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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工程方法改进冷拔钢管生产管理

冯 政 陈锋杰

�宜昌飞龙轧钢总厂 �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对生产管理进行了改进
。

新的生产管理模式比传统生产管理方式具有生产

周期短
，
吨管生产资金占用少等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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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

宜昌飞龙轧管总厂冷拔车间采用三横班

独立作业的方式组织生产
，
即从毛管投入到

出成品整个过程由各工段负责
，
工段与工段

之间只在设备
、

生产场地上存在交接班的联

系
。

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存在产品周期长
、

资金占压多
、

质量事故多
、

安全隐患多等弊

端
。

对此
，
我们采用系统工程现代化管理方

法
，

对原有生产管理方式进行了改进
，
初见

成效
。

�
。
�

系统组织结构分析与新系统设计

系统组织结构分析

我们把冷拔车间厂房
、
设备

、

原材料
、

辅料
、

燃料
、

工模具
、

技术 规 程
、

生 产 工

艺
、

技术标准
、

市场信息
、

计划合同
、

操作

人员等视作一个整体系统
，
由于系统要素组

合不同
，
其功能差异也就很大

。
为此

，
我们

要改善冷拔车间生产系统的功能
，
从系统的

组织结构入手
，
使用了甘特图

。

甘特图能将复杂问题模拟抽象化
，
并不

受现实中非本质因素的约束
，
下面我们将对

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行分析
。

采用甘特图

时
，
以横轴表示时间

，
纵轴表 示 生 产 工序

�生产工序有酸洗
、

冷拔
、

退火
·

一 �， 加

工过程中在制品以 �
�

表示 �‘ � �
、 ” 、 ……

。 批 �
。

在制品加工过程的甘特图见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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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品加工过程甘特图

��一工艺处理时间 ��一待生产时间

式相比
，
生产周期可缩 短 ���， 在制品攘有

待生产时间
，

由此减少占地面积和资金占压
，

达到系统整体目标要求
。

以上分析属逻辑推理
，
与实际生产有一

定差异
，
如退火后钢瞥的冷却时间

、

皂化后

钢管的 自然处理时间
、

生产作业现场的指挥

协调
、

计划
、

工艺查询时间等均未考虑
。

但

是
，
这些非主流因素在改善前后均存在着必

然性和随意性
。

由图 �可 以看出
，
在传统的生产组织方

式 中
，
在制品的生产周期 �

�

为 �� � 小时
，

它由下式计算

口 �

�
�二 � �

� � 公 �
通盈 � �� �

在时间轴上任取一个工作 日
，
�

�二 ��
，，
即每

天在制品有��小时呈待生产状态
，
只有 �小

时在进行工艺处理
，
这就是传统生产组织方

式的缺点
。

�
�

� 新系统优化设计

新系统优化设计先要确定 系 统 整 体目

标
，
我们以在制品待生产时间 �

�

等 于 零为

系统目标
。

经论证认为
，
这种在制品投入生

产后采用上班交下班依次进行各工序的生产

组织方式是可行的
。

按上述思想设计的新甘

特图见图 �
。

由图 �可 以看出
，

新系统中在制品的生

产周期 �
‘ 二 �� 小 时

，

与传统的生产组织方

� 实施效果

按在制品交接班作业方式的要求
，
我们

将原三个工段的编制打乱
，
重 新 组 编 以酸

洗
、

冷拔
、

退火
、

精整等工序为单位的纵向

作业班
，
调整计划调度组

、

工艺组的部分人

员
，

从组织结构上强化了专业分工和社会化

协作
，
形成一个纵横交叉

、

层次清楚
、

功能

完善的矩阵式组织结构
，
见图 �

。

图中
，
纵

线表示隶属关系及层次
，
横线表示计划的协

调
、

工艺执行路线
，
斜线表示物流方向

。

厂部抽调无缝钢管生产方面的专业技术

人员
，
成立厂级观察组

，
跟班强化各联系点

的功能
。

根据定置管理人
、

物
、

环境最佳组

图 � 待生产为零的在制品加工过程甘特图 图 � 矩阵式生产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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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钢管

手提式钢管外径检测装置

���开发 了利用表面波检测钢管外径的手提式俭测装置
。

介绍了该装置的特点
、

技术参数
、

功能及其检测效果
。

关幼饲 钢管外径 表面波检测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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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福山钢铁厂大平升
、

前田孝

三等人研究了一种利用表面波检测钢管外径

的手提式检测装置
。

该装置检测质量高
、

效

果好
，

既可节省人力
，
又可 以提高工作效率

。

、 勺 、 、 、 月 、 � 、 司 、 �、 甲、 州向，、 司、 动�、 � 毛，、 碑�、 ‘ �，州�州扣、
翻�、 �、 � 广、 户一、 、 争、 甲，、 产、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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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户…训、 户‘ 、 产、 气、 、 沪、 声、 ‘ 、 产、 ‘

内、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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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原则
，
按 照 工艺流程通盘布置

，
基本

做到定置图表醒目
，
区域划分明确

，
各种标

识清晰
，
物流通畅有序

。

改变 以原工段为单

位的经济责任制考核
，
建立 以班组

、

机组
、

个人等多种形式的考核责任制
。

从����年�月开始采用新模式组织生产
，

运行结果表明
，

取得 以下效果
。

���生产周期缩短���
，
如生产小����

� ���冷拔钢管
，
原周期要�天

，
现只需 �天

即可出成品
，

这样
，
对企业赢得市场

，
加速

资金周转等带来好处
。

���减少在制品占压量
，
大 幅 度降低

资金占压
。

表 �列出了两种生产模式的情况

对比
。

从表 �看出
，

新模式使在制品
�

库存量

月平均降低���
。

吨管生产资金 占压 减 少

���
�

��元
。

表 飞 两种生产组织摸式情况对比

时 间
月平均产量 �

���

月平均在制品压
库量 �
���

月平均在制品
占压资金 �

�元�

�
�
�

���

�元���

旧模式 ����年�一�月

新模式 ����年�月�����年�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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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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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模式����年�一 �月产品合格率

为��
�

���
，
比����年 �一 �月产 品 合格率

��
�

��� 提高约 ��
。

按平均售价减去废品

保留残值 ���元�� 计算
，
增加经济效益�

，�

万元
。

由此可以看出
，
新系统适应社会化大生

产
，

有利于企业参加市场竟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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