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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提高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交通设计水平，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

计阶段的施工交通设计，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施工准备

（包括招标设计）阶段以及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交通设计可参

照执行。

1. o. 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交通设计应坚持安全适用、经济合理、

节能降超、注7主环保的原则。

1. 0. 4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主要有以下标准：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 CGB 146. 1) 

《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 CGB 146. 2) 

《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141) 

《田、凹级铁路设计去WJ1庄》（（沼 50012)

《架空索道工科技术规范》 CGB 50127l 

《内河通航标准》 CGB 50139) 

《河港工程设计规范》 CGB 50192)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WI, 》（ GB 50431)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 30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布置设计规范》（SL 487)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70) 

《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 10001) 

《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TB 10002. 1) 

1 



《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 CTB 10031) 

1. 0. s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交通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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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外交通

2. 1 一般规定

2. I. 1 对外交通应确保施工工地与国家或地方公路、铁路车站、

水运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具备完成施工期间外来物资运输任务

的能力。

2. I. 2 选择对外交通运输方案，应深入调查工程所在地区现有

交通运输状况，以及近期的交通建设规划等内容。

2. I. 3 对外交通宜采用公路运输方式，经过论证也可采用铁路、

水运等其他运输方式或几种方式相结合。

2. I. 4 对外交通线路与铁路、公路等设施交叉时，应与相关部

门协调。

2. I. 5 对外交通运输系统应设置安全、交通管理、维修、保养

等专门设施。

2.2 交通运输量分析和运输方案选择

2. 2.1 对外交通运输应分析计算外来物资和设备的总运输量、

分年度运输量及运输强度。运输量和运输强度计算方法及参数按

附录 A 选用。

2. 2. 2 运输量计算及流向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特性及工程量、施工总进度计划，

分析计算外来物资和设备的总运输量、分年运输量。

2 应对所需各种物资的来源进行分析，拟定供应地区和厂

家及物资的中转地点。

3 对外交通方案选用两种以上运输方式时，应对每种运输

方式分担的运输量进行分析计算，并计算出相应的运输强度及车

流量，线路运输能力应满足运输量的要求。

4 利用现有交通条件应考虑地方交通运输的要求，选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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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对外交通方案应考虑地方运量加入的影响因素。

2. 2. 3 对外交通运输方案拟定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工程所在地区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及相关交通运输设施

情况，以及当地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2 工程施工期总运输量、分年运输量和运输强度。

3 主要外来物资的运输要求。

4 应有采取临时措施解决重大件运输的条件。

5 场内、外交通的衔接条件。

6 对外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工期、使用期限及投资等。在

对外交通建设期内，应有临时交通方案。

7 转运站以及主要桥涵、隧道、渡口、码头、站场等建设

条件。

2.2.4 对外交通运输方案选择山符合下列要求：

1 线路运输能力应满足施工期间外来物资和l设备（含重大

件）运输的需求，并应满足仁程施工总进度的要求。

2 物资运输应安全、可靠，中转环节少，运输成本低。

3 应合理利用国家（地方）交通道路和其他工矿企业专

用线。

4 应有利于本流域或跨流域七、下游水利水电工程梯级

开发。

5 对外交通运输方案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定。

2. 3 公路运输

2. 3. 1 对外公路的等级和技术标准，应根据工程规模、运输量、

运输强度、运输车种、车型、行车密度等综合确定，公路工程有

关参数可按附录 B. 1 选用。

与社会交通相结合的或兼有社会交通功能的专用公路，其等

级和技术标准的确定应符合 JTG BOl 、 GBJ 22 等相关规定。

2.3.2 对外公路规划及路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外公路应与国家（地方）交通干线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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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线选择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定技术可靠、经济合

理、施工期短、便于与场内交通衔接的方案。

3 应根据重大件运输条件、防洪要求、地形条件、地质条

件、技术等级、筑路材料状况以及当地村、乡（镇）建设和经济

发展等要求综合考虑。

4 利用原有公路时，应对原有公路的技术标准进行充分研

究，提出改善措施以满足施工期的运输要求。

5 选线宜避开城镇，并宜避开泥石流、滑坡等不良地质区。

6 应节约用地，保护文物古迹，符合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

要求。

2. 3. 3 桥涵设计！但符合下列要求：

1 桥涵应根据相衔接的道路性质和使用要求，按适用、经

济、安全和美观的安求设计；桥涵形式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文

等情况，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便于施工和维护的原则选择。

2 大、 I j1 桥位的选择宜服从路线总走向，并选择在河道顺

直、水流稳定、地质良好的河段上。

3 桥涵设计荷载等级的确定应符合 JTG BOl 和 JTG D60 的

相关规定，并满足水利水电工程对外交通运输主要车型和重大件

运输的要求。

4 桥梁上的线形及与道路的衔接应符合路线设计的要求，

大、中型桥桥面纵坡不宜大于 4% ，桥头引道纵坡不宜大于 5%;

桥面净宽应与相衔接路段路基宽一致。

5 桥涵孔径应满足设计频率洪水的过流要求，桥涵设计洪

水频率应符合 JTG D60 的规定。

2. 3. 4 隧道设计应符合F列要求：

1 隧道的位置应服从公路路线走向，路隧应综合考虑。宜

选择在稳定的地层中，穿越不良地质地段时，应有切实可靠的工

程措施。沿河傍山地段的隧道，其位置宜向山体侧内移，并应注

意水流冲刷对隧道稳定的影响。

2 隧道的洞口位置宜设在山坡稳定、地质条件较好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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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洞口仰坡过高。可采用设置明洞等措施实现安全进洞。

3 隧道内纵断面线形应满足行车安全、施工作业效率、通

风和排水要求。按 JTG D70 的规定，隧道内的纵坡不宜小于

o. 3% ，并不宜大于 3% ；长度小于 lOOm 的短隧道，最大纵坡可

不受此限制。

4 隧道的横断面应符合公路隧道建筑界限的规定、满足工

程重大件及施工物资运输的要求，并应考虑洞内排水、通风、照

明、防火、监控、营运管理等附属设施所需的空间以及围岩加固

和施工方法等的影响。确定的断面形式及尺寸应满足安全、经

济、合理的要求。

2. 4 铁路运输

2. 4.1 水利水电工程铁路运输线应与工程总体布置、现有铁路

网及其他交通运输系统相协调，应保证工程建设和运行期间运输

需要，并应兼顾地方发展需要。

2. 4. 2 铁路运输线宜按照标准轨距 Cl435mm）铁路修建。

2.4.3 铁路运输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铁路等级应根据工程施工期间单方向高峰期运量按 GB

50012 选择，铁路等级及设计标准可按附录 C. l 选用。

2 铁路桥涵载重、上部建筑类型、铁路限界，应根据大型

机电设备单件运输重量、运输尺寸、运输方案按 GB 146. 1 和

GB 146. 2 选择，超限货物等级及铁路限界可按附录 c. 2、附录

c. 3 选用。

2.5 水路运输

2. 5.1 水路运输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6 

1 应与工程所在地区现有的通航条件相适应。

2 应满足工程运输量和运输强度要求。

3 季节性通航航道应考虑停航期间的物资运输替代措施。

4 通航河段施工期间货物临时过坝运输时，其运输方式应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 s. 2 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尺度应符合 GB 50139 的相关规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水深应根据航道条件和运输要求通

过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2 内河航道的线数应根据运输要求、航道条件和技资效益

分析确定。

3 内河航道弯曲段的宽度应在直线段航道宽度的基础上

加宽。

4 当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经论证需要采用特殊的设计船舶

或船队时，其航道尺度可按附录 D. l 、附录 D. 2 计算确定。

5 己修建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的河流，应根据水库调度运行

情况，研究确定通航水位。

2.5.3 施工码头位置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码头位置应选在地质条件好、河床及岸坡稳定、水流平

顺、有足够水深和宽阔水域可供布置船位和锚地的河段上。

2 码头陆域应有足够的岸线长度和纵深，并宜少占耕地、

避免大规模挖填。

3 通航期内船舶应能安全进出、靠离码头及泊离锚地。

4 码头主要建设规模及码头前沿设计水深、泊位长度、设

计高水位标准应符合 GB 50192 的相关规定，并应按附录 D. 3 、

附录 D. 4 计算确定。

2.6 转运站

2. 6. 1 转运站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利用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已有转运站，或附近梯级水利

水电站工程已建转运站。

2 拟建转运站应具备建站条件。

3 应满足技术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要求。

2. 6. 2 转运站规模应根据工程施工期对外运输量、高峰转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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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转运物资种类、来源、运输条件、仓储方式确定，转运仓储

规模应与场内仓储统筹考虑。

2. 6. 3 转运站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储运能力应满足施工强度及施工运输的要求。

2 场地选择应有足够的装卸作业、堆料和仓库用地，与外

界交通联系方便。

3 装卸机械设备的选择应满足储运物资、材料、设备作业

及转运强度和超限货物转运要求。

4 转运站布置应结构简单、紧凑，方便装卸与运输，减少

占地。

5 对于公路运输方案，宜实现“门 f l ”运输方式，不另
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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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内交通

3. 1 一般规定

3. 1. 1 场内交通应根据分析计算的运输量和运输强度，结合地

形、地质条件和施工总布置进行统筹规划。

3.1. 2 场内交通规划应考虑下列主要因素：

1 工程规模、工程特点、枢纽工程布置。

2 地形、地质及水文等自然条件。

3 对外交通运输方式及与场内交通的衔接。

4 当地建筑材料料场的位置及开采、加工方案。

5 施工方法及施L总布置规划。

6 运输量、运输强度、运输设备及运输距离。

7 存洒、弃渣调运要求。

8 施工期过坝交通、永久交通、对外交通等设施的利用。

3. 1. 3 场内交通宜以公路运输方式为主，经过技术经济比较也

可采用其他运输方式。条件适宜时可采用带式输送机、架空索道

等方式。

3. 1. 4 场内交通应考虑；｝＜久与临时、前期与后期相结合。

3.1. 5 场内交通应保持运输畅通、设施及标志齐全，满足安全、

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要求。

3.2 场内交通规划

3. 2.1 场内交通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物料流向、运输量及运输强度，合理选择运输方

式和设施。

2 应充分利用现有交通设施，与对外交通衔接应顺畅。

3 应满足施工总布置及各工区施工布置的需要，并符合

SL 487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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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内非主要道路在满足安全运行和施工运输要求时，可

适当降低标准。

5 施工期间物料临时过坝，不应干扰施工运输。

6 应满足施工要求，运输安全，装卸方便，运距短，工程

量小。

3. 2. 2 桥梁、渡口、带式输送机、战桥等场内跨河设施的位置

应根据工程布置进行选择，宜设在河道）I顶直、水流稳定、地形地

质条件较好的河段。

3.2.3 场内交通的一般性附属设备应统一规划，专业性附属设

施、设备应按 TB 10031 等现行有关行业标准设计。

3.3 道路运输

3. 3. 1 场内主要道路根据年运量或单向小时行车密度可划分为

三个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3. 3. 1 。

表 3. 3. 1 场内主要道路等级划分标准

等 级
项目

年运量

（万 t)
>1200 250~ 1200 <250 

行车密度

（辆／单向小时）
>85 25~ 85 <25 

3.3.2 场内主要道路的技术标准应见附录 B. 2 ，桥、涵等建筑

物设计标准应符合 JTG D60 等规定。

3.3.3 场内主要道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场内主要道路的防洪标准应按附录 B. 2 确定。

2 应合理利用原有地方交通公路。与国家或地方公路相结合

的场内主要道路，其新建、改扩建公路技术标准，应满足 JTG

Bell 规定，并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场内交通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3 场内主要道路的最大纵坡、最小平曲线、最小竖曲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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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视距等技术指标，应根据施工运输特性在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的范围内合理选用。

3.3.4 场内非主要道路技术标准可按附录 B. 2 选用，在满足安

全运行和施工要求时，可适当降低标准。

3. 3. 5 场内非主要道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根据年运量、车型等情况分段采用不同的车道数。

2 防洪标准应与施工场区的防洪标准一致。

3. 3. 6 场内道路需多层布置时，应根据水文条件和地形地质条

件，并应结合回头曲线设置、路基稳定、路基排水等因素，合理

选定路线方案。上下层线路应有适当间距，下层线路削坡应保证

上层线路的安全，并宜采取保护措施。

3. 3. 7 路基设计应根据自然条件和工程地质条件选择适当的路

基横断面型式和边坡坡度，并应做好路基排水、防护及支挡

措施。

3. 3. 8 路面设计应根据使用任务、使用期限和使用要求，结合

自然条件、材料供应、施工技术、养护条件等合理确定。在超限

件运输路段可采取临时加固措施。

3.3.9 跨河桥梁的设计应满足场内运输、重大件及施工机械设

备的运输要求，设计标准应符合 JTG D60 、 GBJ 22 相关规定。

3. 3. 10 场内交通隧道应满足场内各种施工车辆及施工机械的运输

要求，有重大件运输通过，还应满足重大件运输对建筑限界的要求。

隧道纵坡应在 0.3%～5%范围内选择，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

3. 4 其他运输

3. 4.1 带式输送机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带式运输机类型应根据所运输物料的种类，分析适用条

件后，合理选用。

2 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应根据输送机用途和地形、地质等条

件合理确定。

3 带式输送机机组长度应根据地形条件、倾角、带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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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驱动方式、拉紧装置型式及行程、机组电机容量等确定，水

平输送或倾斜向上输送时机组长度可按附录 E. 1 选取。

4 带式输送机的最大倾角应根据所输送物料确定。

5 带式输送机选择可按附录 E. 2、附录 E. 3 计算，设计参

数应根据 GB 50431 确定。

3.4.2 斜坡道卷扬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工程区地形条件和物料运输要求，与其他运输方

式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合理选择斜坡道卷扬运输方式。

2 斜坡卷扬道线路宜成直线布置，绞年房宜布置在斜坡卷

扬道上方的延长线上。

3 设备选择可按附录 F 计算。

3.4.3 架空索道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工程区地形条件和物料运输要求．经综合分析研

究，合理选择架空索道运输方式。

2 线路的平面布置宜为直线，应避开滑坡、加石流、溶洞

等不良工程地质区域。不宜与公路、铁路、桥梁和架空电力线路

等设施交叉。

3 架空索道基本参数计算可按附录 G 应用。

3.4.4 隧洞有轨运输庇符合下列要求：

1 隧洞有轨运输应根据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2 有轨运输宜设双车道，如用单车道时，应设错车道，其

有效长度应满足列车车组的要求，间距应按行车密度确定。

3. 4. 5 窄轨铁路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窄轨铁路等级应根据轨距、单线重车方向年运量按附录

H 选择；不同等级窄轨铁路的最大限制坡度、最小曲率半径和

路基宽度可按附录 H 选择。

2 窄轨铁路牵引种类的选择，应根据运量、运距，结合燃

料、设备供应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3 窄轨铁路线路、路基、桥梁、隧道及附属设施、设备等

应按 TB 10001 和 TB 10002. 1 等现行有关行业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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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件运输

4. 1 一般规定

4.1. 1 重大件运输方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满足运输条件下，应减少重大件的分解，并应采用整

体方式运输。

2 重大件需分解运输时，应使交通「扰最小。

3 应减少重大件转i三次数。

4 应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结合对外交通运输方式，经过技

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 1. 2 重大件运输方案的边拇山考虑下列因素：

1 重大件名称、型号、数量，解体后单作重量，运输外形

尺寸、承重面积等资料 υ

2 分解或格体运输条件以及制造、拼装难度。

3 铁路、公路、水运等现有交通运输设施条件，构筑物技

术标准、加固处用措施等。

4 设备安装工艺与进度。

5 装卸、运输方式和I条件。

4.1. 3 重大件运输应制定重大件运输安全管理措施，与有关单

位取得协议。

4.2 运输方式

4. 2. 1 重大件运输采用铁路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满足建筑限界要求。铁路运输限界见附录 C。

2 其他相关要求应符合铁路部门的有关规定。

4. 2. 2 重大件运输采用公路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重大件设备特点，结合现有公路状况，合理选择

运输车辆。公路重大件（大型物件）运输货物应按附录 I 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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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现有道路及桥涵进行现状调查时，对于影响重大件运

输的特殊路段，应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制定特殊路段的运行措

施及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桥涵应进行承载力复核，当承载能力

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或利用临时措施绕道

通行。

4.2.3 重大件运输采用水路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调查航道的通航能力，包括桥梁净空、船闸等级等，

保证重大件运输安全可靠。

2 应根据重大件尺寸、重量合理选用船型，重大件水路运

输宜采用专用船舶。

3 应调查重大件运输码头（港口）的货物转运能力，选择

适宜的水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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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对外交通运输量和

运输强度计算

A.1 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计算

A.1.1 估算法适用于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等。根据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特性和施工特性，使用扩大指标估算。每立

方米1昆凝土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见表 A. 1. 1 L 

表 A. 1. I I 混凝土坝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表

单位： t/m3

运输量
材料名称

下限 中限 上限

水泥 0.203 0. 240 0.262 

木材 0.038 0.048 0.058 

钢材 0.032 0.034 0.038 

施工机械 0.009 0.012 0. 015 

永久机电设备 0.002 0.003 0.003 

爆破材料 0.001 0.001 0. 002 

煤炭 0.032 o. 042 0.067 

油料 0.023 0.030 0.045 

房建材料 0.042 0.098 0. 141 

生活物资 0.045 0.062 0.082 

其他 0.023 0.030 0.037 

合计 0.450 0. 600 0. 750 

注 l ：本表仅提供运输量放性质分类用，不能作为计算材料用量的依据。

注 2：根据我国目前施E实际情况和！有关政策规定等因素，建议 D值采用 0.45～

0. 75t/m3 。

1 混凝土坝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按式（ A.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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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N=VD CA. 1. 1 1) 

式中 N 运输量， t;

V一一混凝土总工程量（包括主体工程和施工临建工

程） ' m气
D I昆凝土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 t/m3 。

2 土石坝枢纽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按式（ A. 1. 1 2 ）、

式 CA. 1. 1 - 3）两种情况进行估算。每立方米混凝土、土石填

筑量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见表 A. 1. 1 - 2 。

1) 当枢纽混凝土总工程量（包括主体工程和施工临建工

程）占士石总填筑量（包括主体工程和施工导流工程）

的 5% ～ 30% 时，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按式

(A. 1. 1 - 2 ）估算：

N=V’D ’ CA. 1. 1 一 2)

式中 N 运输量， t ; 
V＇一一枢纽混凝土总工程量， m';

D' 混凝土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 t/m3 o 

2）当枢纽也凝土总工程量占士石总填筑量的 1% ～4%

时，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按式（ A. 1. 1 - 3) 

计算：

N ＝γD" CA. 1. 1 3) 

式中 N 运输量， t;

V＂一一枢纽土石总填筑量， m3;

D＂一一土石填筑量所需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

t/m3 o 

A.1. 2 详算法适用于初步设计阶段，施工总进度计划、施工方

案、施工总平面布置、施工机械数量、劳动力等均已确定的

情况。

1 兰材（水泥、木材、钢材）运输量可按式 CA. 1. 2 1) 

计算。主体工程三材需用量应包括主体工程本身需用量及施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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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材料用量；施工临建工程包括导流、辅助企业、仓库、交通运

输、生活办公房屋等。主体工程和施工临建工程三材需要量指

标，查有关单项工程概预算定额。

N1C或 Nz 或 N3 ) = 1. 2 C 2= Z + 2= L) CA. 1. 2 - 1) 

式中 N1 水泥运输量， t;

Nz 木材运输量， t （木材密度按 0. 7~ 0. 8t/m3 计）；

凡 钢材运输量， t ; 

z 主体工程三材分别需用量， t;

L 施工临建工程三材分别需用量， t;

1. 2 运输损耗和不可预见系数。

2 工程施工所需施工机械设备运输量可按式 CA. 1. 2 - 2) 

计算：

N4 =1. 2KG CA.1. 2 2) 

式中 K←一÷未计及的施工机械设备重量增加系数， K=l.l ～

1. 2 ；如提供的施工机械设备仅为主要的土石方、

混凝土及起重运输设备时应取大值，如提供的施工

机械设备较齐全，且包含各辅助企业大部分设备时

则取低值；

G 施工机械设备总重量， t;

1. 2 运输包装附加重量和不可预见系数。

3 永久机电设备运输量可按式 CA. 1. 2 - 3 ）计算：

N5 =1. 35CY1 十 Yz +¥3 十 Y4 + Y s ) CA. 1. 2 - 3) 

式中 Y1一一水轮机组成套设备重量， t;

18 

Yz 发电机组成套设备重量， t;

毛 主变压器重量， t;

y4一一一厂内桥机重量， t;

y5 启闭机重量， t;

1. 35 其他设备运输量系数（包括水力机械辅助设备、

通信设备、机修设备、电气设备及运输包装材料

等的重量）。



4 爆破材料运输量可按式 CA. 1. 2 - 4）计算：

Ns =KCV1Q1 十 V2Q2 + V3Q3) CA. 1. 2 - 4) 

式中 K一一运输包装材料重量和不可预见系数，袋装和纸

箱包装为主时 K 工 1. 1 ，木箱装为主时 K

=1. 2; 

V1 ，矶， v3一一石方明挖、石方洞挖、土方松动爆破的工程

量， m3;

Ql ，也，也一一石方明挖、石方洞挖、土方松运爆炸需用爆破

材料数量， kg/m3 ，平均分别按 Q1=O.5 ～

0. 6 ，也＝ l. 1~ 1. 3, Q3 =O. 2~ 0. 3 。

5 煤炭运输量可按式 CA. 1. 2 - 5 ）计算：

N1=1. 25CN11 十 N12 + N73 + N14) CA. 1. 2 - 5) 

式中 N11 生产用煤需要量， t;

N12一一职工和家属生活用煤需要量， t;

N73一一一职工取暖、卫生用煤需要量， t;

N14 家属取暖、卫生用煤需要量， t;

1. 25一一运输、堆存损耗和不可预见系数。

1）生产用煤需要量可按式 CA. 1. 2 - 6）计算：

N11 = 2= CE, T;D;C;) CA. 1. 2 - 6) 
.~1 

式中 E, 各类型蒸汽与供热设备台数；

T；－各类型蒸汽与供热设备使用年限，年；

D；－一一各类型号蒸汽与供热设备平均年使用台班数量，台

班／a;

C；~一各类型蒸汽与供热功当量设备台班耗煤量， ti

台班。

2）职工和家属生活用煤需要量可按式 CA. 1. 2 - 7) 

计算：

N12 =P1 T1B1 CA. 1. 2 一 7)

式中 P1 历年职工和家属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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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职工和家属用煤年限，年；

B1－一职工和家属每人每年生活用煤需要量， t/ （人• a)' 

B1=O.3 ~ 0.40 

3）职工取暖和卫生用煤需要量按式（A. 1. Z 8）计算：

N73 =P2 T2B2 CA. 1. Z ~ 8) 

式中 P2 历年职工平均人数；

T2 职工取暖和卫生用煤年限，年；

B2 职工每人每年取暖和卫生用煤需要量， t/ （人• a)' 

南方地区 B2 二 o. 1 ，北方地区 B2 =O. 25~ 0. 3 。

4）家属取暖和卫生用煤市要量按式（ A. 1. Z ~ 9 ）计算：

N74 =P3 T1l31 CA. 1. Z ~ 9) 

式中 p3 历年职t带眷平均户数， 1if f见具体情况酌定；

T3 家属取暖和l_l1_生用煤年限．年；

B3 每户每年取暖和卫生用煤茧， t/ （户• a），南方地

区不计－，北方地区 Bi=O. 9~ l. 0 。

6 油料运输量可按式（A. 1. Z - 10 l 计算：

凡二 l. l 2...: C £'. T, D'. C'. ) (A. 1. Z 一 10)
。~1

式中 1. 1 其他用油及不可预见系数；

E＇. 一一各类型用油施工机械设备台数；

T'. 各类型用油施工械栅设备使用年限，年；

D'. 各类型用油施工机械设备平均年使用台班数量；

C'. 各类型用油施工机械设备台班用油量。

7 房建材料包括砖、瓦、石灰、玻璃、沥青、油毛毡、小

五金、电线等。房建材料运输量可按式 CA. 1. Z 11 ）计算：

N9 = 2...: CAB;) (A. 1. Z 一 11)

式中 A且 各类型企业厂房、仓库、住宅、宿舍、公共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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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一各类型企业厂房、仓库、住宅、宿舍、公共建筑等

单位建筑面积需用房建材料运输量， t/m2 。

8 职工和家属日常所需主副食、蔬菜、工业品（不包括煤

炭）等的生活物资运输量按式 CA. 1. 2 一 12）计算：

N10=1. 2CP2 T4B4 十 P4 T5B5) CA. 1. 2 12) 

式中 P2 历年职工平均人数；

孔 家属多年平均人数；

T4 职工消耗生活物资年限，年；

Ts－家属消耗生活物资的年限．年；

乱 职工每人句｛f需用于活物资运输量， t/ （人• a)' 

B1 二 0. 65 ~ o. 75; 

Bs 家属每人每年需用生活物资届输量， t/ （人• a)' 

n马＝ O. 6~ 0. 7; 

1. 2一－ j三输损耗和不可预见系数。

9 其他器材物资运输量按式 CA. l. 2 - 13 ）计算：

N11 =CO. 05 ~ 0. 10 ）三＝ N, CA. 1. 2 - 13) 

式中 0. 05~ 0. I 0 系数；

2:.:Ni - N ， ～ N,o届输量的总和， t 。
，~1 

A. 2 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强度计算

A. 2.1 年高峰运输强度宜采用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1 估算适用于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等阶段，按

式 CA. 2. 1 1) 计算：

Q年＝号K1 CA. 2. 1 -1) 

式中 Q年 年高峰运输强度， t／的

N十一外来物资和设备总运输量， t;

T~ 控制性总进度计划土建工程施工期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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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施工不均匀系数， K1 =1. 8~ 2. 0 。

2 详算适用于初步设计阶段，施工总进度计划、施工方案、

设备、劳动力、器材物资供应计划等均已确定的情况。年高峰运

输强度按式 CA. 2. 1 2）计算：

Q年 ＝ WK2 CA. 2.1 2) 

式中 w 与设计施工总进度计划相适应的分年各类器材物资

需用量的最大值， t/a;

Kz一一年施工不均匀系数， Kz = 1. 2~ 1. 5 。

A.2.2 月高峰运输强度宜采用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1 估算月高峰运输强度按式 CA. 2. 2 - 1 ）计算：

QFI =g_主K3K•
月 12 。哈

CA.2.2-1) 

式中 Q月 月高峰运输强度， t／月；

Q年 估算的年高峰运输强度， ti的

K3 月施工不均匀系数， K3 =l. 4~ 1. 5; 

K4 器材物资供应和运输不均匀系数，凡＝ 1. 1 

~ 1. 2 0 

2 详算月高峰运输强度按式 CA. 2. 2 2 ）计算：

Q月＝鲁K3K• CA. 2. 2 2) 

式中 Q年 详算年高峰运输强度， ti的

K3 月施工不均匀系数， K3 =l. 4~ 1. 5; 

K4一一器材物资供应和运输不均匀系数，儿＝ 1. 1 

~ 1. 2 。

A.2.3 昼夜高峰运输强度可按式 CA. 2. 3 1) 计算。 QI 、 Qz 、

Q3 、 Q4 以 Qi 表示，可按式 CA. 2. 3 - 2 ）计算。

Q日＝ Q1 +Q2 +Q3 十 Q4 CA. 2. 3 1) 

门Fl N 
Qi ＝斗－；－－K CA. 2. 3 - 2) 

式中 QI 、 Qz 、 Q3 、 Q4 铁路、公路、水路和水陆联运昼夜

运输强度，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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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日一一昼夜高峰运输强度， t/d;

Q月一一估算或详算的月高峰运输强度，

t／月；

凡 各种运输方式分别占月总运输量的

百分比；

T; 各种运输方式每月运输天数；

K；一一器材物资供应和运输不均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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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标准

B. 1 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B. 1. 1 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B. l. L 

表 B. 1. 1 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公路等级 一级 工级 三级 四级

设计速度（km/h) 100 80 60 80 liO 40 30 20 

车道数 4 4 2 2 2 2 1 或 2

行车道宽度（m) 3. 7') 3. 75 3. 7S :i. 7'i 3. 'ilJ :l. 50 3. 25 3. 50 或 3.00

一般值 26. () 24.5 23.0 12. (I 10. () 自. 5 7. 5 4. 5 或 6. 5 
路基宽度

24. s 20.0 
(m) 最小值 21. 5 ] I). 0 8. 'i 

( 23) ( l q) 

极限最小半径（m) 400 250 125 250 12'1 60 30 15 

停车视距（m) 160 110 75 110 ／ η 4\l 30 20 

最大纵坡（%） 4 、） 6 俨> G 7 8 9 

车辆荷载 公路－ I 级 公路一H 级 公路一E 级 公路－ II 级

路基设计洪水
100 

按具体情况
50 25 

重现期（年） 确定

注 1 ：各级公路的适川范阳．
(1）一级公路能适！但战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 I~ 的｛J'- 平均日交通量 15000 ～

30000 辆；
(2）二级公路能适应按各种汽车折介成小客车的＇F平均 H 交通量 5000 ～

15000 辆；
(3）三级公路能适庇按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斗的＇F平均 H 交通量 2000 ～

6000 辆；
(4）四级公路能适应按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什平均口交通量：双斗道 2000
辆以下；单车道 400 辆以下。

注 2 ：车辆折算系数：
(1）小客车（《19 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 的货车） ' 1. 0; 
(2）中客车＜＞ 19 座的客车和 2t《载质量《7t 的货1'l.l.5;
(3）大客车（7t＜载质量《14t 的货车） ' 2. 0; 
(4）拖拉车（载质量＞ 14t 的货车） ' 3. 00 

注 3 ：路基宽度：
(1）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稍超过 400 辆的道路，其远期交
通量发展不大时，可采用四级道路的技术指标，但路面宽度一般采用
6. Om，路基宽度一般采用 7. Om; 

(2）四级公路在交通量极少、工程特别艰巨的路段，真路面宽度可采用 3. Om, 
路基宽度 4. Sm; 

(3）交通量接近下限的平原、微丘区的道路，路面宽度可采用 7. Om，路基宽度
可采用 10. Om; 

(4）一级公路在施工难度较大，且该公路仅作为工程施工道路未列入国家公路
网时，路基宽度可采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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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2 路面面层类型和适用范围见表 B. 1. Z 。

表 B. 1. 2 路面面层类型和适用范围

I自1层类型 适用范围

沥青混凝士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兰级公路、

网级公路

水泥混凝土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 一：级公路、

四级公路

沥青贵人、沥青碎石、沥青

表面处治
＿：.级公路、四级公路

砂｛i路面 l吨级公路

B. 1. 3 各级公路建筑限界如图 B. 1. :1 一 l ～民l B.1.3-4 所示。

E E 

亚

W 行车道宽度； L2 右侧硬路肩宽度； 51 左侧路缘带宽度； s, 右侧路缘

带宽度； L 俱~向宽度：一级公路的侧｜坷宽度为硬路肩宽度； C一当设计

速度大于 lOOkm/h 时为 0. 5m，不大于 IOOkm/h 时为 O. 25m; M1 

中间带宽度； M2 中央分隔带宽度； E 建筑限界顶角宽度，

"iL《lm 时. E=I，，当 L>lm 时， E=lm; H 

净空高度（一条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一级

公路的净高应为 5. OOm）。

图 B. 1. 3 I 一级公路（整体式）（单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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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口

L1 w ’
问
－

TU 

W 行车道宽度； L1 左侧硬路肩宽度； L, 右侧硬路肩宽度； S1 －－左侧

路缘带宽度 g s, 右侧路缘带宽度； L一侧向宽度 z 一级公路的

侧向宽度为硬路肩宽度； E 建筑限界顶角宽度，当 L《lm

时， E=L，当 L>lm 时， E=lm; H 净空高度（一条

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一级公路的净高应为 5. OOm ）。

圄 8.1.3-2 一级公路（分离式）（单位： m)

E 

：口

] 4
w L斗

W一行车道宽度； L 侧向宽度为路肩宽度减去 O. 25m; E 建筑

限界顶角宽度，当 L《lm 时， E=L，当 L>lm 时， E=lm;

H 净空高度（一条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二级

公路的净高应为 5. OOm，三级、阿级公路

的净高应为 4. 50m ）。

图 8.1. 3 一 3 二级、三级、四级公路｛单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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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r: 

J 或R 协7 L右

W 行车道宽度； L 隧道内侧向宽度（L左或 L右）应符合标准 ]TG BOl 中

7. 0. 3 条隧道最小侧向宽度的规定； C 当设计速度大于 lOOkm/h 时为 0. 5m, 

等于或小于 JOOkm/h 时为 0. 25m; ]- 隧道内检修道宽度； R 隧道内

人行道宽度； D 隧道内检修道或人行道高度； E 建筑限界顶角宽度，

当 I，《 lm 时， E=I，，当 L>lm 时， E=lm; H →净空高度

（一条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一级、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

5. OOm，三级、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 4. 50m, 

检修道、人行道与行车道分开设置时，

其净高应为 2. 50m ）。

圈 B.1.3-4 隧道（单位： m)

B. 2 场内道路主要技术指标

B.2.1 场内主要道路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B. 2. 1 。

B.2.2 场内非主要道路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B. 2.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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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铁路技术标准

c. 1 E 、 N级铁路设计标准

c. 1. 1 铁路等级选取应符合表 c. 1. 1 的规定。

表 c. 1. 1 铁路等级 单位： Mt

铁路等级 '<I＇·＇在货运量 N

皿级 二· ;N<lO 

N级 ."1<5 

注 1 ：近期年货运量不小T lOMt 服务于地区或企业的铁路• I可根据其性质和l作用

等按相关标准设计。

注 2 ：年客货运量应为班车方向的货单量 ＇J 由客车对数折铸的货运量之和。 1 对／d

旅客列车应按 1. OMt 货运量折算。

C.1. 2 铁路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应符合表 t二 1. 2 的规定。

表 c. 1. 2 铁路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单位： km/h

铁路等级 E级 N级

客货共线旅客列车 120 、 IOU 、 80 、（）（） 100 、 80 、 60 、 40

货物专线货物列车 80 、 60 80 、 60 、 40

注： 40km/h 行车速度仅适用于调车运行和临时铁路。

c. 1. 3 铁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c. 1. 3 的规定。

表 c. 1.3 铁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

设计行车速度（km/h) 120 I 100 so I 60 、 40

最小曲线半径

(m) 

一般地段

困难地段

1200 I soo I 600 

soo I 600 I 500 

C.1. 4 线路最大限制坡度应符合表 c. 1.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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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4 线路最大限制坡度

牵 51 种类
铁路等级

l村燃 电力

皿级 18%。 25%。

N 级 30%。 30%。

注：临时铁路可以采用 IV 级铁路标准。

C.1. 5 铁路区间直线路基面宽度应符合表 c. 1. 5 的规定。

表 c. 1. 5 区间直线路基面宽度 单位： ill

单线 双线

LI员脱f J,t 
'{;{j 、

土质路基
岩石、

f要水上路基 渗水土路基
铁路等级

路基囱 路基面 路』在面 路基面

边！ι 宽！主 ill ！牛 况 fit 迫！革 宽度 道床 宽度

/'lilt 厚度 1'1£1支 厚度

路堤 路生在 路堤 路翌 路堤 路警． 路堤 路壁

次重型 0. 4S 7. 0 6. 6 0. 3 6. cj 6.0 0. •IS 11. 0 10. 6 0. 3 10. 4 10.0 

皿级

中型 0.4 6.8 日.4 o. 25 6. 2 J. 8 。. 4 10. 8 10.4 0.25 10. 2 9. 8 

A 0. 35 6.0 5. 6 0.25 5. 6 5. 4 

IV级
轻

型
B 0. 3 5. 8 5. 4 o. 20 5. 6 5. 4 

注 1 ：路童自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面水平至路壁边坡的距离，一边不小于 3. 5m （曲

线地段系指曲线外侧）。

注 2 ：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400mm 地区的易风化泥质岩石采用土质路基标准。

注 3：土质路基系指由细粒土和粉土、粉砂以及含量不小于 15%的碎石类土、砂

类士等细粒土组成的路基。

C.1. 6 铁路正线轨道类型应符合表 c. 1.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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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6 正线轨道类型

轻型
选用 项 目 次重型 中型

条件
A B 

年通过总质量（Mt) >15 8~ 15 4~ 8 <4 

钢轨（kg/m) 50 50 50 50 

轨枕数量 混凝土枕（根／km)
1667 或 1600 或 1520 或 1440 或

轨道
1760 1680 1600 1520 

结构 土质路基 表层道昨 25 20 20 15 
道床厚度 双层道碎 底层道l1F 20 20 15 15 

(cm) 

土质路基单层道昨 30 25 25 20 

注 1 ：计算年通过总质量包括净载、机车和车辆的质量，并计入旅客列车的质量s

单线按往复总质量计算，双线按每一条线的通过总质量计算。

注 2：利用再用旧轨头部总磨耗或侧面磨耗不大于 GB 50012 附录 A 的规定。

注 3：限期使用铁路的轨道类型，按运量、机车车辆的轴重等条件确定。

c. 2 超限货物的定义和等级

c. 2.1 一件货物装车后，在平直线路上停留时，货物的高度和

宽度有任何部位超过机车车辆限界或特定区段装载限界者（以下

简称超限），均为超限货物。在平直线路上停留虽不超限，但行

经半径为 300m 的曲线线路时，货物的内侧或外侧的计算宽度

（已经减去曲线水平加宽量 36mm）仍然超限的，亦为超限货物。

C.2.2 超限货物由线路中心线起分为左侧、右侧和两侧超限，

并应按其超限程度划分为下列等级 z

1 上部超限：由轨面起高度（以下简称高度）超过 3600mm

有任何部位超限者，按其超限程度划分为一级、二级和超级。

2 中部超限＝在高度 1250～3600mm 之间，有任何部位超

限者，按其超限程度划分为一级、二级和超级。

3 下部超限：在高度 150～1250mm 之间，有任何部位超限

者，按其超限程度划分为二级和超级。各级超限的限界如图 c. 2. 2 

-1 和图 c. 2. 2 - 2 所示，各级超限最大允许尺寸见表 c.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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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2. 2-2 二级超限（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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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2 各级超限最大允许尺寸

超限等级 超限部位 由轨面起算的高度

4950 

4800 

上部超限 4600 

一级超限
4300 

4000 

3600 
中部超限

1250~ 3100 

5000 

4800 

上部超限 4600 

4300 

·1000 

二级超限 3600 
巾部超限

1250~ 3100 

360~ 1240 

下部越限 :mo 
150~ 250 

超级超限 上、中、下部赵限 150~ 5000 

c. 3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C.3.1 机车车辆限界应符合下列要求：

单位： mm 

由线路中心起算的

最大允许宽度

450 

800 

1100 

1450 

1650 

1800 

1900 

450 

950 

1200 

1500 

1700 

1850 

1940 

1650 

1450 

1400 

超出二级超限最大

允许宽度

1 本限界适用于新建的和改建的 1435mm 标准轨距铁路电

力、内燃机车及各种车辆。

2 依限界设计机车车辆，限界中心线为通过平直线路两轨

中点的垂直线，机车车辆水平尺寸自其中心线算起，并以限界半

宽表示，垂直尺寸自轨面算起。

3 机车车辆设计制造，无论是基本尺寸或公差尺寸都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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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限界所规定的极限横断面轮廓线。

4 图 c. 3. 1 - 1 （车限一 lA）、图 c. 3. 1 2 （车限－ lC）为机

车车辆限界基本轮廓，距轨面高 350mm 以上部分为上部限界（车

限 lA），距轨面高 350mm 以下部分为下部限界（车限 lC）。

5 基本尺寸：机车车辆上部限界（车限－ lA）尺寸如图

c. 3. 1 -1 所示，机车车辆下部限界（车限 lC）如图 c. 3. 1 - 2 

所示。

轨面

图 c. 3.1-1 机车车辆上部限界｛车限－ lA) （单位： mm)

旦l-J2
l 

8↓巳l g· 

00 
1520 

1260 

口A 口
中曲 p、

图 c. 3. 1 - 2 机车车辆下部限界｛车限－ lC)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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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建筑限界应符合下列要求：

I 本限界适用于 1435mm 的标准距铁轨。

2 新钢轨或旧钢轨（包括远期更换重轨加厚道床）以轨面

算起的建筑限界尺寸，均应符合本条规定。

3 建筑限界尺寸是为水平直道上的线路制定的。

4 曲线部分相邻线路中心距离以及线路中心线至建筑物之

间的扩大距离，应按式（C.3.2 1) ～式（ c. 3. 2 3 ）计算。

旅客站台上的柱类建筑离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 5m，建筑物离站

台边缘不应小于 2. Om 。

W1 ＝等2 + rtfwh cc. 3. 2 一 1)

W2 ＝啡旦 (C.3.2-2) 

84500 H 
W ＝旷十W2 ＝一－一＋一－h (C.3.2-3) ' " R 1500 

式中 W1 曲线内侧加宽， mm;

W2 曲线外侧加宽， mm;

w 曲线内外侧共计加宽， mm;

Ri一一曲线半径， m;

H一一一计算点自轨面算起的高度， mm;

h一一一外轨超高， mm;

－旦h一一亦可用内倾轨顶为轴，将有关限界旋转。角
1500 

(e=a…击）求得。
5 在曲线部分由于外轨超高关系，建筑限界的垂直高度应

自内外两钢轨最高点所组成的直线上算起。水平尺寸应自加宽后

的线路中心线算起。

6 基本尺寸：基本建筑限界（建限 1) 尺寸如图 c. 3. 2 1 

所示。基本建筑限界（建限－ 2）尺寸如图 c. 3. 2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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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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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国

图 c. 3. 2 -1 基本建筑限界｛建限－ 1) （单位： mm)

c. 3. 3 隧道建筑限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隧限－ IA 和隧限－ IC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内燃牵引的单

线或双线铁路，采用这些限界时，货物列车的装载高度不应超过

5300mm。基本尺寸如图 C.3. 3 1 所示。

2 隧限 2A 和隧限 2C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电力牵引的单

线或双线铁路，采用这些限界时，货物列车的装载高度不应超

过 5300mm，基本尺寸如图 c. 3. 3 2 所示。在基本建筑限界

与隧道建筑限界之间，可以装设照明、通信、警告信号及色灯

信号等设备。隧道加宽应按式（C.3.3 1) 、式（ C.3.3-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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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理
4000 
8500 

隧道建筑限界（隧限 2A、隧限 2C) （单位： mm)

双线

2440 

0
0
0的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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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单线

2440 

。
盯N
H

CCD

-T 

己
的m
u

40500 H 
1 ＝一一一十一←~hR 1soo 

图 c. 3. 3 - 2 

(C. 3. 3 1) 

W1 曲线内侧加宽， mm;

Wz 线外侧加宽， mm;

R 曲线半径， m;

H 计算点自轨面算起的高度， mm;

h 外轨超高， mm，主要干线外轨超高用 160mm,

远期行车速度不能确定时，当 Rζ1200m，一律

采用 h= 160mm; R> 1200m 则用最高行车速度

160km/h 反求超高及加宽。

桥梁建筑限界应符合下列要求：

桥限－ lA、桥限－ lC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内燃牵引的单线

或双线铁路，采用这些限界时，货物列车的装载高度不应超过

5300mm，基本尺寸如图 c. 3. 4 1 所示。

(C.3.3-2) w? 旦旦些- ' R, 

式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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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3. 4 1 桥梁建筑限界｛桥限→ IA、桥限 IC) （单位： mm)

2 桥限－ 2A、桥限－ 2C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电力牵引的单线

或双线铁路，采用这些限界时，货物列车的装载高度不应超过

5300mm，基本尺寸如图 c. 3. 4 2 所示。在基本建筑限界与桥

梁建筑限界之间，可装设照明、通信及信号等设备。

单线 双线

图 c. 3.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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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超限货物装载限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大于基本货物装载限界的货物列车，可在全国标准轨

距的铁路通行。

2 不大于最大超限货物装载限界的货物列车可通行于采用

本建筑限界标准的铁路。

3 装载限界为 4450mm × 5300mm 的货物列车，货物装载

尺寸如图 c. 3. 5 所示。

圈 c. 3. 5 超限货物装载限界｛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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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7J<运工程技术标准

D. 1 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等级划分、最高及

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

D.1. 1 内河航道等级按可通航内河船舶的吨级划分为 7 级，可

按表 D. 1. 1 确定。

表 D. I. 1 航道等级划分

航道等级 | I 级 | H 级｜ 囚级 I IV 级 I l 级 | H级｜ W级

船舶吨级（t) I 3000 I 2000 I 1000 I 500 I ;rn1J I loo I so 

注 1 ：船舶吨级按船舶设计载重（t）确定。

注 2 ：通航 3000t 级以上船舶的航退列入 I 级航道。

D.1. 2 天然河流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根据航道等级按表 D. 1. 2 

确定。

表 D.1. 2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洪水重现期

航道等级 I ～囚级 N级、 V 级 W级、四级

洪水重现期（年） 20 10 5 

注 1：对出现高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历时很短的山区性和I流，皿级航道洪水重现

期可采用 10 年； N级和 V级航道可采用 3～5 年： VI 级、回级航道可采用 2

～3 年。

注 2 ：潮沙影响明显的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采用年最高潮位频率为 5% 的潮

位，按极值 I 型分布律计算确定。

D.1. 3 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根据航道等级采用综合历

时曲线法或保证率频率法计算确定，相应多年历时保证率或年保

证率和重现期应符合表 D. 1.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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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3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多年历时保证率、

年保证率和重现期

航道等级 I 级、 H 级 皿级、 N级 V～哑级

多年历时保证率（%） 二主98 95 ~ 98 90~ 95 

年保证率（%） 98~ 99 95 ~ 98 90 ~ 95 

重现期（年） 5~ 10 4~ 5 2~ 4 

注： i朝 fjl影响明显的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采用低潮累积频率为 90%的潮位。

D.2 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水深和宽度计算

D. 2.1 航道水深可按式 CD. 2. 1) 计算：

H=T十 t..H CD. 2. 1) 

式中 H 航.ill!K 深＇ m;

T 船舶吃水， m，根据航道条件和l运输要求可取船

舶、船队设计吃水或枯水期减载时的吃水；

t..H 富裕水深， ill ，口J按在 D. 2. 1 中选用。

航道等级｜ I 级 H 级 皿级 IV 级

m-M 
L
V」
「
l
l

单
－
M级

vv 

表 D. 2. I 富裕水深值

富裕水深 I o. 4~ o. 5 I o. 3~ o. 4 I o. 3~ o. 4 I o. 2~ o. 3 I o. 2~ o. 3 I o. 2 I o. 2 

注 1 ：富裕水深值主要包括船舶航行 F沉重和触底安伞富裕量。

注 2：流速或风浪较大的水域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注 3：卵石和岩石质河床富裕水深值另加 o. 1~ 0. 2m 。

D.2.2 直线段航道宽度可按式 CD. 2. 2 1) ～式 CD. 2. 2 - 5) 

计算：

1 单线航道宽度：

B1 =BF +2d 

BF =B, +Lsin卢

式中 Bi~直线段单线航道宽度， m;

BF 船舶或船队航迹带宽度， m;

CD. 2. 2 1) 

(D.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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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船舶或船队外弦至航道边缘的安全距离， m，船队

可取 0.25～0. 30 倍航迹带宽度，货船可取 0. 34~ 
0.40 倍航迹带宽度；

B, 船舶或船队宽度， m;

L－一一顶推船队长度或货船长度， m;

卢一一船舶或船队航行漂角，（。） ' I ～ V级航道可取 3。，

VI 级和 w级航道可取 2。。

2 双线航道宽度：

B2 = BFd + BFu +di +dz + D (D. 2. 2-3) 

BFd = B,d + Ld sin卢 CD.2.2-4)

BFu =B,u 十 Lu sin卢 CD.2.2-5)

式中 B2 直线段双线航道宽度， m;

BFd 下行船舶或船队航迹带宽度， m;

BFu 上行船舶或船队航迹带宽度， m;

di 下行船舶或船队外弦至航道边缘的安全距离， m

dz一一上行船舶或船队外弦至航道边缘的安全距离， m;

D 船舶或船队会船时的安全距离， m;

B,d 下行船舶或船队宽度， m;

Ld 下行顶推船队长度或货船长度， m;

卢一一船舶或船队航行漂角， （勺， I ～ V 级航道可取

3。， VI 级和 w级航道可取 2。；

B，＂－一上行船舶或船队宽度， m;

Lu 上行顶推船队长度或货船长度， m;

d1+d2+D 各项安全距离之和， m，船队可取 o. 50 ~ 0. 60 

倍上行和下行航迹带宽度，货船可取 0. 67 ~ 
0. 80 倍上行和下行航迹带宽度。

D.3 码头主要建设规模确定

D.3. 1 泊位数目应根据年吞吐量、泊位货种和船型等因素按式

(D. 3. 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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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争（D. 3. 1) 

式中 Qn 根据货物类别确定的年吞吐量， t，当设计年吞吐

量中有水上过驳量时，通过码头的年货物吞吐量

应扣除过驳量；

P，一一泊位的年通过能力， t;

N 泊位数目。

D.3.2 泊位年通过能力按式 CD. 3. 2 一 1) ～式（D.3.2-3）计

算，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可按表 D. 3.2 中选用。

1 P,= 

2 去
(D. 3. 2 -1) 

G-L × 

五
川

P 
(D. 3. 2 - 2) 

td 一－ t, 

t ＝豆（D.3.2-3)
p 

式中 α 当货种多样而船型单一时， α 为各货种年装卸数量

占泊位年装卸总量的百分比，%；当船型、货种都不

相同时， α 为各类船舶年装载不同货物的数量占泊

位年装卸总量的百分比，%；

P, 与 α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G一一某一类船舶单船的实际载货重量， t;

t, 装、卸一艘该类船舶所需的纯装、卸时间， h;

户一一船时效率， t/h，按货种、船型、设计能力、作业线

数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tr 诙类型船舶装卸辅助与技术作业时间之总和， h，内

河船舶可取 0. 75 ~ 2. 5 ；进江海轮可取 2. 5~ 4; 

t, 昼夜泊位非生产时间之和， h，可根据各港实际情况

确定，三班制可取 4. 5 ～ 6 ，两班制可取 2. 5~ 3. 5' 

一班制可取 1～ 1. 5 ，对石油码头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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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昼夜法定工作小时数， h，根据工作班次确定：三班

制， 24 ，两班制， 16 ，一班制， 8;

Ty~泊位年营运天数， d，可根据各港实际统计资料分析

确定；

KB一一－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表 D.3.2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年存吐量 (103t)

货 种
<100 100~ 200 200~ 300 

钢铁及机械设备 1. 70~ 1. 60 1. 60~ 1. 50 1 50~ 1. 40 

矿建材料 1. 65~ 1. 55 1. 55 ~ 1. 45 I. 45~ 1. 35 

水泥 1. 75 ~ 1. 65 1. 65~ 1. 60 I. 60~ 1. 50 

木材 1. 80~ 1. 70 1. 70 ~ 1. 60 I. 60~ 1. 50 

件杂货 1. 65~ l. 55 1. 55~ 1. 45 1 45~~1. 35 

综合货种 1. 60~ 1. 50 1. 50~ 1. 40 1. 40~]. 30 

D. 4 码头前沿设计水深、设计高水位

及泊位长度确定

>300 

1. 40~ 1. 30 

1. 35~ 1. 25 

1. 50~ 1. 30 

1. 50~ 1. 40 

1. 35~ 1. 20 

1. 30~ 1. 20 

D. 4.1 码头前沿设计水深可按式（ D. 4. 1 ）计算，龙骨下最小

富裕深度可按表 D. 4. 1 确定：

Dm =T+ Z + ll.Z 

式中 Dm一一码头前沿设计水深， m

T 设计船型满载吃水， m;

z 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 m;

ti.Z－－其他富裕深度， ffio

(D. 4. 1) 

D.4.2 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应为码头设计高水位加超高，超高值

宜取 0. 1~ 0. 5mo 码头设计高水位标准可按表 D.4.2 确定。

D.4.3 直立式码头的泊位长度和码头长度，应满足船舶安全靠

离、系缆和装卸作业的要求，单个泊位和在同一前沿线连续设置

多个泊位的泊位长度及占用的码头氏度按表 D. 4. 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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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4.1 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

设计船型载货量 N(t)
河床底质

100< N<500 500< N < 3000

土质河床富裕深度（m) 0.20 0. 30 

岩质和I床富褂深度（m) 0.30 0. 50 

表 D.4.2 码头设计高水位标准

码头设计高水位重现期（年）
码头受淹损失类别

M网地区 平原河流 山区河流

一类 100 50 20~ 50 

二类 50 20 10~ 20 

二：二类 20 10 5~ 10 

注：一类，码头受淹将造成＇＼：.户、货物反设备重大损失的码头。

二类，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一定损失的码头。

三类，码头受淹将造成牛产、货物及设备损失较小的码头。

表 D.4.3 泊位长度与泊位占用的码头长度 单位： m

泊位类型 ？自 f1/.K 度 Li. 占用的码头长度 Lm

单个泊位 L十2d 二＂＇O. 65L 

端部泊位 L+l.Sd 二主0.8L十0.5d

中间泊位 L十d L十d

注 1: L 设计船型氏度； d 泊位富裕长度，一般取（ o. 1~ 0. 15)L，在使用期间

码头前流速大于 2. Om/s 或水流条件较h时， d 值适当加大。

注 2：有特殊使用要求时，单个泊位或端碎￥i'l f1'i. 的码头长度适当加长。

注 3：斜坡式码头和浮码头的泊位长度，其泊位富裕长度 d 值一般取（ 0. 15 ~ 
0.20) L。有移档或吊档作业的泊位长度一般分别按 Lb= ( 1. 5~ 1. 6) L十

2d （有移档作业时）或 Lb=Z<L+d) （有吊档作业时）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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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带式输送机设计参数

E. 1 输送量确定

E. 1. 1 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应满足式 CE. 1. 1 ）要求：

Q。 ζQζQy(Qm) CE. 1. 1) 

式中 Q。 工程设计要求的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输送量，旷／h

或 t/h;

Q 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旷／h 或 t/h;

Qy一一带式输送机理论体积输送量， m3 /h; 

Qm一一带式输送机理论质量输送量， t/h0

E.1. 2 带式输送机理论输送量应按理论体积输送量和理论质量

输送量按式 CE. 1. 2 1 ）、式 CE. 1. 2 2）分别计算：

Qv =3600Svk 

Qm =3600Svkρ 

式中 s 输送带上物料的最大横截面面积， mz;

U一一输送带速度， m/s;

是二一一带式输送机倾斜系数；

ρ 被输送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 t/m3 。

CE. 1. 2 -1) 

CE. 1. 2 - 2) 

E. 1. 3 输送带上物料的最大横截面面积，应根据输送带的可用宽

度、承载托辑的数量、槽形托辑组侧轮轴线与水平线间的夹角及输

送带上物料的运行堆积角等按表 E. 1. 3 1～表 E. 1. 3 3 中选用。

E.1. 4 被输送物料的堆积角。，其值与物料的特性、流动性、

输送带速度和带式输送机长度有关。通常比静堆积角小 5。～ 15°'

有些物料可能小 20° 0 如元运行堆积角的实测数据，可按物料的

静堆积角的 50%～ 75%近似计算，一般流动性物料堆积角数值

可按表 E. 1. 4 选取，对高带速、长距离的带式输送机应取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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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3-1 等长三托辘输送带上物料横截面面积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式输送机参数

10 15 20 25 30 

带宽 B
槽形托辍组侧辘轴线

与水平线｜同的 截面面积 Cm2)
(mm) 

夹角（。）

20 0.02659 0.03068 0.03498 0.03955 0.04451 

25 0.03043 0.03437 0. 03851 0.04291 0.04769 

30 0.03386 0.03763 0. 04158 0.04579 0.05036 
650 

35 0.03684 0.04041 0.04415 0.04814 0.05247 

40 0.03934 0.04269 0.04620 0.04994 0.05400 

45 0.04134 0.04465 0.04771 0. 05119 0.05496 

20 Q.04161 0.04804 0. 05477 0.06194 0.06973 

25 0.04761 0.05380 0.06029 0.06721 0.07471 

30 0.05298 0.05890 0.06510 0.07171 0.07888 
800 

35 0.05766 0.06326 0.06914 0.07540 0.08219 

40 0.06158 0.06684 0.07235 0.07823 0.08460 

45 0.06470 0.06960 0. 07472 0.08019 0.08612 

20 0. 06813 0.07844 0.08925 0. 10076 0. 11325 

25 0. 07798 0.08790 0.09830 0. 10938 0. 12140 

30 0. 08677 0.09623 0. 10614 0. 11670 0. 12817 
1000 

35 0.09437 0. 10330 0. 11267 0. 12265 0. 13348 

40 0. 10069 0. 10905 0.11782 0. 12716 。. 13729 

45 0. 10567 0. 11342 0. 12154 0. 13019 0. 13958 

20 0.09973 0. 11487 o. 13075 0. 14766 0. 16602 

25 0. 11414 0. 12872 o. 14399 0. 16028 0. 17795 

30 0. 12700 0. 14091 0. 15548 o. 17102 0. 18787 
1200 

35 0. 13814 0. 15129 0. 16506 0. 17975 0. 19568 

40 0. 14742 0. 15973 0. 17263 0. 18638 0.20130 

45 0. 15475 0. 16617 0. 17813 0. 19088 o. 2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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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3-1 （续）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式输送机参数

10 15 20 25 30 

带宽 B
槽形托辘组侧辐轴线

与水平线间的 截而面积 Cm2)
(mm) 

夹角（。）

20 0. 13894 0. 15981 o. 18168 0.20499 0.23028 

25 0. 15905 0. 17911 0. 20014 0. 22255 0.24687 

30 o. 17695 0. 19607 0. 21610 0. 23745 0.26062 
1400 

35 0. 19240 0. 21044 0. 22935 0.24951 0. 27137 

40 0. 20S2 l 。. 22207 II. 2:l975 0.25858 0. 27902 

45 o. 21525 o. 2:rn8'i ll. 24720 o. 26463 0.28354 

20 0. 18416 0. 21167 o. 2-lllS 1 0.27125 0. 30459 

25 0. 21082 0. 23726 0. 261 !J 吕 0.29451 0.32657 

30 0. 23452 0.25971 0. 28610 。. 31422 0.34474 
1600 

:JS o. 25495 o. 27870 0. 30359 。. 33012 0.35891 

40 0.27185 0. 29403 。， 31728 0. 34205 0.36893 

45 0. 2 吕005 0. 3055S IJ. :l2703 0. 34992 0.37477 

20 0. 23572 0. 27080 0. 30757 0. 34675 0.38972 

25 0. 26985 0. 30355 。. 33888 0.37652 0.41737 

30 0. 30017 o. 33225 0. 36587 0.40171 0.44059 
1800 

35 o. 32627 0.35651 0. 38821 0.42198 0.45863 

40 o. 34782 o. 37604 0. 40562 0.43714 0.47134 

45 0. 36460 o. 39066 0.41797 0.44708 0.47867 

20 0.29251 0.33611 0. 38180 0.43050 0.48333 

25 o. 33486 0.37675 0.42065 0.46745 0. 51822 

30 0. 37250 0.41238 0.45417 0.49872 0. 54705 
2000 

35 0.40491 o. 44251 0. 48192 o. 52391 0. 56948 

40 0.43169 0. 46679 0. 50357 0. 54277 0.58531 

45 0.45256 0.48498 0. 51896 0.55517 0.5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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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3-1 （续）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式输送机参数

10 15 20 25 30 

带宽 B
槽形托辘组侧辑轴线

与水平线问的 截面面积（m')
(mm) 

夹角（。）

20 0. 36753 0.42154 0. 47814 0. 53847 0.60392 

25 o. 42078 o. 47261 o. 52692 o. 58481 0.64762 

30 0.46795 0.51720 。 56882 0. 62383 0.68353 
2200 

35 0. 50837 o. 554 71 0. 60328 0. 65503 0. 71120 

40 0. 541 ♀2 Cl. 58467 日， ι2989 0. 67808 0. 73038 

45 0. 56706 。. 60680 0. 61 月44 0. 69283 o. 74099 

20 。电 44442 「I. :>10!4 0. c, 7902 0.65243 0. 73209 

2'i 0. 50879 0. 57190 0. 6380:1 0. 70852 0. 78500 

JO 0. '165 口。 门日2592 o. 68882 。 75586 0. 82860 
2400 

:15 o. 61495 0. 671'17 0. 73071 0. 79385 0. 86235 

,10 0. 65532 0. 70801 0. 76323 0.82208 0. 88594 

45 0. 68658 。 7:l51 7 。. 7 日610 0.84038 0.89927 

20 0. 53577 0. 614 l:, 0. 69629 0. 78834 0.87883 

25 0. 61340 （） β8858 。 7ι737 o. 85134 o. 94246 

30 （）．币82!0 0. 75350 0. 82834 0. 90810 0. 99464 
2600 

35 0. 74086 0. 80800 ll. 87835 0. 95355 1.03472 

40 0. 78894 0. 85140 0. 91686 0.98663 1. 06233 

45 0. 82582 0.88329 0. 94352 1. 00771 1. 07736 

20 0. 62790 0. 72028 0. 81709 。. 92027 1. 03222 

25 0. 71887 0.80753 0. 90043 0. 99945 1. 10690 

30 0. 79948 0. 88374 0. 97205 1. 06617 1. 16829 
2800 

35 0.86858 0. 94787 1. 03097 1. 11954 1. 21564 

40 0. 92529 0. 99913 1. 07653 1. 15901 1. 24851 

45 0. 96902 1. 03704 1. 10843 1. 18432 1. 2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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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1. 3 2 二托寝输送带上物料横截面面积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式输送机参数

10 15 20 25 30 

带宽 B
槽形托辘组侧辘轴线

与水平线间的 截面面积 Cm')
(mm) 

夹角（。）

20 0.01701 0.01917 0.02143 0.02384 0.02645 

25 0.01918 0. 02119 0.02329 0.02553 0.02797 
500 

30 0.02085 o. 02268 0.02460 0.02665 0.02887 

35 0.02195 0.02359 0.02531 0.02714 0.02912 

20 0.03043 0.03428 0.03833 0.04264 0.04732 

25 0.03432 0.03791 0.04167 0.04568 0.05003 
650 

30 0.03729 0.04057 0.04401 0.04767 0.05164 

35 0.03926 0.04220 0.04527 0.04855 0.05210 

20 0. 04 772 0. 05377 0. 06011 0.06687 0.07421 

25 0.05382 0.05945 0.06535 0.07164 0.07847 
800 

30 0.05849 0.06363 0.06902 0.07476 0.08099 

35 0.06158 0.06618 0.07100 0.07614 0.08171 

20 0.07680 0.08654 0.09675 0. 10763 0. 11944 

25 0.08662 0.09569 0. 10518 o. 11531 0. 12629 
1000 

30 0.09414 0. 10241 0. 11108 0. 12033 0. 13035 

35 0.09911 0. 10652 0. 11428 o. 12254 0. 13152 

20 0. 11277 0. 12708 0. 14207 0. 15805 0. 17539 

25 0. 12720 0. 14050 0. 15445 0. 16931 0. 18544 
1200 

30 0. 13823 0. 15038 o. 16311 0. 17668 0. 19141 

35 0. 14554 0. 15641 0. 16780 0. 17994 0. 19312 

20 0. 15563 0. 17537 0. 19606 0. 21811 0. 24204 

25 0. 17554 0. 19390 0. 21315 o. 23366 0. 25592 
1400 

30 0. 19076 0. 20753 0. 22510 0. 24833 0.26651 

35 0.20085 0. 21585 0. 23157 0. 24833 0.2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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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1. 3 -2 （续）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式输送机参数

10 15 20 25 30 

带宽 B
槽形托辘组侧辍轴线

(mm) 
与水平线间的 截面面积（m')

夹角（。）

20 0.20538 0. 23143 0.25874 0. 28783 0. 31941 

25 0. 23165 0. 25588 0. 28128 o. 30835 o. 33772 
1600 

30 0. 25174 0. 27387 0. 29706 0.32178 0. 34859 

35 0. 26505 0.28485 0. 30559 0. 32771 0.35170 

20 0. 26202 0.29525 0. 33008 0. 36721 0.40749 

25 0.29553 0. 32645 0. 35885 0.39388 0.43085 
1800 

30 0. 32116 0. 34939 0. 37898 0.41051 0.44472 

35 0.33814 0. 36339 0.38986 0.41807 0.44868 

20 0.32554 o. 36683 o. 41011 0.45624 0.50628 

25 0. 36718 0.40559 0.44585 0.48875 0. 53531 
2000 

30 o. 39903 o. 43410 0.47086 0.51003 o. 55254 

35 0.42012 0.45150 0.48438 0.51943 0. 55747 

表 E.1.3-3 单托辑输送带上物料横截面面积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

带宽 B
10 15 20 25 30 

(mm) 

截面面积（m')

500 0.00470 0. 00715 0. 00971 0.01243 0.01540 

650 0.00841 0.01278 0.01736 0.02224 0.02754 

800 0.01319 0.02005 0.02723 0.03489 0.04320 

1000 0.02123 0.03227 0.04383 0.56150 0.06952 

1200 0.03118 0.04738 0.06436 0.08245 0. 10209 

1400 0.04303 0.06538 0.08881 0. 11379 0. 14088 

1600 0.05678 0.08628 o. 11720 o. 15016 0. 18592 

1800 0.07244 0. 11008 0. 14953 0. 19157 0.23719 

2000 0.09000 0. 13677 0. 18578 0.23801 0.2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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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4 一般流动性物料堆积角数值 单位：（。）

物料的特性 静堆积角 运行堆积角。

规则、粒状物料，如砂石、洗过的砾石等 26 ~ 29 15 

不规则、中等重量的颗粒状或块状物料，如教土等 30~ 34 20 

典型的普通物料，如大多数矿石、 ｛i块等 35 ~ 39 25 

E.1. 5 输送一般流动性物料，倾斜系数可按表 E. 1. 5 选取。当

被输送的物料较轻、运行堆积角较小时，成适当减小表 E. 1. 5 

中 h 值，当输送蒙古性物料时，可适当增大是值。

表 E.1. 5 一般流动性物料的倾斜系数

带式输送机在运行方向｜的 带式输送机{I j在行方向J：的
k 

倾斜角 ／） （。） 倾斜 ffJδ （。）

2 1.1111 21 

4 0. 99 22 

6 。. ')8 

8 o. 97 24 

10 0.% 2日

12 。. 93 2G 

14 o. 91 n 

16 ll. 89 28 

18 0. 85 2!l 

20 0. 81 30 

E. 2 带速选择

E.2.1 带速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

0.78 

0.76 

0. 73 

0. 71 

0.68 

0.66 

0. 64 

0. 61 

o. 59 

0.56 

1 输送带速度，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作和环境条件、物料

性质、物料粒度及组成、输送带宽度等因素确定。

2 长距离、大输送量带式输送机，宜选择较高的带速。

3 向下输送块状物料及输送容量起尘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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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降低带速。

E.2.2 带式输送机带速，宜符合 0. 8' 1. 0' 1. 25' 1. 6' 2. 0' 

2. 5, 3. 15, (3. 5日， 4.0, (4.5), 5.0, (5.6) 6.3, 7.lm/s 

的速度系列。

E. 2.3 带式输送机带速与输送带宽度的匹配范围，可按照表

E. 2. 3 选取。特殊要求的带式输送机带速，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

类型和工作要求确定。

表 E. 2.3 带式输送机带速与输送带宽度的匹配范围

带宽 B 输送带速度（m；只）

(mm) 0. 8 ]. 0 ]. 25 2. II >'!, v 气 :l. l'i ( 3. 55) 4 ，。 (4. 5) 5. 0 (5. 6) 6.3 7. 1 

500 、／ 、／ -} J 0 \/ 

650 ) \/ 飞J/ 、 ) 、／

800 、／ 、／ \/ -} 飞、aI \/ 、J -} 

1000 ) ) 'I \/ ) ) 、／ 、／ 'I 

1200 ) \/ 飞d
,1 

、v \/ 、J \/ 飞J 、J

1400 、／ \/ ) 、／ \/ 、／ J '1 、／

1600 ) \/ v 、J 、／ J \/ 、／ 、／

1800 J J J v " J 、／ 、／ 、、／ J 

2000 ) ,/ 飞J J J 、／ 、／ ) 、／

2200 (\/) 、J J 、J 、／ ) 、／ 、J 、／

2400 （、j) 、／ 、／ 、J J 、／ ) J 、／

2600 ()) 、／ 、／ ) ) ) J ) 

2800 CJ) J 、／ \/ 、／ 、／ 、／ 、／

注 1: “、／”为带速推荐值。

注 2：“（））”为输送大块物料的带速口I用值。

E.3 带宽选择

E. 3.1 带宽输送机宽度，应根据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带速

和被输送物料的粒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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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带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附录 E. 2 初选带速。

2 带宽可根据带式输送机承载托辑数量、槽形托辐组侧辐

轴线与水平线间的夹角和物料的运行堆积角计算，也可从附录

E. 2 中查出满足输送量要求的带宽。

3 应按被输送物料的粒度尺寸校核带宽。

1) 根据物料的最大粒度尺寸、粒度组成及物料的运行堆

积角等因素校核。运行堆积角为 20。～ 30。的通常物料，

带宽可按表 E. 3.2 选取。

2）当没有可靠的物料粒度组成数据时，对带宽为

1600mm 以下的带式输送机，未经筛分的散状物料，

当大块含量在 10%以内时，可按式（ E. 3. 2 1) 校核

带宽；经过筛分的散状物料，式（ E. 3. 2 一 2 ）校核

带宽：

B 注 2a1+0. 2 (E.3.2-1) 

B 二三 3am +o. 2 (E. 3. 2 2) 

式中 a1 物料的最大粒度尺寸， m;

am 物料的最大块和最小块尺寸的平均值， m。

3）当输送坚硬岩石类物料时，最大粒度尺寸不宜超过

350mm，普通物料不宜超过 500mm 。

表 E.3.2 带式输送机输送物料的最大粒度尺寸

物料中的大块的含量（质量自分卒，%）
带宽 B

10 20 30 40 
(mm) 

最大粒皮尺寸（mm)

500 140~ 90 130~ 80 120~ 70 100~ 50 

650 210 ~ 110 190~ 100 160~ 90 120~ 65 

800 270~ 130 250 ~ 120 220 ~ 1 10 150~ 80 

1000 340~ 160 300~ 150 260~ 140 180~ 100 

1200 390~ 200 350~ 190 300~ 170 220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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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2 （续）

物料中的大块的含量（质量百分率，%）
带宽 B

10 20 30 40 
(mm) 

最大粒度尺寸（mm)

1400 450~ 230 400~ 220 340~ 200 260~ 150 

1600 500~ 260 450~ 240 380~ 220 290~ 180 

1800 550~ 290 480~ 270 420~ 240 320~ 200 

2000 580~ 320 500~ 300 450~ 260 350~ 230 

2200 600~ 350 520~ 320 480~ 290 380~ 260 

二三2400 620~ 380 550~ 360 500~ 330 410~ 280 

注 l z 物料的运行堆积角为 20°时选大值， 30。时选小值。

注 2 ：输送右－石类物料时，一般降低最大粒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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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斜坡道卷扬运输设备选择计算

F.O. 1 小时运输量计算可按式 CF. o. 1 ）计算：

Q，＝苦了 (F. 0. 1) 

式中 Q, 小时运输量， t/h;

c 不均匀系数；

也－二一年运输量， t/a; 

ty 年工作 H 数，由

人 日有效作业小时数， he

F.0.2 一次牵引循环时间宜采用 F列；Ii法计算确定：

1 单钩斜坡岳扬道。一次牵引循环时｜同时按式 CF.0.2-

1) 计算：

2[ 2L I 2L 
Ti，＝ 一二＋一」＋一」立十 2QI'

Vpj VI' Vp 

(F. 0. 2 -1) 

式中 Ti, 一次奈寻｜循环时间，叫

L 斜坡道长度， m;

L,h一一一上部平车场长度， m. 根据一次拉车数确定，宜

取 6～ 15;

L,. 下部平车场长度， m，根据－次拉车数确定，宜

取 6～ 15;

Qp 平车场休止时间，可取 30～60s;

Vpj 斜坡道运行平均速度，视运输长度丽定，宜取

(0. 75 ~ 0. 9) Vrr旧；当运距不小于 300m 时， U口rn

为 2. Om/s；当运距大于 300m 时， v，盲rn

VP 平车场线路的运行速度，宜取 1. 5m/s 。

2 双钩斜坡卷扬道。一次牵引循环时间可按式 CF. o. 2 -

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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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一
川

+ 」
一
叫

十
L

一
川

一
－

T 
CF. o. 2 - 2) 

F.0.3 矿车有效载重计算按式 CF. O. 3 ）计算：

Gx=CmyV, (F.0.3) 

式中 ex 有效载重， kg;

cm→←一装载系数，当坡道倾角小于 25。时，取 0. 9 ；当坡

道倾角为 25。～30。时，取 0. 8; 

y 料物堆积容重， kg/m3;

V, 矿车容积， m3 。

F.0.4 一次需要牵引的｛扩年数可按式 CF.0.4）计算：

Q,T, 
n 一←一~一

3. 6G, 

式中 n一 一次＇rlii 些牵引的ff 年数，辆；

ex • 矿丰有效载重，按式 CF.0.3）计算。

CF.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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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架空索道运输基本参数的

选择与计算

G.0.1 架空索道设计应符合 GB 50127 和 GB 12141 的相关

规定。

G.0.2 水利水电工程在初步规划架空索道设计混凝土浇筑方案

或砂石料运输方案时，可按下列方法计算有关参数。

1 运输强度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月运输强度人，在运输砂石料时，根据1昆凝土浇筑最

高月强度计算。

2）月工作天数 t， ，宜取 25. 5d，施工高峰期可取 30d 。

3）昼夜运输强度 A， 可按式 CG. o. 2 1) 计算：

A, ==tC, CG. o. 2 1) 

式中 A 昼夜运输强度， t/d;

Ay 月运输强度， t／月；

C, 昼夜运输不均匀系数，根据混凝土浇筑方式、砂

石料运输的可靠程度及拌和楼存料场的大小确定，

宜为 1. 7～2.0 。

4）昼夜工作小时数丑，一班作业可取 7h，二班制取

14h，三班制取 19. 5h0 

5）小时运输强度 A， 可按式 CG.0.2 2）计算：

A，＝争c CG.0.2-2) 

式中 C, 小时运输不均匀系数，一班、二班作业取 1. 1 ，三

班制取 1. 15 0 

2 牵引速度 u。按 GB 50127 ，索道的最高运行速度不宜超

过下列规定：单线循环式货运索道 4. 5m／吕；双线循环式货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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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5. Om/s；单线往复式货运索道 6. Om/s；双线往复式货运索道

8. Om/s。货车的运行速度，宜为 1. 6m/s 、 2. Om/s 、 2. 5m/ s 、

2. 8m/s 、 3. 15m/s 、 3. 6m/s 、 4. Om/s 、 4. 5m/s 和 5. Om/so 设

计时可根据小时运输强度 A， 合理选取。

3 货车斗容 V 可按式 CG.0.2 3 ）计算， GB 50127 系列

双线货运索道货车斗容为 0. 5m3 、 0. 63m人 0. 8m3 、 1. Om3 、

1. 25旷、 1. 6m3 、 2. Om3 和 2. 5m气单线货运索道货车斗容为

0. 25m3 、 0. 32m3 、 0. 4m3 、 0. 5m3 、 0. 63m3 、 0. 8m3 、 1. Om3 

和 1. 25m3 。

一
γ’

12O A

一
刷

一
－

V 
CG. o. 2 3) 

式中 v 货车斗容， m3;

t1 发车间隔时间， s，宜取 12～40;

Y一一骨料容重， t/m3 ，取各级骨料的平均值。

4 货车总数 Z可按式 CG. o. 2-4）计算：
2KL 

Z ＝ 一一一十 Z
l1V 

CG.0.2-4) 

式中 z 货车总数，辆；

K 系数，取 1. 15~ 1. 20; 

L 线路长度， m;

z, 两端站房内货车数，人工推车时取 Z,=8～ 10 ，机

械推车时取 Z,=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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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窄轨铁路主要技术标准

H.0.1 窄轨铁路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H. 0.1 的规定。

表 H.0.1 窄轨铁路等级

单线重车方向年运量（万 t)
等级

600mm 轨距 762 (900) mm 轨配 lOOOmm 轨距

I 级 :>JOO 
200～400 客运车 2 对、

零担车 1 对

E 级 二注 30 50~ 100 
<250 客运车 2 对、

零担车 1 对

皿级 〈之 30 <SO 

H.0.2 窄轨铁路最大限制坡度庇符合表 H. o. 2 的脱定。

表 H.0.2 最大限制坡度 %。

600mm 762 ( 900) lOOOmm 轨距

等级
轨距 mm 朝LJIE 一般地以 困难地区

I 级 12 
限制 z IJllJJ牵引 2 限制 z 加力牵引 z

12 23. 5 15 28. 5 

E 级 12 15 15 28 20 30 

E级 15 18 

注 s 如地形复杂，有技术经济依据时， 600mm 轨距 E 级、皿级铁路分别不超过

15%。和 18%。， 762 (900) mm 轨距铁路不超过 20%日， lOOOmm 轨距最大坡度

包括曲线折减率及机车在大坡度上的教着系数降低而减缓的坡度。

H.0.3 各级窄轨铁路最小平曲率半径应符合表 H. 0. 3 的规定。

H.0.4 窄轨铁路路基宽度应按表 H. O. 4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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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3 最小平曲率半径

600mm 轨距
762 (900) mm 

lOOOmm 轨距
轨距

等级
一般 困难 一般 困难 →般 困难 最大允许

地段 地段 地段 地段 地段 地段 行车速度

(m) (m) (m) (m) (m) (m) (km/h) 

I 级 150 100 150 120 45~ 50 

E 级 80 50 120 80 120 115 43~ 47 

回级 60 30 80 60 

表 H.0.4 路基宽度 单位： m

J¥1.线路基宽度

等级 壤土币I• 类 道床厚度 600mm 762mm 900mm lOOOmm 

轨距 轨距 轨距 轨距

非渗 11< 士 0. 2S 3. 7 4 4. 4 
I 级

岩石、渗水土 。.2 3. 3 3.6 4 

非渗水土 0. 2 3.2 3. 5 3.8 4.2 
E 级

岩石、渗水士 0. 15 2. 8 3. 2 3. 5 4 

非渗水土 0. 15 3 3. 3 3. 6 
E级

岩石、渗水土 0. 15 2. 6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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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公路重大件（大型物件）分级

I. o. 1 重大件（大型物件）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货物：

1 长度在 14m 以上或宽度在 3. 5m 以上或高度在 3m 以上

的货物；

2 重量在 20t 以上的单体货物或不可解体的成组（捆）

货物。

I. O. 2 重大件（大型物件）按外形尺寸和重量（含包装和支承

架）分成四级，按其长、宽、高及重量四个条件之一中级别最高

的确定，具体划分见表 I. o. 1 。

表 I. 0. 1 重大件｛大型物件）分级标准

重大件 设备长度 设备宽度 设备高度 设备重量

分级 (m) (m) (m) ( t) 

一级 14《长度＜20 3. 5《宽度＜4. 5 3.0《高度＜3. 8 20《重量＜100

二级 20＂王长度＜30 4. 5 ，，三宽度＜ 5. 5 3.8《高度＜4.4 100《重量＜ZOO

三级 30!S二长度＜40 5. 5《宽度＜6. 。 4.4《高度＜5. 。 200《重量＜300

四级 长度二?o40 宽度二?o6. 0 高度二三5.0 重量二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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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要求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宜 推荐、建议
推荐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可 允许、许可、准许
允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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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2 所述适用范围，明确适用于初步设计阶段，其他设计阶

段可参照执行。条文中提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其划分标

准系按《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中的规

定执行。

1. o. 3 本条规定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交通设计应遵循的主要原

则，施工交通应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才能安全、舒适、经济地

完成其运输任务。通过多年的实践，路况与运输成本的关系已逐

渐被人们所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安全文明施工、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了。因此本条对此做士明确规定，以期

在设计工作中重视水利水电工程场内外施工交通在运行期的运行

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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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外交通

2. 1 一般规定

2. 1. 1 本条规定了对外交通范围，同时明确施工交通运输设计

的总体任务。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运输的特点如下：

对外交通一般运距较长，运输量和运输强度相对比较稳定，

运输工具比较单一，而且一般在工程竣工后还要作为水利水电工

程永久对外交通，施工期间一般自成系统。

与国家或地方交通相结合的场内交涵应列为对外交通

范围。

2. 1. 3 根据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公路运输具

有方便、灵活、可靠、适应性强、投资少、［期短的特点，可以

独立完成水利水电工秤二施I丁的运输任务。铁路运输一般不够灵

活，适应性较差，且投资大、工期长。水路运输｜叶样存在不够灵

活、适应性较差的问题，且河道通航往往受季节性影响。铁路运

输和水路运输都难以独立完成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运输任务，必

须和公路运输结合使用，或者作为施I；交通运输的辅助（或备

用）方式。因此，在进行新建施工交通运输设计时宜考虑采用公

路运输方式。同时，应充分利用国家己有的铁路干线、航道、转

运站、货场、码头等设施。

2. 1. 5 施工交通道路应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才能经济地完成

其施工运输任务。但是道路的养护以往多被人们忽视，结果路况

很差，造成车辆过早损坏，加大了配件、轮胎和油料消耗，影响

生产和安全。为了引起有关部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本标准明确

规定，应设置与其标准相适应的安全交通管理、维护等设施，以

及经常做好养护以保持其良好的技术状态。这些要作为设计内

容，以解决养护机构和劳动力指标等，而不是要求在设计规范中

规定具体养路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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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交通运输量分析和运输方案选择

2. 2. 1 外来物资总运输量、分年度运输量和运输强度是对外交

通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运输方案选择的基本依据，应分项计

算，避免漏项。水利水电工程运输量的组成：主要外来物资和设

备有水泥、木材、钢材（包括钢筋、铜板、型钢及金属结构等人

施工机械设备、永久机电设备、爆破材料（包括炸药、雷管、导

火线等人生活物资及其他器材物资（包括化工产品、医药、工

具、施工队伍转移等）。

2. 2. 2 当工程所需砂石料 l!X; J:. 11料的料场离坝址较远，需通过

对外交通运输线 HJ ，对外运输的运输量也应包括砂石料和土

石料。

2. 2. 3 本条列 H\ i豆输方案拟定应考虑的因素。

1 工程所在地区附近可资利用的交通运输条件，是选择交

通运输方案的基本条刊，任何方案都脱离不了现有交通运输条

件，在进行方案应择时，要充分掌握并加以着重研究。

2 工程施 I：期间的总运输量和运输强度对运输方案及线路

标准的拟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决定运输方案的主要因素。

大、中型水利水电 l二程在施工期间的对外总运输量和运输强度均

比较大，选定的方案要满足其要求。因此要着重分析研究、合理

确定总运输量及运输强度。

3 主要外来物资，特别是水泥、粉煤灰、钢材等的来源、

运输条件是选择对外交通方案的重要因素。

4 重大件运输也是影响对外交通运输方案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外交通运输方案应能满足重大件的运输要求。

5 与国家（地方）交通干线的连接条件要充分分析研究，

在现有线上连接要取得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场内交通是对外交通的延续，在研究对外交通方案时，要密

切联系场内交通，尽可能使场内、外交通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使外来物资尽快运往各用户，尽可能减少中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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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外交通的施工工期和技资也是对外交通拟定的一个重

要条件，选定方案要满足施工总进度的要求，确保及时通车和线

路畅通。

7 研究转运站的设置以及主要桥涵、隧道、渡口、码头、

站场等的建设条件，务求外来物资转运距离短、沿线主要建筑物

工程量少、技资省，以缩短工程施工准备期及总工期，尽早技入

运行。

2. 2. 4 本条列出运输方案选择应符合的要求。

1 选定方案的运输能力要满足工程各时期的施工需要，这

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并尽可能减少对交通运输基建投资，同时

亦可缩短对交通运输线路基建工期，如果对外交通线路在主体工

程开工后仍不能建成通车，往往给施工带来很大损失，则将影响

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或增加工程投资。

2 尽可能减少中转，确保物资器材运输及时、安全可靠是

保证运输能力、减少装卸费用及物资损耗所要求的。

3 水利水电工程开发从规划到实施往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

间，因此要了解当地的交通规划，使对外交通运输方案尽量与之

相结合。这样既能做到充分利用国家、地方交通运输资源，也能

使当地经济更多地从水利水电工程开发中受益。

4 一个工程的对外交通往往是本流域和跨流域上下游梯

级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对外交通的一部分，在进行对外交通规划

时需要收集相关工程对外交通规划资料，力求适当兼顾，统筹

规划。

s 对外交通运输要选择能满足运输要求、安全可靠、距离
短、干扰少、施工工期短、便于与场内交通衔接的对外交通运输

方案。投资费用比较包括工程建设及维护费，物资、材料运输费

及贷款利息的影响。

对外交通运输方案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

进度、质量和造价，因此要慎重对待。在进行方案比较时，要进

行综合分析，选择技术上应满足施工进度对运输的要求，运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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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灵活，经济合理，工期短、便于与场内交通衔接，并能减少

占地面积和中转环节的方案。在进行经济分析时，计算投资及综

合经济效益，如有条件，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选择。对外交通

方案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工作中，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一满足工程

需要和投资费用的比较，这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工程需要是水利

水电工程对外交通工程方案选择中应满足的最基本要求，技资费

用的比较是对外交通方案选择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是比较方案

取舍的重要指标，两者缺一不可。

2.3 公路运输

2. 3. 1 对外公路的等级和技术标准的选择要充分考虑本条中所

列内容综合分析确定。与社会交通相结合的或兼有社会交通功能

的专用公路，不仅需要满足水利水电工程外来物资的运输要求，

还需要承担其他社会车辆的通行任务，故其等级和技术标准应严

格执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CGBJ 22）等标准。

2.3.2 对外公路规划及路线设计要求所述 6 款是选线必备因素。

由于重大件运输是短时间的特殊运输，在满足安全通行的条

件下，可采取减速行驶、临时加固、暂禁其他车辆通行或绕行等

措施，以免因重大件运输，使运输技术标准过高。

对外公路连接点的选择，要充分调查现有线路、车站、港口

现状及近期规划。

选线尽量避开城镇，避免交通运输互相干扰，以达到工程对

外物资运输安全、快捷、节约的目的。

2. 3. 3 考虑水利水电工程特点，公路上大、中型桥梁的工程造

价及施工复杂等因素，本条规定桥位原则上服从路线走向，路桥

综合考虑，避免因强调桥位而忽视线形布置的合理性。

2. 3. 4 考虑洞内的排水需要，隧道内的纵坡不宜小于 o. 3% 。

对于寒冷及严寒地区地下水发育的隧道，为减少冬季排水沟产生

冻害，要加大排水纵坡以利于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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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铁路运输

2. 4.1 、 2.4.2 铁路运输线要结合当地铁路运输发展规划，充分

利用已有国家、地方铁路线和其他工矿企业专用线。

铁路接轨是选择铁路规划、设计的首要任务，是专用线

设计成果的主要内容、铁道部门审批的主要依据，在规划设

计中要予充分重视。《田、 IV 级铁路设计规范》（ GB 50012 

2012) 1. 0. 10 条规定：接轨站的站址方案、接轨铁路的管

理，以及运输交接方式，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并与有关部门

协商确定。

与公路运输方案相比，铁路基建I：程最大，占地较多，施工

期长，一般不能单拙承担施工交通任务．。可币与公路运输相配

合，因此一般不宜采用。若现有路网距 L地较近、施工场地较为

宽阔或梯级开发能够结合利用，经论证经济可靠H才，也可采用铁

路运输方案。国内采用铁路专用线垣输方式的己也E程统计（按

GB 50012 划分标准确定）见表 1 。

2.4.3 铁路运输线的勘测、设计、施工应符合 GB 50012 、《标

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GB 146. 1) 和《标准轨距铁路建筑

限界》（GB 146. 2）的有关规定。结合水利水电工程货物运输的

特点，铁路运输线设计要满足超限件运输特殊要求。

委托设计铁路运输线时提供如下资料：

(1）水利水电工程所在区域位置图和总平面图。

(2）铁路运输线进入场内控制点的坐标、方位、标高。

(3）铁路运输线运输量（包括远景运量）、货物种类和对铁

路运输线的特殊要求。

(4）铁路运输线委托设计范围、设计内容、设计项目、完成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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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路运输

2. 5.1 水路运输是施工交通运输的方式之一，在对工程区现有

航道水深、宽度、转弯半径、流速及运输能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酌情采用。

对于通航的河流，施工期间货物临时过坝运输可分为陆路驳

运和航运过坝两类。采用何种方式，根据工程的特点经过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由于施工期间通航水位随着工程施工的进展而变

化，单一的通航方式难以适应自开工至蓄水发电的全过程。各施

工期需要采取不同的通航措施. Jt能互相衔接．避免与施工运输

的干扰。

2. 5. 2 近若干年来由于货船发展迅速．在一地航道上已成为运

输的主力船舶，故本书五月r同时按illl航内问驳船和l货船的载重吨级

划分航道等级。

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除通常的河流航边外，还包括通航条件

比较特殊的黑龙江水系航道和珠江三角洲至港澳线内河航道。天

然和渠化河流航道尺度不小于表 2 所列数伯、黑龙江水系航道尺

度不小于表 3 所列数值、珠江二角洲至港澳线内闯航道尺度不应

小于表 4 所列数值、限制性航道尺度不小「表 5 所列数值。表中

当船队推轮吃水等于、大于驳船吃水时，按打t轮设计吃水确定航

道水深，当流速 3m/s 以上、水势汹乱的航道，直线段航道宽度

在表列宽度的基础上适当加大。

在确定各等级航道尺度时，考虑到 I ～皿级航道均为船队和

货船混合通航的航道，仅规定了以船队通航为控制条件的航道尺

度，而在皿级以下航道则同时规定了以船队和货船通航的航道尺

度。根据代表船舶或船队尺度，计算确定了航道尺度。

黑龙江水系多数为宽浅河流，多年来通航吃水较浅的船舶和

船队，并己自成系列。根据其船舶和船队尺度对航道尺度做了单

独规定。

珠江三角洲至港澳线内河航道，水深条件良好，适宜通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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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较深的船舶。在这些航道上通航的船舶主要为货船和集装箱船，

其代表船型为从中优选的多用途货船，同时也通航船队。从航道

条件和通航船舶、船队尺度综合考虑，航道尺度也做了单独规定。

航道水深兼顾了某些油船、液体船等吃水较大船舶的通航要求，

航道宽度和最小弯曲半径则兼顾了货船和船队的通航要求。

限制性航道采用的代表船型分别选自《内河通航标准》 CGB

50139）和目前使用的优选船型。

有些湖泊洪水期为湖，枯水期为河，水库则多为河道型水

库，它们的通航条件与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相似，其航道尺度可

按天然和渠化河流航道尺度执行。另外有哩湖泊、水库水域面积

广阔，受风浪的影响较大，需分析研究风浪对船舶产生的升沉、

横摇和漂移的影响，加大其航道尺度。

对枯水期较长或运输繁忙的航道，采用航道水深幅度的上

限；对整治比较困难的航道，可采用航道水深幅度的下限，但在

水位接近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船舶应减载航行。当航道底部为石

质河床时，水深值增加 0. 1~ 0. Zm 。

除整治特别困难的局部河段可采用单线航道外，均采用双线

航道。当双线航道不能满足要求时，采用三线或三线以上航道，

其宽度根据船舶通航要求研究确定。整治特别困难的局部河段可

采用单线航道，主要指坡陡流急的急滩，弯曲狭窄、水势汹乱的

险滩，水深不足的浅滩以及实行单向通行控制的河段。

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按改善通航条件、提高通航能力和发挥

综合开发效益的原则确定通航水位。枢纽瞬时下泄流量不小于原

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的流量。

内河航道的最小弯曲半径，一般采用顶推船队长度的 3 倍或

货船长度、拖带船队最大单船长度的 4 倍。在特殊困难河段，航

道最小弯曲半径不能达到上述要求时，在宽度加大和驾驶通视均

能满足需要的前提下，弯曲半径可适当减小，但不小于顶推船队

长度的 2 倍或货船长度、拖带船队最大单船长度的 3 倍。流速

3m/s 以上、水势汹乱的山区性河流航道，其最小弯曲半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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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顶推船队长度或货船长度的 5 倍。

我国山区河流航道整治设计中实际采用的最小弯曲半径多在

货船或顶推船队长度的 5 倍以上，少数航道弯曲半径较小，也较

接近其 5 倍长度。

特殊的设计船舶或船队，是指与同等级航道中船舶载重吨级

相同而与表列船型、船队尺度不同的船舶或船队，以及大于

3000t 级的船舶和由其组成的船队。

内河航道中的流速、流态和比降等水流条件要满足设计船舶

或船队安全航行的要求。船舶航行时，对纵向或横向流速都有一

定的要求，适应于船舶航行的水流流速称为允许流速。对于纵向

流速，顺流时较大的流速可以增加航行速度，但流速过大，使船

舶操作困难，航效较低。逆流时，则要求较小的流速，以节省动

力。允许纵向流速的大小与船型、功率、载重量等有关，一般不

超过 2～3m/s 为宜。通常为适应上、下船舶，尤其是适应非机

动船的逆流上驶，有条件时，一般另设置缓流航道，专供上行船

舶使用。航道中的横向流速，一般限制在 0. 2~ 0. 3m/s，否则船

舶承受的侧推力过大，容易发生事故。

在河流仁、中游，尤其是山区河流的个别急流滩上，当流速

超出允许流速时，常设绞滩站助航。

2.5.3 施工码头位置根据施工期的年高峰货运量、航道上通航

的船型及工程施工运输的特有船型、货物运输特性、河流特性、

地形、地质、水文、气象、水域陆地条件等，结合施工总平面布

置，从经济技术上进行综合分析、全面比较，慎重确定。

码头前沿线是码头建筑物或歪船靠船一侧的竖向平面与水平

面的交线。它是决定码头平面位置的重要基线。选定码头前沿线

位置，利用天然水深沿水流方向及地形等高线布置，可减少水下

开挖量，不破坏河床的原有平衡状态，保持码头前的水流平顺和

方便船舶的靠离作业。

顺岸式码头的前沿线位置要考虑码头建成后对防洪、水流改

变、河床冲淤变化及岸坡稳定的影响。码头前有可供船舶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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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Ji顶岸码头端部泊位的水域边线与码头前沿线一般成 30。～

45。夹角。码头前停泊水域，不要占用主航道，其宽度为设计船

型宽度加富裕宽度或设计并靠船舶的总宽度加富裕宽度，富裕宽

度可按表 6 确定。

表 6 码头前停泊水域的富格宽度

设计船型载货量（ t) 富裕宽度（m)

<300 (0.5~ 1. O)B 

二＂300 (I. O~ 1. 5)B 

注 ： B 为设计船型宽度。

单船或硬绑顶推船队回旋水域沿水流方向的长度，一般不小

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2. 5 倍；当流速大于 1. 5m/s 时，水域长度

可适当加大，但不大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4 倍。

回旋水域沿垂直水流方向的宽度一般不小于单船或船队长度

的 1. 5 倍，当船舶为单舵时，水域宽度不小于其氏度的 2. 5 倍。

软拖船队回旋水域长度、宽度可适当减小。 M旋水域一般布置在

码头附近。

施工码头断面形式根据水文、地质、地形，货物年吞吐量、

货种、装卸工艺及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经济技术比较

后确定。码头的断面型式见表 7 。

2.6 转运站

2. 6.1 水利水电工程所需外来物资、器材、设备在运抵工程施

工现场前，如运输方式发生变化，需在变化运输方式地点设置转

运站。其主要功能是负责装卸、临时保存和转运工作。

转运站设置在火车站或港口码头及公路运输转运站附近，这

样可以减少装卸倒运量，转运站一般包括仓库、料棚、堆场、道

路、办公及生活福利设施，需要有足够的场地。

转运量视外来物资和设备来源的具体情况而定，通常生活物

资中的主副食品和当地建筑材料，多由邻近地区供应，直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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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转运。需要转运的主要是水泥、钢材、木材、机械设备、煤

炭、油料及其他，一般情况转运量约占总运输量的 60% 。

2. 6. 2 转运站的储运能力满足施工运输强度要求是设置转运站

的前提条件，其他在转运站设置上要达到统一协调合理。为节约

建设投资，对外来物资的转运优先利用（或租用）现有设施。可

利用的转运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部门的车站、码头等，也包括附近

其他企业的转运站等。

2. 6. 3 转运站一般包括铁路专用线（或专用码头）、仓库、道

路、管理及生活福利等附属设施。满足工程施工需要，适应外来

物资的来源、种类，是转运站选择的基本要求。同时，转运站的

位置还要较好地与对外交通运输线路协调。新建转运站要困地制

宜，尽量少占地，节约建设费用，如能利用现有交通运输设施及

转运站，可节约投资和缩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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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内交通

3. 1 一般规定

3. 1. 1 场内交通要符合枢纽工程施工总布置的规划，满足施工

总进度的要求。

场内运输包括：工程外来器材和物资、施工工厂设施产品、

工程堆弃物料、经过工地的当地运输物资、进出工地的各类人员

的运输。运输量及运输强度的分析计算是以｜：程施工总进度为依

据，确定各个时段物料需要量，并选择大宗物料运输作为重点，

再叠加计算各单项工程（或工作面）、各场（厂）区、各施工工

厂设施不同时段的运输强度和主要物料运输流［~1］后，确定运输道

路的走向、规模及技术标准。

3. 1. 2 本条提出了场内交通规划山考虑的主要因素。场内交通

是联系施工工地内部各工区、料场、堆弃j商场、再生产生活区之

间的交通，担负工程施工期间工地内部的监输任务。场内交通包

括两岸沟通设施、 J·.JIJlJ页公路、进丁公路、沿河公路、料场和渣

场公路、对外接线公路、场内联络公路、施l：期过坝交通公路及

地下工程的施工通道等。设计 rf1 要站台工和胞仁，总布置及施工总

进度要求，进行场内交通规划。

3. 1. 4 线路规划要考虑永久公路与临时公路相结合，前期与后

期相结合，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投资浪费。

3. 2 场内交通规划

3. 2. 1 场内交通公路规划设计，根据场内交通的特点及分类进

行规划。

水利水电工程场内交通运输具有以下特点：

(1）场内运输物料种类多、运量大、受施工场地限制及物料

特性限制，一般运距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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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场内交通基本上是一种单向运输，运输组织工作比较简

单方便，有条件时能够保证重车运行。

(3）场内交通运输强度和线路工作时间，受施工总进度影

响，运输具有不均衡性，运输强度要满足工程施工需要，同时还

要满足工程施工进度的要求。

(4）线路技术标准不高，急、弯、陡坡较多，且常常要在有限

的范围内解决较大的高差和较复杂地形的运输问题。

(5）由于弯道多、坡度陡，行车速度低，且运输距离短，行

走时间亦短，车辆装卸时间在一次周转时间中占的比重比一般运

输要大，因此线路通过能力，多为装卸时间所控制。

(6）线路迁建较多，土料场、砂石料场出渣线路经常随料场

的开采和卸料丽的推移而移动。

(7）坝区线路需适！但基坑施工初期到大坝完工各阶段的需

要，有时尚需随坝体升高，按不同高程分期形成。

(8）运输方式多样性， I扫多种运输方式联合实现物料运输

任务。

水利水电 l；程场内交通运输的主要任务、道路分类如下：

(1）衔接对外交通、将外来工程物资和生活物资运往使用地

点的运输道路。

(2）场内包括＿L 12<：与丁．区之间，生活区与生产区之间，料

场、仓库、消防、医院等之间的交通运输道路。

(3）基坑开挖出渣和地下工程开挖出渣的运输道路。

(4）将砂石骨料、土料、石料自料场运至储料厂或加工区的

运输道路。

(5）为截流服务专设的运输线，具有使用时间短、行车密度

大、车辆吨位大、运输强度高的特点。

(6）混凝土熟料自拌和楼至战桥、缆机或工作面的运输线

路，当地材料自料场、加工厂、储料场或坝下至工作面的运输线

路随坝体上升而迁移。

(7）为施工期上下游的行人、放木、通航需要设置的过坝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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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通设施。

(8）沟通施工场地两岸的跨河设施，如桥梁、渡口等。

3.2.2 运输方式、车辆型号（机车或起控制作用的拖车）、行车

密度及行人量是确定桥梁、技口型式及其规模的重要依据。

在施工区河道，特别是有通航、过木要求，或位于泄洪建筑

物下游的河道上，选择桥梁、渡口位置及型式时，要依据可靠的

地质资料，充分考虑泄洪建筑物的影响，必要时进行水工模型试

验。永久过河设施宜尽量和临时设施相结合，如工程施工需要尽

早沟通河道两岸交通，可先建简易桥梁或渡口等过河设施，然后

再建正式桥梁和渡口。

3. 2. 3 场内交通的一般性附属设施，如消防、供电、照明以及

生产、生活用房屋等，结合施工总布置统一规划。专业性附属设

施、设备，如准轨机车、车辆检修、保养、车站站场等，可按有

关专业标准设计。

3.3 道路运输

3. 3. 1 本条对场内主要道路标准进行了等级划分，场内主要道路

根据年运量或单向小时行车密度划分为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

级公路 3 个等级。考虑到水利水电工程主要施工道路在主体工程

各个时段所承担的任务、交通量、主导车型等方面相差悬殊，因

此在条文中规定，按年运量结合单向小时行车密度指标进行分级。

道路等级的采用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枢纽工程等级、道

路性质、使用功能、道路服务年限、年运量、车型、行车密度、

地形条件、行车安全、环保要求、经济合理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

提高和降低道路等级。

3. 3. 2' 3. 3. 3 场内主要施工道路是指为完成开挖、填筑、浇筑

施工，联系主体建筑物、料场、渣场、施工工厂、仓储系统、生

活区、对外接线，交通强度相对较高或具备多种功能，构成施工

主体交通网络的公路。在确定道路的技术标准时应满足工程车辆

通行要求，确保工程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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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场内非主要临时道路，一般指修配、钢筋、木模加工等

施工工厂设施之间以及生活区内部的道路。

对场内非主要施工道路干线，在受到地形、地质等条件限制

时，在满足运输安全和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在个别路段可适

当降低（超限）标准。

3. 3. s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特点，主要从减少工程量、节约
投资的角度考虑，允许场内施工道路分路段采用不同的车道数。

3. 3. 6 水利水电工程地形、地质条件一般比较复杂，边坡的稳

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工程施工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应加以足够重视。

3.3.8 水利水电工程几种常用的路面面层类型包括：水泥混凝

土路面、沥青海凝土路面、泥结碎石路面、级配碎（砾）石路面

及其他路面。目前场内道路以1昆凝土路面为主，部分次要道路采

用泥结碎石路面，较少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路面要满足强度、

稳定性和使用期限的要求，其表面应平整、密实，且粗糙度适

当。路面结构设计根据场内道路的分类和等级、使用要求、交通

量及其组成、自然条件、当地材料、施工能力、养护条件、使用

时间等，并参考类似道路的使用经验和当地经验，拟定几种与之

相适应的结构组合进行综合比较，选择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路

面结构方案。

3.3.9 桥梁的设计荷载可参照公路工程有关荷载标准执行，同

时满足重大件、施工机械设备运输及工程车辆通行的荷载要求。

通航河流的桥下净空要满足内河通航标准的规定。

3. 3. 10 隧道纵坡在 0. 3% ～ 5% 范围内选择。对于限制坡长

150m 的隧道，纵坡一般不超过 9% ，局部最大坡度不大于 14% 。

隧道横断面设计除要符合隧道建筑限界的规定外，还要考虑

洞内排水、通风、照明、消防等附属设施所需要的空间。

3.4 其他运输

3. 4. 1 带式输送机，也称胶带输送机，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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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用来运输土料、石料、砂砾料或其他粒状、块状材料。

(1）带式输送机输送砂石时，其允许倾角向上一般小于

16。，向下一般小于 12。。当布置受地形条件限制、向上倾角需大

于 16。时，可选用波状挡边带式输送机。波状挡边带式输送机具

有可大倾角输送物料、结构紧凑、占地较少的特点，在矿山等行

业已成功应用。

根据输送物料的特性及输送线沿线地形、地质条件，长距离

运输可分析比较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与普通带式输送机相比，

管状带式输送机可封闭输送物料，输送机水平转弯半径较小，可

大倾角输送物料，便于跨越河流、道路、建筑物等，但单位造价

相对较高。

(2）带式输送机的运输线路布置要减少中间环节，缩短转运

距离，尽量避免带式输送机立面交叉。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输送线

的设计，根据输送物料的特性，结合输送线沿线地形、地质条

件，对直线布置、水平转弯布置、纵向凸［llj 弧布置等进行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3）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输送不同级配的成品骨料，中间需考

虑一定的切换时间，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切换不均衡系数可取

1. 2~ 1. 5 。不均衡系数与卸料端的骨料堆存容积大小有关，堆存

容积小则切换相对频繁。卸l料端的骨料堆存容积较小，不均衡系

数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3.4.2 斜坡卷扬道主要用于物料运输两地向差大、地形陡峻、

公路与铁路运输难于到达、或筑路基建工程量过大而运输量不大

的很不经济的地段。

(1）斜坡道卷扬运输，一般通过卷扬机钢绳牵引矿车组运

输，矿车容积一般为 0. 6m3 或 1. Om3 ，轨距 600mm，提升速度

2～4m/s，斜坡道长度一般小于 500m0

(2）斜坡道卷扬运输布置。

a. 线路。

线路坡度一般小于 25。，最大不超过 30。（如兼作人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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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大于 25。），当坡度大于 25°～ 30。时须采用台车或冀斗运输，

其坡度小于 40。。当地形较复杂，须设计成几个坡段时，上部一

般采用较大坡度，下部一般采用较小坡度，有利于起动和制动；

线路变坡处的相邻坡度差一般小于 5。；凹形变坡点的竖曲线半

径采用 200～SOOrn，凸形竖曲线半径可用 20～30m 。

b. 调车场。

上部车场线路布置，除按车组到发的需要设置足够长度的

重、空车停放线外，在车组摘挂的线段，尚需设置足够缓冲长

度，一般为下放车组长的 1. 5～ 2 倍，或 7～9m，以保证操作安

全。车场线路的平曲线转弯半径大于矿车轴距的 10 倍，线路间

距可按矿车最大宽度加 0. 7m 。

上、下车场设有会车错车道时，错车道长度大于两组列车的

长度。

c. 绞车房。

绞车房与斜坡道顶点距离为 30 ～ 40m，一般不小于 12 ～

14m，绞车房高程一般与上部车场同一高程，也可高于上部车场

2～3m。钢丝绳和水平线夹 ffl取 2。～40’平面偏角取 4。～50 。

3. 4. 3 (1）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因地形复杂，采用架空索道运

输砂石料尤有其优越性。具有以下特点：①对自然地形适应性

强，一般可直接跨越陡坡、川l 谷及河流，无需筑路、挖洞、架

桥，从而节省基建投资；②直线运输，运距短，装卸简单，装卸

设施及线路占地面积小；③设备简单，修造方便，并可重复使

用，回收率可达 75% ；④操作人员少，耗电量小，运输成本低；

⑤对环境无污染，噪音很小。

设计时可根据以上特点，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选择物料索

道运输方式。

(2）货运索道多用于工矿企业和高山地区运输货物，主要形

式有单线循环式索道和双线循环式索道两种。

单线循环式索道是在循环运转并形成一个闭合环的钢丝绳两

侧，按等间距各挂若干个货厢，一侧为重载，另一侧为空载。既

97 



作承载用又作牵引用的钢丝绳循环运行，便可把货物由甲地运往

乙地。这种索道适用于运输量小、服务年限短、爬坡角度大的地

方，一般运输量为 15 ～ lOOt/h，运行速度为 2.0 ～ 2. 5m/s，爬

坡角度为 35°左右。它构造简单，建设时间短，基本建设投资

省，但经营费用比双线循环式索道高。

双线循环式索道循环运转的钢丝绳仅作牵引用，另在两侧各

增加一条承载索，用以承受线路中的载荷。由于线路中的载荷由

两条钢丝绳承担，因而运输量 100～ 300t/h。这种索道的运行速

度为 2. 5~ 3. 15m/s，爬坡角度一般不超过 23°，适合于运输量

大、服务年限长、线路侧型起伏变化小的地方，经营费用低，经

济效果好，但基建投资大。

(3）线路选择。

a. 线路的平面布置一般为直线。在下列情况下可采取折线

方案：

①线路坡度过大，进出站角超过 14。（双线）或 20。（单

线），线路某处总爬坡角超过 24. 5。（双线）或 35° （单线）。

②塔线间距大于 1200m （双线）或 lOOOm （单线）。③线路最高

点与最低点高差大于一个传动区段所允许的高差，宜为 200m 。

④与厂区、居民区交叉而又不易保护时。⑤线路通过不良工程地

质区，如滑坡、岩溶区等。

b. 一般避免与公路、铁路、桥梁、架空电力等设施交叉，

如不能避免，力求交叉段最短，并设保护设施。

c. 站址要有良好的E程地质条件和施工条件，不占或少占

耕地。

d. 站房设在有足够面积的场地处，并使站外第一跨有 4%～

7% （双线）或 9%～14% （单线）的下坡。

e. 要考虑安装维修时，沿线交通与用电方便。

3.4.4 (1）隧道有轨运输一般设双车道。如用单车道时，需设

错车道，其有效长度满足列车车组的要求，间距按行车密度确

定。洞外根据需要，设调车、卸车和车辆检修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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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路路基稳定，并经常养护。

(3）机车在洞内行驶速度不超过 lOkm/h；在调车或人员稠

密地段行驶，速度减速至 3km/h；通过弯道、道岔或视线不良

地段，速度小于 5km/h 。

3.4.5 

1 、 2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 303), 

窄轨铁路等级分为三级，根据轨距按单线重车方向年运量进行等

级选择；牵引种类根据交通运输量、运输距离，结合工程所在地

的电力、燃料、设备供应等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同时，

水利水电工程场内运输具有临时性、季节性、单向性、运输不均

衡性、运输方式多样性、物料种类多、运输量大、对运输保证性

要求高等特点，窄轨铁路的运行管理应满足所服务的工程场内运

输要求。

3 窄轨铁路设施一般包括：线路、路基、轨道、桥涵、隧

道、站场、接触网与照明、机务设备与车辆设备、信号、通信、

房屋建筑、给水排水、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等，按国家现行有关

行业标准设计。

(1）窄轨铁路设计要符合下列要求 z

a. 线路布置结合地形、地质条件与施工总布置协调规划，

方便交通，节约用地。

b. 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场区总体规划，合理布置供电、供水、

通信、住宅和文化福利设施等，这些设施与准备工程中的其他工

程设施结合场区建设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避免遗漏，避免重复

建设。

c. 线路走向选择尽量避免高挖低填，地形陡峻、边坡开挖

和稳定问题突出时，避免破坏山体平衡，一般优先考虑隧洞布置

方案，如线路走向不能避免穿过不良地质地段，根据有关工程地

质资料，采取技术安全措施。

d. 线路优化根据是否满足工程任务的需要、施工条件、施

工工期、工程建设费用、运行费用、主要运营指标及运输能力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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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量等，并通过若干方案比较后，选出线路最优、经济合理的

方案。

(2) 762mm 轨距铁路采用内燃机车牵引时，要符合

《762mm 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和建筑接近限界分类及基本尺

寸》（GB 188）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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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件运输

4. 1 一般规定

4. 1. 1 水利水电工程的重大件运输主要指机电设备、金属结构

设备、大型施T机械等大件设备，其尺寸超过限界或运输荷载超

过途径的桥涵的承载能力，属超限、超重货物，需采用特殊措施

进行的运输。

水利水电工程的重大件j三输是水利水电E程交通运输的重要

环节，重大件运输往往对工程进度、机组容量、机型选择、水工

布置以及投资等有较大影响。重大n设备的制作及组装在制造厂

内较施工现场可靠度高，设备后期运行风险小，因此，重大件设

备在运输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分解。

减少重大件转i三次数是节省运输时间，保证设备安全、节省

运输费用的有效措施。

重大件运输往往由多种运输方式组成，如何合理选择运输方

式与供货地点的吁地交届运输状况密切相关。重大件运输方案选

择时，需经过现场调杏，了解沿线交通现状及近期的发展规划，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作出应择。革大件运输宜优先选择水路运输方

式，水路运输与公路及铁路运输相比，受超限、超重的限制条件

较少、运输费用较低。

4. 1. 2 本条列出了重大件运输方案选择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 重大件的运输重量、运输尺寸、设备制造厂家的地理位

置及运输线路的技术条件等是选定方案的重要因素。

2 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技术的发展，大型

机电设备分瓣或散件在现场设厂制造和组装的技术逐渐成熟。特

殊重大件设备运输存在困难时，可以考虑在施工现场临时设厂制

造和组装，但要进行技术经济比较论证。

3 重大件运输属于超限、超重货物运输，占运输总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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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运输次数少，选择重大件运输方案时，原则上保证能安全通

过即可，可采用减速、临时交通管制等特殊措施，以降低重大件

运输线路工程设计指标，节省运输成本。

公路运输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桥涵承载能力、隧道净空、限界

和路线技术指标；铁路运输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建筑限界；水路运

输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航道通行能力和港口（码头）起吊、转运

能力。

4 设备安装进度将决定制造厂家对设备供货、运输的计划

实施。

5 当地的装卸、运输方式是影响运输方案选择的因素之一。

4. 1. 3 重大件运输不仅要征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往往还需

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参与。

4. 2 运输方式

4.2.2 

1 重大件设备的运输工具根据重大件分级选用。运输工

具主要指具有装载整体大型物件实际吨位级的重（超重）型车

组，包括牵引车和挂车（半挂车、凹式低平台挂车、长货挂

车、 3 纵列或 4 纵列挂车、其他变型挂车等），并有相应的配套

附件。

2 现状调查是重大件运输方案制定的基础，对于影响重大

件运输的特殊地段道路，如路面窄、转弯半径小、纵坡大等，往

往只是局部路段，因此可通过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解决，协商制

定特殊路段的运行措施。同时，根据具体路段的实际情况，可采

取必要的拓宽路面、垫渣等永久或临时的工程措施。重大件公

路运输路线上的现有桥涵是运输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是重大件

能否顺利通过的关键。复核已建桥涵的承载能力时，要注意桥

涵的设计等级、修建时间、完好状况以及是否经过改建等因

素，合理确定是否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或能否利用临时措施绕

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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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1 水运在整个综合运输系统中通常是一个中间运输环节，

它在两端码头（港口）必须与其他运输方式衔接和配合，为其聚

集和疏运货物。河道水位和流速随季节变化很大，有些河段还有

暗礁险滩，因而水运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重大件水路运输中

调查通航能力对合理选择运输方案十分重要。

2 按船舶营运组织形式，水路运输可分为定期船运输、不

定期船运输和专用船运输。定期船运输是选配适合具体营运条件

的船舶，在规定航线上，定期停靠若干固定港口的运输；不定期

船运输系指船舶的运行没有固定的航线，而是按照运输任务或按

租船合同所组织的运输；专用船运输系指企业自置或租赁船舶从

事本企业自有物资的运输。根据这三种水路运输方式，重大件水

路运输采用专用船舶比较适宜，并在保证运输安全、运输时间方

面有→定优势。

3 重大件运输码头（港口）是水运和陆上运输的连接点，

它在重大件运输过程中对货物转运、货运速度、运输成本等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重大件运输码头（港口）要有为重大件货物服

务的起吊运输设备，井有足够的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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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对外交通运输量和

运输强度计算

A.1.1 表 A. 1. 1 1 混凝土坝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表及

表 A. 1. 1 2 土石坝枢纽外来物资和设备运输量指标表中数据来

自《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于册 第 1 册》，在应用中，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参考标准如下：

(1）水泥。引水式枢纽一般取上限，唱：力坝坝后式厂房枢纽

一般取下限。当地下工程的混凝土量占tM凝土总量的 40% 以上

时，可在上限基础上再增加 10%～20% 。

(2）木材。坝型为轻型坝或闸，又较多的使用木模时，一般

采用上限，对大量使用钢模板的工程一般l仅下限。

(3）钢材。坝型为轻型坝闸时宜取t 、 I扣限，地下工程较多

时一般取上、中限，重力式坝型一般取下限。

(4）施工机械。大、中型王程且机械化轩二度不高时一般取

下限。

(5）永久机械设备。低坝或闸－般取 t限，高坝一般取

下限。

(6）爆破材料。地下工程较多一般取l：限，地面工程为主时

一般取下限。

(7) 煤炭。北方及高寒地区的工程一般取上限，南方取

下限。

(8）油料。施工机械化程度较高时一般取上限，反之取

下限。

(9）房建材料。施工布置与城镇全部或部分结合时一般取

上、中限，反之取下限。

(10）生活物资。施工机械化程度较低，工期较长的工程一

般取上限，反之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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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引水式工程一般取上限，堤坝式工程一般取

下限。

A. I. 2 第二种方法（详算）房建材料运输量计算中 B， 取值可参

考表 80

表 8 企业厂房、仓库、住宅、宿舍、公共建筑材料运输量

单位： t/m2 

单位建筑面积运输量

项 日 住宅、宿舍、
厂房、仓库

公共建筑

砖？昆结构 o. 65 

砖？昆结构楼房 0. 70 

li~H bC顶平房 (I. 35 0.35 
土坯墙

砖基础 bl:Dii 平 1月 0.31 

活动房屋 0. 10 

A.2.3 昼夜高峰运输强度的确定中 T, l在值可参考表 9, K ， 取

值可参考表 10 。

表 9 各种运输方式月运输天数 单位： d 

.ib输天数 T,
项 H 

铁路总输 公路运输 水路运输 水陆联运

东北、西北 30 23~ 26 20~ 25 20~ 25 

华东、中南 30 25 ~ 28 20~ 25 20~ 25 

西南 28 25~ 28 

表 10 器材供应和运输不均匀系数

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水路运输 水陆联运

K, 1. 05 1. 10 1. 15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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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标准

B. 1. 1~ B.1. 3 表 B. 1. 1 按照 JTG BOl 及 GBJ 22 相关规定编

制，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场外永久交通道路的设计。

水利水电工程对外公路运输等级采用日交通量进行划分。

鉴于水利水电工程的特殊’性，对外交通公路设计应结合对外

运输强度、主要车型、重大件运输尺寸和重量等因素，经充分论

证后，可提高或降低公路技术参数。

B.2. 1 本条为场内主要施工道路的技术指标。适用于场内主要

临时道路的设计，如场内各工区之间、生产与生活区之间、至天

然建材产地的道路、至弃渣场的施工道路等。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的场内道路的

一些技术指标，如平曲线半径、路线纵坡、视距等，均采用了降

低标准的方法，但同时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运输多采用较大吨位的

车辆，路面宽度受到车型的限制。如拉西瓦、糯扎渡、天生桥一

级、洪家渡等工程场内公路最大纵坡达到 12% ～ 15% ，路面宽

度达到 14～ 15m，其中拉西瓦电站右坝肩开挖施工道路，最大

纵坡达到 30% 。

向家坝左岸坝段坝基不良地质体开挖施工主干道长 400m,

路面宽度 lOm，最小转弯半径 18m，最大纵坡 12% 。非主干道

中最短 90m，路面宽度 9m，最大纵坡 13% 。

构皮滩水电站根据施工需要，共设置 22 条场内道路，总长

27. 42km，其中隧道 5. 9km，主要技术标准如下：干线道路按露

天矿山 3 级标准修建；计算行车速度为 20km/h；路面宽度为

7. 5~ 9. Om，路基宽度为 8. 5 ～ llm，最小转弯半径 20m，最大

纵坡 9% ，路面结构形式为1昆凝土路面或泥结碎石路面；设计荷

载为汽超 20 级，校核荷载为挂－ 200 。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边坡开挖巾，道路宽度 lOm，纵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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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 12% ，局部达到 28% ，主要用于履带式机械行走。

随着我国西部高原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开发，高原公路

设计逐渐引起重视。高原地区公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压

力、空气湿度和密度都逐渐减小。空气密度的减小，使汽车发动

机的正常操作状态受到影响，从而使汽车的动力性能受到影响。

研究及试运转表明，解放牌汽车发动机平均功率在海拔 lOOOm

处，下降 11. 3%; 2000m 处下降 21. 5 % ; 3000m 处下降

33. 3 % ; 4000m 处下降 46. 7 % ; 4500m 处下降 52. 0% 。另外，

空气密度变小，散热能力也降低，发动机易过热。经常持久使用

低挡，特别容易使发动机过热，并使汽车水箱中的水易沸腾而破

坏冷却系统。根据实验与分析，当海拔高度超过 3000m 时，应

考虑对纵坡予以折减。

B.2.2 本条为场内非主要施工道路的技术指标。适用于场内非

主要临时道路的设计，如修配厂、钢筋加工厂、木模加工厂等各

施工工厂设施之间，以及生活区内部的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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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铁路技术标准

C.1.1 相关技术参数来自 GB 50012 。

C.1. 4 根据国内机车发展，蒸汽机车已经淘汰，本标准没有列

蒸汽机车牵引相关技术要求。

c. 3.1 机车车辆限界是一个与线路中心线唔直的极限横断面轮

廓，机车车辆无论是空车或重车，无论是具奋最大标准公差的新

车，或是具有最大标准公差和l磨起限度的｜门芋，停放在水平直线

上，元侧向倾斜与偏移，除电力机车升起的集电弓外，其他任何

部位要容纳在限界轮廓之内，不要超跑。

C.3.2 建筑限界是一个与线路中心线事直的极限横断面轮廓，

在此轮廓内，除机车车辆和与机车车辆有相互作用的设备（车辆

减速器、路签接受器、接触电线及其他）外，其他设备或建筑物

均不应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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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7.J<运工程技术标准

D.1. 1~ D.1. 3 内河航道等级划分按 GB 50139 中有关规定

选用。

潮沙影响明显河段是指多年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小于或等于多

年平均潮差的河段。所列的多年历时保证率是统计年限内高于和

等于某一水位或流量的天数占总天数的百分比，按表规定的保证

率可在综合历时曲线「确定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或流量。所列的年

保证率是统计年限 If I 各年内高于和l等于某一水位的天数占全年天

数的百分比。各年该保证率的水位实际 t都是一个特征水位，用

其进行频率计算，盐’去 1j1 所列重现期可确定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D. 4.1 码头前的设计水深按《河港工程设计划范》（GB 50192) 

中有关公式计算。垃忏F最小富裕水深的取值，主要与土质及船

舶吨位有关。如调查，长江干流港口一·般采用。. 3~ 0. 5m ，中、

小河流的港口伞般采用 0. 1~ 0. 3m 。

其他富裕探度，考虑下列因素取的：

(1 ）库区、湖｜义，反河面开阔的码头前沿水域的波浪高度。

(2）散货船因船舶配载不均匀应增加船尾吃水，可取 0. 10 

~ 0. 15m 。

(3）码头前沿可能发生回淤时，富裕水深的增加值根据回淤

强度、维护挖泥间隔期内的淤积量确定，且不小于挖泥船的一次

最小挖泥厚度。

D. 4. 2 码头前沿设计高程按 GB 50192 中有关规定选用。码头

前沿设计高程考虑码头的重要性、淹没影响、河流特性、地形、

地质、装卸工艺等因素，并结合码头布置及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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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区自然地面较高，或装卸工艺有特殊要求，码头前沿设计

高程可适当提高；自然地面较低，经论证后可降低其设计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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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铁路、道路接轨及衔接高程的限制，视具体情况，经协商

后可适当调整。

波高较大的库区、湖泊及河面开阔的港口，码头前沿设计高

程可适当提高。

扩建或改建工程，设计高程一般与原港区陆域高程相适应。

D.4.3 泊位长度系指停靠一艘设计船型所占用码头前的水域长

度，为设计船型长度加泊位富裕长度之和。码头长度系指停靠一

艘设计船型在码头前沿所需的码头建筑长度。码头前沿设置船舶

首、尾缆系船柱或前方装卸设备在码头端部检修时，可加长码头

长度。泊位长度和码头长度按 GB 50192 中有关公式计算。直立

式码头的泊位富裕长度，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条件下不宜加大，以

节省建设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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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斜坡道卷扬运输设备选择计算

F.O. 1~ F.0.4 估算斜坡道卷扬运输小时运输量、一次牵引循

环时间、矿车有效载重和一次需要牵引的矿车数时，公式中未给

定的指标和系数可参考有关资料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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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架空索道运输基本参数的

选择与计算

G. 0.1 、 G. 0.2 索道的最高运行速度应符合 GB 50127 的规定；

在架空索道运输设计时，运输强度和货东的估算，所附公式中未

给定的指标和系数可参考有关资料选用。货车总数 Z 是指线路

上，各站房内运行的货车与备用货车之总和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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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窄轨铁路主要技术标准

H. 0.1 、 H.O. 2 窄轨铁路等级、最大限制坡度、最小平曲率半

径和路基宽度的技术标准摘自 SL 303 ，在窄轨铁路设计时可按

表中指标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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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公路重大件（大型物件）分级

因水利行业尚未明确重大件（大型物件）分级，本标准依据

交通部颁发的《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对

水利水电工程重大件（大型物件）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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