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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钢铁市场需求的特点，分析济钢现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制定在济钢建立精益管理系统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以此

目标做出规划路线，提出推行精益管理的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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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经济与管理

随着钢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具备能

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确

保产品的供应与需求同步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运用精益思想的战略与策略分析研究济钢的生产

经营，探讨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精益管理系统的方

法，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1 精益管理的目标和规划

在济钢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建立以目标为导向

的精益管理系统，应包含以下内容［1］：构建以信息化

平台为依托的生产经营快速反应体系；构建以市场

为导向、掌控采购商机的原燃料采购体系；构建以

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的订单管理体

系；构建以能源资源综合利用为中心的成本控制体

系；构建快捷高效的物流管理保障体系。

从系统的角度，推广应用精益管理的总体规划

主要包含以下步骤［2］：分析企业现有的生产经营管

理系统，找出存在的“瓶颈”问题，分析并改进；对在

原有生产经营系统基础上拟定的企业发展目标重

新进行研究，提出必要的补充和修订；分析产品结

构和工艺，重新设计和建立加工制造单元，为生产

模式的重组和准时制的应用创造条件；根据企业发

展规划和目标，全面衡量企业人力、物力、财力的承

受能力，确定实施精益管理所应达到的目标；充分

注重技术与管理之间的集成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制

定精益管理实施计划；对精益管理实施评估。

2 推行精益管理的实施步骤［3］

1）组织流程再造。对企业流程进行再造，即通

过适当合并关系紧密的部门实现组织的扁平化、建

立跨部门的团队使全员参与管理，目的是建立起快

速、灵活、高效率的组织机制

2）生产流程优化。生产流程优化的成功实施

将改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环

境。生产流程优化的具体内容：优化核心生产流

程，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平衡系统工序

协同环节，以保证整个生产过程有条不紊、均衡稳

定；完善价值链，建立适应市场的采购和营销新机

制；构建快捷、高效、高质的物流管理系统。

3）采用后工序拉动方式。结合材大于钢、钢大

于铁、熟料大于铁的产能实际，按订单组织生产，强

化过程控制，减少中间产品库存，降低过程损耗。

4）准时化生产。推行准时生产方式，各生产厂

运用适时适量生产、弹性配置生产作业等手段，保

证质量、实现零库存。相关措施有：评估生产工艺

设备能力，根据设备能力，制定包含产品的资源结

构、钢种规格、关键工序的能力等的月计划资源结

构；实施六西格玛管理，缩短交货期，提高合同兑现

率；盘活库存，杜绝“死库存”，实施“精准库存”管

理；对钢种成分和工艺路线再设计，提高生产的柔

性生产能力，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5）宣贯新版质量方针，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致

力于“以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生产管理模式”的建立，

全方位突出预知性管理。坚持质量与效益并举、兼

顾的原则，形成部门联动机制，突出设备状况对生

产和质量的保障。

6）强化生产现场“5S”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工

作环境。

7）以提升风险控制体系能力为目标，推进风险

控制工作。以风险为导向，不断优化内部控制评估

标准，通过持续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和改进，推进

内管控体系能力的不断提升。

8）建立精益生产决策管控体系。体系由生产

决策与控制、市场分析、财务分析、采购监控、生产

监控、销售监控6个子系统组成。

3 精益生产模式的思考

实践与研究证明，在生产制造领（下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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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主厂房，作为汽机的主汽。经电动主汽阀、

自动主汽门、高压调节汽门进入汽轮机，在汽轮机

内部膨胀做功后，排入凝结器；余热锅炉的低压饱

和蒸汽（除氧器自用后剩余4 t/h），与来自轧钢加热

炉压力为0.3 MPa、温度为160 ℃的低压饱和蒸汽

（约13 t/h），经由副蒸汽管道送至主厂房，经补汽调

节阀、补汽速关阀，补入汽轮机的0.3 MPa压力级膨

胀做功后，排入凝结器。

汽轮机排汽经凝结器冷却，凝结成水落入热水

井。热水井中的水经凝结泵升压后，回送至不同的

回水点。热水井设计安装除盐水补水点1个，设置

自动调节阀调节热水井水位；凝结水出口母管设置

1个除盐水补水点，以备调试和起动时使用。凝结

水泵出口母管设旁路回流系统，回流至凝结器热水

井，满足水泵启动需要。

2.4 余热发电主要设备

余热发电的主要设备有余热锅炉、汽轮发电机

组、配电装置和DCS控制系统等。

1）余热锅炉。根据收集的余热余能类型，为最

大限度发挥余能余热效率，余热锅炉采用双通道进

气、双压、自除氧（一体化除氧器）、立式烟道、水平

螺旋翅片管受热面、自然循环型式。余热锅炉受热

面包括：高压过热器、高压蒸发器、高压省煤器、低

压蒸发器、一体化除氧器及凝结水加热器等。锅炉

主体受热面采用管箱式分体结构，相邻两受热面之

间的连接采用180°弯管实现，连接弯管置于烟道

之外，不受烟尘气流的冲刷。更换换热管无需进入

烟气通道内部，在管箱两端即可完成操作。

2）汽轮发电机组。根据锅炉产生的两种蒸汽

压力和加热炉产生的蒸汽压力，汽轮机选用双进汽

单汽缸、补汽—凝汽式发电机组。此种汽机专为低

温余热发电设计，具有良好的滑压运行、快速启动

能力，适应工况变动能力强。汽轮机的主汽门、高

压调节汽阀与汽缸为一体，高压蒸汽从主汽门下部

直接进入高压调节汽阀蒸汽室内，低压蒸汽进入气

缸下部的补汽口，汽缸排汽室通过排汽接管与凝汽

器刚性连接。发电机采用空冷、无刷励磁型式。

3）配电装置和DCS控制系统。高压配电系统

采用单母线接线方式，发电机出口开关设为同期

点。联络线、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系统均采用微

机综合保护装置，对各种事故引起的跳闸具有故障

录波功能，综合保护装置终端设有两台电脑，实时

监控和记录高压设备的运行参数。汽机和锅炉系

统的监控由DCS控制系统实现，重要的工艺参数在

终端以工艺画面显示。DCS控制系统实现对循环水

系统、锅炉、汽机及辅助设备的集中监视、报警、控

制和联锁保护等运行管理功能。

3 回收效果

张钢烧结、炼钢、轧钢余热利用发电技术项目

于2011年5月并网发电以来，环冷风机系统、锅炉

系统、汽轮发电机组系统、电气系统和自动化仪表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高温烟气平均温度380 ℃，最

高温度420 ℃，平均流量15.3万m3/h；低温烟气平均

温度290 ℃，最高温度340 ℃，平均流量8.9万m3/h；

炼钢饱和蒸汽平均压力 0.9 MPa，最高压力 1.05

MPa，平均流量21.6 t/h，最高流量25.4 t/h；轧钢饱和

蒸汽平均压力0.28 MPa，最高压力0.32 MPa，平均流

量10.6 t/h，最高流量14.5 t/h；系统实现了年发电量

3 758.4万kW·h；年经济效益1 879.2万元。

余热利用发电项目的实施，打破了常规单一生

产工艺的余热利用思路，采用1套发电系统回收利

用了3种生产工艺的余热、余能，全部回收利用了炼

钢、轧钢产生的余热，回收利用了烧结机产生的大

部分热量。实现了能源及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了

企业的经济效益。

（上接第66页）域实施精益管理，可迅速提高生产效

率。在推崇精益管理思想的同时，需要着力研究以

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组建全面精算管理团队，实现钢铁企业生

产经营的精准控制；二是引入六西格玛管理理念并

将六西格玛管理向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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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Combined with characteristic of steel market demand, business pattern of Jinan Steel was analyze and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lean thinking strategy, the goal of lean managemen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Planning route for the goal was made, and the

implementing step was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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