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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省和本溪市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在省、市主管部门的关怀和支

持下，《本钢钢铁研究所志》(以下简称《所志》)在所党委和所志编纂领导小组领导下’

经所编纂委员会及有关同志共同努力，今天和大家见面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科技工作者送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战线和全国其它各条战

线一样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形势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把钢研所的成长

过程，经验教训用文字记录下来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是上对得起祖宗，下惠及子孙的

重要工作，是一项重大基本建设．《所志》是本溪市科技志和本钢志中的基层志，它着

重记载了本所科技工作的投入产出，记载了30余年的科研成果，记载了本钢钢铁研究所

历史及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起到“资治”i“存史”、。教化”的作用，将为科技工作

稍和领导者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对我们来说，编写所志却是一项新工作，缺少

这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有—定的困难。我们在参阅有关资料和学习先进单位的修志经验

以后，又结合本所具体情况和特点，认为《所志》既要记述本单位的建立及其前身历史

掇变过程等方面情况，反映它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又要突出记述它为本溪钢铁公司生

产建设，促进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和在实施技术改造，技术开发，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

面所取得的成绩．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

事求是精神，从实际出发，采用了详今略古，横排竖写，以类为经、以事为纬，纵向立

篇，横向分类的编写格局．在搜集材料过程中，根据现有条件广觅博采，力求齐全。翔

实．准确．可靠．

尽管我们竭力想把本钢钢铗研究所38年科研工作的历史如实的反映出来，但是由于

时间短，编志人员的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体例安排不当，不全面，不准确的

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一九]kJk年十月



凡。 例

I．本志命名为《本钢钢铁研究所志》。

2，本志体裁为志书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

3，本钢钢铁研究所1972年9月15 It正式成立，但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 35年东北沦

陷时期。考虑到立志的意义，本志记述断限为1948年10月30日本溪解放时起至1985年12月
3 1日止。 ．

．
4，本志的篇目以篇，章，节为序列，采用横排竖写，以类为经，以事为纬，详今

略古的编写格局． ：

5、有关地名、单位，职务的名称和技术业务上的术语均按原始资料的记载和当时

的称呼书写，需要说明的用括号加以注释． 。

6、人事任免和组织机构的变更时间均以主管机关正式批复时间为准。
。‘

。7，年、月、日、文号、数据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8、本志文体为语文体，简化字以国务院1964年2月批准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列

的简化字为准。 i

9、本志对个别单位名称的简化和采用的特定词汇含意做如下说明t

本钢～本溪钢铁公司的缩写：
公司——本溪钢铁公司的简称：

’

钢研所——钢铁研究所的缩写；

’。科研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管理人员，试验工：

科技干部——包括专业技术干部和技术管理干部；

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

文革——文化大革命的简称．

一2一



概

本钢钢铁研究所(以下简称。本钢钢研所”)，是本钢直属的以技术开发和应用科学

研究为主的企业科研单位，是本钢科研中心，物理，化学检测中心．

本钢钢研所的主要任务是为本钢提高产品产量，质量，降低成本，扩大品种，降低

原燃料消耗，改善劳动条件，推广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以及生产设备挖潜、

革新，改造进行试验研究．

本钢钢研所位于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路，与本溪市体育馆相邻．全所占地面积

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全所现有试验加工场地6000余平方米．拥有各

种仪器，设备725台．其中有民主德国产PGS一2两米光栅摄谱仪和细聚焦X光机备一

台，美国产TRS--8011型，CESFC—I型、IBMwPC／XT型电子计算机6台．日本产

Z一8000型偏振塞曼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1台，还有电子显微镜，高温显微镜，

气体渗碳炉等试验生产设备．同时代管。本钢技术图书室。，藏书16万余册，中外文期

刊5万余本，各类报刊44种．固定资产原值464万元，净值375万元．
‘

本钢钢研所建于1972年9月15日。但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本溪湖煤铁股窜

有限公司时期，公司下属的炼铁厂和煤矿等单位就设置了化学分析机构．1948年10月，

本溪解放后，先后经历了本溪煤铁公司工务处分析所，计划处理化试验室和生产处检验

室时期；本溪钢铁公司生产技术处检验室时期；本钢中央试验室和中心试验室时期；本

钢生产组科研组，本钢钢研所时期。建所之前经历了24年，建所至今又经历了14年。

38年来，钢研所与本钢的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建所之后，经过基本建设和恢复整顿，

在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在党中央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指引下，钢研所从小到大，发展成

一个多专业的，科研设备检测手段和技术力量基本配套的综合性的科研单位：

，本钢钢研所早在中心试验室时期已经开始了科学试验研究工作．1962—1965年进行

了高炉强化冶炼试验，高温热风炉设计，高炉喷吹焦炉煤气和煤粉，多排孔微差爆破技

术等项目的研究，并在生产中获得应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研工作受到了挫

折，只进行少量课题的研究．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 78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职工代表

大会上做出了“把钢研所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定．全所提出‘8

项科研课题．从此科研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19 79年本钢生铁和铁精矿粉同时获得国家

优质金牌奖．为进一步探索本钢生铁酌奥秘和搞清随着磁选铁精矿粉品位的提高，面烧

结矿强度明显变差的原因，开展了。本钢生铁性能的研究。和。对本钢高品位铁精矿烧

结矿的研究。．还进行了。=钢厂除尘污水净化处理”等专题的研究．经过两年的试

验，搞清了本钢生铁的奥秘．采用聚丙烯酰铵净化转炉除尘污水试验成功．经7年的试

验研究，于1983年本钢5号高炉实现了炉顶煤气自动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科委

下达的科研计划，又立题进行了“高炉炉身砌体烧损诊断仪”和“高炉炉喉煤气成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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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及取样装置”的研究．
。

30多年来，本钢钢研所全体职工团结一，b、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共完成各种科研

课题400多项，获得科研成果loo余项。其中获国家有关部委和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的7项。获辽宁省成果奖的4项，获本溪市成果奖的15项，获本钢公司奖的43项．其中32项

科研成果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共计2085万元。

1964年研制成功的。多排孔微差挤压爆破”新技术，和1977年研制成功的。田菁

lo号浆状炸药”，用于生产后提高了矿山综合能力，为我国坚硬矿岩和冬季爆破提供了新

的方法和新型炸药。这两项科研成果均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采用国产设备和材料于1983年研制成功我国首套高炉炉顶煤气自动分析系统在国内

首次用于高炉生产，在高炉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生产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该项科研成

果于1985年推广到武钢4号高炉应用，并获冶金部优秀科技成果奖。

本钢是我国生铁生产的重要基地．本钢生铁被誉为-人参铁”。钢研所为探明。人参

铁”的奥秘，提高生铁合格率，降低焦比，延长炉体寿命，先后在现场进行了高炉综合

喷吹(氧油雾化，油水乳化，喷吹煤粉等)，采用厚料层、高碱度，粗粒度燃料烧结，。

高炉铁水炉外脱硫、炉内脱硫等试验，为本钢生铁合格率年年超过99．99％(1981和

1983年均达到100％)生铁质量两次获国家优质金牌奖做出了贡献．

钢研所从1962年开始研制生铁标样，至1984年共研制lo个牌号。并被审定为国家生

铁一级标样，指定由钢研所定点生产．
’

钢研所与鞍山焦耐设计研究院合作，在耐火材料制品性能的检测方面研制成功了

．。迥转式抗渣测定仪”和“示差法荷重蠕变测定仪”．示差法荷重蠕变测定仪技术性能达

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的ISOIRl983(1970．10)示差升温法检验技术标准要求。采用

迢转式抗渣测定仪较现行冶标(YB)374—63撒渣法技术先进。在同—条件下进行比较

直观性好，对比度高，模拟性好．填补了国内空自．这两项科研成果已在洛阳耐火

材料厂、宝山钢铁总厂等单位推广应用．

1985年末又完成了“高炉炉身砌体烧损诊断仪”和。高炉炉喉煤气成份曲线仪及取样

装置”两项国家经委。六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通过了冶金部的技术鉴定．均为

国内首仓!l，达到国际八十年代初期水平．这两项成果应用于本钢高炉，每年可为国家创

造价值分别为100余万元和200余万元。

随着经济体翩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钢研所自1983年以来充分发挥科技

人员多，专业多的优势，变封闭型科研为开放型科研，逐渐地把科研成果从档案室里和

学术杂志上饵放出来，转化为生产力，开展了多专业多学科的横向联系．全所各研究室

在确保完成下达的科研任务的前提下，本着“合理，合法，合情”的原则，把技术送上

门·为地方中小乡镇企业服务，开展了科技咨询服务，3年来，共签订合同I 19项，成

交额突破100万元，增加收入70多万元，初步统计可为社会创造效益1500万元以上．

钢研所有职工464人，其中女职工168人，职工平均年龄4l岁．其中36岁以下197人，

36岁至50岁186人，5l岁以上81人；在职工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136人，高中(中专)
1 1人．大专以上214人；在职工中有共产党员149人，共青团员107人，民主党派人士

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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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工中有生产工人152人，其中二级工以下26人，3至4级工73人，5至8级工38人；

7级工以上15人；钢研所有干部29 l入，其中处级干部(含调研员)8人，科技干部52人；在干

部中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250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18人，中级职称人员121入．

钢研所现有党政领导干部5人，均为大学文化程度，平均年龄44．4岁。所现任党委书

记缪广弟，所长汪希何． ，

全所下设15个职能科室和钢，铁，煤焦化工，耐火材料，矿山、冶金，机械设备，自

动化，物理检验、化学分析检验、图书情报等lo个专业研究室，还有一个检修车间(综

合厂)，一个劳动服务站．

建所以后，钢研所的职工福利事业在发展．19,77年至1985年先后在平山、东光，西

坟地区为职工建住宅楼，总建筑面积7520平方米．投资170余万元．现在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人员每家的住房已达一室半以上，高级职称的每家已达三室标准．所内为职工设浴池

， 一处，建筑面积77平方米．公司对钢研所的职工福利非常关心，本钢工会在温泉疗养院

放两张固定床位给钢研所进行疗养．本钢科协每年给一定名额去大连和兴城进行疗养．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行．钢研所的收入逐年增加，几年来，每年都投入一’定资

金，为职工购置一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副食品、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提高职工生活水

平． j
·

。

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本钢在。七五。以至2000年将有更大的发展．钢研所随

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行，将逐渐建设成为本钢的科技开发中心，为本钢及社会的科技进

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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