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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包头1.4306无缝钢管 

旁路切换式软起动系统在控制电动机台数较多时可以大大降低系统成本，而且软起动器均工作在短时工
作制，可以大大降低软起动器的故障率，不足的是增加了主接线及整个系统的复杂性。随着科技水平的
发展，对电动机的控制机理和技术指标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降压起动设备已无法满足各行业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软起动设备逐步国产化，将使软起动技术的应用成为今后大型鼠笼型异步电动机起动方式
的主流，并将终取代传统的起动方式，在排灌站水泵控制上得到的推广。 

山东海鼎钢管有限公司天津钢管集团公司首接煤化工项目用P91钢管订单 

日前，经过销售公司与技术中心等部门的共同努力，天津钢管集团公司承接煤化工项目用P91高压锅炉管
订单。这既能创造较大经济效益，又为公司今后占领煤化工项目用管的市场主导地位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近几年来，国内多个煤炭深加工项目开始开工建设。该行业对钢管的需求较多
，国内多个钢管生产企业都重点跟进煤化工项目，抢占该领域市场份额。 

P91钢管是天津钢管集团公司研发的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其生产工艺过程复杂，产品性能要求严格。本次
承接的P91钢管供中天合创煤化工项目，是项目用钢管中的高端品种。中天合创项目是目前世界的煤制烯
烃项目，也是中石化炼化工程打造新型煤化工一体化产业链的标志性项目。为了拿到该合同，天津钢管
集团销售公司特别派出人员长期对该项目进行跟踪；技术中心人员也多次深入项目实地及相关设计院进
行前期的技术交流，并与用户签订了供货技术协议；在对该技术协议进行讨论、分析的过程中，各生产
厂积极配合，论证生产重点和难点问题。终，在该项目钢管的招投标过程中，集团成功中得项目P91钢管
总合同量的40%。目前首批订单已经开始生产。 

  



无缝钢管行业改革开放，使得整个钢铁行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于1974年9月7日破土动工，工程包括三厂一车间，即热轧厂、冷轧厂、硅钢片厂和
连铸车间，这是当时世界上进的轧钢冶金装备和技术，连铸机和冷轧机组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机组
和硅钢片生产线是从日本引进。1975年，公司派送刘玠到日本学习10个多月，先后在日本东芝府中工厂
和新日铁大分制铁所学习热连轧计算机控制技术。回国后，他参加了一米七轧机工程的热连轧建设，负
责计算机调试工作，担任计算机车间副主任、数模组组长。党和对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建设一直很关
心。1975年9月28日，同志和其他4位副共同签发的关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问题的批示中就说：“我们
对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能否按时投产和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十分关心⋯⋯加强对建设基地的，协调各部
门之间工作，逐步做到备品备件自给，特别是立即在基地指挥部内建立生产准备指挥系统，做到按时投
产，并且能保证持续生产。要通过这个基地的建设和生产实践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挂帅的、具有更高水
平的骨干队伍，使今后国内也能制造并发展这类无缝钢管机组。”这个批示，对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设
和顺利投产起了重要的作用。1979年12月，一米七轧机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钢铁行业率先从国外引
进的先进的连轧装备和冶金技术。在1978年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时，武钢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已
捷足先登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自来到武钢视察一米七轧机工程。”刘玠回忆道，1980年7月16日上午9时45分，同
志乘坐的面包车来到武钢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的南大门前。虽然事先湖北已传达了同志“不群众欢迎仪
式，一切按正常生产进行”的意见，但武钢和职工还是自发地聚集在连铸车间门前迎接同志的到来。“
同志坐在操作台前，透过明亮的玻璃，一边观看轧钢过程，一边听取操作人员介绍情况。他仔细观察着
钢坯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每秒20米速度的钢材后成卷。当他听说一米七轧机产品质量好，热轧钢板经
平整后误差不到半根头发丝，冷轧板平整后误差约一根头发丝的1/16时，满意地笑了。”刘玠向《冶金
报》记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正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钢铁行业从国外引进世界先进
冶金装备的一米七轧机工程不仅顺利投产，而且还有所创新。”刘玠告诉《冶金报》记者，1981年12月1
2日，一米七轧机工程经验收合格，正式投产。一米七轧机生产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
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改变了我国这些钢材依赖进口的局面
。一米七轧机工程达到核定的设计能力。刘玠说，武钢自一米七轧机工程之后，自行设计建设了大型高
炉，设计能力为年产224万吨，有效容积为3200立方米，分别采用了卢森堡、德国、日本等的先进技术，
达到20世纪90年代先进水平，为老高炉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武钢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大力开发
新产品，到1990年获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时，一米七轧机工程开发创新的新技术项目达197项，其中达到20
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有47项。从1984年开始，武钢先后自行开发了高牌号连铸硅钢、异钢种连浇等10
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全连铸，武钢连铸生产技术由此跃入20世纪80年代同行业先进
水平行列，武钢也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进的钢铁企业。 

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钢铁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玠说：“我是看着我国钢铁工业一步
一步发展起来的。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战。当时，农村、城市，到
处都是土炼钢炉；大院、工厂、学校、街道，处处都掀起了炼钢热潮，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也参加了炼
钢。1978年，我国钢产量才3178万吨，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钢产量增长了25倍，雄踞世界。这正是得
力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改革开放的好年代。”“改革开放也使鞍钢获得了新生。”刘玠说，自1994年
到2007年，他一直在鞍钢工作，先后担任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鞍钢正处于极
度困难时期，企业资金运转困难，没钱买煤，致使两座高炉停产；设备陈旧老化，产品质量差；50万职
工中，有18万子弟兵、12万人员；没有合同，生产难以为继；当时职工的年均工资才8000元，但就这么
一点工资，企业也都发不出来，鞍钢一度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候，给了鞍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企业
进行了股份制改革。1997年，鞍钢冷轧厂、厚板厂和线材公司3个生产部门进行资产重组，创建了鞍钢新
轧钢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地在、深圳分别发行8.9亿股H股、3亿股A股股票。上市后，鞍钢共筹集资金2
6亿元。“我们就靠这笔资金把鞍钢资产盘活了。”刘玠说。“我们按照党的要求，抓住‘三改一加强’
，对鞍钢进行了技术改造。”刘玠说，鞍钢热轧带钢厂1780毫米工程是“九五”重点工程之一，也是鞍
钢有史以来工程量、技术及装备水平进的改造工程。这项工程于1997年5月18日奠基开工，历时31个月，
仅用43亿元人民币，便于1999年10月14日试轧出个热轧卷。它的竣工投产，对于改善鞍钢无缝钢管工艺



装备条件、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1996年10月15日，同行关注的鞍钢“平改转”工程拉开序幕，1年零9个月后，、第二炼
钢厂的12座平炉全改建成6座转炉，全部投资仅用1年多时间就收回来了。刘玠向《冶金报》记者介绍道
：“我们用了5.2亿元人民币，完成了鞍钢520万吨平炉改转炉技术改造工程。同时，我们用14亿元投资，
自主研发了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工艺，建成了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为热连轧国产化开了先
河。”“这是我国条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ASP）
，已成套对外输出，不仅经济效益可观，同时也为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项目先后
获得‘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冶金科学技术特等奖。我们还大胆创
新，用16亿元自主集成，成功开发出国内条无缝钢管冷连轧生产线，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些成果
，靠的也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刘玠说。此外，鞍钢还先后建成了两个全新的钢
铁生产基地，包括3200立方米、4038立方米高炉，大型烧结机，250吨转炉，2150热连轧线，2130冷连轧
线以及配套的各种生产线，完成了产能1200万吨/年的技术改造，创出了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
、益”的技术改造新路子。鞍钢“平改转”推动了全国钢铁行业淘汰平炉的进程，的钢铁行业比计划提
前5年淘汰了落后的平炉炼钢工艺。“鞍钢还在企业的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这也完全得力于改革
开放的好政策。”刘玠说。为适应深化改革和债转股工作的需要，鞍钢对所属的22个单位进行资产重组
而建立了新公司。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独立核算、管理科学”的方针，鞍钢集团公司对新钢铁
公司实施资产委托经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新钢铁公司取得独立的采购和销售权力，实行独立核算，
并终实现了钢铁制造产业的整体上市。 

在无缝钢管企业改革上，鞍钢正确处理“转机”与“建制”的关系，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并把推进分
流、减人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到2006年12月底，鞍钢已分离辅助单位23个，钢铁生产主线
通过减员降到2.55万人；全集团公司在岗职工人数由1995年的19.75万人降到10.69万人，净减员9.06万人。
从2007年开始，鞍钢实行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革，10个分离单位正式按具有独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运行。
当时，改革开放还只有30年，鞍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从1979年到2007年，
鞍钢累计产钢2.55亿吨、生铁2.5亿吨、钢材1.97亿吨，向上缴利税869亿元。30年间，鞍钢进行了大规模
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比30年前增加11.87倍和13.12倍，已形成年产钢1880万
吨、生铁1550万吨、钢材1576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可生产700多个品种、25000多个规格的钢材产品。“
改革开放给鞍钢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巨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鞍钢的。”刘玠说。 

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整个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没有现在的钢铁产能，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党和
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我们钢铁工业在发展中所走过的路也是正确的。”刘玠告诉《冶
金报》记者。说起未来我国钢铁行业如何继续深化改革、无缝钢管未来的发展之路如何走时，刘玠思索
一下说道：“钢铁行业这40年来取得的成绩必须肯定，但存在的不足必须重视，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钢
铁产能过剩，节能减排、环保压力大，还有少量的钢材需要进口，实现钢铁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
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自主创新。”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几点设想和意见。他认为，从总体
来看，未来的无缝钢管工业要在去过剩产能、发展精品战略、推进绿色制造、加快智能制造等方面下功
夫，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倡议的带动下，加快走出去步伐，推进钢
铁转向高质量发展。无缝钢管行业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
方向。钢铁行业要逐步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钢铁行业良性重组，合并与整合同质化产能，整合技术与
研发力量，向新领域拓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逐步去除过剩的、落后的产能；走智能化、绿
色化、清洁化、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道路。其次，要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提高钢铁行业智能制造
水平。钢铁工业要向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实现智能化生产，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和生产工艺技术紧密结合
起来，形成全生产链的智能生产。再次，要推进钢铁工业的绿色制造。就钢铁企业而言，应在钢铁生产
环节使用清洁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做到节能减排，而且要开发“城市矿山”，回收利用更多的废料
作为资源，减少化碳排放，为建设美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要坚持走发展精品的道路。在无缝钢管品
种开发上，无缝钢管行业要以满足国民经济对钢铁产品质的需求为方向，尤其是要满足先进制造业的高
端需求，特别是解决批量不大、品种繁多的无缝钢管需求。因此，未来钢铁企业要不断提高产品品质，
生产精品钢材。未来的钢铁工业将‘以无缝钢管产业为基础，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即形成以绿色精品
智慧的钢铁产业为基础，新材料、现代贸易物流、工业服务、城市服务、产业金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的格局，终实现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转变。 

   根据淬火要求，设计选用合适的工夹具，有的工件进行适当的绑扎，在易产生裂纹的部位，采取
相应的防护措施，如用铁皮或石棉绳包扎及堵孔等。表面不允许氧化、脱碳的工件，应在盐浴炉或预抽
真空保护气氛炉中加热，或采取以下防护措施：a.涂料防护，推荐选用下列涂料配方：1％石墨+9％润滑
脂（质量分数）。SiO2+5gAl2O3+25gNaSiO3+4gH2O.热涂层.5~.1mm，当加热温度小于15℃时有防氧化、
脱碳作用。gSiO2+1Al2O3g+1g长石1gCr2O3+1gSiC+8gKSiO3+12~15gH2O热涂层.2~.3mm，加热温度小于1
2℃时有防氧化、脱碳作用。将工件装入盛有木炭或已使用过的铸铁屑的铁箱中，加盖密封。大批工件必
须作单件或小批量试淬，制订工艺后方可进行批量淬火，并在生产过程中经常抽检。装炉允许不同材质
但具有相同加热工艺的工件装入同一炉中加热。  

 包头1.4306无缝钢管 

GB/T17396-1998（液压支柱用热轧无缝钢管）。是缔造液压和气动缸筒用的具有精良内径尺寸的冷拔或
冷轧精良无缝钢管。主要用于制作煤矿液压支架和缸、柱，以及其它液压缸、柱。其代表材质为2、427Si
Mn等。siMn液压支柱管，执行标准GB/T17396-1998。主要用于制作煤矿液压支架和缸、柱，以及其它液
压缸、柱。其代表材质为2、427SiMn等。siMn液压支柱管是在优质碳素结构钢基础上，适当地加入一种
或几种合金元素，用来提高钢的强度、韧性和淬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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