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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
国情、地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
己的思想与编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
山市社会的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
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提供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记述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
于记。适当运用图表等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钯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

史上其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
律止于1985年末。

七、全志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

物志等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

相统辖。横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
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要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

事系人；正文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
“传记"，主要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

录"则记载英烈、劳模芳名以存史。

十一、除“附录"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
文白杂糅。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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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

国"或“日伪统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

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简称“建国前、后、初"。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
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
规定。 ·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
今名。

19．9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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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位于辽宁省

中部的鞍山市。地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与辽

东半岛南端的海港城市大连之间，北距沈阳

市89公里，南至大连市308公里，东依千山

山脉，西I临辽河平原。长(春)大(连)铁

路、爱(辉)旅(顺)公路纵贯南北．沟

(帮子)海(城)铁路、辽(阳)溪(本溪)

铁路联结东西。大庆至大连输油管道经过境

内。与辽宁省中部城市群抚顺、本溪、辽阳、

营口相毗邻，紧靠重要的原燃料基地辽河油

田、红阳煤矿、辽宁镁矿公司。除距煤都抚

顺108公里外．其余距离均在30至75公里

之间。

鞍钢的生产指挥中心及主要冶金工厂厂

区位于鞍山市铁西区。其地理座标为东经

122。05’～123。02’，北纬40。03’～41。12’。部分

生产厂、辅助部门、科研院所、文教医疗及

生活服务设施散布于整个鞍山市区。所属矿

山及选矿厂则广泛分布于鞍山、辽阳、大连、

朝阳等4个市11个县区。其中弓长岭铁矿、

弓长岭选矿厂在辽阳、本溪间的安平镇，距

鞍山市区69公里，齐大山铁矿、齐大山选矿

厂、眼前山铁矿、大孤山铁矿、大孤山选矿

厂、东鞍山铁矿、东鞍山烧结厂，展布于鞍

山市郊的北、东、南三面，呈V形，有环形

铁路与冶金工厂相联，距离均在9至17公里

之间。辅助原料矿山甘井子石灰石矿、土城

子石灰石矿在大连市郊，复州湾粘土矿在大

连市所辖的瓦房店市I烟台粘土矿在辽阳市

灯塔县l瓦房子锰矿在辽西朝阳、建昌两县

交界处。

地质地貌

鞍山地区的地貌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

走向与地层走向相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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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辽东低山丘陵与西部下辽河冲

积平原之间斜坡过渡地带。地形比较平坦。地

形坡度由东向西缓慢倾斜。地面绝对标高为

16．80米～21．50米。基岩之上覆盖第四纪粘

性土层，厚度达40米～90余米，由长大铁路

向西逐渐加深。基岩以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为

主。岩层走向大体是北东～南西向，属于单

斜构造。工程地质条件较好．据钻探资料表

明，构成厂区第四纪地层主要由冲积一洪积

的亚粘土、粘土组成，底部为粘土混圆砾及

碎石。第四纪地层上部局部地段存在泥质亚

粘土和砂层透镜体。粘土层和亚粘土层结构

均匀，层位稳定，承重负荷大，有利于鞍钢

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

矿产资源

鞍钢周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铁矿资源及

其他资源，为发展钢铁工业提供了良好的物

质条件。

铁矿鞍山市郊及毗邻的辽阳市弓长岭

地区，是国内条带状铁矿最为集中的地带。铁

矿生成于前震旦纪鞍山群变质岩系之中，称

为“鞍山式铁矿”。它是从山西的五台起，经

河北滦县、青龙县，再经辽宁西部的阜新至

辽宁南部，转至朝鲜茂山的条带状铁矿成矿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成矿带有3处矿床

规模最大，即弓长岭、鞍山、本溪地区，河

北滦县地区，朝鲜茂山地区，其中尤以鞍山、

本溪、弓长岭地区最为富集。截至1985年末，

鞍钢所属各铁矿山累计探明铁矿石储量为

99亿吨。其中工业级储量53亿吨，远景储量

46亿吨，磁铁矿探明储量56．1亿吨，赤铁矿

(又称红铁矿)42．9亿吨。矿石品位基本是含

铁30％左右的贫矿，需经选烧才能炼铁。

鞍山地区铁矿群展布于鞍山市区：It、东、

南三面，呈V型，为复向斜的两翼，似海鸥

翱翔，均在鞍钢厂区周围16公里以内。其北

翼北起樱桃园北一山．南至西大背，呈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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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等}其南翼呈东西方向展布，西

起西鞍山，经东鞍山、大孤山至眼前山，走

向为北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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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380米。弓长岭矿区位于辽阳市南郊安平镇

境内，距鞍山70公里，矿床亦呈V形，展布

于弓长岭复背斜的两翼与轴部，除大量为含

铁品位30％左右的贫矿外，在贫矿中并有富

矿赋存。至1985年底，探明乎炉富矿5628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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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高炉富矿4059万吨，是全国已经发现并

探明的规模最大的富铁矿之一。

菱镁矿是冶金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耐

火材料。鞍山市区以南海城、大石桥一带，蕴

藏有丰富的。辽河群”体系菱镁矿。矿床星

东北西南走向，长达35公里，最厚达900米，

储量约22亿多吨，居全国首位，占世界储量

必。其品质之佳世界少有。1980年前海城镁

矿及大石桥镁矿均由鞍钢经营，后冶金工业

都组建辽宁镁矿公司专业经营。1985年重烧

镁产量为70万吨，‘除满足鞍钢及国内需要

外，还出口远销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

国、英国等18个国家及地区．

石灰石郊区唐家房、大孤山，海城孤

山、牌楼等乡均有蕴藏，但储量较少．鞍钢

所用石灰石产自大连市甘井子石灰石矿及旅

顺区土城子石灰石矿。1985年末，两矿累计

探明储量11．2亿吨．

粘土矿粘土矿亦为冶炼用重要耐火材

料，主要蕴藏地为大连市复州湾北部及辽阳

市烟台二带。1985年复州湾矿探明储量1164

万吨。烟台矿因自1902年即已开采，资源逐

渐枯竭，已于1979年停采。

锰矿石 是炼钢用重要原料。鞍钢冶炼

用锰矿石主要产自辽西瓦房子锰矿，赋存于

震旦系顶部之含锰岩系页岩中，属浅海沉积

矿床。已探明储量1060万吨。

水资源

鞍山地区属辽宁省降水较多地区，年降

水径流总量为6．55亿立方米，其中市区为

1．14亿立方米。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644

毫米～730毫米。降水保证率达80％～90％。

全地区水资源总量(包括地表水及地下水)

17．61亿立方米，其中鞍山市区为5．5亿立

方米。鞍山毗邻水资源丰富的辽阳市，它为

鞍钢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

辽阳首山冲积扇地下水辽阳市区及其

近郊，是太子河由山区进入平原的泻出口，湍

急河水流速至此骤然减小，大块砾石沉积下

来．形成含水量丰富的冲积扇。含水层厚度

一般达30米～120米。面积广阔，储量极丰，

且有径流丰富的太子河水源的补给。从1919

年起即以辽阳首山冲积扇地下水作为鞍山冶

金工业及生活水源，尤其是首山、蔡庄一带，

地势低于太子河(蔡庄地面标高为23．8米，

太子河鹅房岸边标高31．5米，河床标高

29．3米)，地下水量大，水位浅，是良好的水

源地。鞍钢已在沿长大铁路两侧及西起蔡庄、

东至鹅房太子河边，配置了长度为8公里的

弧状井位线，打井58眼，日采水90万吨。60

年代以来，国家投资陆续在太子河上游兴建

了储水量为5．43亿立方米的莅窝水库、4．49

一亿立方米的汤河水库及三道河、王家坝等水

库，为太子河及辽阳冲积扇地下水提供了重

要的补给源。

鹅房太子河地表水鞍钢在辽阳东鹅房

筑河坝拦太子河水，形成人工湖，抬高水位

后，日采水量16．4万吨，经处理后，由地下

管道输往鞍钢。

沙河冲积扇地下水流经鞍山市区、鞍

钢厂区北部一带的沙河，处于沙河冲积扇部

位。由于该冲积扇为风化的粗细砂(花岗岩

类风化物)，没有砾石，含水条件差，且上游

流域短，补给量小，不稳定，含水层虽厚达

40米～60米，但开采价值不大。

铁西冲积层地下水系碳酸岩溶地下

水。主要蕴藏在鞍山市区西郊，储量颇丰，供

地方工业及市区生活用水。

能源动力

钢铁工业耗能量大．1985年，鞍钢耗能

总量折合标准煤为803．518万吨。

鞍钢的能源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

一次能源是外部购入的能源，如洗煤、无烟

煤、动力煤、重油、天然气及外购电力等。其

构成，以1980年为例大体是t洗煤占

60．19％，无烟煤占6．51％，动力煤占

5．05％，重油占15．17％，天然气占4．28％，

电力占8．8％。其中，燃料占总购入能源的

91．2％，电力占8．8％。在燃料中，固体燃料

占78．68％，液体燃料占16．63％，气体燃料

占4．69％。二次能源是将一次能源按生产需

要加工，转换的能源及其余热能，如焦炭、焦

炉煤气、高炉煤气、高炉鼓风、蒸汽、水、氧

气、压缩空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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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冶金工厂内部各生产工序消耗能源

的分配大致是：焦化占8．41％，烧结占

9．65％，炼铁占39．83％，炼钢占lO．11％，

初轧占4．7l％，轧钢占9．28％，其他占

13．36％，缺口约4．65％。

煤1949年～1985年。鞍钢外购煤总量

为24676万吨。其中炼焦用洗精煤17712万

吨，占来煤量72％，其余是动力煤及无烟煤

粉(用于烧结生产和高炉喷吹)。

炼焦用煤。1985年共消耗605．06万吨。

主要煤种和供应基地是：气煤，抚顺的龙凤、

老虎台煤矿，年约120万吨I瘦煤，本溪彩

屯煤矿和苏家屯红阳煤矿，年约60万吨～90

万吨；肥煤，河北开滦、峰峰煤矿，年供应

180万吨～260万吨；肥气煤，黑龙江省七台

河、双鸭山煤矿，年120万吨4220万吨}焦

煤，黑龙江省七台河、滴道煤矿，山西古交、

介休煤矿及辽宁红阳矿，年182万吨～330

万吨。

无烟煤。1985年鞍钢消耗93．35万吨，

主要用于炼铁喷吹煤粉。来自本溪田师傅、山

西平定、阳泉煤矿，少量由朝鲜进口。

厂区布局

鞍钢冶金工厂厂区占地面积16．2平方

公里(包括灵山地区厂区、牧场、生活区在

内共为37．37平方公里)。位于鞍山市椭圆形

城区的西北象限。其四周是；东沿北南向的

长大铁路．西至鞍山市维尼龙厂、化工一厂、

大小营盘村，南起环钢路、西环市铁路，北

至东西流向的沙河，并逐步越过沙河，延伸

至大东村、麦山子一带。厂区大体布局自南

而北为烧结总厂、鞍钢公司办公大楼、炼铁

厂、炼钢厂、轧钢各厂、机械制造公司等，东

侧为修建公司、铁路运输公司、化工总厂，西

侧为原料库、氧气厂、水泥厂、西部机修厂、

耐火材料公司、矿渣综合利用公司，燃气厂、

发电厂、给水厂位于炼铁、炼钢各厂之间，沙

河以北有原料库、灵山机修厂、钢绳厂、无

缝石油管车间等，铸管厂、第一薄板厂、建

设公司、电修厂、计量厂、汽车公司、附属

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文教、卫生、房产福利

设施则分散全市各区。

鞍钢厂区是由解放前昭和制钢所及其毗

邻的各日商工厂合并、扩充和发展起来的。由

于其建厂目的在于掠夺我国丰富矿产及廉价

劳动力，并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因

而各厂工艺落后，劳动条件差，机械化程度

低，厂区缺乏长远发展规划，总图布置极不

合理。十里狭长厂区，工业建筑、铁路、公

路和附属设施，拥挤不堪。各厂之间工艺流

程不相衔接，运输折返交叉，交通不畅，仅

厂区铁路线路即达700余公里。解放以后经

多次大规模调整与改造，加强了总图布置和

管理，拓宽了中心干线和西干线，打通了环

形干线，改建和扩建了吞吐口I对各厂进行

了有重点的技术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加

强了绿化，净化、美化等环境保护措施。这

一切，使解放前遗留下的不合理配置得到了 ●

很大的改进。但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不合理

格局，短期内很难彻底改观，因而在相当程

度上增大了组织生产的难度和制约了企业的

发展。继续改造旧的厂区和扩建新区．仍然

是今后长期的艰巨任务．

鞍钢矿山公司共有24个厂矿单位，分布

在鞍山、辽阳、大连、朝阳4个地区。厂

(矿)区总计占地面积81．44平方公里。在鞍

山地区的有17个厂矿单位．在鞍山市区的有

矿山公司机关、矿山研究所、矿山设计院、矿

山教育中心、矿山动力厂、矿山建设公司和

附属企业公司l在旧堡区的有大孤山、东鞍

山、齐大山、眼前山4座铁矿，大孤山、齐

大山2个选矿厂，东鞍山烧结厂以及矿山机

械修理厂、运输设备修理厂I在辽阳地区的

有弓长岭铁矿、弓长岭选矿厂、烟台粘土矿；

在大连地区的有甘井子、土城子石灰石矿和

复州湾粘土矿，在朝阳地区有瓦房子锰矿。

交通

鞍钢运输以铁路为主，辅之以公路运输。

鞍钢自备铁路总长1362公里。其中冶金工厂

厂区有线路748公里，各矿山拥有准轨铁路

514公里。鞍钢厂区的铁路由鞍钢灵山、南部

和东鞍山3个连轨站与长大铁路的灵山、鞍

山和旧堡车站接轨．通过这3个出入口与长

大铁路干线和全国铁路网沟通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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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冶金工厂厂区铁路运输系统设有新

华、灵山、立山、南部、东鞍山、烧结，炼

铁、炼钢、中部、北部、矿渣、耐火等12个

客货运站，形成比较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络，并

有全长38．7公里的东环市电气化环形铁路，

贯通齐大山、眼前山、大孤山、东鞍山各铁

矿和齐大山、大孤山选矿厂及东鞍山烧结厂；

全长12．5公里的西环市铁路，沟通鞍山市西

郊各乡镇之间的联系．

厂区公路运输是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

34公里长的厂区及各矿山公路均与国家干

线公路连结，畅通无阻。

鞍山市区西郊腾鳌堡有军民兼用机场，

可起落各型客货飞机，距鞍钢厂区仅6公里。

鞍山以北80公里正在施工的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将沟通辽宁与国内外主要城市的联系。

鞍钢的出海港是大连港，相距311公里。

距营口鲅鱼圈新港110公里，可与全国各港

口及海外相通．

社会环境

鞍钢地处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自然资

源丰富，交通方便，腹地广阔，社会环境优

越。东北地区强大的机械加工制造-r"业、原

燃材料生产加工工业、化工轻纺-r"业，发达

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广阔的农村，为

鞍钢的产品销售提供了辽阔的市场．改革开

放使鞍钢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广大企

事业单位建立了紧密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

关系。辽东半岛的开发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战略的实施，为鞍钢发展外向型经济开辟了

广阔的前景。

鞍山市西部平原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

合农作物生长，盛产高粱、玉米、大豆。东

部丘陵地带适合果树生长，盛产南果梨、苹

果、葡萄、山楂等。市近郊各乡盛产各种蔬

菜。全市共有养鱼水面20．9平方公里。鞍山

市工业发达，特别是机械加工制造、化纺、冶

金、化工、轻工业、建筑行业迅速崛起，另

外科技、文教、体育、卫生、服务和社会福

利事业也发展较快，为鞍钢的生产、加工备

品备件和方便职工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主要贡献

1949年～1985年，鞍钢累计工业总产值

853．84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中，

1985年为41．52亿元，比1949年的0．52亿

元增长78j8倍。37年累计实现利税363．08

亿元，为同期国家对鞍钢基本建设投资(财

政拨款)57．05亿元的5．36倍，约占同期全

国钢铁企业利税总额的1／3。经过37年的改

扩建，1985年鞍钢已形成固定资产40．18亿

元(净值)，是1949年固定资产净值2．69亿

元的13．9倍，即1985年的鞍钢相当于1949

年的14个鞍钢．

1949年～1985年，鞍钢累计生产钢

1．58亿吨，生铁1．54亿吨，钢材0．96亿吨，

分别占同期全国钢、生铁、钢材总产量的

24．6％、23％和20％．

鞍钢生产的钢材．流向全国，服务于国

民经济各条战线，涉及基建工程、科研、#I-

贸等30多个行业，覆盖面除台湾以#I-全国所

有省、市、自治区．1953年～1985年，累计

生产重轨1181万吨，钢轨配件78万吨，可

铺设铁路达11万多公里，轻轨332万吨．普

通大型材500万吨，普通中型材1207万吨，

普通小型材968万吨，优质型材106万吨，线

材88万吨，中厚板189万吨，薄板145万吨，

硅钢片81万吨，无缝钢管126万吨，焊接钢

管410万吨，冷弯型钢9．4万吨。许多重点

建设工程，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各飞机

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大庆油田，

成渝、鹰厦、陇海、湘黔等干线铁路，武汉

及南京长江大桥，北京十大建筑，葛洲坝及

许多大型水电站，毛主席纪念堂等都大量使

用了鞍钢的钢材。

鞍钢生产的钢坯，除自用外，从50年代

起国家就大量外调，60年代～80年代，每年

外调量达80万吨～100多万吨(最多1979

年为147万吨)，为省内外数百家钢材加工厂

提供原料和半成品2000多万吨。1949年～

1985年，鞍钢累计生产钢绳51．9万吨，铸铁

管474．3万吨，为我国煤矿、黑色及有色金

属采掘、城市建筑及海运事业提供了不可缺

少的重要材料。

建国初期，鞍钢就生产大量军锹、军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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