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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按照莱钢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为全面真

实地反映烧结厂组建以来的工作，我们编纂了

《烧结厂志》第一卷，与断限1986年至1995年

的《莱钢第一铁厂志》第二卷相衔接。是《莱

钢志》第四卷系列分卷之一o

《烧结厂志》第一卷，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

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准确、

全面地反映莱钢实施专业化管理成果和烧结厂

组建以来各个年度的发展变化。旨在为各级领

导和有关人员提供资料借鉴，为宣传莱钢、促

进烧结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卷共分总述、大事记、生产工艺、

企业管理、技术进步、基本建设工程、改

革、党群、职工、人物、附录等篇目。除文字

内容外，还安排部分图片、图表，力求与《莱

钢第一铁厂志》第二卷相对应。本卷稿件由本

厂各有关单位提供，编辑人员编写后，由编委

会审查定稿。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集团公

司办公室史志编辑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

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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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漏误之处，

敬请读者赐正。

《莱钢烧结厂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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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钢股份有限公司烧结厂的前身是第一铁厂，第一铁厂是莱

钢总厂下属单位，也是莱钢的炼铁生产厂之一，主要产品为铸造

生铁和炼钢生铁o 1996年至1997年8月，下设原料、高炉、机

修、动力4个生产车间及汽车队、质量检查站2个直属单位，机

关设5部1室o 1996年末，共有职工1311人，主要生产设备有

120立方米高炉4座、t 8平方米竖炉l座，已形成年产生铁30万

吨、球团矿27．5万吨的生产能力，1996年共产生铁32．05万吨。

主要技改项目1号高炉大修扩容改造于1996年8月1日开始，11

月23日竣工投产，该炉上代炉役安全运行9年，单位容积产铁

6434吨，共产生铁63．34万吨，达到冶金部规定的长寿炉标准。

本次大修，炉容由100立方米扩至120立方米，采用了自焙碳砖

炉底、智能仪表、工业电视监视、煤气电除尘等技术，完成了热

风炉加高及改为悬链式热风炉顶等改造项目。至年底开炉仅一个

月，日产量就达到了260吨，利用系数2．16吨／(立方米·天)，

实现了工程质量好、达产快的目的。球团矿生产系统主要设备有

8平方米竖炉1座、5吨行车2台、1211500毫米园盘给料机15台、

Izl2800毫米×6000毫米园盘混料机1台、1214200毫米×450毫米造

球机7台、。1000毫米×2000毫米园辊筛1台。生产的球团矿属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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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含铁品位61％～62％，转鼓指数85．98％，1996年共产球团

矿28．15万吨，除满足本厂需要外，还供应第二铁厂8．33万吨。

高炉生产系统主要设备有4座120立方米高炉，配有C400。2115

鼓风机5台：C430—2．25鼓风机1台、Lz～44．1双带滚轮固定

式铸铁机2台，上料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

1997年8月21日烧结厂召开创立大会并挂牌，9月1日正式

运营o 1997年8月13日，莱钢总厂、莱钢党委联合下发《关于重

组第一铁厂和第二铁厂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生产

组织结构和工序管理结构，加强专业化管理，解决两个铁厂原料

互相交叉、管理幅度过大等制约炼铁生产发展的关键问题，以确

保炼铁原料加工的优质高产。

烧结厂分东、西场地两部分，东场地为主要厂区，东邻莱钢

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热电厂，西邻莱钢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

西场地为厂部所在地，有竖炉一车间和工程机械队，位于钢都大

街北侧，东邻西冶村，西邻逯家庄o 2000年末，全厂占地面积

38．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23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39485．05万元，净值21639．06万元，产值43479．77万元o

烧结厂下设烧结车间、原料车间、竖炉一车间、竖炉二车

间、除尘车间和维修车间等6个车间和1个工程机械队。机关行

政设生产计划科、安全环保科、机动设备科、技术科、原料科、

物资供应科、劳动人事科和办公室；党群设组织科、宣传科、纪

委、工会和团委o 2000年末，全厂有职工1867人，其中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17人、中级的102人、初级的135人；中共党员

537人，共青团员264人；具有大学学历的99人，大专的188人，

中专的184人，高中的422人，技校的286人，初中以下的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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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主要生产设备有105平方米烧结机2台、8平方米竖炉2座，

设备总重12127．05吨。具备年产烧结矿240万吨，球团矿70万吨

的生产能力。

重组后的烧结厂，从夯实基础管理工作人手，逐步理顺关

系，建立完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实现

了平稳过渡，生产稳步发展。

强化生产调度指挥，全厂建立了反应迅速、指挥有效的生产

调度指挥系统，抓好日常的生产管理，搞好各环节的工作，保证

生产的正常进行。针对冬季天寒地冻矿料冻块多，夏季高温多

雨，料场矿料被雨水浇透，混匀料生产困难大等情况，强化生产

组织，加强对混匀料配料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配比，狠抓混匀

料的合格率，为烧结生产提供了合格、充足的混匀料。

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积极开展对标挖潜工作。每年年初将目

标成本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健全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

本管理体系，每月进行一次成本分析活动，及时采取降成本的措

施。加强大宗原燃料进厂、倒运等工作的管理，健全制度，加强

计量，堵塞漏洞，努力减少原燃料的流失。坚持外委工程招标和

竞价招标采购，控制了外委项目，降低了工程费用，减少了盲目

采购造成的资金占用，降低了采购成本。坚持修旧利废物资回收

制度，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加大成本考核力度，实行成

本否决制度，以济钢先进经济技术指标为榜样，积极开展对标挖

潜工作，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多项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济

钢水平。设备管理不断加强，技改技措项目成效显著，经济技术

指标大幅度提升。为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设备的能力，利用烧结机

大修、2号竖炉达产攻关等机会，大力实施技改技措项目，不但

增加了烧结机有效烧结面积，还提高了装备水平o 2台烧结机原

设计烧结料层厚度为500毫米，但随着高炉对熟料需求的增加，

烧结厂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探索厚料层烧结的经验，逐步提高

料层厚度，使烧结料层厚度达到了650毫米，满足了炼铁工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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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的需要。“四新"技术应用广泛，铸石板、高分子衬板、

浓缩金属处理剂、磁力机械油封、实心轮胎、皮带自动纠偏装置

等新材料、新技术在设备上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减少了设备故

障，提高了设备寿命，节约了能源。4条主工艺生产线的作业率

均达到了历史较好水平o 2000年4月7日和8月16日带冷余热利

用项目先后建成投产，全厂外购蒸汽量大幅度下降，由此降低工

序能耗4．7千克标煤／吨，年创效益400万元。小球烧结强化制粒

工程克服了资金不足等困难，于2000年8月11日建成投入运行，

制粒效果较好，为进一步推行低温厚料层烧结创造了条件o 2号

竖炉工程于1999年12月30日点火烘炉，’2000年2月3日投料生

产。该工程创造了无负荷联动、点火烘炉、热负荷试车一次成

功、次月达产的开炉纪录o
～

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管理体系，严格考核制度，充分发挥经

济“杠杆"的作用。围绕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点，细化经济责

任制考核办法，设立了成本奖、质量奖、安全奖、内部劳务费等

奖项。在成本考核上，做到了谁降低谁受益、并按降低成本的

6％提取奖金，超成本者相应扣罚效益工资o 2000年，两次共接

收原设备维修厂职工264名，在充实各车间维修力量的同时，成

立了烧结厂维修车间。为充分发挥内部维修力量，提高维修质

量，减少外委降低成本，设立了内部劳务费奖，根据劳务额提取

4％奖励，极大调动了维修人员的积极性。’

1999年底，烧结厂提出“决不把污染带入二十一世纪，2000

年建成清洁工厂"的环境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成立了由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创清领导小组，重新修订了《烧结厂环保设备管理

及考核办法》，建立健全了《烧结厂排污管理办法》、《企业环境管

理质量综合台帐》等4项管理制度、12种台帐。同时，采取多种形

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环保意义，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把治理粉

尘污染作为创清的首要任务，做到治理一次污染、控制二次污染，

做好除尘设备的维护保养。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从根本上

减少污染，降低能耗物耗，使综合泄漏率降至2％D以下，基本达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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