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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河港通用码头建设标准 是根据国家计委计标

号 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 计标

号 一九八八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制订计划 和建设部 国

家计委 建标字第 号 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

暂行办法 的要求 由交通部主编 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为归

口管理单位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为具体主编单位

会同交通部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共同编制的

编制工作始终贯彻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的方针 执行国家的

有关技术经济政策和交通部有关港口建设的技术政策 从我国国

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出发 在总结运用我国内河港口建设的实践经

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 合理确定了本建设标准的水

平 既满足近期港口装卸运输技术要求 也适当考虑今后的技术

发展 建设标准经多次征求有关部门 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最后

由我部召开了全国审查会议 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为 总则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装卸工艺

与设备 建筑与建设用地 配套工程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六

章

施行本建设标准过程中 请各有关单位将发现的有关问题和

修改意见告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

号 邮编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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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 海港集装箱码头建设标准

和 河港通用码头建设标准 的通知

建标 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建委

建设厅 计委 计经委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 号和建设部 国家计委

建标字第 号文的要求 按照国家计委计标

号文的安排 由交通部负责编制的 海港集装箱码头建设标准

和 河港通用码头建设标准 业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为全

国统一标准予以发布 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及解释工作 由交通部负责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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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河港通用码头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的科学

管理 正确掌握建设标准 合理确定建设水平 推进技术进步

提高工程投资效益 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编制 评估 审批河港通用码头工程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 也是有关部门审查河港通

用码头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建设标准的尺

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 吨级以上的新建河港通用

码头工程 对改 扩建河港通用码头工程 可参照执行

本建设标准未包括港外配套工程设施

本建设标准规定的各项指标 系指单个泊位的建设指标 对

连续布置的多个泊位和在非全年通航的河流上新建的通用码头

其各项指标应根据具体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建设 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经

济建设方针 政策和交通部有关港口建设的技术政策 节约用

地 节约能源 加强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

第五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的建设 应符合港口总体布局规

划的要求 统筹安排 合理布置 当分期建设时 应适当留有发

展余地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的建设 应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 选

用技术先进 安全适用 投资省 经济效益好的方案

第六条 河港通用码头应建在河床比较稳定 水深 水流条

件适宜 地质条件较好的河段 同时交通方便 并有足够的水

域 陆域

第七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定额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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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八条 河港通用码头泊位的建设规模 按设计年吞吐量分

为 万 不含 万 下同 和 万 两档

上述两档的大值适用于以钢杂和散杂为主的货种 小值适用

于以件杂为主的货种

第九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泊位利用率 应控制在

对连续多泊位应控制在 当泊位利用率超过上

述最高值时 应首先考虑提高装卸效率或增加装卸机械数量 以

降低泊位利用率 如泊位利用率仍高于上述最高值时 则应增加

泊位数

第十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设计代表船型 应根据货物流量

流向和航道水深等条件确定 对江海联运的的河港通用码头 其

海轮船型不得超过 吨级

第十一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的主要建设项目内容包括 码

头 护岸 航道 锚地 装卸机械设备 仓库 堆场 铁路 道

路 供电照明 给水排水 消防 通讯 机修 暖通 供油 环

境保护 劳动保护 港作车船和辅助生产 港内生活建筑物等

上述建设项目内容 对新建工程应根据港口的依托条件和实

际需要进行设置 对改 扩建工程必须充分利用港口原有设施

避免重复建设

第十二条 河港通用码头前方通过能力 库场能力及集疏运

能力 应互相适应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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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装卸工艺与设备

第十三条 河港通用码头装卸工艺 应根据吞吐量 货种及

货物包装形式 水位变幅 船型 车型 集疏运方式等因素 综

合分析 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第十四条 河港通用码头前沿装卸机械的配置应与泊位的吞

吐量相适应 并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机型 对直立式码头 装卸

作业一般采用 条作业线 码头前沿宜配置旋转型起重机或桥架

型起重机 对斜坡式码头 宜采用 条作业线 码头前沿宜配置

浮式起重机 其斜坡道运输采用缆车

码头前沿装卸机械的起重能力 宜为 或

第十五条 河港通用码头库场装卸机械宜配置门式起重机

装卸桥 桥式起重机为主 也可采用轮胎式起重机和叉车 水平

运输机械采用牵引车与平板车或叉车

第十六条 对兼有装卸集装箱的河港通用码头 其装卸运输

机械的起重能力应与集装箱重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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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建设用地

第十七条 河港通用码头陆域各类设施的布置应在便利生产

前提下合理组合 集中布置 生产建 构 筑物及必要的辅助生

产建 构 筑物宜布置在陆域前方 其他建 构 筑物宜布置在

陆域后方

对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的码头 陆域总占地面积不

得大于 陆域纵深不得大于 不包括防洪堤占地

下同

对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的码头 陆域总占地面积不

得大于 陆域纵深不得大于

第十八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仓库 堆场面积应根据入库场

量 堆存期 货种比例等因素确定 当设计年吞量为 万

时 库场面积不宜超过 当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时 库场面积不宜超过

第十九条 河港通用码头型式的选择 应根据水文条件并结

合使用要求和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设计高 低水位差为 以下时宜采用直立式码头 当设

计高 低水位差为 时 宜采用直立 斜坡或浮式码头

当设计高 低水位差为 以上时 宜采用斜坡式码头

第二十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泊位长度 应根据设计船舶长

度 船舶安全靠离作业 码头型式 系缆和装卸作业要求等因素

确定

第二十一条 河港通用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应根据码头的重要

性 淹没影响 河流特性等因素 并结合地形 地质 装卸工艺

要求 码头布置及型式 前后方高程的衔接 工程投资及防洪措

施等条件综合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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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港通用码头前沿设计高程为设计高水位加超高 超高值宜

取

扩建或改建工程 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宜与原港区陆域高程相

适应

第二十二条 河港通用码头前沿设计水深 应能保证营运期

内设计船型在满载吃水情况下安全停靠和装卸作业 其值为设计

低水位时设计船型的满载吃水深度加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

第二十三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生产 辅助生产和港内生活建

筑物 应根据生产需要和当地条件设置 各类建筑物的建筑面

积 不宜超过表 数值

各类建筑物的建筑面积 表

设计年吞吐量 万

建 筑 物 名 称
生产建筑物

辅助生产

港内生活
建筑物

注 对有单侧站台 雨棚 卷扬机房的码头 生产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宜采用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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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配套工程

第二十四条 对有铁路集疏运的河港通用码头 港区铁路布

置应符合港区总体布置及装卸工艺的要求

码头前沿不宜设置铁路装卸线 库场区铁路装卸线布置应满

足装卸工艺对铁路装卸能力的要求 并与库场布置相适应

第二十五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道路宜采用环形布置 主要道

路应尽量避免与运输繁忙的铁路平面交叉 其路面宽度宜取

第二十六条 河港通用码头给水水源的选用应通过技术经济

论证后确定 宜优先选用城镇供水

第二十七条 河港通用码头用水应贯彻节约用水的原则 其

用水量包括船舶 生产 生活 环境保护 消防和未予见用水量

及管网漏失水量

最高日用水量根据船舶 生产 生活 环境保护用水和未予

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的总和确定 不宜大于 对兼

有江海联运的河港通用码头当考虑海轮上水时 不宜大于

消防用水量应单独计算 根据需水量最大的一座建筑物或堆

场发生火灾时的用水量考虑

第二十八条 河港通用码头的用电负荷属二级负荷 应配有

一回专用线供电 有条件时 宜再取得一回备用线

第二十九条 河港通用码头用电负荷 应根据码头设计年吞

吐量 装卸设备的装机总容量 照明及其他设施的用电要求等因

素综合确定 也可按表 中的数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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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港通用码头用电负荷 表

设计年吞吐量 万

用电负荷

注 表中用电负荷 设计年吞吐量大的取上限 设计年吞吐量小的取下限 中

间值采用插入法计算

第三十条 河港通用码头作业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

规定的大气二级标准要求 生产 生活污水处理应符合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生产作业点的噪声值不应超过 辅助生产

区的噪声值不宜大于

码头作业区内产生的粉尘 废气 废水 噪声 垃圾等污染

源 应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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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三十一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的投资估算 应按国家和交

通部颁发的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第三十二条 评估或审批河港通用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单个泊位的投资估算可采用表 所列指标 但在使用时 应

根据与工程有关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单泊位河港通用码头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表

设计年吞吐量

万

设计船型 投资估算指标

万元

注 表中投资估算指标未包括取水码头 工作船码头 锚地 港外配套工程

及生活福利设施 征地拆迁费 施工机构迁移费 施工专用设备购置费

等 使用时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增列上述费用

本指标是根据交通部 年颁布的有关规程及规定 并按 年天津地

区材料价格和 年设备价格进行编制的 使用时应按当地现行价格进

行调整

表中当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其投资估算指标是按斜坡式码头考虑

的 当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其投资估算指标是按直立式码头考虑

的

对改 扩建工程表 所列投资估算指标须扣除已有设备 建 构 筑物及

配套设施的费用

第三十三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单泊位各分项工程所占的投

资比重可取表 所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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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项工程所占投资比例 表

序

号
项 目

投 资 比 例

万 万

一 工 程 费 用

码头工程

挡土墙 防汛墙 护岸工程

土石方工程

装卸设备及安装工程

堆场 道路工程

港区铁路工程

生产 辅助生产 港内生活建筑物工程

公用设施工程

港作车船

临时工程

二 其他费用及预备费

第三十四条 河港通用码头工程单泊位的建设工期 当设计

年吞吐量为 万 时 建设工期不宜超过 个月 设计年

吞吐量为 万 时 建设工期不宜超过 个月

第三十五条 河港通用码头劳动定员 当设计年吞吐量为

万 时 码头定员不宜超过 人 设计年吞吐量

为 万 时 码头定员不宜超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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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建设标准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名 单

主 编 单 位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参 编 单 位 交通部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黄素怀 吴显芳 李植铭 李银宝

胡骏琨 庞文熙 王逸飞 韩睦南

邓恩国 金文成 陈燕桥 张新楼

刘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