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GANG·KE·J●·ZH_

掀祧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主 编
副主编

龙春满

周师儒

杨瑞光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志‘心’



《鞍钢科技志》编撰人员

总编辑严行健

副总编辑孙秉侠

编 辑张咏秋屈连科

摄 影史贵俊

撰稿人杨瑞光 严行健 孙秉侠张咏秋

屈连科 张炳臣杨 飞 许振民

袁来春 张立民 么纯玉 惠元正

金克柔 李仁谟 潘作桓孙鸿献

罗 汉沈敏根 曹荫之傅乐新

朱清昌 张信德 孟宪功 赵福山

于怀书 宋安娜



序

李华忠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2周年之际，一部以反映解放后鞍钢科学技术

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鞍钢科技志》出版问世了，这是鞍钢科技战

线的一件盛事。

鞍山钢铁公司，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下，恢复和建设起来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解放伊始，。由于

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统治及连年战乱，鞍钢旧有的生产设施被

破坏得七零八落，满目疮痍，处于全面停产的状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鞍钢工

人阶级，其中包括广大的科技工作人员，在困难面前毫不畏惧，艰苦奋斗，一往

无前，迅速医治创伤，恢复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发扬“创新、求实、拚

争、奉献’’的鞍钢精神，依靠科学技术这一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使鞍钢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生产技术不断发展。经过40年的改扩建，一个年产钢铁800万吨、

职工总数逾20万的特大型钢铁基地，巍然屹立在伟大祖国的钢铁企业之林。40年

来，鞍钢累计生产钢1．82亿吨、铁1．76亿吨、钢材1．12亿吨，实现利税429亿

元，为支援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我国钢铁生产技术，支援我国新的钢

铁基地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几十年来，鞍钢始终把发展科技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放在企业的重要位置。历

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组织企业生产建设中，都以很大的精力抓科技工作，组织

科技队伍，制订发展规划，建立和强化科研机构，落实科技政策，发动和组织科

技人员，投入企业生产建设的主战场。广大科技工作人员，比较牢固地树立科技

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思想，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与广大工人群众紧密结合，围

绕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和难点，开展科技研究、攻关、试验、试制、引进和推广

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为提高鞍钢

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冶金战线的技术发

展和技术进步，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许多科技人员，为了鞍钢的技术进步，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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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以求，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废寝忘食，默默地奋斗在科技工作岗位上，有

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历史功绩，人们将永志不忘。他们为鞍钢技术

进步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应当永远记载在鞍钢发展的史册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钢的生产建设和科技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共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

须面向经济建设一的战略方针指引下，鞍钢科技工作坚持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

中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通过贯彻落实党的科技工作政策，深化科研体

制改革，加强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科研工作的运行机制，进一步调动了科

技人员的积极创造精神，以科学技术求效益、求发展，在改革、开放中为。四

化"建设再立新功，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行动。一个波澜壮阔的技术开发、

技术革新、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活动，正在鞍钢兴起，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9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和世界高技术发展的

高涨时期。鞍钢作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肩负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科技工

作的发展不仅为鞍钢的未来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成为我们能否持续前进，开

创未来的重要关键。愿鞍钢广大科技人员、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职工群众，继续

发扬光荣传统，进一步向科学技术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继往开来，继续努力，为

建设鞍钢、支援我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10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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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鞍钢科技志》，是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志的有关规

定，以及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辽宁省冶金工业厅关于编纂企业科技志的指示

和要求，在中共鞍钢委员会和鞍钢公司的领导下编纂出版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鞍钢的科技工作是随着鞍钢生产建设的发展而兴起

和发展起来的，并且赋予生产建设的发展以重大作用。鞍山钢铁公司是解放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和建设起来的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生产联合企业。经

过几十年的改扩建，形成年产钢铁双800万吨的生产规模，成为我国目前产量最

高，品种最多，规格最全的重要钢铁基地。在恢复和建设鞍钢的过程中，科技工

作人员作为鞍钢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示了科

技工作在生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工作人员胸怀全局、艰苦奋斗、默默

奉献，开展科技研究、试验、攻关活动，解决技术难关，开发新技术，研究新工

艺、新方法，试制新产品、新材料，为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作出

了重大贡献。因此，编纂一本记载鞍钢科技工作发展历程、科技人员在发展生产

中的丰功伟绩以及鞍钢科技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的《鞍钢科技志》，以昭彰过去，激

励当代，开创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鞍钢的科技发展经历了一条漫长和极不平凡的历程。解放初期，鞍钢在日本

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遗留的并遭到连年战乱严重破坏的残破基础上，在全国人

民支援下，经过鞍钢工人阶级包括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短短三年就全面恢复了

生产。进入50年代，随着恢复生产的结束和大规模改扩建的兴起，科研工作也蓬

勃开展起来，逐步在全公司范围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建立

和健全科研机构，在工人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取得了一大批令人鼓舞

的成果。诸如冶炼低硅铁的成功，反围盘的创制，红矿选矿方法的改进，新型耐

火材料及众多新钢种、新品种的研制成功等等，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满足

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急需。60年代国民经济经过调整，鞍钢认真总结生产建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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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科技工作又一次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技术工作队的出现，群众性的技术

革新、技术革命及合理化建议(简称“两革一化一)的开展以及一大批新工艺、新

技术的推广普及，促使鞍钢生产技术和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迅速提高，涌现一

批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平的新产品、新项目，成为鞍钢生产和技术发展的“黄金时

期"。。文化大革命一时期，鞍钢科技工作如同企业其他方面工作一样，遭受到严

重的损失和破坏，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粉碎“四人

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钢的科技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党的一系列的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政策，照亮了技术工作发展

道路，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职工群众的积极创造精神，鞍钢确立了以技术进

步求效益、求发展的经营战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和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

果。例如转炉顶底复合吹炼，低合金钢的开发，红矿选矿新工艺，提高高炉风温，

新型钢锭模、帽技术等等。同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还加速了科技领导体制、科

研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上消化、移植新技术工作的推广，为鞍钢生产发展和科

技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鞍钢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科技求发展、求效益的道路，是

企业发展生产的唯一正确选择。

盛世修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扬中华民族编史修志

的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运用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图片图表，广征博收，全面、系统、准

确记载鞍钢科技发展的历程和主要成就，众手成志，是我们的一项历史责任。这

本《鞍钢科技志》，从198'7年起开始编纂，在各级领导、各部门及鞍钢广大科技

人员的支持和努力下，数度寒暑，几经修订，乃得定稿成书。它是鞍钢广大科技

人员集体创造的成果。在付梓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国科技界泰斗严济慈，原

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书记武衡，欣然为本书题词，为本书增色良多。

在《鞍钢科技志》出版问世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为支持这本书的编纂而尽力

的各级领导、上级有关部门和为本书撰稿、审稿的众多科技专家。当然，我们更

加怀念、感谢一切曾为鞍钢科学技术发展而进行过创造性劳动，并做出重大贡献

的科技工作人员、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载入鞍钢科技发展的

史册。

1991年10月



凡 例

一、《鞍钢科技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鞍山钢铁公

司科学技术发展的工业企业专业志。

二、时间断限。上限始于鞍钢1948年恢复生产，适当追溯上延，下限迄于1985年末。为

全面反映80年代鞍钢科技体制改革情况，附录中收录了有关资料，下限延至1988年末。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一般采用篇、章、节、

目结构。大事记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体例。

四、本志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五、入志单位、机构名称，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均冠以全称，以后一般使用习惯简称。名

称有变更的，则使用文中叙述当时的名称。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加职称。地名以当时地

名为准，其后有变更的，在括号中加注编写时的地名。

六、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一律按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与符号方

案》规定执行。引文照实记载，但在括号内注出法定计量单位。

七、书中所用有关鞍钢总体性的统计数据，概以鞍钢计划处公布和核定的数字为准，属

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数据，以各单位统计部门核定的数字为准。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系曾任全国人大、政协代表或省部级以上

劳动模范、对鞍钢科技发展贡献卓著并在1985年底以前去世者。编排以出生年月为序。

九、本志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为界限。所称

。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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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位于辽宁省

中部的鞍山市．是个有近70年生产历史、

20．9万职工和年产钢铁双700万吨的我国

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优越的自然条件鞍钢地处辽东半岛的

北部，冶金工厂厂区在鞍山市铁西区，地理

座标为东经122。05’一123。02，，北纬40。03，一

41。12’，占地37．37平方公里。它东倚风景秀

丽的旅游胜地千山，北临辽河支流太子河，西

连辽河平原，南面是富饶的辽东半岛。鞍山

北距辽宁省会沈阳市89公里，南距海港城市

大连市308公里。长(春)大(连)铁路，沈

(阳)大(连)公路纵贯南北，沟(帮子)海

(城)铁路、辽(阳)溪(本溪)铁路连接东

西，交通方便。鞍钢厂区及矿山分布于鞍山、

辽阳、大连、朝阳等4个市14个县区，占地

总面积118．81平方公里。

鞍山地区的地质构造处于中朝准地台的

胶辽台隆与华北断坳交界部位．属天山至阴

山东西向构造带的东延部分及华夏、新华夏

构造体系。从太古代至新生代经历数次剧烈

的地质构造运动，形成太古代鞍山群地层，元

古代辽河群地层和震旦纪地层，古生代寒武

奥陶纪地层．新生代第三纪、第四纪地层。这

鞍钢地理位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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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质构造为鞍山周围丰富的铁矿、菱镁矿、

煤矿，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形成及鞍钢生

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鞍山地区的地貌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

走向与地层走向一致，自东南向西北倾斜。鞍

钢厂区大部分位于沙河南岸的山前冲积平原

上，地形平坦。地面绝对标高16．8—21．5米。

基岩以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为主，其上覆盖第

四纪粘性土层，厚度达40—90余米，主要由

冲积——洪积的亚粘土、粘土组成，底部为

粘土混圆砾及碎石，各层结构均匀，层次稳

定，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承重负荷大，有利

于鞍钢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

鞍钢及其周围地区，位于北半球中纬度

地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8．2—8．7"C。无霜期为156—170

天。年平均降水量为720．6毫米。平均相对

湿度为62％。平均气压为1007．8毫巴。

鞍钢厂区周围河流较多，有太子河、沙

河、杨柳河等。河流流域短，水量小。太子

河及辽阳市郊首山、蔡庄一带，河水及地下

水蕴藏丰富，是鞍钢主要水源。

鞍山地区及其毗邻的辽阳市弓长岭地

区，铁矿资源蕴藏丰富，是我国条带状铁矿

最为集中的地带。鞍山地区铁矿群展布于鞍

山市区北、东、南三面呈V型，各矿山均在

鞍山厂区周围16公里以内。其北翼北起樱桃

园北一山，南至西大背，呈北25。一50。西走

向，矿层南北延长10余公里，主要矿山有齐

大山、王家堡子、胡家庙子、西大背和张家

湾等；其南翼向东西方向展布，西起西鞍山，

经东鞍山，大孤山至眼前山，走向为北60。一

80。西，倾向东北，东西延长26公里。两翼矿

床均属巨厚层，厚度160—380米。弓长岭矿

区在辽阳市东南安平镇，距鞍钢70公里，有

巨型贫铁矿并有富矿赋存，是我国已探明的

规模最大的富铁矿之一。截至1985年末，鞍

钢各铁矿山累计探明铁矿储量为99．1亿吨，

其中工业级储量53．1亿吨，远景级储量46

亿吨。辽东半岛还有蕴藏极为丰富的菱镁矿、

粘土矿、石灰石矿，是发展钢铁工业的优质

辅助原料。

悠久的生产历史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于

1948年12月26日。其前身是1916年筹办

的鞍山制铁所、1933年成立的昭和制钢所以

及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组建

的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

鞍山地区的冶铁业源远流长，解放后考

古工作者在鞍山地区发现多处冶铁遗址。两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以后的辽、元、明

代，史籍上都有关于冶铁业的记载。到了清

代，由于满清政府的愚昧腐败，视开矿为

。末业”，以辽东是清王朝的。兴龙”发迹之

地，。迫近陵寝”，认为开矿破坏风水，。泄地

气”，而加以禁止，致使辽东冶铁事业荒废近

300年之久。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炮舰

政策，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大门，在沙俄、

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下，清政府卑躬屈膝，先

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日‘马关条

约》等，俄、日帝国主义把攫取我国矿藏资

源的魔爪伸到辽东半岛。

1915年5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

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攫取了辽

东半岛的采矿权。之后，1916年3月，日本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勾结汉奸

成立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鞍山地区

现代冶铁业自此发端。

1918年5月15日，鞍山制铁所正式成

立，翌年4月29日第一座高炉(1号高炉)建

成投产，其后又建成2号高炉、日暮山选矿

场等，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鞍山

制铁所共建成1个选矿场、3座高炉、5座焦

炉以及与主体设备相配套的各种辅助设备，

年产生铁能力达到30万吨。。九·一八”事

变后，东北完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

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军备战，加紧对鞍

山地区铁矿资源的掠夺，1933年5月在鞍山

成立昭和制钢所株式会社，接管了鞍山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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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935年第一座炼钢平炉建成，相继兴建

炼钢、轧钢各厂。此后又先后吞并振兴公司

和弓长岭铁矿，成为一个从采矿、选矿、炼

焦、炼铁、炼钢、轧钢到机修、运输和动力

相配套的钢铁联合企业。到1945年“八·一

五”光复止，共有矿山3座，选矿机11台

(另有还原炉23座)，烧结机10台(另有团

矿炉10座)，炼焦炉17座，炼铁高炉9座

(总容积7312立方米)，炼钢平炉10座(另

有预备精炼炉7座、混铁炉3座)，初轧机两

套，成品轧机5套。年生产水平：富铁矿115

万吨，贫铁矿227万吨，烧结矿和团矿90万

吨，生铁130万吨，钢锭84万吨，钢坯76万

吨，钢材49．5万吨。从1935年至1945年，

昭和制钢所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

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其中绝大部分

产品运往日本国内，用于生产军火等物资，以

支撑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8月23日，苏联红军进驻鞍山，原昭和制钢

所大量设备被拆卸后运往苏联。被拆走的设

备总重量达6．5万吨，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

设备生产能力下降1／2到2／3。

1946年4月，国民党接收了鞍山地区23

处日伪工厂，其中包括昭和制钢所所属工厂、

各卫星厂和日商钢材加工厂。同年10月11

日，正式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

司。嗣后开始对部分设备进行修复，并进行

部分生产。从1946年至1948年国民党接管

和统治的22个月里，共修复发电机和锅炉各

1台，炼铁高炉1座，炼钢平炉1座，焦炉1

组及部分轧钢设备。共生产钢锭0．95万吨、

钢材1．25万吨和焦炭2万吨。

1948年2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

鞍山。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鞍山钢铁有

限公司遂告垮台，在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掠夺

和战争严重破坏之后，鞍钢终于回到了人民

的怀抱。

光辉的发展历程1948年4月4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接管的原鞍山钢铁

有限公司基础上，成立了鞍山钢铁厂。由于

当时东北全境尚未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鞍

山钢铁厂成立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护厂，抢运

保护设备，为恢复生产做准备。1948年11

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同．

年12月26日，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正．

式成立鞍山钢铁公司。

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伊始，厂区、矿区破

烂不堪，设备残缺不全，技术员工散失，残

存设备能力仅为年产铁50万吨、钢58万吨、

钢材29万吨，恢复生产困难重重。在党的领

导下，解放了的鞍钢工人群众，以翻身做主

人的责任感和忘我劳动的精神，开始了鞍钢

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首先发挥技术专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先后将一批留用的高级

技术人员接回鞍钢，并以技术专家王之玺为

首组织起草恢复生产计划。然后在全市、全

公司范围开展了一场浩大的献交器材运动和

恢复生产立功竞赛活动。仅用两个月时间，献

交各种器材21万件，价值约108亿元(东北

币)。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请回或招收散

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也为

鞍钢抽调了大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加速

了修复工作。1949年4月25日炼钢厂2号

平炉修复投产，炼出第一炉钢，6月27日炼

铁厂2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采矿、选矿、

轧钢等厂以及相应辅助生产单位都陆续恢复

生产，同年7月9日，鞍钢举行了隆重的开

工典礼。

在全国支援下，鞍钢恢复工作进展迅速。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鞍钢陆续修复和建设

了铁矿山4座，焦炉6座，高炉3座，平炉

8座，轧钢厂8个。1949年至1952年累计生

产生铁211．95万吨，钢191．9万吨，钢材

109．93万吨，上缴利润4．22亿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

人民政府把鞍钢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

之重”，在。全国支援鞍钢”的口号下，鞍钢



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以著名的。三大

工程”即中国第一座自动化的无缝钢管厂、大

型轧钢厂和7号炼铁炉为代表的基本建设，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

和全国57个大中城市的199个企业的支援

下，鞍钢职工经过艰苦努力，创造了我国冶

金建设史上的奇迹。大型轧钢厂于1953年

11月30日胜利投产．工期1年零3个月；无

缝钢管厂于1953年10月27日投产，工期1

年零3个月又13天；7号高炉于1953年12

月19日炼出第一炉铁水，安装工期仅5个月

零1 0天。。一五”期问，鞍钢基建总投资

15．45亿元，共建设了39项主要工程。新增

生产能力：生铁188．2万吨，钢J72万吨，钢

材1 4】万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鞍钢的生产建设

既有发展，也有坎坷。前三年全国掀起“大

跃进”。鞍钢广大职工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

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开展了劳

动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同时国

家也增加了鞍钢生产建设的投入，因此生产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鞍钢先后建成

1座大型高炉、5座大型平炉、1座焦炉、2座

轧钢厂，1960年提前达到。二五”计划规定

的指标。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和高指标

压力下，“大跃进”也造成鞍钢产品质量下降，

设备完好率降低，原燃材料消耗上升，浪费

现象严重。不得不按国家的统一部署，开展

了调整整顿。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认真贯彻“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制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

努力，胜利完成了调整时期任务，生产形势

全面好转。从1965年起，鞍钢确立为用户服

务，以用户满意为标准的经营思想，严格按

合同组织生产，努力在品种质量、生产工艺、

原燃材料消耗等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上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力发展低台金高强度钢，

949年7月9日．鞍钢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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