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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是企业组织均衡生产的重要条件和完

成生产计划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正常运转的根本动力保障，是

企业生产活动的心脏和动脉，只有确保动力能源设备安全、可

靠、经济、合理地运行，才能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稳定，动力能

源设备的技术状况和管理、维修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安全生产、

能源消耗、工艺质量、职工人身安全和环境保护，以及企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动力能源设备管理过程中，最核心、

最引起国内外设备管理界关注与争论的，同时也是理论观点

最多的是设备维修管理。因为，当动力能源设备引进并使用

后，要想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使用成本、提高综合效率，科学

的维修管理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动力能源设

备的特殊性，只有加强设备管理工作，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

设备事故，避免企业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避免有毒有害气

体、液体、粉尘排放等污染环境。

2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设备设施特点

动力能源是钢铁企业组织均衡生产的重要条件和完成生

产计划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生产活动的心脏和动脉，只有确保

动力能源设备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地运行，才能保证企业生

产的正常稳定，动力能源设备的技术状况和管理、维修将直接

影响企业的安全生产、能源消耗、工艺质量、职工人身安全和

环境保护，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系统的设备设施一般包括高炉煤气

柜、转炉煤气柜、放散塔、混合站、空压机、水处理设备设施、能

源介质管网及附属设施等，此系统具有复杂性、重要性、完整

性与可靠性等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涉及的能源介质种类繁多、技术含量高、危险系数

大。钢铁企业涉及的动力能源介质有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压

缩空气、氧气、氮气、蒸汽、水、电等，而各种介质特性各异，如

煤气具有易燃易爆、易中毒的特性，氧气具有助燃的特性，氮

气具有致人窒息的特性，蒸汽可灼伤人体等，管控难度相当大。

第二，设备形式多样、专业性强。如高炉煤气柜、转炉煤气

柜、煤气混合加压机、放散塔、空压机及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

种设备等，而这些设备在结构、原理上都有较大区别，替代性

差，且运行独特，操作程序复杂。

第三，输送各类介质的管网布置形式多样。输送各类介质

的管网布置形式有多样，架空、地沟、埋地的情况均存在，给各

类介质的维护管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而且这些介质大都且

相互关联，有些介质之间靠止回阀或软连接连通，如某个环节

考虑不周，就可能造成管道或系统燃烧事故，甚至爆炸事故，

造成严重人身及设备事故，给个人、企业、中国造成较大损失。

3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设备管理现状及存

在问题

3.1 管理现状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设备管理模式主要是日常维护保养为

主，有备用设备的设备设施进行点检定修管理模式，无备用设

备（如高炉煤气柜、转炉煤气柜、混合站加压机等）或无法备用

（如气体、水系统主管网）的设备设施根据企业生产组织进行

抢修或临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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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存在的问题

由于钢铁企业动力能源设备设施系统具有的特点，使其

在设备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3.2.1 无法实行计划性保养或预防维修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涉及的能源介质种类繁多、各种介质

特性各异，所辖设备在结构、原理上都有较大区别，替代性差，

且运行独特，操作程序复杂，使得动力能源设备设施检修步骤

繁琐、危险性大、影响面广，特别是高炉煤气、转炉煤气、氧气、

氮气等气体系统设备设施，发现较小隐患或故障时，检修人员

配备救护器材进行临时处理；出现较大隐患或故障时，检修前

必须停止向各用户供气，并需将检修的设备设施经过长时间

的吹扫置换合格后才能进行检修作业，作业完又必须再次进

行吹扫置换合格才能恢复送气，所涉及的高炉、转炉、烧结、轧

钢等相关工序必须停产并进行可靠隔断，在企业生产过程中

难以实现计划性保养或预防维修，造成动力能源设备设施经

常处于带病运行状态。

关键重点设备设施无备用或无法备用，如高炉煤气柜、转炉

煤气柜、混合站加压机等关键重点设备均为单台设备，再如气体

系统主管网无法备用，无法按规范要求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备品备件采购流程复杂，不能及时回货，使得设备设施不

能按时、按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和维修；部分低价中标采购的备

品备件质量差，不满足使用要求，使得维修后的设备设施不能

正常使用，反复维修，维修费用高。

技术改造、外委维修立项流程复杂，不能自行处理的设备

设施不能及时进行技术改造或升级更新、隐患不能及时进行

消除。

3.2.2 日常管理未能发挥真正功效

设备保护意识差,存在“我操作，你维修”的分工理念，设

备的维护、维修依靠少数维护人员，操作人员只管使用设备，

对设备没有维护意识和保护意识，缺少自主管理意识和全员

设备管理观念。

部分设备维护保养制度没有根据设备实际使用情况进行

及时修改完善，某些维护保养制度不切合实际，无法执行，造

成各级点检人员不明确点检项目、点检要求，使设备安全稳定

运转从根本上失去了保障。

4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设备管理的实践与

应用
与设计院沟通，邀请专业人士在主管网适当位置设计可

靠隔断装置，使得无法备用的主管网实现分段维护或分段检

修的目的，对设备设施按规范要求进行维护，既可保证设备设

施安全稳定运行，又可使维修时的影响面最小，实现企业检修

成本最低、效益最大。

制订完善的设备维修管理计划：从设备预防性、预见性管

理入手，变事故抢修或隐患排除为预防性检修、计划性保养，

实现设备的最优状态运行的目的。根据具体设备、具体情况，

科学的制订实用性强、目标明确、具有针对性的定修模型，如

对于设备的重要部件采用定期检修，对于有性能缺陷的部件

采用状态维修，对于发生重复事故的设备采用改善维修，对于

危险性大的设备采用事先维修(即预防性维修)，进一步争取

最大的维修效率。

设备备品备件的管理是设备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订科学的备品备件储备量、提供优质的备品备件，是缩短设

备停修时间、提高维修质量、保证维修周期、完成维修计划、保

障企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树立全员参与设备管理的理念：注重操作者的自主维修，

树立“操作者是设备状态的第一知情人”“自己的设备自己保

养”的理念，实现操作者、维修者共同对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加强对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

运行环境影响、历史经验等多种因素，修改完善设备的运行制

度、操作规程、安全规程、岗位责任制及日常检修维护保养制

度，实现设备运行保养的科学管理。

5 结语

钢铁企业动力能源的设备设施系统具有复杂性、重要性、

完整性与可靠性等特点，唯有采取科学合理的设备管理，才能

确保动力能源设备安全、可靠地运行，才能为公司正常运转提

供动力保障；只有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动力能源设备，才能有

效地预防和避免设备事故，有效的避免企业的财产损失和人

员伤亡，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的前提；唯有动力能

源设备的经济、合理运行，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只有挖掘出动力能源设备最大的潜力，才能为企业创造出

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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