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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7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天津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长安大学、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

中路港（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顺丰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邵坚达、赵长军、苏君利、秦宝来、张立斌、王立强、刘新力、徐道程、

白子建、李佳峰、马红伟、张瑞婷、李璐、胡大伟、马壮林、秦志鹏、田春林、汪健、王明文、崔

优凯、王国韬、陈海龙、周天赤、应永良、周韬、徐雷、张鹏、孟亚好、张红贵、卫晓菁、周天星、

谭晓伟、赵姣、李琪、柯水平、齐钦、施路、张小虎、蔡翠、叶静、黄文勇、刘建军、王一斌、朱

珊炯、俞佳成、庞晓宇、齐岩、白炜、杜衍栋、孙逊、陈芸芸、熊文超、黄蓉、宋娟、黄义桐、罗

晓光、应志峰、韩路、林璋璋、姚颖、祝明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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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货运枢纽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综合货运枢纽的基本规定、总体设计、换装工艺设计、换装作业区布置、枢纽集

疏运与内部交通、生产及管理服务辅助设施和信息化系统。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综合货运枢纽换装作业、内外交通衔接及配套设施等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 146.2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第2部分：建筑限界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3145  冷藏集装箱堆场技术管理要求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50012  Ⅲ、Ⅳ级铁路设计规范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9  35kV～110kV变电站设计规范 

GB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187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 51157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GB/T 51313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CJJ 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JT/T 1286  空陆联运集装货物转运操作规范 

JT/T 1347 公铁联运货运枢纽功能区布设规范 

JT/T1422  升降式航空集装器传送机技术要求 

JTG B0l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S 165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166河港总体设计规范 

MH/T 7003  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TB 10099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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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综合货运枢纽 intermodal freight transportation hub 

具有多式联运换装、货物集散、仓储、中转运输等功能，集中布设并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

货物有效换装与衔接，并具备完善信息系统的货运作业及配套服务功能的物流园区，也称多式联运

型物流园区。 

[来源：GB/T 42184—2022，6.1] 

3.2  

功能区 functional zones 

综合货运枢纽内依据使用功能划分的区域。 

注：包括各运输方式站场、换装作业区、仓储区、停车区等。 

3.3  

换装 transshipment 

将货物由一运输工具上卸下，再装到另一运输工具上的物流衔接作业。 

[来源：GB/T 18354—2021，4.31] 

3.4  

换装工艺 transshipment technology 

综合货运枢纽内货物换装的方法和流程。 

3.5  

换装作业区 transshipment operation zone 

综合货运枢纽内为货物转运提供足够空间场所，并配置相应设施设备，实现货物多式联运安全

转运功能的作业区域。 

3.6  

作业量 operation volume 

综合货运枢纽内运输、装卸、换装、存储等作业环节办理的货物数量的总和。 
注：包括吞吐量（发到量）、装卸量、换装量、存储量等。 

3.7  

换装量 transshipmentvolume 

综合货运枢纽内换装的货物数量总和。 

3.8  

集疏运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以综合货运枢纽为中心，运用各种运输方式将货物集中或疏散的运输活动。 

[来源：GB/T 18354—2021，4.20,有修改] 

3.9  

直接换装 cross docking 

物品在物流环节中，不经过中间仓库或站点，直接从一个运输工具换载到另一个运输工具的物

流衔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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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42184—2022，7.1] 

3.10  

司机之家 driver's home 

为进入综合货运枢纽的道路运输车辆及驾驶人员提供临时公共服务的场所。 

3.11  

散改集 containerized transportation of bulk 

将未包装的粉末、颗粒或块状的物质转为使用集装箱运输、暂存的物流作业方式。 

[来源：GB/T 18354—2021，5.9] 

4 基本规定 

4.1 综合货运枢纽分类 

根据衔接的多式联运方式不同，综合货运枢纽（以下简称枢纽）划分为五种类型，见表1。 

表1  综合货运枢纽划分类型 

类型 说明 

公铁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服务公路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依托铁路货运站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铁水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服务铁路和水路两种运输方式，依托水路港口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公水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服务公路和水路两种运输方式，依托水路港口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空陆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服务航空和公路（或铁路）两种运输方式，依托航空机场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公铁水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服务公路、铁路和水路三种运输方式，依托水路港口或铁路货运站形成的综合货

运枢纽 

 

4.2 作业量预测 

4.2.1 枢纽作业量预测应包括枢纽总货运量、各运输方式作业量和各运输方式间换装量的预测。 

4.2.2 枢纽作业量预测年度宜与依托的运输方式保持一致，可分初期、近期、远期。 

4.2.3 枢纽作业量分析应包括主要作业货品种类、分货类作业量、年日均作业量和高峰日作业量等。 

4.2.4 枢纽其他物流功能应进行独立的作业量预测。 

4.3 换装货类 

4.3.1枢纽换装作业货类分为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干散堆装货物和邮件

快件等六类。不同运输方式作业货类对照见附录A. 

4.3.2枢纽的联运方式应与换装的货类相互匹配，不同联运方式主要换装货类见表2。 

表2  综合货运枢纽主要换装货类 

枢纽类型 主要换装货类 

公铁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干散堆装货物及邮件快件 

铁水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及干散堆装货物 

公水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及干散堆装货物 

空陆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 成件包装品及邮件快件 

注：可根据综合货运枢纽实际作业情况，选择换装作业的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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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设计 

5.1基本要求 

5.1.1枢纽总体布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并应与周边供水、排水、供电、通信和道路等市政

基础设施有效衔接。 

5.1.2枢纽应进行总体规划，做好用地开发及规模控制，兼顾近远期发展目标。 

5.1.3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协同管理”原则，统筹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

输方式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推进枢纽内各种运输方式及集疏运体系的一体融合发展。 

5.1.4枢纽内各运输方式基础设施规模、作业能力与集疏运能力应相互匹配、协调。 

5.1.5枢纽应综合考虑绿色低碳设计，优化资源利用（节能、节地、节水、节材），降低综合货运枢

纽全生命周期阶段的资源支出与设施设备能耗。改建、扩建的综合货运枢纽宜利用原有建(构)筑物

及设施。 

5.1.6枢纽布局应符合生产安全的相关规定，枢纽内设施设备、作业机械、建（构）筑物的安全距离

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5.2总平面布置 

5.2.1 枢纽应根据不同联运业务需求特点和自然条件，合理布置各运输方式站场、其他物流功能区

和辅助设施功能区。并合理组织货流、作业流和人流，减少各功能区间的干扰。 

5.2.2 枢纽总平面应以依托的运输方式站场为基础，以换装作业为核心，按照作业流程布置各运输

方式装卸站场、换装作业区、货物堆场（或库、棚）及通道等设施，达到货物转运经济技术指标综

合最优的目的。 

5.2.3 枢纽总平面应按照确定的工艺方案布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a）换装量最大的两种运输方式站场应毗邻布置，换装作业区宜利用各运输方式主要作业场地； 

b）有扬尘污染的干散堆装货物功能区应独立设置，必需与其它功能区合设时，应布置在枢纽外

侧、主导风向下方侧，并远离包装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等作业区； 

c）危险货物功能区应满足《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645号）等的要

求,独立设置并远离其它功能区和生产办公及生活设施，且位于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可能更适合； 

d）不需临靠铁路装卸线、码头、机场空侧的仓储、配送、加工等其他物流功能区宜远离铁路装

卸线、码头、机场空侧； 

e）枢纽应合理确定枢纽车辆出入口和各类停车场的建设规模和设置位置； 

f）管理办公、口岸功能区及商务区应相对独立，便于管理； 

g）供电、供气、供暖等公共设施宜设置于负荷中心或靠近主要用户； 

h）枢纽内功能相同的设施宜在一定范围内集中布设。 

5.2.4 枢纽总平面布置应有利于铁路装卸线、水运码头及大型装卸设备等重要公共物流设施设备资

源的共享共用。 

5.2.5 枢纽总平面布置除符合本规范及各运输方式站场规定外，并应符合GB50187、GB50016的规定。 

5.3分类型枢纽布置 

5.3.1公铁联运型 

5.3.1.1 公铁联运型枢纽应根据联运货物品类选择设置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

货物、干散堆装货物和邮件快件等换装作业区。有条件开展驮背运输的，应设置驮背运输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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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公铁联运换装作业设施应按照换装工艺设计要求确定，各货类换装作业主要设施如下： 

a) 集装箱、成件包装品、长大笨重货物、邮件快件换装作业及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主要设

施见表3： 

表3  公铁联运换装作业主要设施表 

  作业货类 
铁路装

卸线 

铁路站

台 

汽车作

业区 

汽车通

道 

集装箱

堆场 

货物堆

场 

货物库

（棚） 

集装箱 ● — ● ● ● — 〇注 2 

成件包装品 ● 〇注 3 ● ● — 〇 ●注 3 

长大笨重货物 ● — ● ● — ● 〇注 4 

干散堆货物散改集 ● — ● ● 〇 〇 ●注 5 

邮件快件 ● ● ● ● — — 〇注 6 

注 1：●表示应布设、〇表示可布设、—表示不宜布设。 

注 2：集装箱有拆装箱作业时，可设置拆装库（棚）或拆装箱场。 

注 3：成件包装品宜设置雨棚或仓库，采用铁路篷车运输的，应布设铁路站台。 

注 4：长大笨重货物作业要求较高的货物，可设置货物仓库或货棚。 

注 5：散改集作业宜在全封闭库内进行。 

注 6：邮件快件作业可设置邮件处理中心（邮件转运站）或快件处理场所，根据需要可设置货物库。 

注 7：汽车作业区与汽车通道，根据工艺方案可合并设置。 

 

b)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主要设施包括铁路装卸区、存放区(场、库或棚) 、交付区(含检测区、交

验缓冲区和配送区)等；采用集装箱运输时，应设集装箱堆场，并根据需要应设置商品汽车

专用拆装箱场。 

5.3.1.3 换装作业区应与铁路装卸线有机融合、一体化布置，并减少铁路与道路的交叉。 

5.3.1.4公铁联运型枢纽的功能设置和布局除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外，尚应符合JT/T 1347的规定。 

5.3.2 铁水联运型 

5.3.2.1铁水联运型枢纽应根据联运货物品类选择设置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

物和干散堆装货物等铁水换装作业区。 

5.3.2.2 铁水联运换装作业设施应按照换装工艺设计要求确定，各货类换装作业主要设施如下： 

a) 集装箱、成件包装品、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及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主要设施参见表4： 

表4  铁水联运换装作业主要设施表 

  作业货类 
码头作

业区 

铁路装

卸线 

铁路站

台 

汽车通

道 

集装箱

堆场 

货物堆

场 

货物库

（棚） 

集装箱 ● ● — ● ● — 〇注 2 

成件包装品 ● ● 〇注 3 ● — 〇 ●注 3 

长大笨重货物 ● ● — ● — ● 〇注 4 

干散堆货物散改集 ● ● — ● 〇 〇 ●注 5 

注 1：●表示应布设、〇表示可布设、—表示不宜布设。 

注 2：集装箱有拆装箱作业时，可在货物库（棚）或货物堆场进行拆装箱。 

注 3：成件包装品宜设置雨棚或仓库，采用铁路篷车运输的，应布设铁路站台。 

注 4：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要求较高的货物，可设置仓库或货棚。 

注 5：散改集作业宜在全封闭库内进行。 

注 6：汽车作业区与汽车通道，根据工艺方案可合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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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主要设施包括码头作业区、铁路装卸区、存放区(场、库或棚)、交付区(含

检测区、交验缓冲区和配送区)和汽车通道；采用集装箱运输时，应设集装箱堆场，并根据

需要应设置商品汽车专用拆装箱场。 

5.3.2.3换装作业区宜和水路陆域货物堆场一体化布置或毗邻布置。当受码头作业、地形等限制，铁

路装卸区只能布设于水运堆场以外的独立区域时，铁路装卸区位置应考虑短驳运输的便捷性。 

5.3.3 公水联运型 

5.3.3.1 公水联运型枢纽应根据联运货物品类选择设置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

货物及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等公水联运作业区。 

5.3.3.2 公水联运换装作业设施及布置应按照工艺设计和JTS 165或JTS 166的规定确定，并符合以

下要求： 

a) 集装箱换装作业，采用码头直取作业时，换装作业区应与码头一体化设计；采用陆域换装作

业时，换装作业区宜与水路陆域集装箱堆场一体化设计；具有集装箱拆装箱功能的应设置集

装箱拆装箱库或场； 

b) 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的换装作业区及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区宜与水路

陆域堆场或仓库一体化布置或毗邻布置； 

c) 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的换装作业，宜在集装箱换装作业设施基础上，根据工艺要求增加装箱

作业的相关设施。 

5.3.3.3 临近枢纽或依托枢纽建设的陆路物流园（也称内陆港或无水港等）可作为公水路联运型枢

纽的公路侧作业区的一部分，货物通过公路专线运输到枢纽进行换装。 

5.3.4 空陆联运型 

5.3.4.1 空陆联运型枢纽应根据联运货物种类选择设置成件包装品或邮件快件等换装作业区。 

5.3.4.2空陆联运换装作业区分为空侧作业区和陆侧作业区，两者间须设置隔离设施和安全检查闸口，

对货物、人员进行隔离和安全检查，具体要求应符合MH/T 7003的要求。 

5.3.4.3 空陆联运换装作业设施应按照换装工艺设计要求确定，作业区布置要求如下： 

a) 空侧作业区应毗邻货机停机机坪，主要包括空侧换装作业区和空侧短驳平板车停车场坪；空

侧不设车辆装卸平台，空侧短驳平板车可直接进入空侧换装作业区。 

b) 空公联运的陆侧作业区主要包括设陆侧换装作业区、汽车卸货区、汽车停车区和汽车通道。 

c) 空铁联运一般采用直接换装，将铁路装卸站台与陆侧作业区一体设计。条件困难情况下，铁

路装卸站台可独立设置，采用陆侧短驳换装方式，在铁路装卸区与陆侧作业区间设置短驳车

辆专用通道连接。陆侧作业区设施设置同5.3.4.3-b的要求。 

d) 具有邮件快件作业的枢纽，根据需要可设置邮件处理中心（邮件转运站）或快件处理场所。 

5.3.4.4 具有国际货物换装的空陆联运型枢纽，平面布置应符合海关、检验检疫等监管要求，其空

侧、陆侧作业区均应设置隔离网及车辆、人员闸口，实现对作业区进行有效封闭、管控。 

5.3.5公铁水联运型  

5.3.5.1 在满足铁水联运型枢纽布局要求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公路汽车作业区、停车区及汽车通道

等设施，实现铁水、公铁、公水间货物联运无缝衔接、高效换装。 

5.3.5.2 公路车辆作业设施应充分利用铁路、水运作业设施，并与其有机融合、一体化设置。 

5.3.5.3 平面布置应符合公铁、铁水和公水联运型枢纽的相关规定。 

5.4 其他物流功能区布置 

5.4.1 口岸功能区布置符合下列要求： 

a）办理货物出入境的综合货运枢纽，应按照相应规范设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JT/T XXXXX—XXXX 

7 

b）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功能区划分为：口岸前置拦截作业区、查验作业区、检疫处理区等。海

关监管作业场所相关设施宜集中设置，并实行封闭式管理； 

c）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应设置防护围界、安全监控设施及货物、人员、车辆安检设施设备； 

d) 口岸功能区与设置在枢纽周边的保税库等功能区宜采用专用封闭汽车货运通道衔接。 

5.4.2 邮件快件功能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衔接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的邮件快件作业区应紧临铁路装卸线、机场货运站及外部道路系统，

各运输方式间快递转运设施或转运车辆通道应直接联通； 

b）公路运输为主的邮件快件作业区应邻近枢纽出入口或独立设置出入口； 

c）邮件快件作业区应实行封闭式管理，对车辆及人员进出进行管控； 

d）设末端分拣作业功能的快件作业区，应设置快递业务配送、配送车辆停车和快递员临时休息

等功能设施。 

e) 具有国际邮件处理、商业快件监管、跨境电商监管功能的枢纽，布置应符合国际邮政处理的

相关规定要求。 

5.4.3 仓储及城市配送功能区布置符合下列要求： 

a）仓储及城市配送功能区宜设置在便于实现公路、铁路、水路联运的区域； 

b）与铁路运输关系紧密、作业量较大的仓储及城市配送功能区宜引入铁路装卸线，铁路装卸线

可以入库或库房与铁路站台统一设置； 

c）仓储及城市配送功能区应紧邻枢纽内主干道和停车场，城市配送功能区宜设置独立出入口与

城市道路联通。 

5.4.4 冷链功能区布置符合下列要求： 

a）枢纽内冷链功能区布置应保证冷链物流作业能够具有连贯性、有序性和高效性； 

b）设置铁路冷链装卸线、冷链专用码头的货运枢纽，其冷链功能区应毗邻铁路冷链装卸线或冷

链专用码头布置。冷链运输以公路为主的货运枢纽，其冷链功能区宜邻近枢纽主要出入口。 

c）冷媒具有污染性的冷链功能区宜选择在枢纽内夏季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区域； 

d) 非集装箱冷链货物换装作业区宜采用封闭控温站台（库）； 

e）冷链功能区应有良好的供水、排水及供电设施，根据需要可单独设置变电所。 

6 换装工艺设计 

6.1基本要求 

6.1.1换装工艺应根据换装量、换装货类、流向、不平衡性、各方式作业特点、集疏运方式、管理水

平和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6.1.2 换装工艺设计应满足加快货物周转、各运输方式能力匹配和降低营运成本的要求。积极采用

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简化工艺流程，减少操作环节，提高换装作业效率，保证作业安全，

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耗和改善劳动条件，保护人体健康。 

6.1.3 换装机械设备应根据换装工艺的要求，选用技术性能好、结构可靠、经济合理、智慧高效、

节能环保、维护方便的换装设备。并可根据换装量增长分期配置。 

6.1.4 主要换装机械设备宜采用清洁能源驱动，减少类型，统一型号。并积极稳妥地推广先进技术

和新型设备。 

6.1.5 换装设备的配置应满足不同货种的换装作业要求，宜选用通用性好的设备。 

6.1.6 各运输方式装卸工艺设计应遵守各运输方式的相关规定，枢纽内换装工艺、装卸工艺和运输

工艺宜进行一体化设计。 

6.1.7采用大型移动式装卸机械时，应设置防风、锚定装置。 



JT/T XXXXX—XXXX 

8 

6.2 公铁换装工艺 

6.2.1 集装箱 

6.2.1.1 集装箱换装一般在铁路主箱场作业，有特殊作业的集装箱也可在铁路辅助箱场作业。 

6.2.1.2公铁集装箱换装包括直接换装、铁路主箱区换装和铁路辅助箱区短驳换装三种工艺，典型换

装工艺流程如图1。 

 
标引序号说明： 

1——直接换装； 2——铁路主箱区换装； 

3——铁路辅助箱区短驳换装。 

 图1 公铁集装箱换装工艺流程图 

6.2.1.3 直接换装、主箱区换装和辅助箱区短驳换装三种工艺使用条件如下： 

a）对于集装箱运量较大、货物方向集中，且公路运输能力满足铁路装卸车时限时，可采用直接

换装工艺； 

b）集装箱需要在枢纽进行拆装箱作业或在铁路辅助箱场进行临时堆放、维修等作业时，应采用

辅助箱区短驳换装工艺； 

c）其他情况，集装箱作业一般宜采用铁路主箱区换装工艺。 

6.2.1.4 公铁集装箱主箱区换装设备宜选用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或集装箱正面吊起重机，二者

不宜混合作业。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宜选用带外伸臂式，其跨度应与主箱区规模及布置形式相

匹配。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或正面吊起重机吊具下额定起重量应满足主箱区起重具体要求，且

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不应小于40.5t，正面吊起重机不宜小于42.0t。 

6.2.1.5 公铁集装箱辅助箱区换装设备宜选用集装箱正面吊起重机，其吊具下额定起重量应满足箱

区起重具体要求，且不应小于42.0t。 

6.2.1.6 集装箱短驳水平运输宜采用集装箱牵引车、集装箱跨运车等运输机械。 

6.2.1.7集装箱拆装箱场（库）应配置小型低门架叉式装载车等拆装箱作业机具。 

6.2.1.8 集装箱拆装箱库宜设置作业站台。站台一侧宜设置集卡作业侧，另一侧宜设置普通载货汽

车作业侧或铁路作业侧。普通载货汽车作业侧宜设置固定式液压升降台。 

6.2.1.9公铁集装箱换装作业主箱场规模可参照6.6.1.1计算确定。 

6.2.2成件包装品 

6.2.2.1 成件包装品换装一般在铁路站台（库或棚），也可在仓储配送库进行换装。 

6.2.2.2 成件包装品换装包括铁路站台（库或棚）换装和仓储配送库短驳换装两种工艺,典型换装工

艺流程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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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站台（库或棚）换装； 2——仓储配送库短驳换装。 

图2 公铁成件包装品换装工艺流程图 

6.2.2.3 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一般宜采用铁路站台（库）换装工艺，需要在枢纽进行配送、仓储等

作业时，采用仓储配送库短驳换装工艺。 

6.2.2.4成件包装品的换装作业宜选用叉式装载车、皮带机或轮胎吊等机械设备，所选择的换装机械

设备主要参数应满足货物换装要求。叉式装载车额定起重量宜选择3t～5t，有特殊起重要求的货物

应配置满足要求的换装机械设备。 

6.2.2.5 成件包装品短驳水平运输设备的选用应根据货物的运输距离、货件重量等因素确定。运输

距离在150m以内时，可采用叉式装载车；运距较长时，可采用牵引车和平板车。详见附录B。 

6.2.2.6 换装作业站台(库、棚）应设置铁路装卸侧站台和普通载货汽车装卸侧站台，在普通载货汽

车作业侧，对应站台库门前应设置固定式液压升降台。 

6.2.2.7公铁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场规模可参照6.6.2计算确定。 

6.2.3 商品汽车 

6.2.3.1 商品汽车换装一般采用场区（库）换装,典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3。 

 
图3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流程图 

6.2.3.2商品汽车的水平换装运输一般采用商品汽车自行方式。 

6.2.3.3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场规模可参照6.6.3计算确定。 

6.2.3.4商品汽车铁路装卸宜采用滚装换装工艺，相关工艺应符合铁路相关要求，并符合以下规定： 

a) 装卸站台采用双层可调式装卸站台或尽端式货物站台辅加移动式商品汽车装卸爬梯。 

b) 双层可调式装卸站台,二层升降起动装置应采用液压设备、手动升降葫芦；尽端式货物站台

应设带缓冲装置的车钩。 

c）尽端式装卸站台站台数量应根据场内汽车装卸线数量和作业需要确定。 

6.2.3.5 仓储区商品汽车可采用平面或立体垂直式存放。 

6.2.3.6 商品汽车采用集装箱运输时，换装工艺及主要换装机械设备应符合集装箱换装的各项规定。 

6.2.4 长大笨重货物 

6.2.4.1 长大笨重货物换装包括铁路堆场（库）换装和其他堆场（库）短驳换装两种工艺，典型换

装工艺流程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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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堆场（库）换装；2——其他堆场（库）短驳换装。 

图 4长大笨重货物公铁换装作业流程图 

6.2.4.2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一般宜采用铁路堆场（库）换装工艺，当需要在枢纽进行加工、配送

等特殊作业要求的应采用其他堆场（库）短驳换装工艺。 

6.2.4.3 长大笨重货物一般以露天堆场存放作业为主，换装作业机械选型应根据货种、货件重量和

堆放型式等因素确定，可选用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或叉式装载车、轮胎起重机等流动机械，有

特殊起重要求的货物应满足其特殊起重要求。 

6.2.4.4储存条件要求高的长大笨重货物以仓库(货棚)存放作业为主，换装作业机械选型应根据货物

尺寸、装卸机械作业要求、仓库跨度等选用悬挂式或梁式电动桥式起重机等装卸作业机械。 

6.2.4.5 长大笨重货物短驳水平运输机械的选型应根据运距、货种、货件重量等综合确定。运距在

150m之内可采用叉式装载车或电瓶车，运距较长时，可采用牵引车、平板车。超长超重货物中间运

输可采用牵引平板车或液压模块车。 

6.2.4.6 长大笨重货物作业场规模可参照6.6.2计算确定。 

6.2.5邮件快件 

6.2.5.1邮件快件换装一般在铁路装卸站台（库）或邮件快件铁路转运站进行换装。 

6.2.5.2 邮件快件换装包括铁路站台（库）换装和邮政铁路转运站短驳换装两种工艺, 典型换装工

艺流程如图5。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站台（库）换装； 2——邮件转运站短驳换装。 

图5  邮件快件公路转铁路换装作业流程图 

6.2.5.3 当铁路作业区内设有邮件快件处理转运站时，应采用邮政铁路转运站短驳换装，未设有邮

件快件处理转运站时，采用铁路站台（库）换装工艺，并宜在铁路站台（库）划定的专用区域进行

换装。 

6.2.5.4邮件快件装卸机械设备宜选用伸缩皮带机、装卸过桥、液压升降台等，装卸机械设备数量和

技术要求应根据同时接发车位数量、直发格口数量、邮路和作业工艺等需求确定。 

6.2.5.5 邮件快件水平运输设备宜选用叉式装载车、皮带机、托盘车等设备，所选择的换装机械设

备主要参数应满足邮件快件换装要求。设置邮件快件分拣分拨功能的枢纽宜采用自动化分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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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6 铁路装卸站台（库或棚）设置应符合成件包装品各项规定。 

6.3 铁水换装工艺 

6.3.1 集装箱 

6.3.1.1 铁水换装工艺包括码头直取作业、铁路主箱场换装和水路陆域换装作业三种工艺。 

6.3.1.2 依托小型海港、河港的枢纽，可采用码头直取作业和铁路主箱场换装，典型换装工艺流程

如图6。 

 
标引序号说明： 

1——码头直取作业； 2——铁路主箱场换装。 

图6 铁水集装箱码头直取作业流程图 

6.3.1.3码头直取作业和铁路主箱场换装两种工艺使用条件如下： 

a）对于集装箱货物方向集中，且铁路运输能力满足船舶装卸时限时，可采用码头直取作业； 

b）其他情况，集装箱换装一般宜采用铁路主箱场换装工艺。 

6.3.1.4 依托大中型海港、河港的枢纽，应采用水路陆域换装作业工艺，典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7。 

 

图7 铁水集装箱陆域换装作业流程图 

6.3.1.5 采用陆域换装作业的枢纽，铁路装卸场宜设置在毗邻港口陆域堆场后侧区。当条件困难时，

可设置在紧邻港区的外部独立区域，并应设置内部集装箱短驳专用通道。 

6.3.1.6 码头直取作业主要换装机械设备的机型、使用性能和技术参数应满足到港集装箱船舶及不

同规格集装箱装卸作业、作业效率和工艺布置要求；宜采用集装箱装卸桥、多用途门机、轨道式集

装箱龙门起重机等；集装箱装卸桥、多用途门机、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的起重量，应能满足吊

起到港最大重量集装箱或最重舱盖板，吊具下起重能力不应小于40.5t。 

6.3.1.7采用陆域换装作业的枢纽应根据作业量的规模大小、自动化作业的需求等因素，采用轨道式

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正面吊运车、空箱堆高机等作为主要换装作业设备；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

正面吊运车的起重量，应能满足吊起到达的最大重量集装箱，吊具下起重能力不应小于40.5t；轨道

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的外伸臂形式和轨距尺度需根据铁路线布置、临时堆场设置、集卡作业车道的

设置等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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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集装箱的换装水平运输机械可采用集装箱拖挂车、集装箱跨运车、集装箱叉式装载车、正面

吊运车等运输机械，并宜采用清洁能源。在特定条件下，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可采用集装箱空轨

作为水平运输机械。 

6.3.1.9 在铁路主箱区换装的换装作业区规模可参照6.6.1.1计算确定，在码头陆域堆场换装的换装

作业区规模可参照6.6.1.2计算确定。 

6.3.2 成件包装品 

6.3.2.1成件包装品铁水换装包括直接换装、水运堆场（库）内换装工艺或外部短驳换装三种工艺，

典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8。 

 

标引序号说明： 

1——直接换装； 2——场区（库）换装。 

a)水运堆场（库）内换装 

 

b)内外场区短驳换装 

图8 铁水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流程图 

6.3.2.2 直接换装、场区（库）换装和内外场区短驳换装三种工艺使用条件如下： 

a）成件包装品目的地方向集中，且铁路运输能力满足船舶装卸时限时，采用直接换装作业； 

b）成件包装品目的地方向分散或水路装卸船能力与铁路运输能力不匹配时，应采用场区（库）

换装工艺； 

c）成件包装品需要在枢纽进行配送、临时堆放等作业时，应采用场区（库）换装工艺； 

d）铁路装卸区与水路堆场（库）不在同一区域时，采用内外场区短驳换装工艺。 

6.3.2.3 在水运作业区进行铁水换装作业时，铁水换装工艺设计应统一纳入到港口装卸工艺设计中。 

6.3.2.4在铁路作业区进行铁水换装作业时应符合6.2.2及铁路相关的规定。 

6.3.2.5 换装作业机械可采用轨道式龙门起重机、叉式装载车、轮胎式起重机和带式输送机等，库

内换装也可采用桥式起重机。 

6.3.2.6 成件包装品水平运输设备的选用应根据货物的运输距离、货件重量等因素确定。运输距离

在150m以内时，宜采用叉式装载车；运距较长时，宜采用牵引车、平板车。 

6.3.2.7 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区规模可参考6.6.2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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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商品汽车 

6.3.3.1 商品汽车铁水换装采用场区（库）换装工艺。 

6.3.3.2 商品汽车换装工艺应根据换装量、功能需求、船型、车型、铁路装卸线形式、水位变化情

况和码头型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典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9。 

 

图9 铁水商品汽车换装作业流程图 

6.3.3.3商品汽车铁水仓储区宜设置在码头前沿，在交验缓冲区完成铁路和水路的换装作业。 

6.3.3.4商品汽车铁水仓储区规模可参照6.6.3计算确定。 

6.3.3.5 商品汽车宜采用直接滚装方式上下船，上下船工艺应符合JTS165、JTS166的规定。 

6.3.3.6 铁路装卸作业要求、商品汽车仓储区布置应符合6.2.3的规定。 

6.3.3.7 商品汽车采用集装箱运输时，换装工艺及主要换装机械设备应符合6.3.1的规定。 

6.3.4 长大笨重货物 

6.3.4.1 长大笨重货物铁水换装包括直接换装、场区（库）换装和内外场区短驳换装三种工艺，典

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10。 

 

标引序号说明： 

1——直接换装； 2——场区（库）换装。 

a) 直接换装和场区（库）换装 

 

b）内外场区短驳换装 

图10 铁水长大笨重货物铁水换装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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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直接换装、场区（库）换装和内外场区短驳换装三种工艺使用条件如下： 

a）长大笨重货物方向集中，且铁路运输能力满足船舶装卸时限时，可采用直接换装作业； 

b）长大笨重货物目的方向分散或水路装卸船能力与铁路运输能力不匹配时，应采用场区（库）

换装工艺； 

c）长大笨重货物需要在枢纽进行加工、配送、临时堆放等作业时，应采用场区（库）换装工艺； 

d）铁路装卸区与水路堆场（库）不在同一区域时，采用内外场区短驳换装工艺。 

6.3.4.3 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宜根据年作业量、集疏运方式、货物布置、用地情况、运营费用等

因素，选用轨道式门式起重机（配变频装置）、桥式起重机、汽车式起重机等装卸机械，及原木抓

斗、钢坯吊具、电磁铁等专用索具。 

6.3.4.4 长大笨重货物的装卸船机械选型及配置应符合JTS 165、JTS 166的规定。 

6.3.4.5长大笨重货物的铁路装卸机械选型及配置应符合6.2.4及铁路相关规定要求。 

6.3.4.6 长大笨重货物在露天堆场、仓库(货棚)内的换装作业要求应符合6.2.4的要求。 

6.3.4.7 长大笨重货物水平换装作业要求应符合6.2.4.5的要求。 

6.3.4.8 长大笨重货物水平换装作业区规模可参照6.6.2计算确定。 

6.3.5干散堆货物散改集 

6.3.5.1散改集的换装工艺设计应根据换装量、物料特性、运距及环保要求等综合分析比较确定。 

6.3.5.2散改集的换装工艺机械选型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散改集的装箱设备可采用装车楼、翻车机、翻箱机、装箱平台、集装箱叉装机、带式输送机、

集装箱正面吊运车、机械抓取铲等机械设备； 

b）采用连续作业线时，应有防止流程中断的措施； 

c）散改集运输车辆宜采用带液压顶升功能的集装箱牵引半挂车。 

6.3.5.3煤炭、矿石、粮食、化肥等散货换装宜采用封闭式带式输送机，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防尘、

抑尘设施，满足国家和当地环保要求。寒冷地区应设置防冻设施，并根据需要设置解冻库线或人工

卸车线。 

6.3.5.4 铁路、水运的装卸工艺、堆场布置与工艺应符合海港、河港及铁路的相关规定。 

6.4公水换装工艺 

6.4.1 公水换装作业工艺包括集装箱换装、成件包装品换装、商品汽车换装及长大笨重货物换装工

艺。 

6.4.2 集装箱换装包括码头直取作业和陆域换装作业两种形式。成件包装品换装、商品汽车换装、

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一般采用陆域换装作业。 

6.4.3 集装箱换装采用码头直取作业时，集装箱卡车应直接进入码头作业前沿，进行水路和公路的

换装，并应加强对外集卡的运行组织。 

6.4.4 公水换装工艺应统一纳入水运装卸工艺设计中，换装工艺、换装机械设备选择及换装作业区

规模应符合JTS 165、JTS 166的规定。 

6.5航空陆路（公路、铁路）换装工艺 

6.5.1 空陆换装工艺有集装箱/板联运换装和成件包——集装箱/板换装（成件包装品——成件包装

品及邮件快件）换装两种工艺。 

6.5.2 集装箱/板换装工艺，符合下列要求： 

a）集装箱/板联运条件应满足JT/T1286的要求。 

b) 集装箱/板换装设备宜选用升降式航空集装器传送机、辊子输送机及叉式装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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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陆路以公路货运车辆运输航空集装箱的，公路货运车辆车厢内应设有自动输送装置，装卸站

台宜设置符合集装箱尺寸的升降平台设备。 

d) 空陆集装箱/板换装作业典型换装工艺流程如图11。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出港货物换装； 2——进港货物换装； 

A——陆侧作业区；   B——空侧作业区。 

图11集装箱/板空陆换装作业流程图 

6.5.3 成件包装品——集装箱/板（成件包装品——成件包装品、邮件快件）的换装工艺，符合下列

要求： 

a) 换装工艺应根据货物类型、货物特性、作业时效、操作要求确定。 

b) 航空普货、邮件快件换装设备宜根据货物特点选择辊子输送机、伸缩式皮带传输机、叉式装

载车、高度调节板及自动导引车（AGV）等。 

c) 航空大件货物换装设备宜根据货物特点选择叉式装载车、起重机等。 

d) 航空邮件快件换装作业可根据货物特点选择适应的自动作业设备进行传输、分拣、打包、装

袋，减少人工操作。 

e) 空陆成件包装品——集装箱/板、成件包装品——成件包装品、邮件快件换装作业典型换装

工艺流程如图12。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出港货物换装； 2——进港货物换装； 

A——陆侧作业区；   B——空侧作业区。 

图12 成件包装品—集装箱/板空陆换装工艺流程图 

6.5.4 邮件快件的换装工艺，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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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陆路转航空运输的邮件快件应在安检作业区进行安检后通过空侧发运，安检设备应符合中国

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设备的规定。 

b）经过航空安检作业后，邮件快件在空侧待发区内进行装箱/打板作业后，通过水平运载车辆

将邮件快件运输至停机坪。 

c）航空转陆路运输的邮件快件完成卸货后，通过水平运载工具将邮件快件运输至进港作业区。

在进港作业区内完成掏箱/拆板作业，并按照发运路向进行分拨、发运。 

d）国际邮件快件应由海关对相关材料、监管文件及海关关封等进行核对验关。使用电子通关的

货物，应提前完成海关申报。 

e) 邮件快件换装工艺流程同6.5.3图12。 

6.5.5 安装在作业站台的辊子输送机、伸缩式皮带传输机、升降式航空集装器传送机应与货运站房

门及安检等设备对接，并符合下列要求： 

a）航空普货、邮件快件出港时，辊子输送机宽度与货物安全检查设备传送辊道的宽度相匹配；

转运集装货物时，辊子输送机应具备高度调节功能，传输速度不大于18m/min； 

b) 伸缩式皮带传输机传输的单件航空普货或邮件快件重量宜不大于30kg； 

c)升降式航空集装器传送机性能应符合JT/T 1422的要求； 

d) 作业航空普货或邮件快件的手动插脚式液压叉式装载车或平衡重式叉式装载车额定起重量

宜在3000kg以下；作业航空大件货物的平衡重式叉式装载车其额定起重量应大于3000kg； 

e)高度调节板应满足不同车型的接驳要求，最大载荷能满足额定起重量3000kg的叉式装载车满

负荷装卸操作。 

6.5.6航空冷链货物在换装作业中应满足货物保冷、不断链的要求。 

6.5.7出港货物应在安检作业区进行安检后进入空侧作业区。 

6.5.8 国际货物进出港应符合海关查验程序与检验检疫程序的要求。 

6.5.9 换装作业区的规模应根据高峰货运量确定。 

6.6主要建设规模及设备配置 

6.6.1 集装箱换装作业区规模可参照以下要求确定： 

6.6.1.1 换装堆场设在铁路主箱场的，换装区集装箱堆场规模可参照以下计算公式确定： 

a）主箱场日均换装集装箱作业箱数应根据铁路货运年换装作业箱数及集装箱到发不均衡系数等

因素确定，可按公式（1）计算： 

𝑁主𝑖 =
𝑄𝑖 ∙𝛼 𝑗𝑐

365
„„„„„„„„„„„„„„„„（1） 

式中： 

N 主i——主箱场各类箱日均作业箱数（TEU/d）； 

Qi——主箱场各类箱年作业箱数（TEU/年）； 

α jc——集装箱到发不均衡系数，一般取 1.1～1.3； 

b)主箱场日均换装作业箱数应根据日均到达箱、发送箱、中转箱以及按到发平衡计算所产生或

需要的空箱等作业箱数确定，可按公式（2）计算： 

𝑁主 = 𝑁到 + 𝑁发 + 𝑁中 +  𝑁
到

−𝑁
发
 „„„„„（2） 

式中： 

N 主——主箱场日均作业箱数（TEU/d）； 

N 到——日均到达箱作业箱数（TEU/d）； 

N 发——日均发送箱作业箱数（T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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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日均中转箱作业箱数（TEU/d）。 

c)主箱场需要的总箱位数应根据各类箱日均作业箱数、占用箱位时间及堆码层数等因素确定，

可按公式（3）计算： 

𝑀主 =  
𝑁主𝑖 ∙𝑡主𝑖

ℎ
主𝑖

∙𝜇主𝑖

„„„„„„„„„„„„„„（3） 

式中： 

M 主——主箱场需要的总箱位数； 

t 主i——主箱场各类箱占用箱位时间（d）； 

h 主i——主箱场各类箱最高堆码层数； 

μ 主 i——主箱场各类箱层高利用系数； 

t 主i、h 主 i、μ 主 i可按表 5 取值。 

表 5 公铁联运集装箱换装箱场箱位数计算参数 

序号 名称 

占用箱位时间 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集装箱正面吊运车 

（d） 最高堆码层数 层高利用系数 最高堆码层数 层高利用系数 

1 到达箱 2～3 3 0.4～0.7 4 0.4～0.6 

2 发送箱 1.5～2 3 0.6～0.8 4 0.6～0.7 

3 中转箱 1.5 3 0.6～0.8 4 0.6～0.7 

注 1：作业量较大时层高利用系数可取大值，作业量较小时层高利用系数可取小值，改建困难的铁路物流中心层

高利用系数可取大值； 

注 2：作业量较大的铁路物流中心占用箱位时间可取小值，作业量较小的铁路物流中心占用箱位时间可取大值。 

注 3：最高堆码层数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可加高 1-2 层。 

6.6.1.2 换装堆场设在水运堆场的，其堆场规模由水运工艺设计根据各集疏运需求，按照水运规范

统筹合并考虑。规模可参照公式（4）确定：  

                 𝐴3 =
𝐷1 ×𝐾1 ×𝑇2×𝐸1

𝑇×𝐻×𝐾𝑔
„„„„„„„„„„„„„„（4） 

式中： 

A3——集装箱堆场面积（㎡）； 

D1——集装箱堆场年堆存量（TEU/a）; 

K1——不均衡系数，一般取 1.2～1.5； 

T2——集装箱平均堆存期（d），可取 3-5d； 

E1——每一平面箱位面积（㎡），按装卸工艺方式所需每一平面箱位面积值； 

T——年工作天数（d）,可取 350-365d； 

H——堆码层数（层），可按表 6 取； 

Kg——高度利用系数，可按表 6 取。 

表6 集装箱在仓库或堆场的堆码层数和层高利用系数 

项目 
堆场作业设备 

轮胎式龙门起重机 轨道式龙门起重机 跨运车 正面吊运车 空箱堆高车 

堆箱层数 H 3∼5 4∼6 2∼3 3∼4 5∼8 

层高利用率 Kg(%) 55∼70 60∼70 70∼80 60∼70 70∼80 

6.6.2 成件包装品、长大笨重货物及散货换装作业区规模可按照公式（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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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𝑄ℎ ∙𝐾𝐵𝐾 ∙𝐾𝑟

𝑇𝑦𝑘
𝑡𝑑𝑐，A =

𝐸

𝑞∙𝐾𝑘
„„„„„„„„„„„„„（5） 

式中： 

E——仓库或堆场所需容量（t）； 

Qh——年换装量（t）； 

KBK——仓库或堆场不平衡系数； 

Kr——货物最大入库、入场的百分比（%）； 

Tyk——仓库或堆场年营运天数（d），取 350∼365d ； 

tdc——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堆存期（d），可按表 7 取； 

A——仓库或堆场的总面积（㎡）； 

q——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t/㎡）； 

Kk——仓库或堆场的总面积利用率，可按表 8 取。 

表 7 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堆存期 

货物种类 平均堆存期（d） 

一般件成品包装货物 5～9 

大宗件成品包装货物（袋粮、化肥、水泥、盐、棉花等） 6～10 

长大笨重货物（钢铁、机械装备、木材等） 7～10 

干散货 8～13 

注 1：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堆存期(d)应根据不少于连续三年的统计资料分析确定。当资料不足时，平均堆

存期可按本表选用； 

注 2：当仓库具有仓储功能或有其他功能时，平均堆存期可适当延长。 

表8 库场或堆场的总面积利用率 

仓库、堆场类型 
仓库或堆场总面积利用率 Kk（%） 

大批量货物 小批量货物 

  

成件包装品 

  

单层库 65∼75 60∼65 

多层库 55∼65 50∼60 

堆场 70∼80 

长大笨重货物 堆场 70∼80 

干散堆货物 
仓库 55∼65 

堆场 70∼80 

6.6.3商品汽车换装各功能区规模可参照以下要求确定： 

a)商品汽车仓储区总车位数应根据商品汽车日均仓储量、仓储波动系数及占用车位时间等因素

确定，可按公式（6）计算： 

𝐸存 =  
𝑄𝑐𝑖 ∙𝛼𝑐 ∙𝑡𝑐

365
„„„„„„„„„„„„„„„„„（6）

 
式中: 

E 存——仓储区总车位数； 

Qci——商品汽车年仓储量（台）； 

tc——商品汽车占用车位时间（d），可采用 9～15； 

α c——仓储波动系数。 

b)商品汽车仓储区面积应根据总车位数、单个车位面积、车位利用系数等因素确定，可按公式

（7）计算： 

𝐹存 =
𝐸𝑐 ∙𝐹𝑐
 1−𝛾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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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存——商品汽车仓储区面积（m
2
）； 

E 存——仓储区总车位数； 

Fc——单台车位面积（m
2
）； 

γ ——作业通道面积与商品汽车仓储区面积的百分比，垂直式一般取 35%。 

c)交验缓冲区验车道数量可按公式（8）计算： 

𝐸交 =  
𝑄𝑗𝑖 ∙𝛼𝑞𝑐 ∙𝑡𝑗𝑡

365 ∙𝑛𝑗 ∙𝑡ℎ
„„„„„„„„„„„„„„„„（8） 

式中： 

E交——交验缓冲区验车道数量； 

Qji——年到发商品汽车运量(台)； 

tjt——验车作业需占用验车道时间(h)； 

nj——运输汽车单次能配送的商品汽车台数(台)，可采用8～10； 

th——交验缓冲区日工作时间，采用8h； 

αqc——商品汽车到发波动系数。 

d)交验缓冲区面积可按公式（9）计算： 

𝐹验 = 𝐸𝑗 ∙ 𝐹𝑗„„„„„„„„„„„„„„„„„„（9） 

式中： 

F验——交验缓冲区面积； 

Ej——交验缓冲区验车道数量； 

Fj——单条验车道面积。 

e)配送服务区面积可公式（10）计算： 

𝐹配 = 𝐸𝑗 ∙ 𝐹𝑝𝑞„„„„„„„„„„„„„„„„„（10） 

式中： 

F配——配送服务区面积； 

Ej——交验缓冲区验车道数量； 

Fpq——单台运输车配送作业所需面积（㎡）。 

6.6.4各换装设备的配置数量可参考以下要求确定： 

a)叉式装载车配置数量可按公式（11）计算： 

𝑍𝑐 =
𝑄𝑐 ∙𝑇𝑐𝑤

3600𝑄𝑐 ∙𝑇𝑐 ∙𝐾𝑐 ∙𝑊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式中： 

Zc——叉式装载车的配置数量（台）； 

Qc——叉式装载车需要完成的日换装作业量（t）； 

Tcw——叉式装载车升、降及往返搬运一次货物所需的总时间（s）； 

Qc——叉式装载车的最大起重量，一般为1.5t或2t； 

Tc——叉式装载车日均作业时间（h），可采用15h～17h； 

Kc——叉式装载车额定荷载利用系数，一般取0.7～0.9； 

Wc——叉式装载车的完好率，一般取0.8。 

b) 集装箱换装设备配置可按公式（12）计算： 

  𝑍𝑗 =
𝑄𝑗 ∙𝛼 𝑗

𝑃𝑗 ∙𝑇𝑗 ∙𝑊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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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j——各种换装机械配置台数； 

Qj——各种换装机械日均需要完成的换装作业箱数（TEU）; 

α j——装卸次数； 

Pj——换装机械工作效率，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可采用 20 箱次/h~30 箱次/h，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可采用 20 箱次/h~25 箱次/h； 

Tj——装卸机械日均作业时间（h），可采用 15h~17h； 

Wj——装卸机械的完好率，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取 0.95、正面吊运起重机取 0.7。 

 

c) 起重机配置可按公式（13）计算： 

𝑍𝑞 =
27 .397𝑄𝑞 ∙𝛼𝑞 ∙𝑇𝑞𝑤

3600𝑄𝑞 ∙𝑇𝑞 ∙𝐾𝑞 ∙𝑊𝑞
„„„„„„„„„„„„„„„（13） 

式中:  

Zq——起重机械数量（台）； 

Qq——每年换装作业量（万 t/年）； 

α q——换装次数； 

Tqw——每换装（卸）1 钩货物的周期； 

Qq——每钩起重的额定载荷（t/钩）; 

Tq——起重机日均作业时间（h），可采用 15h~17h； 

Kq——机械额定载荷利用系数； 

Wq——起重机的完好率，一般取 0.9。 

6.6.5枢纽集装箱卡车出入口车道数，可按公式（14）计算： 

N =
𝑄ℎ ∙𝐾𝐵𝑉

𝑇𝑌𝐾 ∙𝑇𝐷 ∙𝑃𝑑 ∙𝑞𝑒
„„ „„„„„„„„„ „„„（14） 

式中： 

N——枢纽出入口集装箱卡车所需车道数； 

Qh——集装箱通过公路运输的年运量（TEU）； 

Kbv——集装箱车辆到港不平衡系数，按本枢纽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1.5～3.0； 

Tyk——堆场年工作天数（d），取 350d～365d，应扣除影响作业天数较多的不作业时间；  

Td——大门日工作时间（h），取 12h～24h； 

Pd——单车道小时通过车辆数（辆/h），取 20 辆/h～60 辆/h； 

qc——车辆平均载箱量（TEU/辆），按本枢纽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1.2～1.6TEU/辆。 

7 换装作业区布置 

7.1 基本要求 

7.1.1 作业区应根据换装类型、换装货物属性选择设置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

货物、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及邮件快件等作业区。或选择两种及以上作业区进行组合。 

7.1.2 作业区内宜根据不同联运业务需求的特点，结合各运输方式的装卸工艺、换装设备特点，以

换装工艺为基础，对作业区进行合理布局。 

7.1.3 作业区内道路、作业通道的布局应符合换装工艺流程设计的要求，提高换装作业效率，减少

各功能区的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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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作业区内具有作业功能的作业通道应采用单向双车道，宽度应根据工艺设计要求确定，在有

较多特种车辆或装卸机械通行需求的道路，路面宽度需满足其通行要求，并符合行车建筑限界要求。 

7.2 公铁换装作业区 

7.2.1集装箱 

7.2.1.1集装箱作业区的主要设施包括铁路装卸线、集装箱场、换装作业场及汽车通道。 

7.2.1.2 选用带外伸臂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作业时，铁路装卸线宜设置在起重机跨内靠走行轨

一侧。汽车通道宜设置在外伸臂下, 并在有效作业范围内，也可设置在跨内。  

7.2.1.3 选用无外伸臂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时，铁路装卸线宜设置在起重机跨内靠走行轨一侧，

跨内除堆放集装箱外，还应留有双车道的汽车作业通道。 

7.2.1.4 相邻两台带外伸臂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轨道中心间距应根据机型结构尺寸确定。相邻

两台无外伸臂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轨道中心间距不宜小于4m。 

7.2.1.5选用集装箱正面吊运车作业时, 正面吊运车作业场宽度应不小于15m, 正面吊运车作业场边

缘至铁路装卸线中心的距离应不小于2.5m。 

7.2.1.6集装箱换装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13： 

 

 
a—a 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铁路主箱场； 

3——汽车作业通道； 4——门式起重机；  

5——门式起重机轨道。 

a）有外伸臂、跨内不设汽车通道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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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铁路主箱场； 

3——汽车作业通道； 4——门式起重机； 

5——门式起重机轨道。 

b）有外伸臂、跨内设汽车通道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c—c 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铁路主箱场； 



JT/T XXXXX—XXXX 

23 

3——汽车作业通道； 4——门式起重机； 

5——门式起重机轨道。 

c）无外伸臂、跨内设汽车通道轨道式门式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d—d 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集装箱箱场； 

3——汽车作业通道； 4——正面吊运车作业区。 

d）正面吊运车装卸布设示意图 

标引符号说明： 

E——走行轨中心至箱位边缘的距离，等于支腿突出部分的宽度+0.8m； 

F——走行轨中心至铁路装卸线中心的距离，等于支腿突出部分的宽度+2.44m； 

G——铁路装卸线中心至汽车通道边缘或箱位边缘的距离，不在铁路装卸线进行列车技术作业的采用2.5m，在 

铁路装卸线进行列车技术作业的采用3.0m； 

H0——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高度； 

P——铁路装卸线中心至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纵向作业通道边缘的距离，不小于2.5m； 

I——箱位边缘至道路边缘的距离，1.5m； 

S——相邻铁路装卸线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0m； 

R——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作业通道宽度，不小于15m； 

J——汽车通道宽度，单车道不小于3.5m，双车道不小于7.0m，宜考虑自动导引车（AGV）的通行要求； 

Lk——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跨度； 

L1、L2——两侧外伸臂有效长度。 

图13  集装箱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2.1.7集装箱场布置除符合上述要求外，并满足下列要求： 

a) 集装箱箱位之间距离不小于0.3m; 

b）水平运输采用集装箱跨运车时，两排集装箱之间应留出跨运车通道，其宽度宜为1.5m； 

c) 集装箱场地结构应满足集装箱堆码、换装机械作业的需求，并有一定的排水坡度; 

d) 冷藏集装箱堆场应设置供电设施设备，并满足GB/T 13145的要求。 

7.2.1.8 设集装箱拆装箱库（场）时，拆装箱库（场）应独立设置，并设置通道与换装作业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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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应满足集装箱短驳机械通行的要求。 

7.2.1.9 集装箱拆装箱库（场）设置作业站台时，站台一侧宜设置普通载货汽车停放场地，另一侧

宜设置集装箱车停放场地，其宽度不小于 30m；不设置作业站台时，仓库外应设置拆装箱作业场地,

其宽度不小于 36m。 

7.2.1.10 内外贸合用的集装箱作业区，应根据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的要求，将外贸集装箱作业区

与其他作业区隔离开，并应设置必要的围栏设施。 

7.2.2 成件包装品 

7.2.2.1成件包装作业区的主要设施包括铁路装卸线、货物作业场或库（棚）及汽车作业通道。 

7.2.2.2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 14： 

 

 

a—a 断面 

a）一台一线式布设示意图 

 

 

b—b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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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两台夹两线式布设示意图 

 

 

c—c 断面 

c）两站台库相邻式布设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3——汽车通道；  

2——作业场或仓库；  4——汽车作业区。 

标引符号说明： 

D——站台仓库宽度。 

K——仓库铁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4.0m； 

L——仓库道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5.0m； 

H1——铁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铁路侧站台高出轨面高度宜为0.95m～1.10m； 

H2——公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道路侧站台高出站台道路侧作业场地高度宜为1.1m～1.3m； 

R——站台道路侧作业场地宽度，一般宜不小于30m，只停放配送或接取送达车辆的作业场地， 

其宽度可根据配送车辆外廓尺寸适当减少； 

Z——两相邻仓库之间场地宽度,应不小于45m 

J——汽车通道宽度，单车道应不小于3.5m，双车道应不小于7.0m； 

N——站台边缘至线路中心距离，应为1.75m； 

S——相邻铁路装卸线之间的距离； 

图14 成件包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2.2.3汽车作业区宽度不宜小于30m，当仅供小型货车作业时，宽度可根据车辆外轮廓尺寸确定。 

7.2.2.4作业仓库（货棚）的跨度和净空高度应按库内作业的机械类型和货物的堆高确定，仓库（货

棚）的跨度不应小于18m，单层和多层仓库的底层净空高度不应小于6m，多层仓库的楼层净空高度不

应小于5m 。 

7.2.2.5 货物作业场或仓库（货棚）的站台尺寸应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a) 铁路侧装卸站台高度一般高出轨顶0.95m～1.1m，站台边缘与仓库（货棚）外墙轴线距离，

当采用叉式装载车作业时，一般为4m，当采用牵引平板车短驳作业时，一般为6m～8m,采用

轮胎式起重机作业时，可增大至10m。 

b) 普通载货汽车侧作业站台高度一般为1.1m～1.3m，站台边缘与仓库（货棚）外墙轴线距离，

应满足叉式装载车作业要求，一般为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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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站台两端应设防滑斜坡，斜坡的宽度不应小于3.5m，斜坡坡度不应大于1：12。站台较长时，

公路侧应设装卸作业人员上下台阶，台阶宽度不小于1.5m。 

7.2.2.6 作业仓库(货棚)应设置雨棚，铁路侧雨棚伸出站台边缘的宽度应不小于2.05m，高度应满足

铁路建筑限界的要求；道路侧雨棚伸出站台边缘的宽度，当货车顺向作业时宜不小于2.55m，当货车

横向作业时可根据车型确定，高度应满足公路建筑限界的要求。 

7.2.3商品汽车 

7.2.3.1 商品汽车作业区主要包括装卸作业区和存放区、交付区等，根据需求可设汽车装卸站台和

商品汽车零配件库或货棚等。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 15。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汽车存放场；  

2——汽车存放库；  5——交付区。 

3——汽车通道；  

图 15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平面布设示意图 

7.2.3.2商品汽车装卸作业区铁路装卸线、站台，布设要求如下： 

a） 双层可调式装卸站台单通道宽度应不小于5m，上层投影长度宜为49m。站台上层应设置货棚； 

b）辅加移动式商品汽车装卸爬梯的尽端式货物站台长度应不小于10m，单通道宽度应不小于5m,

站台边缘顶面至轨面高度应为1.08m； 

c）双层可调式装卸站台和尽端式货物站台转弯处应满足商品汽车转弯半径要求，站台前端应设

长度不小于30m的缓冲区。端部应设斜坡，斜坡坡率不应大于1:7，坡面应采取防滑措施。 

7.2.3.3 商品汽车存放区应邻近铁路装卸线，布设满足下列要求： 

a）商品汽车存放区应设置防护网和单独的出入口、通道，与其他功能区域相对独立； 

b）存放区内车位长度宜不小于5.5m，宽度宜不小于2.5m；每60～72个车位宜为一组，每组之间

应设置横向通道； 

c）考虑新能源汽车需要,宜设置相应的充电设施设备。 

7.2.3.4商品汽车交付区分为检测区、交验区和配送区，交付应邻近存放区，布设符合下列要求： 

a）交付区宜布设在商品汽车作业区出入口附近； 

b） 交验区设置验车道，每个车道宽度为4.0m,长度应满足运输汽车单次配送商品汽车排队要求； 

c）配送区应满足商品车运输半挂车和中置轴车辆运输车等配送车辆掉头、停放的要求; 

d) 检测区的现场作业房、出入库扫描房、检测用房应与备品房、工具房和洗车房等集中设置。 

7.2.3.5商品汽车作业区应根据需要设置围栏、出入口、安全设施、消防设施，根据需要设置海关、

边检等设施。 

7.2.4长大笨重货物 

7.2.4.1 长大笨重货物作业区的主要设施包括铁路装卸线、换装机械作业区、货物堆场（或仓库、

货棚）和汽车作业区。 

7.2.4.2 换装设备选用带外伸臂门式起重机时,汽车通道宜设在门式起重机外伸臂下,铁路装卸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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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内邻靠走行轨一侧设置;当采用无外伸臂门式起重机时,汽车通道应设在跨内邻靠走行轨一侧,

铁路装卸线应设在邻靠另一走行轨一侧。 

7.2.4.3装卸机械采用轮胎式起重机时,道路应布设在货位外侧。 

7.2.4.4 货物需要在室内进行换装时，可将铁路装卸线引入库或棚内，或采用带外伸臂门式起重机

和室内桥式起重机联合作业，将门式起重机外伸臂的有效作业范围覆盖室内桥式起重机，详图 16-d）。 

7.2.4.5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 16: 

 

 

a—a断面 

a）无外伸臂、跨内设汽车通道轨道式门式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b—b断面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门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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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物堆场； 5——门式起重机轨道。 

3——汽车作业通道； 

b）有外伸臂、跨内不设汽车通道轨道式门式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c—c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3——汽车作业通道；  

2——货物堆场； 4——轮胎式起重机作业区。 

c）轮胎式起重机布设示意图 

 

 
d—d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门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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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物堆场；       5——门式起重机轨道； 

3——汽车作业通道；   6——作业库房。 

d）外伸臂式轨道式门式起重机联合仓库作业布设示意图 

标引符号说明： 

E——走行轨中心至货位边缘(或汽车通道边缘)的距离，等于支腿突出部分的宽度+0.8m； 

F——走行轨中心至铁路装卸线中心的距离，等于支腿突出部分的宽度+2.44m； 

G——铁路装卸线中心至汽车通道边缘或货位边缘的距离，不在铁路装卸线进行列车技术作业的采用 

2.5m，在铁路装卸线进行列车技术作业的采用3.0m； 

H0——轨道式门式起重机高度； 

R——轮胎式起重机作业通道宽度，应不小于15m； 

S——相邻铁路装卸线之间的距离； 

J——汽车通道宽度，单车道应不小于3.5m，双车道应不小于7.0m； 

W——长大笨重货物堆存货位长度； 

Lk——轨道式门式起重机跨度； 

L1、L2——两侧外伸臂有效长度； 

L悬有效——门式起重机外伸臂有效长度（m）； 

L跨——门式起重机跨度（m）； 

L通——仓库内汽车通道宽度，一般取7.0m； 

图16 长大笨重货物作业区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2.4.6换装作业区内道路坡度、长度、宽度、转弯半径等应满足大型运输车辆作业、通行的要求。 

7.2.4.7长大笨重货物汽车作业通道宜与铁路装卸线平行布置，宽度不小于7m。汽车通道邻靠货物装

卸线布置时，汽车通道至货物装卸线边缘距离无列车技术作业时不应小于2.5m，有列车技术作业时

不应小于3.0m。 

7.2.4.8需要室内作业时，长大笨重货物仓库、货棚的跨度、净高及站台宽度应按作业货物、作业机

械类型及作业方式确定。 

7.2.5散改集货物 

7.2.5.1 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区的主要设施包括铁路装卸线、铁路货物堆场、散改集作业场（库）

及汽车作业通道等。 

7.2.5.2散改集作业库宜临近铁路装卸线（或铁路货物堆场），有条件时，铁路装卸线及公路运输车

辆宜进入库内作业。 

7.2.5.3 散改集作业库宜采用全封闭独立库，并设置防尘、抑尘等设施。 

7.2.5.4 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区宜设置公路运输车辆及集装箱的冲洗区域，并设置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 

7.3 铁水换装作业区 

7.3.1 集装箱 

7.3.1.1 采用码头直取作业，铁路装卸线应延伸到码头前沿，并符合下列要求： 

a） 码头前方作业地带宽度应根据装卸工艺布置的需要确定，一般不宜小于45m。对栈桥式码头，

码头平台宽度不宜小于40m，宜根据具体情况论证确定； 

b）集装箱装卸桥水侧轨道中心线至码头前沿的距离不宜小于2.5m； 

c）其他布置应符合JTS 165或JTS 16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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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采用铁路主箱场换装作业，铁路作业场布设应符合7.2.1的要求，水路作业区应符合JTS 165

或JTS 166的相关要求。换装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17。 

 

 

 
a—a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5——门式起重机轨道； 

2——铁路箱场（选箱）；  6——码头堆场通道；  

3——汽车作业通道；      7——码头堆场； 

4——门式起重机；       8——码头作业区。 

图17  铁路主箱场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3.1.3 采用水陆陆域堆场换装作业，铁路作业区宜毗邻水路陆域集装箱堆场后侧布置，并符合下

列要求： 

a）采用轨道式门式起重机作业时，平面布置需结合铁路线布置、临时集装箱堆场设置、集卡车

作业车道的设置等因素综合考虑； 

b）采用正面吊运车和空箱堆高机作业的堆场，作业通道间距不宜小于15m； 

c）作业区主要道路宽度不低于15m，其他次要道路宽度不低于9m； 

d）铁路作业场布设应符合7.2.1的要求； 

e）换装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18。 

7.3.1.4采用水陆陆域堆场换装作业，铁路作业区设置在港区外独立区域时，铁路作业场布设应符合

7.2.1的要求，水路作业区应符合JTS 165或JTS 166的相关要求。铁路作业区与港区间宜设置集装箱

短驳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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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门式起重机轨道； 

2——汽车作业通道；  5——码头箱场（选箱）； 

3——门式起重机；    6——码头作业区。 

图18  码头集装箱堆场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3.1.5 内外贸合用的集装箱码头，应将外贸集装箱堆场等作业区与其他作业区隔离开，并应设置

必要的封闭设施。 

7.3.2 成件包装品 

7.3.2.1 成件包装作业区的主要设施包括水路码头、水路陆域库（场）、铁路作业站台（库、棚）

及汽车作业通道。 

7.3.2.2 成件包装品铁路作业线位置宜结合作业库（场）设置，可设置在作业库（场）前、作业库

（场）后或作业库（场）内，一般采用作业库（场）后布局方案。 

7.3.2.3 采用直接换装或场区（库）换装作业，铁路作业区应毗邻水路货物库（堆场），换装作业

区布置符合下列要求： 

a)换装库一般布置在邻近码头区域，宜布置在码头前沿100m范围内，最远不宜超过200m，并平

行于码头岸线。 

b) 换装场宜沿作业区主要通道或铁路装卸线布置，宽度应根据换装作业机械作业方式确定，采

用龙门起重机一般取20m～30m，采用轮胎式起重机一般取16m～20m。 

c) 铁路作业区和汽车作业区的布置应符合7.2.2的要求。 

d) 换装库也可采用多层库，多层库一般布置在码头装卸机械作业幅度内。层间货物运输一般采

用电梯、库内吊或库顶吊。层高按照作业需要确定，一般低层层高为6m，其他层层高为5m。 

e) 换装库可根据需要设置汽车坡道，供承担货物水平运输的车辆进入库内进行作业。 

7.3.2.4铁路在库后换装作业区的布设形式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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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汽车通道； 

2——铁路站台（库）；5——码头堆场（库）； 

3——汽车作业区；6——码头作业区。 

标引符号说明： 

D——站台仓库宽度。 

N——站台边缘至线路中心距离，应为1.75m。 

K——仓库铁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4.0m； 

L——仓库道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5.0m； 

H1——铁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铁路侧站台高出轨面高度宜为0.95m～1.10m； 

H2——公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道路侧站台高出站台道路侧作业场地高度宜为1.1m～1.3m； 

R——站台道路侧作业场地宽度，一般宜不小于30m，只停放配送或接取送达车辆的作业场地， 

其宽度可根据配送车辆外廓尺寸适当减少； 

J——汽车通道宽度，单车道应不小于3.5m，双车道应不小于7.0m； 

图19  成件包装品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3.2.5当铁路作业区在港区外部独立区域，采用内外库（场）短驳换装作业时，铁路作业场布设应

符合7.2.2的要求，水路作业区布设应符合JTS 165或JTS 166的相关要求。铁路作业区与港区间宜设

置短驳车辆专用通道。 

7.3.3 商品汽车 

7.3.3.1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区主要包括铁路装卸场、临时停放区、交付区、仓储区、滚装码头等，

根据需求可设货物站台和商品汽车零配件库或货棚等。换装作业区的布设形式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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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码头作业区；  

2——铁路临时停放区； 5——汽车通道； 

3——码头停放区；6 ——交付区。 

图20  商品汽车换装作业平面布设示意图 

7.3.3.2 商品汽车铁路装卸场、临时停放区、交付区、仓储区的设置应符合7.2.3的要求。 

7.3.3.3 商品汽车滚装码头的布置应根据风、浪、流条件确定。条件较好时，3000吨级及以下的直

跳板滚装船码头可采用丁靠的布置形式。条件良好或有掩护时，对于停靠操控性能良好的3000~10000

吨级直跳板滚装船的码头，经论证，也可采用丁靠的布置形式。泊位长度的计算应遵守下列规定： 

a）滚装码头根据设计船型的跳板类型、吨级和自然条件，可采用艉或艏斜跳板式、艉或艏直跳

板式和舯跳板式的布置型式，其泊位长度应满足船舶安全靠离、系缆和装卸作业的要求； 

b）对3000GT及以下的直跳板滚装船码头，风、浪、流条件较好时，可采用丁靠的布置形式； 

c）码头前沿高程参考JTS 165、JTS166确定，可根据船型尺度、工艺等因素经论证后适当降低； 

d）码头前沿宽度应满足滚装车辆上下船临时停放及行驶需要； 

e) 客滚船旅客和车辆的登船设施宜分开设置，无条件时，应采取人车分时作业等安全措施。 

7.3.4 长大笨重货物 

7.3.4.1 长大笨重货物铁水换装作业区主要包括水路码头作业区、码头陆域堆场、货物堆场（或仓

库、货棚）和铁路作业区等。 

7.3.4.2 采用直接换装或场区换装，铁路作业区应毗邻水路货物堆场，作业区常见布设形式见图21: 

 

 

a—a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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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4——汽车通道； 

2——轮胎式起重机作业区；  5——码头堆场（库）；  

3——汽车作业区；           6——码头作业区。 

标引符号说明： 

P——铁路装卸线中心至轮胎式起重机后面均衡块外侧边缘最小距离，应不小于2.44m; 

R——轮胎式起重机作业通道宽度，应不小于15m； 

J——汽车通道宽度，单车道应不小于3.5m，双车道应不小于7.0m。 

图21 长大笨重货物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3.4.3 长大笨重货物码头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码头可根据水文、地形、货种、装卸工艺及机械选型采用连片式、斜坡式等布置型式； 

b）采用回转式起重机装卸船时，起重机布置应满足起重机旋转时机体与船体不相碰撞的要求; 

c）采用轨道式起重机装卸船时，起重机水侧轨中心线距码头前沿距离不宜小于2m，并应满足人

孔、电缆沟、上水栓等布置要求； 

d）引桥连片式码头平台宽度应根据装卸船机械、工艺布置和作业方式等综合确定。引桥净宽，

双车道不宜小于8m，三车道不宜小于11m，四车道不宜小于14m；小型码头可适当减小。引桥

与码头平台连接处应满足车辆转弯的要求； 

e）满堂连片式码头的前方作业地带宽度应根据装卸船机械、工艺布置和作业方式等综合确定，

采用轨道式起重机时，宽度宜取25m～50m；采用船机、固定式或流动式起重机时，宽度宜取

20m～30m。 

7.3.4.4长大笨重货物铁路装卸区、仓库堆场的布置应符合7.2.4的要求。 

7.3.4.5 换装作业进口木材时，有熏蒸要求的应设置木材熏蒸场或熏蒸库，其与办公、生活区及公

共道路间距不应小于50m，距离居民区不应小于1000m。熏蒸场地应平整、无积水、便于通风，并应

设置护栏。木材应按材种、材长分别堆放，堆场布置应满足装卸作业和消防要求。 

7.3.4.6当铁路作业区在港区外部独立区域，采用内外场短驳换装作业，铁路作业场布设应符合长大

笨重货物作业的要求，水路作业区布设应符合JTS 165或JTS 166的相关要求。铁路作业区与港区间

宜设置短驳车辆专用通道。 

7.3.5 散改集货物 

7.3.5.1 干散堆装货物散改集作业的主要设施包括水路码头、水路陆域堆场、散改集作业库及铁路

装卸线等作业区。 

7.3.5.2散改集作业库宜紧邻码头（或水路陆域堆场）布置。布设形式见图22: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5——码头堆场汽车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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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路作业区汽车作业通道；    6——码头作业区； 

3——门式起重机；                7——码头堆场（库）。 

4——门式起重机轨道； 

图22  散改集货物换装作业平面布设示意图 

7.3.5.3 散改集作业库宜采用全封闭库，铁路装卸线及内部短驳运输车辆可进入库内作业，散改集

作业库应设置防尘、抑尘等设施。 

7.3.5.4 码头（或堆场）至散改集作业库采用皮带机运输时，宜采用全封闭皮带机廊道。 

7.3.5.5散改集作业区宜设置集装箱冲洗场地，并设置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7.3.5.6铁路集装箱作业区布局应符合 7.2.1的要求。 

7.4 公水换装作业区 

7.4.1 公水换装作业区包括集装箱、成件包装品、商品汽车、长大笨重货物、干散货散改集等换装

作业区。 

7.4.2 公水换装作业区宜和港口 码头作业区或水路陆域堆场一体融合，通过专用公路站场进行换装

作业的，换装作业区应设置在港口陆域堆场后侧或紧邻港区的外部独立区域。 

7.4.3散改集作业库的布置应符合 7.3.5的要求，公路运输车辆可进入库内作业。 

7.4.4 公水换装作业区的规模及布局应符合 JTS 165或 JTS 166的规定。 

7.5空陆联运换装作业区 

7.5.1 空陆换装作业区宜按照航空散货、集装货、邮件快件分别进行平面布置，同时考虑必要的安

检、查扣、查验等公共区域。 

7.5.2 对于出港货物，作业区根据需要布置特殊货物 24小时存放区和货物分拣设施区。 

7.5.3 空陆换装作业区，应按 MH/T 7003 的要求设置陆侧与空侧的隔离设施。进行国际货物换装的

作业区，其隔离设施尚应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的隔离要求 

7.5.4 一般散货、集装货、邮件快件等的空陆换装作业应在库内进行换装。大件货物换装宜设置独

立的换装作业区，并毗邻空陆换装作业库。 

7.5.5 换装冷链货物的作业区应配置专用的封闭温控操作空间，并应符合GB 50072的要求。 

7.5.6 航空公路换装库陆侧站台开面长度应能满足高峰作业车辆的停靠，站台高度一般为 0.9m～

1.2m, 并应配置高度调节设备以满足不同车型的接驳要求。站台宽度应根据作业工艺和换装设备确

定，采用叉式装载车操作的站台宽度不小于 6m。 

7.5.7 航空公路换装作业，宜采用直接换装，将陆侧作业区和空侧作业区一体化布置。航空公路换

装作业区的布设形式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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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汽车作业区；    2——陆侧作业区； 3——空侧作业区；    4——货机坪。 

标引符号说明： 

K——仓库公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5.0m； 

L1——公路侧雨棚伸出站台边缘的宽度，宜不小于2.55m； 

L2——空侧雨棚伸出仓库外墙边的宽度，宜不小于2.0m; 

H1——公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道路侧站台高出站台道路侧作业场地高度宜为1.1m～1.3m。 

图 23 航空公路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5.8 航空铁路换装作业，宜采用直接换装，若铁路货运设施与航空货运设施毗邻建设，可采用短

驳换装方式。航空铁路换装作业区布设形式见图 24： 

 

 

  a—a断面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陆侧作业区； 3——空侧作业区；4——货机坪。 

标引符号说明： 

N——站台边缘至线路中心距离，应为1.75m。 

K——仓库铁路侧外墙轴线距站台边缘距离，宜不小于4.0m； 

L2——空侧雨棚伸出仓库外墙边的宽度，宜不小于2.0m； 

L3——铁路侧雨棚伸出站台边缘的宽度，宜不小于2.05m； 

H1——铁路侧站台边缘顶面高度，铁路侧站台高出轨面高度宜为0.95m～1.10m。 

a) 航空铁路直接换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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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航空铁路短驳换装 

标引序号说明： 

1——铁路装卸线；      2——陆侧作业区；     3——空侧作业区；    4——货机坪； 

5——短驳汽车作业区；  6——短驳汽车通道。 

图24 航空铁路换装作业平面断面布设示意图 

7.5.9 换装库空侧不设站台，室内外高差宜为 0.15m～0.2m,并应设置外坡。 

7.5.10换装库应设置雨棚，陆侧雨棚探出站台边缘应不小于2m，空侧防雨棚探出建筑物外墙边缘应

不小于2m。空侧室内外交界处应设置科学有效的排水措施防止室外雨水倒灌。 

7.5.11 空侧作业区和陆侧作业区可以同层布局也可以垂直布局。采用垂直布局的，空侧换装作业区

宜在上层，陆侧换装作业区宜在下层，上下层应设有便捷联通通道和垂直电梯等货运设备。 

7.6 公铁水联运枢纽 

7.6.1根据外部集疏运条件、换装工艺、换装作业量等，统筹布置公铁、铁水、公水三类作业区。 

7.6.2当铁路货运量和道路货运量均较大时，道路主干道宜避免与铁路线平面交叉。 

7.6.3 铁路相关作业区宜单独布设。水路、公路换装作业区根据换装货物、换装量的不同，可统一

整体布设。 

7.6.4公铁水联运枢纽各作业区布置应符合公铁、铁水及公水联运型枢纽的相关规定。 

7.7邮件快件作业区 

7.7.1 换装作业区应具备快速集散和中转功能，根据需要可设置装卸区、处理区等功能区。并应具

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装卸作业场所、设施设备及信息服务设备。 

7.7.2 换装作业区的布设应充分考虑邮件快件的时效性，满足大规模、多种类邮件快件的多频快速

装卸、集散、称重、装（拆）集装器、航空安检、公路安检、铁路安检和海关监管等作业需求。 

7.7.3 考虑邮件快件业务具有私密性、安全性的要求，换装作业区中的邮件快件业务可采用视频监

控或设立物理围网等方式实现虚拟隔离或物理隔离，并在车辆出入口设立门岗、道闸，在人员出入

口设立人行闸机、安检设备等。 

7.7.4 换装作业区中的国内邮件快件业务和国际邮件快件业务应分区域作业，并根据需要分别设置

专用隔离通道。 

8 枢纽集疏运与内部交通 

8.1 基本要求 

8.1.1 枢纽集疏运包括枢纽衔接区域综合运输网的铁路、道路及内河航道等进出枢纽交通设施，枢

纽内部交通包括枢纽内铁路、道路、廊道、出入口、停车场等内部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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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枢纽集疏运与枢纽内部交通的设计应选择布局合理、路线短捷、疏运便利、投资节省和营运

成本低的设计方案。 

8.1.3枢纽集疏运与枢纽内部交通应在路网衔接、建设规模、通行能力、标识导向等方面相互协调，

最大化发挥内外交通系统优势。建设规模和通行能力应满足枢纽作业要求，并正确处理近期和远期

的关系，适当留有发展余地，必要时应开展交通仿真模拟进行专题验证。 

8.1.4 枢纽集疏运与区域综合运输网的衔接方式、衔接位置、线路布置宜避免车辆的迂回和折返运

输，并应减少铁路、道路间相互干扰。 

8.1.5枢纽内道路可根据需要设置或预留自动（无人）驾驶车辆专用车道或车路协同路侧设施。 

8.2枢纽集疏运 

8.2.1铁路 

8.2.1.1 依托海港、大型河港的综合货运枢纽在港口新建或改扩建集装箱、大宗干散货作业区时，

应同步规划建设集疏运铁路。大型集装箱枢纽及以煤炭、矿石、焦炭、粮食等大宗货物作业为主年

运量 150万吨以上的综合货运枢纽，应建设进枢纽铁路专用线。 

8.2.1.2 集疏运衔接铁路应与外部铁路的设计标准相协调，接轨点应充分利用既有设备和车站能力，

并符合以下要求： 

a）接轨站选择应结合枢纽选址就近引入有条件的铁路车站，并保证主要货运方向接轨顺直； 

b）铁路终点宜尽可能位于或者靠近综合货运枢纽的换装作业区； 

c）接轨方式应根据接轨铁路的等级、繁忙程度及专用线运量确定，与新建铁路或改建既有铁路

接轨时，应与接轨铁路同步规划、同步设计、统筹建设。 

8.2.1.3 办理集装箱运输的集疏运衔接铁路设计应遵守集装箱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危险货物

运输的集疏运衔接铁路设计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铁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8.2.2道路 

8.2.2.1 位于城市道路网规划范围内或公路网规划范围内的集疏运道路设计，应分别遵守 CJJ 37、

JTG B0l的有关规定。位于上述规划范围外的集疏运道路设计应遵守 GBJ 22的有关规定。 

8.2.2.2 集疏运道路应便捷顺畅地连接至高速公路等公共快速道路网，集疏运量较大时，宜避免与

通勤或其他生活功能集中的城市道路混用，以集装箱、大宗散货运输为主的集疏运道路，其技术指

标经论证可适当提高。 

8.2.2.3衔接枢纽出入口的道路，可按衔接该出入口的枢纽内道路有关技术指标设计。 

8.2.3航道 

8.2.3.1 具备内河航道通达的综合货运枢纽，宜充分利用内河航道的集疏运优势，发展江海联运、

铁水联运和公水联运。 

8.2.3.2 为综合货运枢纽配套的集疏运内河航道，其等级应根据集疏运的货流密度、货种、运输距

离和建设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8.2.3.3 集疏运内河航道的选线和航道布置应便于与枢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合理衔接。 

8.3 内部交通 

8.3.1铁路 

8.3.1.1 枢纽内铁路的线路走向、敷设方式应与枢纽用地布局规划相结合，并满足与枢纽内作业区

连接的要求。 

8.3.1.2枢纽内铁路线路的布设应符合TB 10099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铁路装卸线有效长度可按货物运量、货物品种、作业性质、取送车方式以及一次装卸车数量

等因素确定,宜满足整列装卸作业的需要，条件受限时应至少满足半列装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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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铁路车辆流线应便于列车的直到直发、调车、转线作业； 

c) 铁路装卸线宜平行道路设置，减少公铁平面交叉； 

d) 铁路装卸线不应设接触网； 

e）铁路装卸场图型应根据装卸工艺、地形条件、运量、铁路行车组织、接发车均衡性等因素， 

可分为贯通式、尽端式及混合式，见附录C。一般宜采用尽端式，当铁路取送车距离较长时， 

可采用贯通式。 

8.3.2道路 

8.3.2.1 枢纽内部道路设计宜考虑货运、作业、消防、人流等四种交通的需求，按照交通功能可分

为主干道、次干道、支道。 

a）主干道为连接枢纽主要出入口的道路，或交通运输繁忙、服务枢纽整体的主要道路。 

b）次干道为连接枢纽次要出入口的道路，或作业区与主要集散道路、作业区之间交通运输较繁

忙的道路； 

c）支道为枢纽内货车和行人较少的道路以及消防道路等。 

8.3.2.2 枢纽内部各等级道路布局应与枢纽总体布局相协调。合理组织枢纽内车辆行驶路线，主要

联运方式之间的车流组织应顺畅、便捷，避免货物迂回、折返。 

8.3.2.3 枢纽内道路布置应满足运输、消防、环境卫生和排水等要求，宜布置成环形。各功能区内

部道路宜形成内部微循环。尽头式道路应具备回车条件。 

8.3.2.4 枢纽内部道路主要技术标准应符合表 9给出的特征值。 

表 9 枢纽内道路主要技术标准 

项目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 

计算行车速度（km/h） 
一般枢纽 15 15 15 

运载集装箱枢纽 25～35 15～25 15 

路面宽度（m） 
一般枢纽 9～15 7～9 3.5～7 

运载集装箱枢纽 15～30 12～25 4～9 

最小圆曲线半径（m） 
行驶单辆汽车 15 15 15 

行驶拖挂车 20 20 20 

交叉口路面内缘最小转弯

半径（m） 

载重 4t～8t 单辆汽车 9 9 9 

载重 10t～15t 单辆汽车，

载重 4t～8t 汽车带挂车 
12 12 12 

集装箱拖挂车，载重 15t～

25t 平板车 
15～18 15～18 15～18 

载重 40t～60t 平板挂车 18 18 18 

最小竖曲线半径（m） 100 100 100 

停车视距（m） 15 15 15 

会车视距（m） 30 30 30 

最大纵坡(%) 6 8 9 

注 1:港内道路接近港区大门地段可根据使用要求适当加宽。 

注 2：有长大件货物运输的道路路面宽度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注 3:寒冷冰冻和积雪地区的枢纽道路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5%。 

注 4：电瓶车道纵坡不宜大于 3%。 

注 5：当受地形条件限制且交通量较小时，枢纽内道路最小圆曲线半径可减少 3m。 

 

8.3.2.5 枢纽道路边缘至铁路中心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3.75m。 枢纽内部道路边缘至建（构）筑物的

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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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枢纽内道路边缘至建（构）筑物的最小净距 

相邻建（构）筑物名称 最小净距（m）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无出入口 1.5 

建筑物 

外墙边缘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出入口，但不通行机动车辆 3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流动机械出入口 4.5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汽车出入口 6 

地上管线支架、柱、杆等边缘 1 

围墙边缘 1 

货堆边缘 1.5 

注 1：对有路肩的道路，最小净距自路肩边缘算起；对无路肩的道路，最小净距自路面边缘算起。 

注 2：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及管线至道路边缘的最小净距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注 3：枢纽道路与建（构）筑物之间进行绿化或设置边沟、管线等时，应按需要确定其净距。 

 

8.3.2.6 枢纽应根据需要设置汽车衡，汽车衡宜设置在计量汽车行进方向的右侧，并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宜设置在枢纽内主干道上，并应距主干道路口有一定距离； 

b) 汽车衡台面进车端的平直段长度宜取2倍车长，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1倍车长。出车端的平

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倍车长； 

c) 汽车进出汽车衡台面前后的弯道，其路面内边缘转弯半径不宜小于12m，困难条件下不应小

于9m。 

8.3.2.7枢纽内道路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遵守 GBJ 22和枢纽依托的运输方式站场有关

规定。 

8.3.3廊道 

8.3.3.1 枢纽内货物连续输送设备的通道采用架空廊道时，廊道应根据使用功能、环境条件可采用

封闭式或开敞式布置方式，运输干散堆货物的廊道应采用封闭式。 

8.3.3.2 廊道跨越铁路或道路时，其净空、净宽尺度应符合铁路建筑限界或道路交通限界要求，其

架空段的底面不得采用透空结构。 

8.3.4 线路交叉 

8.3.4.1 枢纽内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时符合下列规定： 

a) 枢纽内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的跨线桥桥下净空，应符合GB 146.2和JTG B01的规定。跨线桥

下是枢纽内道路时，其桥下净空尚应满足枢纽内流动机械通行的要求。 

b) 交叉点附近道路应为直线，并宜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叉角宜大于45°。Ⅳ级铁路受地形

条件限制时，交叉角可适当减小。 

c) 平交道口两端，从铁路钢轨最外侧算起，各应有不小于16m的水平路段，不包括竖曲线部分

长度。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港内道路的道口两端，可采用纵坡不大于2%的平缓路段。紧接

水平路段或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不宜大于3%；困难路段不宜大于5%。 

d) 道口宜设在瞭望条件良好的地点，并应符合GB 50012的规定，当不能符合视距要求时，应设

看守或道口自动信号。 

8.3.4.2 进出枢纽道路与其他道路的交叉符合下列规定。 

a) 进枢纽道路与高速公路、快速路交叉应采用立体交叉；与其他各级公路、城市道路交叉时，

可采用平面交叉，当交通运输繁忙或地形条件适宜且技术经济合理时，也应采用立体交叉。 

b) 立体交叉的跨线桥桥下净空应符合JTG B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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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平面交叉时，交叉点附近道路应为直线，并宜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叉角不宜小于45°。

平面交叉宜设在纵坡不大于2%的平缓路段，其长度从路面两侧向外算起，各不应小于16m，

不包括竖曲线部分长度。紧接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不宜大于3%，困难路段不宜大于5%。 

8.3.4.3 枢纽内道路互相交叉宜按 8.3.4.2 的规定执行，采用立体交叉时应满足枢纽内流动机械通行

的要求。 

8.3.5出入口 

8.3.5.1 枢纽车辆出入口的位置与数量应综合考虑枢纽内外部路网结构、交通流量大小、交通组织

等因素。 

8.3.5.2枢纽应设置两个或以上车辆出入口，并设置在不同位置，受条件限制或汽车运输量不大时，

可设一个出入口。 

8.3.5.3 枢纽的通勤车辆和办事车辆出入口宜单独设置。其他汽车运输量较大或汽车出入频繁的功

能区（如：商品汽车、集装箱、城市配送、快件分拣等功能区）可单独设置出入口。 

8.3.5.4 枢纽出入口应设置闸口，对进出车辆进行管控。货运车辆出入口闸口宜按“一岛一道”设

置，并宜设置顶棚。车道、隔离岛及顶棚符合下列规定： 

a）枢纽总进出车道数量应根据枢纽近期年平均日货运车辆、通勤车辆及办事车辆的进出流量确

定，集装箱卡车专用进出车道规模按照6.6.5条确定。 

b）枢纽有多个出入口时，应根据各出入口所服务的货车流量进行分配，且每个出入口进出车道

数各不少于2个。 

c）进出车道宽度宜为3.2m，最外侧车道应设置为超宽车道，车道宽度宜为5.0m； 

d）闸口隔离岛宽度设置管理亭时宜为2.2m，不设管理亭是可适当减小。隔离岛高度宜取0.25～

0.3m； 

e) 出入口顶棚最小净高不小于5.5m，集卡车闸口应设置检查桥，检查桥净高不小于5.0m。 

8.3.5.5 枢纽主要出入口应设置缓冲区，枢纽外侧缓冲区长度宜为 60m～100m，枢纽内侧缓冲区宜

为 40m～60m。出入交通量较大时，应取高值。 

8.3.5.6 枢纽主要出入口的闸口宜设置在直线路段，直线路段长度不宜小于 50m。设置称重车道时，

直线路段起终点至隔离岛头尾距离不小于 20m。闸口路段道路横坡宜为 1.5%～2.0%，并做好各车道

的排水设计。 

8.3.6停车场 

8.3.6.1 枢纽停车场可分为公共货运车辆停车场、作业场停车场、流动作业车辆(机械)停车场和社

会车辆停车场。流动作业车辆（机械）停车场宜与作业区停车场结合。 

8.3.6.2 公共货运车辆停车场宜靠近枢纽主要出入口设置，根据需求可在出入口内外分别设置。具

有海关监管货运区的枢纽，宜在海关卡口外设置专用货运车辆公共停车场。 

8.3.6.3 流动作业车辆（机械）停车场和作业场停车场宜临近生产作业区布置，可集中设置，也可

在不同作业区域内分别设置。流动作业车辆（机械）停车位根据需要可设置在停车库、停车棚内。 

8.3.6.4 社会车辆停车场宜结合办公、管理等功能区需要合理设置。 

8.3.6.5 枢纽货运车辆停车位数量应按枢纽发展要求及高峰时段汽车货运流量、货物性质、平均停

放时间等因素确定，流动作业车辆（机械）停车位数量应根据枢纽工艺设计和实际配置数量确定，

社会车辆停车位数量应按照 GB/T 51149确定。 

8.3.6.6 停车场应根据不同车辆类型、车辆大小实行分类停车，并符合下列要求： 

a）停车场车辆横向间距宜采用车长的10%～12%，并不宜小于0.7m。车型较小时，可采用下限。

通道处车辆的纵向间距（即车辆尾距）不宜小于车长的1.1倍，非通道处车辆的纵向间距不

宜小于1.0m；停车场坡度不应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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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停车场应留有适当长度和宽度的通道和出入口，避免车辆排队对枢纽内外造成不利影响。停

车区出入口应视野开阔，并设置醒目标志； 

c）停车场内行车道的布设应合理组织交通流线，以单向行驶为主，尽量减少车辆交织； 

d）停车场总平面布局及防火间距、消防通道等建筑标准应符合GB50067的要求。 

e) 停车场出入口不宜少于2个，且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于10.Om；条件困难或停车小于100 辆

时，可设1个出入口，但其进出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7.Om。 

f) 停车场出入口根据需要可设置管理控制设施。 

8.4 标识及引导系统 

8.4.1 综合货运枢纽内应统筹规划并建设与国家现有建筑标识系统、设施标识系统以及道路交通、

铁路、水路、航空标识系统相衔接的枢纽标识系统。 

8.4.2 标识系统设置应满足枢纽整体要求与各功能区作业要求。 

8.4.3 枢纽的标识系统设计应遵循安全高效、清晰易懂、连贯一致、融合共享的原则。 

8.4.4 应加强外部公共运输网、集疏运道路对综合货运枢纽引导标志标识的设置。具有水路运输功

能的枢纽应结合水路导助航设施设置综合货运枢纽引导标志标识。 

8.4.5 外部集疏运道路上对综合货运枢纽的指引标志应包含机场、港口、铁路货运站等名称的简称

及相应的标识，图形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 

8.4.6邻近综合货运枢纽出入口的道路交叉口应设置枢纽指引标志。 

8.4.7枢纽内部道路交通标志标识的设置应满足枢纽内货运作业、停车、加油、维修、餐饮、住宿、

商店、厕所及其他各种功能场所指引的需求，并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 

8.4.8 枢纽内部从入口到出口交通标志标识信息应连续，宜采用图案，其各功能区图形按照 GB/T 

10001进行选取。 

8.4.9枢纽内部道路交通标志主要包括指引标志、指示标志、禁令标志和警告标志等 

8.4.10枢纽内部道路指引标志包括车辆指引标志和行人指引标志，指引标志设置应在枢纽内道路分

流点处，并符合以下要求： 

a)车辆指引标志应设置在枢纽入口至各功能区、内部停车场、加油站、管理区、出口等的沿线

道路，停车场应根据车型对车种类型停车场分别进行指引，采用Ⅳ类反光膜进行制作； 

b)行人指引标志设置在枢纽入口至各功能区及管理、后勤服务等设施的沿线道路，可采用落地

灯箱或吊挂灯箱形式。 

8.4.11枢纽内禁令标志包括限速标志和禁止驶入标志，用以引导、禁止车辆和行人行驶，并符合以

下要求： 

a)限速标志设置在枢纽入口及不同等级道路入口、各功能区入口、各作业区的入口，以保障枢

纽内部行车安全； 

b)禁止驶入标志设置在枢纽出入口及枢纽内部道路处，禁止与枢纽、功能区、作业区无关的车

辆、行人进入。 

8.4.12枢纽内部及周边道路应在急弯、陡坡和视距不良的交叉处，设置警告装置、分道行驶路面标

线、凸面镜等设施保证行车安全。 

8.4.13枢纽机动车出入口位置应设置禁鸣标志，并对出入口区域实行不高于 5km/h的限速管理。 

8.4.14 枢纽内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识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8.4.15综合货运枢纽应为枢纽内各功能区、作业区、主要公共建筑、公共停车场、加油站、充电站

及公共卫生间等设施设置位置标志和导向标志。 

9 生产及管理服务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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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本要求 

9.1.1 综合货运枢纽辅助设施包括生产辅助设施、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 

9.1.2 综合货运枢纽应根据枢纽联运类型、作业货物品类、生产作业工艺、作业量、人员数量及其

他物流功能，综合确定辅助功能具体设施及其建设规模。建设规模指标可参考附录 D。 

9.1.3 综合货运枢纽内各功能区相同的辅助设施宜合并设置。 

9.1.4 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区域总用地面积不宜超过枢纽总用地的 10%。 

9.1.5 枢纽辅助设施的设置位置要以“利于生产作业、方便人员使用、保障生产安全”为前提，并

符合 GB 50016、GB 50037和 GB 51157中消防相关的规定。 

9.2 生产辅助设施 

9.2.1 生产辅助设施包括变电所、地磅房、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充电站、机修间、工具材料间、

流动机械库、现场候工间、集装箱洗箱间、消防站、给排水泵站、污水处理站及锅炉房等维持综合

货运枢纽正常生产的辅助基础设施。 

9.2.2 生产辅助设施宜邻近相关的生产作业区布置，并与生产作业工艺相协调，保证生产作业的高

效稳定。 

9.2.3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根据运输车辆、枢纽作业机械对燃料的需求，设置加油、加气、加氢功

能，并符合下列规定： 

a）与枢纽其他设施的安全间距应符合GB 50156的要求； 

b）宜按加油站、加气站、加氢站合建站建设； 

c）位置应临近公共货运车辆停车场或毗邻园区内主要通道。 

9.2.4 变-电站（所）的建设应与枢纽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综合考虑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和环境特

点等因素，并符合下列规定： 

a） 35～110kV变电站设置应结合外部电源条件和枢纽的建设规划，应便于架空线和电缆的进出； 

b）10(6)/0.4kV变电所设置应结合枢纽的功能分区和装卸换装设备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应布置

在用电负荷较大的区域； 

c) 冷链功能区、冷藏集装箱及其他重要负荷的专用变电所宜靠近负荷密度大且重要性高的设备

布置，当市政电源不能满足设备供电要求时，应配置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 

d）避免与邻近设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应避开易燃、易爆及其他敏感设施区域； 

e）变（配）电所应优先考虑采用户内式，当受条件限制时可采用户外箱式变电站； 

f) 变（配）电所设计遵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遵守GB 50016、GB 50053、GB 50058、GB 50059

和 GB 50187的规定。 

9.2.5 充电站设置满足下列规定： 

a）充电站的建设应结合枢纽规划，按照近远期结合、快慢充结合和分期落实的原则实施； 

b）充电站应设置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防雷、防火、防爆等，应满足GB 50057、GB50058

和GB 50016的有关要求； 

c）除消防、电力抢修及其它涉及安全的重要车辆专用充电设施应按不低于二级负荷供电，其它

充电站或设施宜按三级负荷供电； 

d）作业区充电站宜根据电动车数量和充电需求设置快充设施； 

e）公共货车停车区宜考虑远期新能源货车的发展，在场地内预留充电设施的安装位置、管井等

设施；  

f) 充电站设计遵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遵守GB50966和GB/T 51313的规定。 

9.3 管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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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综合货运枢纽管理设施包括综合管理用房、货运业务用房、现场管理业务用房等设施。 

9.3.2 综合管理用房主要包括生产管理、生产调度、信息管理、行政办公、会议室、培训室等用房。

综合管理用房的规模应依据生产管理需求进行配置。 

9.3.3 货运业务用房包括货运业务办理、货运代理办公、客户办公、市场展示、金融、营销服务、

保险、海关、国检、税务、运管、公安及其他与货物运输、物流业务相关的设施。货运业务用房的

规模，应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配置。 

9.3.4 综合管理用房、货运业务用房应布局在综合货运枢纽主要出入口附近，并设置在生产作业区

的上风向。 

9.3.5 货运业务用房宜与综合管理用房合置建设，对外公共服务功能区及货运代理办公、客户办公

等第三方用房应相对独立。 

9.3.6 枢纽可根据各功能区需求设置现场管理及业务用房，现场管理及业务用房宜与现场生产设施

或辅助设施合并设置。现场管理及业务设施规模应按照现场管理人员人数或业务流程确定。 

9.4 服务设施 

9.4.1 综合货运枢纽应设置司机之家、公共厕所等服务设施，可根据需要和枢纽周边设施条件设置

餐饮、小卖、宿舍、淋浴、医务、文体活动等服务设施。 

9.4.2 司机之家应设置休息、淋浴、洗衣、如厕、餐饮等功能，并符合下列规定： 

a）宜设置在枢纽公共货车停车场内或邻近公共货车停车场； 

b）宜和枢纽其他辅助设施合建；与其他辅助设施合建时，相同功能设施应合并设置； 

c）司机之家休息间建筑面积可按6m²/人～8m²/人、餐饮建筑面积可按3.2m²/人计算确定。 

9.4.3 公共厕所宜临近公共办事区和作业人员相对集聚的作业区。不宜建固定式公共厕所的生产作

业区，可设置活动式厕所。 

9.4.4 综合货运枢纽内餐饮、小卖、宿舍、淋浴、医务、文体活动等其他服务设施的规模应根据实

际需求确定。 

10 信息化系统 

10.1 基本要求 

10.1.1 枢纽应根据多式联运发展需求建设信息化系统，满足综合货运枢纽高效运行管理要求。 

10.1.2 枢纽信息化系统应统筹规划、一体化设计，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信息化系统网络应互联互通，

实现信息共享。 

10.1.3 信息化系统应以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为基础，具备智能作业、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等功能。 

10.1.4 信息化系统宜采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撑枢纽无人化、智慧化

生产作业。 

10.1.5信息化系统应具有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10.1.6 信息化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宜进行专项评审确定，应根据确定的安全等级配备相应安全保护措

施，并符合 GB/T22239和 GB/T25070的规定。 

10.1.7 枢纽信息化系统宜预留与上级交通、应急、消防、医疗等机构的接口。 

10.2系统框架 

10.2.1 枢纽信息化系统由业务平台、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信息基础设施与智能设备以及网络与信

息安全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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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综合货运枢纽信息化系统总体框架示意图 

10.2.2 业务平台应支撑换装、运输、仓储、调度、跟踪、运营、监测等的智慧作业、管理和服务; 

10.2.3 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应具备数据交换、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共享等功能。  

10.2.4网络与信息安全应包含信息安全策略、安全服务和安全设施。 

10.2.5信息基础设施与智能设备应包含网络设施、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存储/安全设施、生

产作业相关的智能化设备。 

10.3系统功能 

10.3.1 枢纽信息化系统宜具备生产作业管理、仓储管理、运输管理、运行监测与应急管理、综合运

营管理和联运服务等功能。宜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呈现。 

10.3.2 生产作业管理应包含换装作业管理、联运组织协同和换装设备管理等。 

10.3.3 仓储管理宜包含货物管理、配送管理和分拣管理等功能，支撑物品分类、集中、配装、搬运

等作业自动化管理。 

10.3.4 运输管理应包含计划管理、单证管理、调度管理、交通管理和运输工具管理等功能，支撑枢

纽内车路协同系统运行服务。 

10.3.5 运行监测与应急管理应包含运行监测、指挥调度、运行分析、应急管理等智慧管理功能。 

10.3.6 综合运营管理应综合办公、设备管理、商务流转和金融服务等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功能。 

10.3.7 联运服务应集成不同运输方式业务流程，具备业务办理、信息发布、物流跟踪和信息查询等

智慧服务功能。 

10.4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 

10.4.1枢纽信息化系统各运输方式之间宜根据需要交换以下基本信息： 

a) 铁路运单、订舱托运单、站场收据、海运提单、邮件快件运单等单证信息； 

b) 联运单信息； 

c) 运输计划信息、预确报信息、调度信息； 

d) 货物基本信息、货运跟踪信息； 

e) 仓储信息； 

f) 换装作业信息、场地基本设施信息、货运站场信息； 

g) 航班信息、班列信息、船舶信息、车辆信息； 

h）集装箱状态信息、舱单信息； 

i) 枢纽内交通组织信息、换装组织信息； 



JT/T XXXXX—XXXX 

46 

j) 公共物流信息、公共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信息、安全防范信息、应急资源信息； 

k) 枢纽公共地理信息、环境信息、消防信息。 

10.4.2枢纽信息化系统各运输方式之间宜根据需要交换以下扩展信息： 

a) 保单等金融服务信息； 

b) 货物特殊监管要求信息； 

c) 用能信息、能效及碳排放信息。 

10.4.3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应具备不同运输方式的网络通信与数据传输接口。 

10.4.4 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应根据系统功能要求建立数据交换协议和数据规范，并应预留后续开发

接口。 

10.4.5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应根据不同运输方式货物快速转运或直接换装的要求，提供及时、准确、

可靠的信息服务。 

10.5 网络与信息安全 

10.5.1 网络与信息安全应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终端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  

10.5.2枢纽信息化系统应针对敏感数据的传输设置专用通信链路，保障数据交换的安全性。  

10.5.3枢纽信息化系统应具有功能完善的系统安全防护措施，应制定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10.6基础设施与智能化 

10.6.1枢纽应建设信息化中心机房，信息化中心机房应符合 GB 50174的规定。  

10.6.2枢纽网络应采用有线与无线相结合方式覆盖整个枢纽，无线网络宜采用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10.6.3 枢纽宜通过各运输方式之间的交换信息，实现各运输方式间的协同作业和作业能力匹配。

10.6.4 枢纽生产作业采用的设备设施宜具有智能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可通过建设物联网平台与枢

纽信息化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10.6.5枢纽宜根据枢纽生产作业需要，采用车辆驾驶自动化、车路协同等智能交通技术。 

10.7 综合运营管理与应急指挥 

10.7.1综合运营管理与应急指挥系统应协调各交通运输方式功能中心管理职能，宜具有监控关键性

业务运行数据、风险预测及现场异常通报、非正常类服务、运行分析及综合可视化多媒体等功能。 

10.7.2枢纽宜设置应急会商室，协同决策与管理，引入不同交通运输方式指挥调度系统终端，建设

坐席协作管理系统，可配合大屏使用。 

10.8 交通运行监测管理 

10.8.1 交通运行监测管理宜融合各种运输方式班次信息，道路、通道管制与引导信息，出入口管理

信息，停车库（场）管理信息，车流、人流和物流信息，以及公共区视频图像信息。 

10.8.2 交通运行监测管理应协调各交通运输方式调度，提供决策支持、管理支持和信息服务，宜具

有交通信息监测与分析、信息服务、运行管理、调度协调、事件管理、系统管理、查询统计等应用

模块。 

10.9安保管理 

10.9.1 安保管理应最大限度地提升管辖范围的安全与保障，包括安防管理和安全检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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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安防管理系统宜具有视频整合、统一视频操控、视频智能检索、视频质量诊断、视频智能分

析、视频监控方向追踪、共享视频转发服务等功能。包含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隐蔽报警、周界

入侵报警和电子巡查等系统各类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存储、统一控制和调用。 

10.9.3 枢纽各出入口门禁使用异常、隐蔽报警时应能联动显示实时摄像。 

10.9.4 安全检查管理系统应能根据各个联检单位协商定制相关的安全协防职责及业务操作流程的

需求，提供货物综合性安检信息，并可在系统平台上进行信息共享或交互。 

10.10能效管理 

10.10.1 能效管理包含综合用能监测和运维节能管理。 

10.10.2 综合用能监测系统中用电量（包括自备电源或光伏发电）、用水量、用气量、用热量、空

调制冷和换热热量等负荷应按单位分类分项汇总统计，计算用能效率及系统能效，计算碳排放量。 

10.10.3 运维节能管理应能协调优化各用能单位的节能运行策略，具有用能统计分析、评估审计、

趋势预测、运行仿真等功能。



JT/T XXXXX—XXXX 

48 

附录 A 

（资料性） 

不同运输方式作业货类对照表 

 
作业货类与各运输方式货类对照见表 A.1： 

 表 A.1 各运输方式货类对照 

  本规范作业货类 铁路 水运 公铁联运 航空 

集装箱 集装箱 集装箱 集装箱 集装器/板 

成件包装货物 包装成件货物 件杂货（有包装或袋装货物） 成件包装货物 散货 

长大笨重货物 长大笨重货物 
件杂货（无包装，尺寸及重量较

大，外型不一） 
长大笨重货物 超重、超大货物 

干散堆装货物 散堆装货物 
煤炭、矿石、散装货（粮食、水

泥、化肥等） 
散堆装货物 — 

邮件快件 邮件快件 — 邮件快件 邮件快件 

商品汽车 商品汽车 商品汽车 商品汽车 — 

注 1：—表示该运输方式不涉及。 

注 2：各运输方式作业货类，铁路参考 Q/CR 9133-2016、水运参考 JTS 165-2013 及《海港工程设计手册》（第

二版）、公铁联运参考 JT/T 1347-2020 、航空参考 GB/T 18041-2000。 

注 3：水运工程中还有大件货物，大件货物指大尺寸、大重量的特殊设备或装备，一般需要特殊装卸运输设备及

专项运输作业组织，本规范不包括该货类的作业。 

注 4：航空所指的散货是具有外包装的零散货物，小尺寸的零散货物航空运输时需要集包成为成件包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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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货物水平搬运机械设备选用表 

 

货物水平搬运机械主要有叉式装载车、牵引平板车、载重汽车等，货物水平搬运机械各有其合

理的经济搬运距离和爬坡能力。在选用货物水平搬运机械设备时可参考表 B.1、B.2： 

表 B.1  货物水平搬运机械经济运距 

序    号 机    型 经济运距（m） 备    注 

1 叉式装载车 ＜150 作业区内或毗邻的作业区的搬运以及库场内的搬运作业 

2 牵引平板车 150～450 不毗邻的作业区间的搬运作业 

3 载重汽车 ＞350 不毗邻的作业区间，且距离较远的搬运作业 

 

表 B.2  货物水平搬运机械爬坡范围 

机    型 叉式装载车 牵引平板车 载重汽车 

最大爬坡角度（°） 6～16 10～1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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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铁路装卸场布置示意图 

 

铁路装卸场布置分为贯通式、尽端式和混合式三种类型，见图C.1。 

 
a）贯通式布置 

 

b）尽端式布置 

 

c）混合式布置 

标引序号说明： 

1——长大笨重货物作业区；2——集装箱作业区；3——成件包装作业区。 

 

图 C.1  铁路装卸场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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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主要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物参考指标 

 

D.1枢纽转运站、皮带机廊道、集装箱拆装箱库等主要换装建筑物按工艺要求确定建筑面积。 

D.2主要辅助生产、管理及后勤建筑物可按以下指标确定建筑面积： 

a）综合办公室：管理人员为 12㎡/人～18㎡/人计算建筑面积。考虑浴室、食堂、娱乐等公用

面积。 

b）候工室：6㎡/人～8㎡/人计算建筑面积。考虑浴室、食堂、娱乐等公用面积。 

c）前方办公室：10㎡/人～12㎡/人计算建筑面积。 

d）装卸及成组工具库、变电所、污水处理站、机修车间、工具材料库、维修保养间和集装箱洗

箱车间等按工艺要求计算建筑面积。 

e）流动机械库：按流动机械入库百分比确定，一般采用 50%，北方、西北地区增大至 60%,并按

相关规定计算建筑面积。 

f）维修保养间：根据当地条件按工艺要求确定。 

g）材料供应站：100㎡～200㎡。 

h）加油站：加油站房面积(不含雨篷)，按工艺要求确定，一般宜为 150㎡/座 ～250㎡/座。 

i）地磅房：20㎡/座～30㎡/座。 

j）消防站：参照公安部《消防站建筑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确定。 

k）门卫：20㎡/座～35㎡/座。 

l）厕所：按使用人数确定,20㎡/座～35㎡/座。 

m）车库：按汽车库设计规范标准车型，地上外通道单排停放 18 ㎡/辆，地上，地下单通道单、

双排停放 35㎡/辆～40㎡/辆确定建筑面积。 

n）食堂：按就餐人数，3.2㎡/人确定建筑面积。 

o）浴室、锅炉房、医务室、哺乳室、文体活动室、健身用房、休息室、综合服务部分别按相关

规范确定建筑面积。 

p）海关、边检、公安等政府管理用房参考相关规定确定。 

       注:上述建筑物面积指标均以建筑面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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