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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编纂志书，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殊钢厂

自建厂以来，已修志书2部。第一部1965年至

1985年，第二部1986年至1995年。

1996年至2(100年的5年，是特殊钢厂发展史

上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期间，特殊钢厂经受住了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考

验，经受住了市场竞争加剧、资金持续紧张、提高

效益难度大的考验，经受住了在设备比较陈旧、工

艺比较落后的条件下适应市场、生存发展的考验，

经受住了在生产、建设、改革、改组中遇到的一系

列困难，终于使生产规模、建设速度、经济效益等

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了总结经验，再创未

来，根据莱钢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要求，我们编纂

了《莱钢特殊钢厂志》第三卷，是《莱钢志》第四

卷系列分卷之一。

《莱钢特殊钢厂志》第三卷，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比较全

面、系统、准确、客观地记述了此5年的发展史，

是一部记述特殊钢厂生产建设发展的资料性企业志

书。

本书采用记叙体、语体文，记叙文字力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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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简洁，以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者

统一的要求。1996年至2000年，是莱钢改革、改

组、改制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因而在书中的不同

时期和不同时间出现了莱钢总厂、莱钢股份有限公

司、莱钢集团有限公司等称谓，并使用莱钢、股份

公司、集团公司等简称，冶金工业部、山东省冶金

工业总公司多简称为冶金部、省冶金总公司。全书

卷首设总述和大事记。主体部分设生产工艺、技术

改造与基本建设、企业管理、技术进步、职工队

伍、党群工作、人物等7篇，共55章96节，计50

万字。

本书标点符号、数字的使用，执行国家规定的

《标点符号用法》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

规定》，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为准。主要数据来自各业务主管部门。

本书的编纂，全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成立

了由党政主要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参加的厂志编纂委

员会。所需资料由各科室和车间单位提供。编纂过

程中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全厂干部职工的支持和帮

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编纂工作于2001年10月铺开，2002年

8月定稿，历时11个月。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漏误之处，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特殊钢厂厂志编纂委员会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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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厂，始建于1965年，最初名称为新成铁

工厂，是当时全国15个以生产军工用钢为主的“小三线”钢铁厂之一，隶

属于山东省冶金公司领导。1970年，七。一工程指挥部(莱芜钢铁厂前身)

建立后，划归其领导，先后改称7015厂、莱钢第一钢厂和莱钢特殊钢厂。

1997年8月，莱钢进行股份制改造后，改称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

厂。1980年前以生产军工钢为主，1980年后改产民用钢材，是山东省重点

特殊钢生产基地，国内规模较大的特殊钢生产厂家之一。

特殊钢厂位于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里辛镇和颜庄镇交界地带。按照建厂

时期“靠山、分散、隐蔽”和“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方针，工厂布局比较分

散，主要生产厂区建在里辛镇南赵家峪方圆5平方公里的山坳里，部分生

产、辅助单位分散在距主厂区2公里以外的龙王沟、潘东煤矿旧址和颜庄火

车站附近。

特殊钢厂外部条件较为优越。交通比较便利，磁(窑)莱(芜)铁路穿

境而过，博(山)临(沂)和韩(旺)莱(芜)公路擦边而行，15公里厂

内公路把山上生产区和山下生产区连为一体。电力供应充足，特殊钢厂位于

山东电网中心，110千伏的大(桥)岱(崮)线和六(七四)银(山)输电

线路交叉相汇，与厂内3个降压站连接，1997年11月，莱芜电力系统220

千伏棋山变电所及莱钢110干伏棋降Ⅱ线建成，正式改由110千伏棋降II线

供电。其它资源丰富。厂区地处莱芜盆地南侧，水文地质条件优越，地下储

水量较大，建厂至今，先后开发利用水源地5处，丰水季节最大供水能力为

每小时700立方米，枯水季节最大供水能力为每小时600立方米，水源地总

上水能力为每小时1015立方米。莱钢动力部为特殊钢厂提供炼钢用氧气，

莱钢焦化厂、炼铁厂的焦炉和高炉混合煤气通过管道供应特殊钢厂炼钢、轧

钢车间，满足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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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至2000年，特殊钢厂共完成投资38556万元。2000年末，全厂

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2161．19万元，净值9784．6万元。全厂占地面积119．76

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19．20万平方米。设备总重量1．22万吨。主要生

产设备有：50吨(UHP)超高功率电弧炉、50吨Ⅱ'钢包精炼炉和60吨VD

真空精炼炉各1座；63000千伏安、36000千伏安和15000千伏安变压器各1

台；15吨电弧炉4座，5500千伏安变压器4台；0650毫米轧机(1架)、

∞50毫米轧机(2架)和脚0毫米轧机(2架)、121300毫米轧机(5架)及
0330毫米轧机(3架)、j2j300毫米轧机(2架)、0280毫米轧机(5架)组成

的热轧机组各l套；纵70毫米／0185毫米×400毫米四辊冷连轧机组1套。

建厂30多年来，先后生产过8大钢类200余个钢种2000多个品种规格的钢

材，产品的品种规格主要有：012毫米．0135毫米的碳结、优质碳结、合

结、碳工、合工、弹簧、轴承等热轧钢材，厚0．5毫米～2．0毫米、宽36毫

米～275毫米的碳结、优质碳结冷轧带钢等。1996年至2000年共生产电炉钢

151．32万吨，钢材171．10万吨，实现内部利润1744．33万元。

特殊钢厂原实行直线职能制，1996年至2000年，适应生产建设的发展

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组织机构设置发生了较大变化o 1993年，在进行

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干部人事三项制度改革(简称“三改”)后实行事业

部制，设生产经营部、机动技术部、劳动人事部、党务工作部、群众工作部

和厂长办公室，共5部1室，另外还设立临时机构改扩建工程指挥部。1996

年，特殊钢厂机构设置仍沿用事业部制。机关行政设生产经营部、机动技术

部、劳动人事部、改扩建指挥部和办公室，共4部1室。党群机构设党务工

作部、群众工作部。生产车间设第一炼钢车间、第二炼钢车间、开坯车间、

中型成材车间、小型成材车间和冷轧带钢制品公司6个，辅助生产单位有机

动车间、耐火材料车间、精整车间、废钢加工车间、运输科、中心试验室、

特钢检查站和计量室8个。联营单位有鲁顺冶金材料公司、兴华分厂2个。

1999年8月，特殊钢厂组织机构设置由部室制改为科室制。机关行政下设计

划科、生产科、机动科、技术科、供应科、劳动人事科、财务科、安全环保

科、保卫科和厂办公室，共9科1室。党群机构设有纪委(纪委与监察合署

办公)、办公室(党办、厂办合一)、组织科、宣传科、工会、团委、武装部

(武装部与保卫科合署办公)。下设第一炼钢车间、第二炼钢车问、开坯车

间、中型成材车间、小型成材车间、冷轧带钢车间6个主要生产车间，辅助

生产系统设机修车间、动力车间、耐火材料车间、计量室4个车间级单位。

至2000年末，特殊钢厂共有职工2632人(男1932人，女700人)，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252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10人、中级的88人、初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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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人；工人高级技师1人、技师46人、助理技师133人。

经济责任制方面。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是调整职工收入分配和调动职工

生产积极性的重要经济手段。特殊钢厂是从1982年学习北京首钢经验之后

推行内部经济责任制的。经过20多年的实践，通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健

全完善了一套既适应外部条件变化，又适合企业内部管理，较为科学的经济

责任制考核体系和实施办法o 1996年，特殊钢厂学习邯郸钢铁总厂模拟市

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办法，将岗位工资与技能工资之和的50％与

奖金一并浮动考核，生产车间采用单位产品工资奖金含量法，辅助车间奖金

得生产车间平均数的90％，机关科室奖金得生产车间平均数的85％。1997

年生产车间岗位工资与技能工资之和的50％同新增工资、奖金一起浮动考

核，辅助车间、机关科室仍按90％、85％的比例系数与生产车间挂钩。1998

年上半年仍执行1997年考核办法，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工资总额全

额浮动，生产车间的产量按生产合格量计算，奖金按自然人系数测算：第一

炼钢车间、第二炼钢车间各为1．6，开坯车间为1．4，其他轧钢车间各为

1．3，辅助车间各为1．1，计量室为1．09，其余单位均为1。1998年，首次设

立了主任奖励基金、班子骨干奖等单项奖。班子骨干奖由厂统一发放，并规

定了封顶额度。由计划科、劳动人事科按照责任制方案计算考核结果，交厂

经济责任制考评小组讨论、厂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执行。积极推行管理效益

承包活动。2000年起，采取签署《管理效益承包合同书》，下达立项计划的

办法。对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15．10万吨和24．62万吨，2000年达到35．66万吨和36．09万吨。

设备管理和设备改造方面。针对企业建厂时间长、工艺陈旧、设备老

化、工艺装备不配套等特点，特殊钢厂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立

足于改造挖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设备更新改造。1986年从

日本引进800吨废钢剪切机。1987年引进第二台直读光谱仪，1990年购置红

外碳硫仪。1989年至1995年，将第一炼钢车间4座4000千伏安电炉变压器

全部更换为5500千伏安，将1213500毫米炉壳扩大为1213700毫米，新增1台

31500千伏安变压器；1987年至1995年，开坯车间先后新建踯50毫米轧机1

列、．加热炉1座、12170毫米。0170毫米棒材六辊矫直机1台；1992年至1993

年，中型成材车间新建2架121400毫米轧机机列、1211500毫米热锯2台、166

平方米步进式冷床2组；1991年至1995年，冷轧带钢车间进行了两次改造，

新上两条酸洗机组、四机架冷连轧机组、成品剪机组、烤兰带机组、隧道式

燃油退火炉、“三废”治理设施。坚持专兼结合、承包负责的设备维修维护

制度，对以第二炼钢车间设备为代表的技术含量高、维修维护难度大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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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特殊设备进行重点管理。1996年，完成从德国柏林钢厂引进的50吨电

炉和精炼炉设备安装，并于1996年4月热负荷试车成功，在随后的生产过

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50吨电炉生产设施，发挥其装备水平较高的优势，

最大限度地挖掘设备潜力。1996年12月，50吨电炉月产达13735吨，创投

产以来的最高纪录。1998年，50吨电炉安装炉门碳氧枪，建成油氧助熔设

施，大幅度提高了电炉冶炼效率。1998年，小型成材车间新上2架121300毫

米轧机机列，中型成材车间自行设计制作钢材定尺机。变频调速技术在全厂

风机、水泵等设备上得到广泛应用，节能降耗效果显著。2000年，第一炼

钢车间电炉应用煤氧助熔技术，第二炼钢车间对导电横臂和电极调节系统进

行国产化改造，对开坯车间12j550毫米轧机进行改造。通过一系列设备改造，

使特殊钢厂工艺流程进一步趋于合理，对提高电炉钢和钢材产量、增加产品

品种起到重大作用。电炉钢产量快速增长，1985年7万吨，1995年为15．10

万吨，2000年达到35．66万吨。钢材产量1985年8．52万吨，1995年为24．62

万吨，2000年达到36．09万吨。1985年工业总产值为6392万元，1995年为

37971万元，2000年达到59430万元。

工艺技术改造方面。持续进行重大工艺改革，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动

科技进步。1986年至1995年间，炼钢工艺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改革亿J650

毫米轧机用细长钢锭，四一12低碳复合保护渣研究应用，采用漂珠轻质绝

热帽口，应用人工合成镁质白云石砖砌筑炉衬工艺，应用钢包喂线技术冶炼

齿轮钢和船用锚链钢工艺，应用硅铝铁、碳化硅脱氧工艺以及座包浇注等。

轧钢工艺方面主要有踟50毫米轧机应用自动监测技术，应用电炉钢678千

克锭和120毫米一150毫米连铸坯一火成材工艺及冷带产品连续酸洗和连轧

工艺等。热能热工方面主要有加热炉和燃烧器创新，烟气余热回收利用和应

用新型耐火材料等。理化和计量检测方面主要有直读光谱仪的应用与改造，

红外碳硫仪的应用研究和衡器机电一体化改造等。1996年至1997年完成的

主要工艺技术改造项目有50吨电炉和精炼炉安装，并于1996年4月一次热

负荷试车成功；1997年完成50吨电炉(E盯)一LF精炼工艺技术研究，通

过了省级鉴定，精炼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完成第一炼钢车

间4号电炉工艺技术改造、二次短网系统改造、开坯车间1号加热炉微机控

制技术研究与应用、中型成材车间工艺技术改造、小型成材车间孔型系统优

化设计等项目。1998年完成50吨电炉炉门碳氧枪项目，属国内首创，达到

了国内领先水平，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缩短冶炼时间，降低冶炼电耗，

年创经济效益370余万元；成功应用50吨电炉水泼渣技术，淘汰了电炉传

统出渣方式所需的渣盆、清渣车，既便于生产管理，又节约了清渣跨建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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