊；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启迪智慧，更好地筹划发展；先人的奋斗精神将激励后

人继续创新前行。 

2011 年 5 月 4 日，沈渭、周嘉华、刘承彦、叶铁林、陈歆文、刘国杰、李钟模、

李爱青、蔡强等人联名倡议编写中国化工通史。倡议得到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任建新

总经理的重视，立即表示支持，并责成有关部门给予编写工作创造条件。 

在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支持下，中国化工博物馆组织来自不同方面的专家组成

编写组，同时邀请化工界权威人士作为编写工作顾问。编写组研究讨论了通史编写

大纲及编写工作，并勾画了图书的内容范围和章节编排。除编写组的专家执笔外，

编写组还邀请胡笑形、李维英、任子臣、任相坤等 20 余位同志分别担任有关章节

的执笔，并请执笔同志组织更多的同志参加编写工作。 

2011 年年底，参加工作的同志分别开始搜集材料，调查研究，追根溯源，汇

集化工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关信息、文献和资料。花了近一年时间，编写组搜集了大

量图书资料，同时整理出文字材料一千多万字。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编写工作

也存在相当的难度，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全部计划。2013 年 4 月初，在编写组向中

国化工集团公司汇报工作会上，公司领导指示，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分别突破。

编写组根据指示精神调整了计划，首先完成《通史》的主体部分（古代卷和行业卷），

其他内容以后再不断跟进。执笔编写和汇总编辑的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于 2013

年 6 月完成通史主体部分各个章节的初稿。在初步形成的大框架下，又对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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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初稿进行了补充修改，然后各章汇总编辑，于 2013 年 12 月完成主体部分文稿。

2014 年 6 月底，完成两卷的编审工作。 

编写《通史》的任务时间紧张，条件不完全具备。目前，中国化工博物馆正处

创建时期，一时很难聚集大批各方面的化工行业老同志或专家学者来动笔写这部

书。另一方面，因受条件限制，无法对许多原始资料充分地调查、采访、考证、研

究。因此，使用不当或理解偏差在所难免，内容不全与遗漏之处肯定屡现，为此希

望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谅解。当前，编写这部化工史书，除为行业保留史料外，同

时也为博物馆本身的业务建设和今后扩建提供相关的历史材料。本书作为博物馆研

究化工历史的起步，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中国化工博物馆欢迎对本书的内容

进行修订或补充，具体意见请直接与我们联系（联系人：刘承彦；办公电话：

010-64444068，手机：13661320601；电子信箱：chemmuseum@163.com）。书中不

足之处在以后的版本中将会不断修订完善。 

中国化工博物馆为保存化工历史，着力收集、整理、保护这一重要行业的珍贵

历史轨迹，力争把被许多人淡忘或被淹没的史料汇集成册，记录下化工历史篇章，

组织编著本书是其中工作之一。在编著中，为了准确可靠和客观求实，本书使用了

部分书籍、档案、资料的文字或照片，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在文中由于疏漏没

有提到的原作者，编写组表示歉意，并对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通史》编写过程中设立了顾问组和编写组。 
 

顾问组  

任建新（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陈 蔚（原化工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化工部大事记》编辑） 

于学泗（原兵器工业总公司兵工史办公室主任） 

谭天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 

陈歆文（中国化工史专家） 

赵匡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化学史专家） 
 

编写组 

组长：沈渭、周嘉华、刘承彦 

成员：余一、李钟模、刘国杰、蔡强、叶铁林、李爱青、朱益强 

先后参与《通史》编写和审阅的同志有（排名不分先后）：王文善，孔祥琳，

刘淑兰，修学峰，齐焉，王海帆，叶由忠，陆惠珍，李连成，王洁，马慧斌，宋海

燕，胡笑形，王律先，樊森，汤大友，杨渊德，刘杰，齐祥昭，鲁文辉，刘丹，史

献平，何新源，林凤章，项志峰，阮加春，周天佐，章杰，张水鹤，李振奎，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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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卢建平，张合义，吴惊雷，霍建增，罗钰言，张文谭，陈克伦，傅钦宪，王海

欧，彭渤，严军，栾敏红，吕建平，杨红英，丁其标，卢沪萍，梦文，张燕深，田

利明，邱健亭，刘长河，林治华，戴伟强，周春隆，黄澄华，杨晓勇，季刚，岳润

栋，曹先军，周远建，季诚建，方江南，潘敏琪，王跃林，尹超，廖俊，蔡朋发，

陈世龙，来国桥，缪明松，张成杰，何永富，王勇武，傅积赉，章基凯，谢择民，

郭平，陈建军，张利萍，刘振海，杜燕青，陈其阳，蒋建雄，李美江，吴利民，粟

小理，岳润栋，金健，张建宏，葛方明，严根山，李嘉，江建安，郑继德，李训生，

李世江，徐平先，郑立新，赵纯，陈庆云，刘洪殊，曾本忠，陈鸿昌，舒兴稻，于

修远，牛学坤，张建军，王建中，李国新，陈维平，吴四清，杨春华，吴海锋，毛

树标，刘守贵，房瑾，杨中文，任子臣、杨元一，任相坤，崔永君，马玲朵，李珅

珅，田亚俊，高聚忠，唐宏青，郑文华，高晋升，杜铭华，王辅臣，曹发海，刘殿

华，李晓宇，戎志梅，苏海佳，陈必强，吕永琴，田平芳，张栩，黄和，徐虹，李

霜，李莎，胡燚，郑裕国，金利群，陈国强，刘德华，蔡的，刘广，陈阳，王梦，

陈文，张婷，李婵，王萌，刘春立，郑佳，张子健，宣之强，李维英，刘世平，雷

在忠，宫艳玲，林久忠，史丽珊，王丽影，钱鸿元，蔡建新，赵正宏，刘静波，贺

永德，殷曰勤，齐文宣，张国莉，高敏，李文峰，李忠实，尚影，张永春，杨习理，

张萍，常龙飞，张晓红，刘安宁，刘安强，刘益生，徐玫，饶华英，向饶丽，魏力，

朱宝华，刘用华，张松涛，白国宝，赵彦伟，王有成，刘燕飞，王晖，路元丽，张

月丽，罗益锋，孙伯庆，李树国，张瑞和，徐宇，刘宇，余占海，王丽，王勇忠，

李晓红。 

《通史》的编写工作是在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支持和领导下进行的。此外，还

得到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国化工报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业协会（或相关单位）等提供的帮助。主要合作单位

有：中国化工学会；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中国化工博

物馆向各支持和合作单位致谢。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任建新总经理和部门负责人以及先后分管中国化工博物馆

的领导，对《通史》的编写工作的支持，使得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在此，向任建新、

傅向升、任建明、周方、傅旭、李彩萍、揭玉斌、周传荣、刘雅雯、王海珠、王红

霞、司瑛等同志表示感谢。 

在编著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中国化工博物馆一并感谢（排名不分先

后）：黄鸿宁，吴金城，王子镐，王宗杰，戚彪，邵祖光 李树钧，万邦蒸，石澤翰，

郝长江，俸培宗，朱曾惠，潘德润，袁钮，凌秋明，武四海，吴明玉，魏然，居滋

善，尹仪民，顾宗勤，白颐，郑兴国，张豪禹，施用晞，何帆，盛琨田，蔡惠林，

郑友竹，徐立欣，王根荣，张殿奎，庄世诚，唐振华，李秀清，吴可军，王彦益，

曹占高，李丹，武雪梅，张荣，刘东升，李玲，荣世立，胡平，朱必华，陈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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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江，赵红雁，李小明，李治泉，安静，董桂兰，于旅燕，黄书侃，王凤歧，何清

明，安学琴，李汾，李纪索，卢灵翠，李家生，王雪丽，郭湘玲，徐星，樊利民，

林莉，张立萍，程长进，刘兰英，刘志增，王丽娟，张通，李毅敏，刘凌云，吴新

颖，翁小兵，王玉英，闫淑萍，其其格，曾敏，薛桂芬，杨谷涌，花永康，夏华林，

叶蓓蓉，张福田，张骥红，李海静，刘丽，汤建伟，曾正荣，黄尚顺，王宁之，张

炯，杨昀，孙振凤，韩安稳，朱明道，竺玉书，王抚华，陈志希，梁少晖，王红，

刘梅玲，杨本灵，米亦色，黄勇，房根祥，郑承献，张柏春，王扬宗，鲁大龙，张

俊明，张景臣，刘西灵，李钟华，李林俊，牛未默，杨德琴，魏小卉，李林蓓，申

为中，李清河，刘皓南，丁海德，吴昌权，汪佩瑶，陆险峰，王武，杜淑敏，陈世

滨，程冰，焦虹，杨卫兰，王春奎，陈克明，王芳。 

 

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建新给《中国化工通史》编写组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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