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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资源  实现安全稳定清洁高产  

杨福隆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炼铁厂，山东 济南 250101）  

摘 要：济钢第一炼铁厂结合高炉生产工艺特点和实际，以寻求和消除生产环节中的瓶颈为切入点，实施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实现了安全稳定清洁高产。1#1750m3高炉高炉利用系数

平均达到了2.653t/m3.d；350m3高炉利用系数达到了4.0t/m3.d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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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炼铁厂（简称济钢第一炼铁厂）在推进精益生产过程中，结合高炉生产工艺

的实际和特点，以寻求和消除生产环节中的瓶颈为切入点，全面剖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质量，实施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促进生产指标不断上水平。2004年二季度

铁总产量比一季度增加了203608t,三季度又比二季度增产97513t。2004年7～10月平均日产12020t，比上半

年平均（日产9992t）日增产2028t。尤其是1＃1750m3高炉2004年8月、9月利用系数平均达到了

2.653t/m3.d,1#、4#、5#、6#350m3高炉利用系数先后达到了4.0t/m3.d以上。 

1 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管理 

  实践证明：思想是最大的资源。人的境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组织的目标作为最高使命，才能做到坚

定信心。有了信心，才有动力，才会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2004年初，济钢第一炼铁厂生产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多座高炉炉况不顺、系统矛盾不断暴露、各类事故频频发生，2004年元月份平均日产仅有8000多

吨、生产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全厂干部职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不坐等，不埋怨，开展典

范借鉴，加强学习沟通，提出了“内部精料”的思路，厂里专门成立了工艺检查小组，负责对进厂原燃料的

质量检验，每天取样、化验，每天通报，对全厂的筛子进行动态管理，以精、细、严、实的工作态度严把进

厂原燃料质量关，以内部主动的工作、精细的管理改善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变被动为主动。思想认识

的提高、观念的变化成为生产走出低谷、实现稳定高产的关键。 

2 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激发人的潜能 

  （1）明确责任，有序管理。有序的管理在于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做到有序、高效。在生

产困难的情况下，济钢第一炼铁厂制定工作指导思想，确立工作重点，调整了部分车间领导班子，实行厂领

导责任分工包干制度，即厂领导分工包高炉，包车间，使人人身上责任明，人人身上有压力。 

  （2）制定合理目标,进行有效激励。在指标的制定上,过去一直是沿用把总公司制定的指标作为厂一档

指标,厂三档指标要再加码的老办法。但在年初炼铁生产处于低谷时,生产的实际情况距离计划指标差距太大

了,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此,在2004年3月份起开展的“夺铁保钢”劳动竞赛中,根据各高炉实际情况

分别制定了阶段性竞赛目标和内部考核激励政策,每周进行考核兑现,4月份起每旬进行考核兑现,并出一期

《劳动竞赛战报》及时进行报道、讲评、奖励,促进了生产的迅速转顺。合理的目标激励创造了阶段性成

果。在一季度生产逐步稳定的基础上,8月份平均日产达到12233t。 

  （3）在分配方面，进行部分调整。为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对分配机制进行了部分调整，加大了指



标量化考核力度，不断完善产量、质量、成本考核，使分配收入与工作好坏、效率高低、贡献大小直接挂

钩，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职工的潜能。 

  （4）评先选优及时鼓励。2004年7月份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第一次在半年期进行了评先选优，评选

出了职工“十大标兵”，142名先进生产者，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奖励，兑现阶段性成果的承诺，激发了一线

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 

  （5）积极引导员工系统思考，以系统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系统思考，本应是现代化大工业生

产的本质要求，但由于长期以来受形而上学的习惯思维模式的影响，使不少员工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往

往就事论事。为此，济钢第一炼铁厂采用“铁口倒推法”管理，严格考核铁量差和出铁正点率，并从铁口倒

推责任。出了问题先找管理者，先问管理是否到位，然后从炮泥质量、炉前操作直追到值班室操作，进行联

挂考核，形成各工序主动为铁口创造条件的良好氛围。事实上铁口的管理水平反映一座高炉的综合水平。另

外还强调了系统节能、系统降成本的思路，形成了明确的总成本控制体系，使节能降耗、降成本工作成效也

比较明显。 

3 优化配置物力资源，重点突破 

  随着济钢产能规模的不断增长，系统资源的平衡暴露出新的矛盾。由于铁前原燃料的生产能力有限，厂

内资源已不能满足炼铁系统的产能要求，同时炼钢工序的生产能力又大于炼铁的生产能力，能否实现通过高

炉低消耗缓解铁前原燃料资源紧张，高炉高产能缓解炼铁产能与炼钢产能不匹配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炼

铁的第一任务是总产量，在生产组织上强化调度组织协调作用，保证生产秩序稳定。同时优化利用有限资

源，根据高炉不同情况进行 “重点突破”。从原燃料、风、氧等方面加强保障，分别进行利用系数突破探

索试验。2004年5月1750m3高炉利用系数从原不足2.0t/m3.d提高到了2.37t/m3.d；8月、9月平均达到

2.653t/m3.d；6座350m3高炉除超期服役以特护为主的2#、3#高炉外，全部实现了利用系数4.0t/m3.d以上的

目标。 

  为了进一步优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在提高煤比、降低焦比上进行了探索。（1）积极迅速促使1750m3高炉

喷煤系统和烟煤、无烟煤混喷工程的投用,为提高喷煤比奠定了基础。 2004年6月,1750m3高炉煤比达到了

133kg/t,入炉焦比439kg/t。节约了大量焦炭，盘活了全厂的焦炭资源,为350m3高炉走上稳定高效运行的轨

道创造了条件。（2）在1＃高炉进行大喷煤试验，使1＃高炉煤比2004年6月份实现了185kg/t；6座350m3高

炉2004年6月份平均煤比达到了153kg/t,入炉焦比降到了382kg/t，7月份全厂平均喷煤比实现了163kg/t。减

少了外购焦使用量，降低了生铁成本，对高炉的稳定顺行起到了关键作用。（3）开辟新的备焦场地，实现

了焦炭分类管理，调剂使用，减少了外购焦炭质量不稳引起的炉况波动。（4）优化利用氧气资源，改造富

氧管道，加强管理，合理调度，使高炉平均富氧率明显提高。（5）积极开发应用了高耐磨、耐热喷煤枪和

喷煤支管测温防堵技术，对中速磨三电控制系统进行了优化改造，开发成功了烧结矿在上料过程混小焦工

艺，彻底解决了大量小焦无法消化的问题。在5＃高炉热风炉实施“膜法烧炉”，将热风炉助燃空气含氧量

提高到23.86％，可提高热风温度36.8℃。这些技术改进项目和先进技术的应用都为进一步提高喷煤比提供

了保障条件。 

  此外，还引进、开发出了“有济钢特色的无钟炉顶布料技术”、“高炉料车数字化控制系统开发应

用”、“压力补偿料斗称量系统”、“350m3高炉风口小套高水压长寿技术应用”、“350m3高炉进风系统结

构优化措施的研究与应用”以及炉前“无水炮泥”、“无水大闸”的研制应用，“优化炉料结构，实现高球

团比例入炉操作技术”、“独特的水系统运行模式”等科技进步项目。这些技术的应用实现了高炉系统优

化、全面提高，直接促进了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攀升。 

4 加强安全管理，拓宽安全管理空间 

  济钢第一炼铁厂结合“反违章，查隐患、反事故”活动，进行全员安全教育，确立了“岗前必教育，动



前必确认，互相必监护，防范必安全”的安全理念，进行拉网式的反复查，预案预控，努力实现本质安全

化。 

  面对1#～4#高炉进入炉役后期，生产与安全、生产与长寿日益突出的矛盾，以安全高产为中心，对各高

炉护炉制度和操作方针进行了补充完善。对2#、3#高炉进行特护，采取移走卷扬操作室、杜绝炉缸底下溢

水，地上铺设干沙，在炉缸薄弱环节加摄像头、热电偶，严密监视，加强预案预控演习等措施，使职工的人

身安全有了保障。消除了后顾之忧和畏难情绪，在保安全的基础上创指标。 

  在炉体维护模式上进行一系列探索，提出了“逢修必焊，逢修必灌、逢修必栽”的计划检修模式。尤其

是在栽冷却棒方面，借鉴大高炉经验，改变了冷却棒外形尺寸，采取新型栽冷却棒模式，强化栽冷却棒的激

励机制，注重所栽位置，实现了单炉一次计划检修栽20根冷却棒的历史最好水平。提高了冷却强度，使炉体

得到及时维护，为高炉持续高效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炉内操作继续坚持边中差、水温差的两差管理，促使

炉内形成合理的渣皮，实现了高冶强下的安全稳定生产。炉前铁口“无水炮泥”攻关，解决了高冶强状态下

铁口频繁损坏的难题，保证了高炉高产，创水平。炉前“无水大闸”的研制应用，消除了原来水冷碳捣大闸

水管烧断易发生爆炸的事故隐患，提高了使用寿命。 

  济钢第一炼铁厂通过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率，拓宽了管理空间，提升了管理层次，促进了整体运行质量的提高，生产步入高效运转轨道，高炉各项经

济技术指标跃居全国同类企业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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