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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本钢志》第_卷(上册)在本钢恢复生产40周年之际,oft,版了。这无疑是本钢政

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很好祝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各种志书是中华文化的璀灿瑰宝。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在兴；神洲盛世，催人修志。

本溪钢铁公司是有8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沧桑变换，甘辛倍尝。它的发展史是中

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缩影。编写一部志书，记录本钢发展壮大历程的经验和教训，成

功和挫折，对我们鉴往知今，继往开来，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本钢志》的编写始于1 987年。全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比较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本钢产生、发展和现状。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为全书之纲，以

大事记，沿革为经，以公司厂矿简介为纬，从时间和空间上总览公司全貌；中、下册为

分志，翔实地记述着各类专志的状况，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资料性。《本钢志》是记录

本钢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是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用教材，

也是本钢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可供本钢各级领导和

全体职工学习、工作之参考。

一部中国近代史表明，1 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炮舰政策下，蜂

涌而至，接踵而来，不断加紧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使中国由封闭的封建主义皇

权大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攫取了大量

的财富，加剧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 905年，日本财阀

大仓喜八郎乘日俄战争爆发之机，创办了本溪湖煤矿，开始非法掠夺本溪地区煤炭资

源。1 910年，经清朝政府多方交涉争回部分主权，实行中日合办，但企业的实权仍控

制在日本人手中。1 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企业则被日本人全部霸占，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40年的历史，是一部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辛酸史，血泪史，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我们应当永志不忘。

1 948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溪获得了解放，企业获得了新生。翻身当

家做了主人的工人阶级，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指示，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热忱，战胜困难，艰苦备斗，迅速改变

了公司在国民党占领时期的停产，半停产状态，于1949年7月1 5日全面恢复了生

产。此后，经过。一五”期间的扩建，我国社会主义各个经济建设时期的发展和。三二二”

改造规划的实施，本钢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使本钢

生产和建设停滞，政治和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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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之后，本钢又焕发了青春，加快了前进步伐，不论是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产品质

量，还是经营机制，经济效益，社会贡献都有了新的突破。目前，本钢生产规模已达到

年产生铁300万吨，普钢200万吨，特钢20万吨的能力；产品在不断延伸，品种在

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解放后40年的历

史，是本钢获得新生，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努力奉献，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为我国

钢铁工业的发展谱写了新篇章。我们应当引以自豪。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顺应时代的潮流，和着历史的弦律，本钢职工英姿勃发，正在开拓

进取，拼搏创新。

1 986年1 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视察了本钢，挥毫题词：“发挥优势，加

速改造，为把本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基地而奋斗”，为本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

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遵循李鹏总理指示，本钢各级领导和职工群策群力，联系实

际，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七五”规划正在加速实施，长远发展蓝图亦在筹划。在重点抓

好矿山、普钢和连轧改造的同时，增加特钢、炼铁系统的投资，利用外资建设1700毫

米冷轧厂，为本钢。八五”及以后的发展振兴提供必要的可靠的后续能力，向年产400

万吨生铁，300万吨普钢，30万吨特钢的“四三三”目标迈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逐

步建立和形成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具有本钢特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企

业的经营机制，使本钢成为以生产传统名牌生铁，优质高效钢材为主要产品的现代化钢

铁基地。 ．

本钢的美好前景吸引着人们，鼓舞着人们。只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三犬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党立国之本，坚

持改革、开放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美好的前景变成

现实。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社会进步呈现一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加速发展的壮

丽画卷。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驱使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现代

物质生产力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的第一位的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的产品和结晶——

科学技术。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恩格斯也曾着重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

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是，真正把这

种力量变成社会历史前进现实的，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人智则国智，人强则国强，

人雄于天下则国雄于天下。这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同样的

道理。本钢职工有志气，有智慧，有雄心，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和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焕发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以。发愤图

强，开拓进取，从严求实，争先创优”的本钢精神，赢得前进中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值此《本钢志》一卷(上册)出版之际，我们怀念、感谢、永远不忘一切为本钢建

设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的功绩已经并将继续载入本钢史册。

本钢在前进。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本钢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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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钢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全面地记述本企业生产建设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记述，力求体现本企业发展的

全貌和规律，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三、本志记述内容的时间断限，上限始于1905年，下限迄于1985年。有的内容记

述时间做适当追溯。

四、本志以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展现全书内容。体裁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

五、鉴于本企业煤矿部分于1953年4月划出，因此，本志对煤炭生产有关内容只

在总览和大事记中略作记述，其它篇章不再复述。

六、本志遵循方志横排竖写、。类为一志”的原则，各专志部分基本上是按专业性质

设立篇章，不受行政管理体制的约束。凡相同专业，不分部门、厂矿，均编入同一篇

章。同时，吸收编年史以时系事的记述方法，做到横不漏项，竖不断线。

七、本志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用当时的年号称谓，在括号

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中的纪年，先书公

历，再书历史纪年对照。地名、官职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旧地名在括号内

注明今地名。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简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外，其余均用记叙文体，

述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九、本志使用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十、本志引文严格忠于原文，并加引号表示引用，同时注明出处。注释采用页末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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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 3

．本溪钢铁公司(简称本钢)地处辽宁省本溪市。这里素称。煤铁之城”。周围群山环

绕，蕴藏着丰富的煤、铁、石灰石等炼铁资源，水力充足，交通运输方便，社会条件优

越，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理想基地。

本钢是我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迄今已有80多年历史。1985年职工总人数达

13．5万人，企业占地面积4，171．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为26．26亿元，净值18．6亿

元。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生铁300万吨，普钢150万吨，特钢20万吨。拥有采矿、

选矿、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火、发电、运输等50个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厂

矿，以及科研、设计、文教、卫生、生活福利事业部门。有大型露天铁矿2座，石灰石

矿和粘土矿各1座。大中型高炉5座，总容积4，850立方米，电炉9座，120吨氧气顶

吹转炉3座，l 150毫米板坯初轧机和1700毫米热连轧机各1座，热电厂装机容量12．8

万千瓦。优质生铁被誉为“人参铁”，远销欧美和El本等国。特殊钢产品有8大类550多

个品种，用于国防、人造卫星和航天技术上。

本钢企业历史悠久。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日本大仓财阀非法开办的

“本溪湖煤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勘探铁矿。宣统二年(1910年)，中日合

办，成立了“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宣统三年(191 1年)，公司将庙儿沟(今南

芬)铁矿吞并，兼营炼铁事业，改称为“本溪湖商办煤铁有限公司”。民国四年(1915

年)1月，1号高炉投产。。九·一八”事变后，企业被日本侵略者霸占。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特殊钢试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司被国民党政府控制两年半之久。民国

三十七年(1948年)秋，本溪解放，企业获得新生。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3

日，2号高炉恢复生产，7月15日公司举行开工典礼大会。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l号高炉恢复生产。1953年3月3日，根据专业管理需要，中央

重工业部指示，本溪煤铁公司改称为“本溪钢铁公司”，将煤矿部分划出。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进行恢复性建设和扩建改造，使企

业初具规模。到1952年，年产生铁23．1万吨，特钢2．1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本钢被国家列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开始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和改造，使生产

能力迅速扩大，产品成倍增加。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2．6亿元，生铁产量达80．4万

吨，特钢8．8万吨。。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和苏联单方撕毁协议、撤走

专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生产下降。60年代初，在“调正、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指引下，本钢加强了对矿山、设备和产品的管理，生产建设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196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达3．9亿元，生铁151万吨，特钢14．5万吨。进入70年代后，

根据国家建设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决定，本钢确定了。三二二”改造方案

(即年产能力：生铁300万吨，普钢200万吨，特钢20万吨)，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技



4 第一篇总览

术改造和扩建。新建1座年产500万吨矿石的铁矿，容积为2，000立方米的高炉，年产

200万吨普钢的炼钢厂和年产160万吨板材的轧钢厂及辅助工程设施。由于“文化大革

命”的干扰，致使改造速度缓慢，设备严重不配套，收尾工程迟迟不能完工，投资效益

不能发挥。老的生产厂矿，也由于管理混乱，生产秩序遭到破坏，损失严重，从1974

年起连续3年没完成国家计划。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实现了工作重

点的转移，给企业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本钢进行了全面整顿，制定了生产经营管理措

施，坚持走挖潜、改造、配套、扩建的道路，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被辽

宁省命名为大庆式企业。1980年生铁产量第一次突破300万吨，同年1700毫米热连轧

机试生产。1981年本钢被砰为国家和辽宁省企业管理优秀单位。1984年以来，由于实

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本钢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进一步调整了企业内部关系，

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和多种经营，使本钢走上了振兴的道路。

到1985年本钢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又有新突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完

成国家计划，创历史最好水平。本钢由过去单纯以生铁为主要产品的企业，发展成为具

有生产生铁、特钢、酱钢、板坯、薄板多种产品的钢铁联合企业。

1948年到1985年国家为本钢改造、扩建投资24亿元，本钢上缴国家利税41．6亿

元，提供优质生铁5，800多万吨。

本钢矿产资源得天独厚。经营管理有较丰富的经验。随着“七五”、“八五”规划的实

施，将继续发挥优势，加强企业改造，不断完善普钢系统，本钢将建设成为一个以生产

普钢、特钢为中心、与生产传统优质生铁相配套的现代化钢铁生产基地。

1．地理位置

第一章地理

第一节 自然地理

本钢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市在沈阳东南63公里处，太子河从市区穿过。东与

吉林省通化、集安毗连，西靠辽阳、鞍山，南和丹东接壤，北与沈阳、抚顺为邻。全境

东西长184公里，南北宽87公里，总面积为8，348平方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123。

34 7一125。46 7，北纬40
o

49 7—41。35 7。这里是沈丹(沈阳一丹东)、溪辽(本

溪一辽阳)、溪田(本溪一田师付)铁路交汇中心。

本溪市名称来源于本溪湖。在现溪湖区大堡北山崖下，有一个天然溶洞，洞内湖水

澄澈，宛若杯水，又因洞壁曲拱，状如犀角，故称“杯犀湖”，久而久之，遂谐音演变成

“本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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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地区远在夏、商分属青州，营州，周朝时属幽州，战国后期属燕国辽东郡。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属辽东郡襄平，清朝时属辽阳府，康熙三十年(1691年)本溪地属

辽阳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正式设置本溪县，隶属奉天府。民国二十八

年(1939年)成立本溪湖市，属奉天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三”胜利后，成立

本溪市政府。

本钢冶金工厂座落在本溪市区内，依自然地形条件，分设于太子河两岸。按行政区

划，大致可分为五个厂区，工源厂区位于太子河南岸阶地上，属于太子河河谷地势平坦

地带，东西约长5．5公里，南北最宽处1．6公里，占地面积558．6万平方米。厂区内有

二铁厂、一钢厂、二钢厂、初轧厂、连轧厂、焦化厂和发电厂等主要生产厂，是本钢的

主要冶金工厂厂区。溪湖厂区位于太子河北岸溪湖区，是本钢开辟最早的老厂区，占地

面积40万平方米。厂区内有一铁厂两座中型高炉、焦炉、烧结机和二电车间。耐火材

料厂区在太子河北岸彩屯煤矿附近，距工源厂区约4公里，占地面积58．5万平方米。

冶金工厂厂区之间有本钢专用铁路相通。

随着本钢扩建规划的实施，陆续建设新厂区。主要有兴安厂区和郑家厂区。两厂区

均与工源厂区毗邻，兴安厂区在太子河南岸、工源厂区以西、中隔团山子，厂区现有原

料货场、运输机修、机车修理库、汽车大修间及本钢汽车五中队、二铁厂高炉炉渣冲渣

池等。本厂区计划陆续建设冷轧薄板厂、电修厂、钢研所中间试验厂和冷轧热电站等。

现占地面积62．5万平方米，是本钢冶金工厂的主要发展区。郑家厂区在太子河北岸与

工源厂区隔河相望，本区主要辟做动力煤场和基建施工基地、易燃油料总库等，现占地

面积96．6万平方米。

从本钢现已形成的生产规模和工厂总图布置看，场地比较拥挤，溪湖厂区达

63．9％。场地不足是本钢发展的制约条件之一。

本钢现有4座原料矿山，其中3座分布在本溪市郊区。南芬矿区位于本溪市南25

公里，包括露天铁矿、选矿厂和矿山机修厂，分布在庙儿沟至南芬镇，矿区占地面积约

1,958．6平方米。歪头山矿区位于本溪市西北30公里，占地面积1,014．1万平方米。田

师付粘土矿位于本溪县田师付镇西崴子和西北沟，在本溪市东86公里，有溪田铁路、

公路相通，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石灰石矿位于本溪市区内，大明山矿在溪湖区，

南山矿在乎山区，占地面积149万平方米。

本钢总占地面积4，171．6万平方米，其中冶金工厂804．5万平方米，矿山3，193．7万

平方米。

2．地形地貌

本溪地区属长白山系千山山脉支脉，境内绝大部分属低山——丘陵、河谷盆地，东

西长两头宽，中间窄，从地图上看，本溪形若“哑铃”。山地约占总面积的80％。除本

溪县内的和尚帽子山和桓仁县境内的老秃顶山，在海拔1,200米以上外，一般平均海拔

高度在400-600米之间，河谷盆地则为150--200米左右。西南部太子河下游细河汇流

处最低，海拔为85米左右。本溪市市区周围环山，中间是缓平的河谷盆地。平顶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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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盆地的东南，海拔为657．3米，北有高连寨山，西有大王洞山和西南部的帽山。盆地

内还分布有独立的小山丘望溪山、紫金山和青年山等。太子河由东向西斜穿市区，城区

沿山坡和河谷盆地分布。

本钢冶金厂区座落在太子河流域中段的最大河谷平原上，四周低山环绕，海拔200

——300米。厂区地势平坦，海拔11卜130米，两侧稍微向太子河倾斜。地貌属于太
子河I一Ⅱ级超河漫滩阶地，厂区内被太子河6条支流切割，给厂区建设带来不利因
素。

本钢铁矿区分布市郊区南北，南芬铁矿区座落在细河支流庙儿沟河口谷，四周为中

一低山环绕，山势陡峭，海拔200-500米，谷宽200-500米，相对高差50米左右。矿

区沿山坡和沟谷阶地发展。歪头山铁矿区座落在沙河支流岱金峪河河谷中，河谷稍开

阔，四周为低山一丘陵区，海拔150--200米，相对高差20米左右，矿区沿山坡和丘陵

地发展。

3．地质构造

本溪地区的天然地质条件较好，有较完整的华北地台型的地层系统，区内广泛地发

育着太古界鞍山群、上元古界辽河群、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地层，并有不同时期岩

浆岩侵入和中生界岩浆喷出，有多种岩石类型和完美而典型的地质构造现象，素有“地

质摇篮”这一美称。

本溪地区地质构造属于华北地台，辽东台背斜、太子河坳陷中的一个向斜盆地，较

新的地层位于盆地中部。四周则以较老的石灰岩和石英砂岩构成山岭。基本上保存着大

型倒转向斜的轮廓，轴向近东西，北翼正常，南翼向南倒转。盆地西侧被走向北北东酌

大规模逆断层和逆掩断层所切割。南侧则发育着北东东向的逆掩断层。本溪向斜北翼，

自豆房沟，新洞沟至月牙岭一带，主要由奥陶系、石炭二迭系地层组成。岩层倾向南

西，倾角一般为20-30度，岩层走向在牛毛岭至月牙岭一带为北西一南东，至斜少岭近

东西，至大明山沟一带转为北东。自西向东发育一组规模不大的横断层，多为正断层，

断距30-40米不等，如王八盖小断层、柳塘沟断层，仕人沟断层、斜少岭断层、诚忠

山断层和小峪沟断层等。本溪向斜南翼，在南团山子一带，见有下奥陶统、中一上石炭
统和二迭系地层出露，但全为倒转层位，断层接触。岩层倾向170-200度，倾角36—80

度不等。南翼因受北台一平顶山一卧龙逆断层的影响，致使平顶山角一带，其逆断层南

盘的太古界鞍山群大峪沟组的变质岩层，直接逆掩于下奥陶统地层上，下奥陶统地层又

逆推于上侏罗统小岭组火上岩之上，使寒武系及石炭二迭系地层缺失。该逆断层向南南

东倾斜，倾角40-50度。

‘本钢冶金厂区内分布有南山、平顶山逆断裂和厂区内隐伏式工字楼张性断裂，近似

东西向展布，贯穿厂区。厂区地质结构由于太子河及支流作用形成第四系堆积物，基底

为中生界红紫色砂页岩。地貌上有河漫滩I一Ⅱ级阶地和冲洪积扇坡积裙。沉积物有粘

性土，砂砾石，砂卵石，厚度为15米左右。地下水有两种类型，第四纪潜水埋深铴
米，含有层为砂卵石，由于受工业污水影响，故水化学类型复杂。基岩裂缝水和灰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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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单孔浸水量1,000吨／日，具有承压性，埋深80-120米，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钙

镁水为主，水温在l1-12℃，可做生活饮用之水。

本溪市·地质构造示意图

囤第四系同下垩统囤上侏罗统小岭组
[了]上侏罗统小东沟组
-r一亍■l下三迭统林家组m上二迭统m下二迭统同上石炭统同中石炭统同中奥陶统同下奥陶统’同上寒武统同中寒武统
广百]下寒武统同上元古界桥头组同上元占界南芬组同上元古界钓鱼组网太古界鞍山群田混合岩同混合花岗岩同细晶岩

本钢南芬铁矿区属于华北地台，古老地层广泛分布有太古界鞍山群变质岩，元古界

震旦系变质石英岩及砂页岩，古生界寒武系砂页岩，构成倒转背斜，铁矿区内分布北东

向大断层，铁矿体位于此构造带上，由于庙儿沟河及支流作用，形成冲洪积阶地，坡洪

积裙，沉积物为碎石，砂卵石及粘性土，厚度5-10米，第四纪潜水含水层为砂卵石、

碎石，埋深2-5米。

1984年进行水文地质勘察凿井，在黑背沟、大紫沟，北黄柏峪找到了基岩裂纹水

和石灰岩岩溶水，埋深50-100米，水温1l—12℃，属于重碳酸钙镁水，水质良好，水
量较丰富。目前已开采做为矿区生活饮用水。 ，

。

歪头山铁矿区处于辽东半岛隆起带与松辽平原沉降带的交接地带，古老地层广泛分

布有太古界鞍山群变质岩、花岗岩侵入体，构成背斜矿区内展布有南北、北东、北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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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铁矿体处于该构造带上。在沟谷分布第四纪洪积坡积和残积物，主要是砂和粘

土，厚度为5--10米。第四纪潜水含水层薄，为砂、碎石组成，埋深为2--5米。基岩裂

纹水不发育。

4， 专侯

本溪地处北温带，属于中温带湿润气候区。气候主要特点：雨量充浦，温差较大，

寒冷期长，局部地区气候差异明显。据1955年到1985年31年气象资料分析，年平均

气温为6．1--7．8℃。夏季暖湿多雨，最热月份为7月，月平均温度为24．3℃；冬季睛寒

少雪，最冷月份为1月，月平均温度为--14．3℃。资料记载，绝对最高温度是1962年6

月曾达到37．3℃，绝对最低温度是1956年1月22日和1958年1月23日，曾达到

--32．3℃。

1955--1985年间本溪市月平均气温曲线图

| z 3 4 5 6 ．1 琶 与lo H|2
龟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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