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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旨 士 ，

HIJ 青
’

《长沙钢厂志》第二卷在厂庆三十周年前夕编辑出版了。志书

记载了长沙钢厂1983年至I]1985年的全部历史，反映了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企业在曲折中前进的其实画面。

本志书沿用第一卷的篇章结构，只在其中作了少许技术处理，

或增删、或合并；力求使志书结构合理、归属得当、排歹IJ有序，层

次分明、标题准确，真正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编志过程中，编辑人员再度重温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拜深刻领会上级修志部门的有关指示精

神。在收集资料时“以十当一"，在选取资料时“以一当十矽，运

用有价值的资料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长钢三年发展的全貌。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
／

读者指正。
．

’

，还需说明的是，在修志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厂领导的关怀和支

持。同时，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及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为志书的编

写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一拜致谢。

长沙钢厂修志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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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概 况
’

} 1983～1985

长沙钢厂囱1958年建厂，巳走过了二十八年的历程。随着国家

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长沙钢厂已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具

有一定冶炼轧制生产能力的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o

1985年底，长沙钢厂职工人数为2259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

1940人，集体所有制职工319人。全厂有8个生产车间，1个集体

企业(下设两个车间)和26个管理科室。为安排待业青年和职工家

属就业，还设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和钢青商场o， 。

在全体职工中，有女职工511人，党员462人，团员252人；工

会会员2205人。具有中专．(含同等学历的)以上文化程度的199人，

工程师24人，助理工程师27人。 、‘

1985年未，长沙钢厂有固定资产原值233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为1668万元；有房屋建筑面积97937平方米，其中生产厂房面积为

69218平方米，职工住宅面积为28719平方米，有生产设备2137吨，

载重汽车17辆，金属切创机床89台，锻压设备36台，铁路专线2．04

公里。年生产能力为t电炉钢锭25000吨，热轧钢材1 35000吨，焊

管15000吨，钢窗100000平方米，锚杆300000套，氧气180000瓶，

此舛还具有一定的铸造和机加工能力。 ：

1983年至1985年，长沙钢厂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7215万元。。生

产电炉钢锭7763吨，热轧钢材105188吨(其中包括高频焊管2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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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冷轧带钢554吨)、，锚杆2633723套，钢窗106105平方米，氧气

297000瓶。向国家上缴税剩620万元。

1983年以来，长沙钢厂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根

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形势，从抓企业基础管理入手，挖掘

企业内部的生产潜力，不断加强技术改造，采用新工艺；结合市场

供求情况，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瑁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

能力和竞争能力，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水平有了新

的提高，促进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从1979年开始，长沙钢厂一举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己连续

七年盈剩，向国家提供了2680万元的税剩。但建厂以来，企业在供

产销等方面缺乏长远规划，存在着生产资料和能源供应等问题，企

业组织生产往往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瑁加了企业经营管理的难

度。主要产品成本高、消耗大，竟争能力不强。企业本身的生产潜

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982年以后，长沙钢厂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

抓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运用经济手段，加速企业经

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上来。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

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文件的基础上，企业着重抓了领导班

子、经济责任制，劳动纪律，劳动组织和财务整顿这五个方面的工

作。1983年，对企业全面整顿工作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对照验

收标准，逐条逐步完善，落实。年底，建立和完善了全厂10个车间

和21个科室的经济责任制，制定班组CI：段)岗位责任制622个，

加强了对原始记录和统计工作的管理，统一了格式。1983年底和

1984年初，厂部对全厂各种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完善，经过上下几

次反复讨论，建立了一整套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制度。在行政方面

的规章制度有《厂长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职工奖惩条例实施细．



则》以及计划、财务，技术．．设备，质量、劳资、物资、安全、保卫二：

运输，基建、教育及生活福剩等制度共15个，在政治工作方面的有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职代会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和

组织，纪检，宣传，工会，共青团，民兵等制度8个。这是长沙钢

厂建厂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企业法规，使企业各项工作初

步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

。 长沙钢厂是长沙市歹m入第一批企业整顿验收的单位之一。1984

年，厂部继续加强对企业整顿工作的领导，组成了尢个专业小组，

分线按职责落实每一项工作。由于从1983年下半年起，企业生产严

重缺电，造成生产车间部分或全部停产。1984年一季度供电情况也

仅为满负荷的11％，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整顿验收被迫推

迟o ，

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运用经济横杆来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1984年7月，长沙钢厂对所属全民带集体性质的钢材制品厂

实行“脱勾"。钢材制品厂在经济上实行单独经营核算，解决了全

民和集体两种不同所有制的混岗问题。盘月，根根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对全厂8个车间实行囱负盈

亏、t独立核算。车间职工工资和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使整

顿、改革工作有了新的突破。1985年，经厂七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讨论通过，决定从4月份起试行职工工资同车间产量挂勾，卸吨位

工资含量包干，结合考核清耗，质量、车间经费等经济技术指标的

办法，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8月，长沙市委对厂领导班子进行

了调整、充实，使领导班子更加年轻化、知识化。9月，厂部对全

厂经济责任制再次进行修改，决定对全厂各科室和辅助生产车间采

取联责、联产计酬的考核办法。经济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初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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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企业的大锅饭，克服了平均圭义，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出现了管理带生产，生产促管理的局面。同月，经市冶金机械局和

市有关主管业务单位组成的企业整顿检查验收小组检查验收，全部

达到验收标准。10月，由长沙市人民政府颂发了企业全面整顿合格

证。 · ·

‘

三年来，长沙钢厂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针对国家安排

的生产计划不足，原材料、电力，燃料供应紧张及价格上涨等不利

因素，加强对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工作，以适应市场的变化。1983

年4月，囱筹资金在二轧钢车间上马+520轧机工程。经过几个月

的改造后，二轧钢车间可对150m／m以下方坯一次成材，可对200m

lm方坯和6时，8时、钢锭进行开坯，大大提高了对资源的适应

能力。同年7月，经长沙市计委、市经委批准，自筹资金89万元，

新上五吨电炉一座。1984年底试炼，1985年正式投入生产，为缓和

轧村“无米之炊修的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

长沙钢厂在提高传统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注意开发新产．

品，试制了新产品锚杆和冷轧带钢等。1983年，新产品锚杆形成了

一定生产能力，逐步打开了市场，拜获国家经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

“金龙奖一。三年共生产263700套。冷带车间生产了3 X 145m／m，

1．2×80m／m，2．5×lOOm／m等规格的冷轧带钢554吨。

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沙钢厂职工生活也逐步有所改善。三年

中，职工普遍晋升了工资，新建了面积23000安平方米的职工宿舍

和一个液化气站，其他生活福利设施也较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改

善o 。



第二章生产建设．
‘

}

第●节炼 钢

{ l

一，简况
“

”

．

《

，

一

自1979年7月停止转炉炼钢转产钢窗后，长沙钢厂一直依靠调’

坯轧转。但因计划供应坯源严重不足，自筹计外坯(锭)又极为困

难，且质次价高，加之运输不及时，经常造成“等米下锅”的困

境，严重影响预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实现。成为工厂生存和发展道

、 路上的潜在威胁。为此，经过周密调查，全面权衡，长沙钢厂制订

了电炉技术改造的方案，恢复电炉炼钢生产，弥补坯源不足，缓解

“元米之炊"。具体做法是剩用原转炉炼钢车间(80年--83年此车

间生产钢窗)厂房及辅助设备，兴建一座较为先进的五吨全液压传

动，高架武电炉。建成后年产钢能力为25000吨，从而形成一定程

度的坯源自给能力。此方案经由市冶金机械局上报市计委和市经

委，1983年7月5日，方案得以批复，拜同意改造工程所需资金由

长沙钢厂在保证完残国家下达剩润计划的前提下，以补偿贸易的方

式解决。该工程总投资额为89万元，实耗资为77万元。 ·

为加快工程的实施，经厂部研究决定，成立炼钢电炉工程指挥
’ 组，负责指挥全面改建施工；并同时着手钢窗车间的搬迁工作。

(转炉炼钢停产后，炼钢车间厂房被用来生产钢窗。1983年，

由于电炉炼钢上马，将钢窗生产设备搬迁至钢制厂原小轧车间由钢

材制品厂组织生产。搬迂工作9月开始，次年4月结束。
5



1983年，钢窗车间在生产窒腹钢窗的同时，完备了实腹钢窗的

生产流程。从原来生产空腹钢窗改为生产实腹钢窗，顺利完成“空

改实力。

1983年，钢窗车间共生产钢窗41736平方米。

1983年，钢窗车间由刘一苏任车间支部书记，朱简文任车间主

任，吴光明任车间融主任。)

全部改建工作，．从1984年3月开始至12月13日全面试车，历时

10个月。同年12月28日，长沙钢厂第三次恢复炼钢生产。

=，工艺方案设计内容梗概

车间布置类型：采用高架武横向排列。先上左操纵电炉1座

(留1座右操纵电炉位遥，备今后扩建)，平台高度4米，面积200

平方米，液压站设在变压器及操纵室下层。

炉子结构形式，．采用HX2—10型电炉炉体及传动设备，配用

4000KVA／6电炉变压器，全液压传动(介质：乳化液)，旋转武

炉盖。炉顶装料，并用电液式囱动调节装置进行电极囱动控制。活炉

座，使用备用炉，整体吊换炉体(炉壳直径书3500m／m)，组成5

吨电炉一套。

冶炼工艺及钢种：以氧化法为主，杀用熔氧结合快臼渣操作方

法，强化冶炼。装入量为每炉14—16吨，根据废钢情况，每炉装料

2—3攻。炉前设机械加料及补炉装置，以改善操作条件。投产初

期以冶炼10番--70暑碳素钢为主，待技术熟练，操作稳定后，可冶炼

低合金钢或高合金钢等各种钢种。

。浇铸工艺；浇铸工艺采用下铸法。钢包采用滑动水口装置，其

容量为18吨。喷油烘烤，使用24支短型平板。每炉钢浇两块板，计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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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48支钢锭，总重量为14—18吨。 ，

‘

筑炉工艺：采用焦油镁砂碱性炉衬材料筑炉和补炉，炉身全振

动整体成型。+炉盖水冷图内砌高铝砖炉顶(砌加料孔)，出钢槽采

用大块砖。 ：．

：供氧方式：由长{少钢厂制氧站150m3／小时制氧机2台供氧。

氧气纯度)099．2％．加压至25—30公斤储入中压罐内，敷设输氧管

至炼钢车间，减压到6—8公斤使用。吨钢供氧量可保25—30立方

米，每吨可节省冶炼电耗70一80度。 ．

冷却方式：设冷却水池(储水量为900吨)，由水泵供水，循

环使用。采用自来水水源，不另作水质处理。变压器采用油水冷却
‘

器强制循环冷却，以提高输出功率。使用水冷电缆，炉体结构局部

水套冷却。
。 ’

除尘方式：采用炉外收烟除尘。收集装置由电极孔水冷烟罩，炉

门水冷烟罩组成，其废气经管道导入平面旋风除尘器(千除尘)一一

文式管(湿除尘)一一鼓型脱水器(脱水处理)。：进入除尘抽风机，

经由35米烟囱排放&． ．

由于资金不足，炉衬材料的更改，因此原设计方案中的筑炉工

艺、富氧冶炼工艺、除尘方式等项未能实现。 ．

7， t． 一 。， ，
I

三、筹办及施工 ．

。

． I．

：
。

1． 电炉改造工程于1983年年初开始筹办。通过认莫调查，全面

了解了废钢资源情况：长沙市每年收集的废钢铁除上交和留用外。

可供12000吨，除此之外，供销土贸系统民间收购废钢全年可供
。

20000吨，长沙钢厂肖能自给3—4千吨。根据供电情况，改造后

的五吨电炉年产量约12000吨，耗料最多是14000吨左右。因而废钢
． ．7



+供应有余。
‘

2． 组织以工程师钟生摹、金建球等为首的专业技术人员对该

工程进行技术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1983年3

月，提出了可行性调查报告和改造工艺方案。5月向市冶金机械局

呈报了《关于电炉技术改造的请示报告易，申述电炉改造的原因，

有剩条件，改造内容，步骤，拜估算了改造投资，分析了改造后的

经济效果。7月5日，市计委，市经委以[长计工(83)152号]复函

市冶金机械局，同意长沙钢厂电炉技术改造方案，拜决定了改造工，

程所需资金的解决方式。9月，由市计委正式批准实施。

3． 由技术科负责组织力量进行实施方案的设计工作，采取包

干到人的作法，要求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 ，

4． 1983年10月，经厂部研究决定，成立以副总工程师李字衡

为组长，技术副厂长黄心敏为副组长的电炉改造工程指挥组。下设

设计组与施工组，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以确保工程进度。

设计组成员为。钟声荤(炼钢工程师)负责总体工艺设计及施

工指挥，拜任设计组组长；金建球(炼钢工程师)负责工艺设计及

培训工作，任副组长；彭思国(土建工程师)负责土建项目设计及

施工指挥，罗国珊(管道工程师)负责管道工程设计；黄伯钧(电

气助理工程师)负责电气工程设计，李韧(机械助理工程师)负责

． 辅助设备的设计，郑湘午(机械助理工程师)负责辅助设备的设计

及资料管理工作。参加辅助设备设计的还有机械助理工程师’刘四

维，李树立，任祖强等。

施工组成员为：王四维(钳)负责机械设备制作安装及施工指

挥、拜任施工组组长；蒋功鹤(电)负责电气设备施工指挥，任副

组长，杨建勋(电)负责电气设备施工指挥，张三林(钳)负责液

8



压设备安装及辅助设备检修，邹杜鸣(冷焊)负责冷，焊件制作，

安装，周国俊(土建)负责土建工程现场施工及管理；黄明跃(管

道)负责管道系统的安装施工。

同时，由钢窗车间副主任吴光明负责组织钢窗车间的搬迁工

作o

5．‘在改造工程进行的同时，组织有关人员外出学习和培训。

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班组骨干及操作工人502人次赴北京，天

津、石家庄、上海等地，历时两月之久，在内部则进行了业务技术

。．’教育。从而为试炼及正常投产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一

6． 1984年1月16日，厂部决定，以原钢窗车间职工为主体，

加上电炉筹建办的一部分人员，成立炼钢车间，任命钟声摹为车间

主任，王四维，郑湘午．．任祖法为车间副主任，金建球为主任工程

师，陈均德为工会主席，全面主持炼钢车间的工作。同年11月，经

党委批准，由陈炳恒、钟声军、王四维，陈均德，郑湘午五同志组

成炼钢车间党支部委员会，拜由陈炳恒任党支部书记。 ，

7． 1984年12月13日，全面联动试车、调试，然后点火烘炉。

28日，正式恢复炼钢生产。

四．．生产情况
．

1984年12月28日非正式投产后，通过几天的摸索，为85年全面

生产铺平了道路。1985年1月1日连续炼钢5炉，生产合格钢锭7c

吨，合格率为100％，取得了开门红的胜利。
。

1985年，电力供应紧张，全年停电146天。另由于筑炉系统不

配套及电极供应不足，被迫停产67天。这样，全年实际作业率不足

49％，共生产合格钢锭7618吨。其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是：每吨钢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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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耗金属1207公斤，耗电875度。、。

五、主要技术革新项目

为提高产量，改进了炉门门框结构。扩大了熔池尺寸，使炉产

量由原设计12吨瑁至16吨左右。

’大胆使用新型耐火材料一一高铝浇注料。取得了提高电极圈，

出钢槽等设备的使用寿命2—3倍的效果。

利用1日手电池芯棒作电极接头插销，既节省了开支，又大大减

少了电极头经常松动断裂的缺陷，有效地降低了电极清耗。．

六、炼钢车间组织机构
’

』±

炼钢车间下设5个工段，卸原料工段(仓库，料场)，；，电炉工

段(修砌炉、炉前，配电、液压站)，浇铸工段(单板，浇铸，精

整、砌烘包)；维修工段(钳工机加工，冷作电焊、电工)，行车

工段(原料跨，炉子跨、副跨、钢锭库)外加1个化验室，1985年，

炼钢车间共有职工160人。 ．
。

第二节热轧型钢
，

f

6

一、简况

蛰J1982年为止，经过多次改造的热轧型钢系统已成为长沙钢厂

工艺合理、设备先进，适应力强的主要生产单位。一轧钢车间的复

二重式轧钢机，二轧钢车间的半连轧工艺，在生产中，逐步趋于稳

定。 ，

。

I罩



1983--1985年，两个车间加强了对设备的有效管理，使之趋于

完善。轧材和开坯分开后，一轧钢车间以轧制线材为主，二轧钢车

间以开坯为主。

1983年以来，长沙钢厂面临困难很多。缺电，缺坯，以至减少

了实际工作日。三年共轧制钢材98048吨，。年均产量为32682吨。共

开坯45129吨。

1． 一轧钢车间

通过先后四次改造，一轧钢车间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具有地方

特色的线材生产车间。为瑁强应变能力，士苜加花色品种，提高经济效

釜，车间对轧辊孔型作了合理改革，对压下量作了有机调整，提高

了生产能力。不仅能约将90坯轧制成书6．5m／m的线材，而且可使

IOONllO坯一次性轧制成+8m／m的线材。从而减轻了二轧钢车间

的开坯压力，降低了产品成本，增加了产品品种。1984年4月，‘取

得轧制+8m／m线材日产301吨的好成绩。10月，又取得月产+8m／m

．线材4501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1985年一轧钢车间共有职工271人。

附表一

一轧钢车间历年钢材产量合格率

年 份 钢材产量(吨) 合格率(％)

1983 13535 94

1984 27921 90

1985 1693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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