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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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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总体要求、集装箱功能区布置、海关监管区域布置、铁路作业

区布置及配套设施设备。

本文件适用于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规划、设计、运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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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T 1092 货物多式联运术语

JT/T 1111 综合货运枢纽分类与基本要求

JTS 110-4 港口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编制规定

JTS 165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 165 海港集装箱码头设计规范

JTS 168 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

TB 10099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TB 10638 铁路专用线设计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式联运 intermodal transport

货物由一种且不变的运载单元装载，相继以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运输，并且在转换运输方式的过程

中不对货物本身进行操作的运输形式。

[来源：JT/T 1092，2.2]

3.2

多式联运站场 intermodal transport terminal

多式联运运载单元快速转换运输方式的场所。

[来源：JT/T 1092，4.2]

3.3

海铁联运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

采用海运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多式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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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T/T 1350，3.1.1]

3.4

集装箱海铁联运 container sea-rail combined transport

以集装箱作为运载单元的海铁联运。

3.5

铁路专用线 industrial siding

由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其它铁路线路接轨的岔线。

[来源：GB 50012，2.1.3]

3.6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 container sea-rail intermodal station

服务于海运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具有集装箱装卸、存储、中转等功能，由若干作业区集中布设并

实现海运和铁路之间的货物有效换装与衔接，具备完善信息系统的集装箱作业与服务场所。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属于综合货运枢纽，其分类及基本要求符合 JT/T 1111 的规定。

4.1.2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选址、平面布设、功能区设计、设施设备配置、系统运行等在需求调查与

运量预测的基础上进行。

4.1.3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布设应充分考虑铁路装卸线和堆场的形式。根据铁路装卸线和堆场布局

的不同，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有三种布设形式：装卸线在铁路作业区且不与港口共用堆场、装卸线在铁

路作业区且与港口共用堆场、装卸线延伸至码头前沿。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布设形式如附录 A的图 A.1

所示。

4.1.4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货运量预测应在实际作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经济与集装箱海铁联运发

展趋势及相关因素进行。

4.1.5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规划应依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港口总体规划、区域铁路网规划及

港口铁路规划等上层规划的要求，系统分析货物运输需求，统筹协调枢纽内各站场间的关系，合理布局

设施设备，选择适宜的设计标准，从而确定站场设计方案。

4.1.6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的总体布局方案确定后，应对站场建设序列进行规划，以保证站场设施运

输能力满足于规划年交通需求的发展，满足站场建设用地和未来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规划的需要。

4.1.7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建设应根据港口总图布设分期实施，并预留出未来发展空间。近期工期应

做到布局合理、规模适当、运营方便、工程节省和经济效益显著，并减少改扩建过程中的废弃工程和施

工对运营的干扰。

4.2 选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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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充分考虑集装箱货物运输需求，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位于或紧临港区，实现集装箱海铁联运

快速、便捷衔接。

——符合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和区域交通规划，与货运生产力布局相匹配，与接轨的线路或车站能力

相适应，并靠近技术作业站，确保进出车流顺畅。

——便于与道路、水、电、气等外部市政配套设施衔接。

——具有良好的地形、地质、水文和气象条件。

4.3 功能设置

4.3.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主要作业集中在集装箱功能区和铁路作业区，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具有

联运服务功能和配套服务功能。

4.3.2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设置各类集装箱功能区，包括集装箱堆场、辅助箱作业区、拆装箱作业

区、冷藏集装箱堆场、仓储作业区等。

4.3.3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设置铁路作业区，办理集装箱货物列车的装卸、到发、中转等作业，必

要时办理集装箱货物列车的调车作业。

4.3.4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有外贸集装箱列车的装卸、到发、中转及调车作业需求时，应设置海关监

管作业区。

4.3.5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设置道路、停车场、办公用房、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等配套服务设

施。

4.3.6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部各种流线，包括列车流线、集装箱车流线、装卸设备作业流线、行人

流线等应协调顺畅，避免交叉干扰。

5 集装箱功能区布置

5.1 一般规定

5.1.1 集装箱功能区规模及设施主要依据海铁联运需求及集装箱联运的预测量。

5.1.2 集装箱功能区可根据需要设置集装箱堆场、辅助箱作业区、拆装箱作业区、冷藏集装箱堆场、

仓储作业区等设施。各设施设备应按照科学选型、优化配置、合理布局、有序衔接、综合配套的原则进

行布设。

5.1.3 各作业区的布设形式可根据联运需求、管理模式、规划、用地及功能等因素综合比选确定。

5.1.4 集装箱功能区应具有集装箱的运输及装卸、多式联运、拆装箱作业、临修及清洗。根据需要可

设置集装箱的国际联运、集装箱的消毒和储存、空箱调配及货物仓储等功能设施。

5.1.5 集装箱功能区的布设应充分考虑装卸机械和车辆、集装箱、铁路装卸线的作业需求。按照装卸

线相互位置关系的不同，集装箱作业区可分为两种布设形式，包括装卸线横列箱区布设和装卸线纵列箱

区布设；按照铁路线衔接方式的不同，集装箱作业区也可分为装卸线贯通式、尽头式和混合式。集装箱

作业区布设形式如附录 A 的图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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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流线设计中，运输与搬运总距离宜短，运输设备的流线宜短直。

5.1.7 人员作业流线应顺畅、安全，人流密集的建筑之间应设置人员专用通道。

5.2 集装箱堆场

5.2.1 集装箱堆场应根据箱类、箱型和装卸工艺等要求布设，外贸箱堆场应分隔专用。

5.2.2 堆场的箱位应根据不同工艺布设合理编排，并标明位置和编码。

5.2.3 堆场所需容量和地面箱位数可按式（1）、（2）计算：

�� =
���푎��퐵�

���
…………………………………（1）

�� =
��
�1��

……………………………………（2）

式中：��—集装箱堆场容量（TEU）；

��—集装箱码头年运量（TEU），为各泊位年中转箱量之和；

�푎�—到港集装箱平均堆存天数（d）；

�퐵�—堆场集装箱不平衡系数；

���—集装箱堆场年工作天数（d），取 350d～365d；

��—集装箱码头堆场所需地面箱位数（TEU）；

�1—堆场设备堆箱层数；

��—堆场容量利用率（%）；

�푎�、�퐵�、�1、��的参数取值应符合《海港集装箱码头设计规范》（JTS165-4）中 5.4.2

节的相关规定。

5.2.4 集装箱堆场作业机械应根据货运量、集疏运方式、堆场布设、码头形式、环保节能要求和工艺

布设形式，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5.3 辅助箱作业区

5.3.1 辅助箱作业区按集装箱作业性质可分为待修箱区、清洗箱区、空箱区、备用箱区以及有特殊作

业要求的集装箱箱区等。

5.3.2 辅助箱作业区日均作业箱数应根据待修箱、有特殊作业要求的集装箱、清洗箱、空箱及国际监

管箱等日均作业箱数确定。

5.3.3 空箱、有特殊作业要求的集装箱、清洗箱、待修箱日均作业量应根据调查资料确定。

5.3.4 作业量较大且在路网上有重要作用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应设备用箱区。备用箱箱数应由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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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数及箱运量的波动系数确定，可按日均国内发送箱数的 15%～20%计。

5.3.5 辅助箱作业区需要的总箱位数应根据辅助箱作业区各类作业箱需要的箱位数与备用箱需要的箱

位数计算确定。

5.3.6 辅助箱作业区需要的容箱数应根据各类作业箱在辅助箱作业区日均作业箱数、占用箱位时间及

备用箱数量确定。

5.3.7 待修箱区宜靠近综合维修车间布设；其他箱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布设。作业量较少时，部分辅助

箱区也可合并设置，但各类箱箱位宜集中。

5.4 拆装箱作业区

5.4.1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应布设在集装箱堆场外、主装卸作业区后方。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应

根据拆装箱作业方式、车辆类型及货物取送方式等因素确定。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如附录 A的图 A.3

所示。

5.4.2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所需容量可按式（3）计算：

�� = �������퐵�
���

�푎�…………………………………（3）

式中：��—拆装箱库所需容量（t）；

��—集装箱码头年运量（TEU）；

��—拆装箱比例（%），不宜大于 15%；

��—标准箱平均货物重量（t/TEU），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5t/TEU～10t/TEU；

�퐵�—拆装箱库货物不平衡系数，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1.1～1.3；

�푎�—货物在库平均堆存期（d），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3d～5d；

���—拆装箱库年工作天数（d），取 350d～365d。

5.4.3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设置拆装箱作业站台时，站台一侧宜设置普通载货汽车停放作业区，另一

侧宜设置集装箱车停放作业区；不设置拆装箱作业站台时，仓库外应设置拆装箱作业场地。

5.4.4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站台高度应根据工艺布设和设备情况确定。宜设置固定式液压升降台；宜采

用矩形布设，并根据需要在端部设置斜坡。

5.4.5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独立设置时，应有与铁路装卸线衔接的通道、大门及信息管理系统。

5.5 冷藏集装箱堆场

5.5.1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应满足《冷藏集装箱堆场技术管理要求》（GB∕T 13145）及有关国家标准

的规定。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形式如附录 A 的图 A.4 所示。

5.5.2 冷藏集装箱堆场的位置应便于供电、灌注燃料和管理需要，选择夏季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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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靠近主箱场布设。在 30m 内不应有卫生间、垃圾场、污水处理站及易产生污染、异味、灰尘等的污染

源。

5.5.3 冷藏集装箱堆场面层应平整无障碍，保证集装箱堆放时 4 个底角件充分着地，堆场面层及基础

按装卸工艺要求，应能承受装卸及运输机械工作载荷。堆场层面一般应预留有 3‰～5‰的排水坡度，

必要时可适当加大，但最大不得超过 10‰。

5.5.4 冷藏集装箱堆场必须划出箱位线及标明箱位编码，箱位线应明显划在每个平面标准箱位外，其

自身的宽度为 100mm。

5.5.5 冷藏集装箱堆场温度集中检测系统、消防系统等设施应按港口工程的有关标准及规范执行。

5.6 仓储作业区

5.6.1 仓储作业区应具有装卸搬运、储存和货物信息处理等功能。

5.6.2 仓储作业区宜设置在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靠近道侧的区域。

5.6.3 仓储作业区应根据储存货物类型、堆场高度、联运需求的不均衡性等因素进行设计。

5.6.4 仓储作业区中仓库按结构可分为单层、双层和多层；仓库或货棚按与装卸线的配置形式可分为

跨线式和非跨线式，在多雨、雪和多台风等极端天气下或作业量较大的仓库或货棚宜采用跨线布设。

5.6.5 仓储作业区可根据需要设置堆存货架，也可采用堆码方式储存。

6 海关监管区域布置

6.1 设立海关的港口以及有海关监管业务的海铁联运站场应设置海关监管区域。海关监管区域应包括

进出特殊区域通道（包括临时通道）、卡口、查验场地、监管仓库、巡逻通道、监控系统、检验处理场

所等特殊区域及相关设施。

6.2 海关监管作业区通道出入卡口配置应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卡口设备（电子栏杆、电子读写设备、

电子识别设备、电子监控设备、电子地磅等）与海关联网。

6.3 海关查验作业区以查验为主。查验场地应便于集装箱货车停靠，每个停靠点对应一个实施查验作

业的区域，宽度应保证集装箱货车靠泊后开箱及掏箱，划线区分并按顺序编号，相邻作业区域间隔不少

于 1m。查验场地面积应当满足整箱货物掏箱摆放的要求，并预留货检 X光机、磅秤、查验工具柜等设

备的放置区域。

6.4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具有独立的封闭区域可以设立隔离围网（墙），高度不低于 2.5m。可以提供存

放海关扣留货物的仓库。

6.5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安装具有存储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供海关对监管场所进行监控，监管场所灯

光及监控系统应当满足海关实施全方位 24h 监控需要。

6.6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根据海关监管需要，配备与海关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按照海关要求实

现电子数据的传送、交换，海关可进入监管场所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查询、统计运输工具、货物的停靠、

存储位置及相关处理情况。企业自用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应当向海关开放有关功能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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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利用 EDI 技术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将海关、海事、船公司、码头、铁路、

政府监管部门等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信息交换、开放、共享。

7 铁路作业区布置

7.1 铁路装卸线布置

7.1.1 完整的港口铁路系统由港口车站、分区车场及货物装卸线等组成，装卸线可设置于集装箱海铁

联运站场，为集装箱功能区内的集装箱装卸作业服务。

7.1.2 铁路装卸线的长度应按设计运量、站场总体布设、列车长度、作业性质、取送车方式以及一次

装卸车数量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

7.1.3 铁路装卸线的长度应满足车列取送时最大长度的需要，每条装卸线的有效长度宜与港湾站到发

线有效长度一致。如直达列车整列进出站场并办理交接作业时，则到发兼交接线路有效长度宜与港湾站

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一致。

7.1.4 铁路装卸线的数量应结合设计运量、装卸工艺、地形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

7.2 集装箱堆场装卸线长度

7.2.1 集装箱功能区铁路装卸线长度应满足装卸工艺、平面布设和列车运行组织的要求。装卸作业段

的最小长度可按式（4）计算：

�� =
���퐵��
��������

…………………………………（4）

式中：��—铁路装卸作业段的最小长度（m）；

��—铁路年货运量（t）；

�퐵�—火车到港不平衡系数，根据铁路车辆的到港数和装卸车吨位的统计资料分析确定，

可取 1.15～1.30；

L—车辆平均长度（m），可取 14m；

���—铁路装卸线年营运天数（d），可取 360d～365d；

��—车辆平均载重量（t），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C—铁路昼夜送车次数，应根据码头专业性质、年运量、装卸车效率、铁路和水运组织等情

况确定；

��—装卸线利用系数，可取 0.7～0.8。

7.3 集装箱作业车数

7.3.1 集装箱作业车数应根据海铁联运站场集装箱运量及其波动系数、集装箱车装载箱数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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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5）公式计算：

�푗� =
�푗푚푎�∙�푗�
365�푗

…………………………………（5）

式中：�푗�—集装箱作业车数（车/d）；

�푗푚푎�—联运站场重箱方向年运量，取年到发量的较大值（TEU/a）；

�푗�—集装箱到发量波动系数；

�푗—每个集装箱车装载集装箱数（TEU/车）。

8 配套服务设施

8.1 场内道路

8.1.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道路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主干道用于连接主要出入口通道，

车流量较大；次干道运输作业较繁忙，通常设置于堆场内部或库场与流动机械库等设施之间。

8.1.2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道路交通组织应依据场内道路交通量、站场大门位置、堆场道路布设和

码头作业方式等因素确定，减少车流平面交叉。

8.1.3 场内道路平面布设应满足高峰时段场内车辆疏运的要求，生产车流宜按单向环形布设，连接出

入口通道的主干道及集装箱功能区间的道路，可按双方向布设。

8.1.4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作业区出入口的集装箱通道与其他通道应分开设置，在进港大门处宜布设

集装箱拖挂车缓冲停车区；货物运输道路宜与生活工作道路分开。

8.1.5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主干道行车速度不宜大于 35km/h，堆场区内行车速度不宜大于 20km/h。

8.1.6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部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的有关规定。在设置地上交通标志时，应避免与生产设施发生矛盾。

8.2 停车场

8.2.1 停车场面积应根据停放车辆类型及数量、停放形式、作业流程等因素确定。

8.2.2 停车区分为作业场内停车区和作业场外停车区，停车区内行车通道的布设应合理组织交通流线，

尽量减少交织，以单向行驶为基本原则。

8.2.3 停车场应满足企业自备车辆、流动装卸机械及社会车辆停放要求。

8.2.4 停车场宜靠近站场大门设置，并应满足社会车辆及门口待处理车的临时停放要求。

8.2.5 停车场建设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有关

规定。

8.3 办公用房与辅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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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办公用房宜设置在站场主入口附近，由营业厅和生产办公管理用房组成。应根据生产需要，设

置必要的辅助生产建筑物和辅助生活建筑物，并集中布设。

8.3.2 辅助建筑的布设应满足选址周边规划控制指标要求。

8.3.3 辅助生产建筑物可根据生产需要设置综合楼、前方办公室、材料库、工具库、维修保养间、修

洗箱间、流动机械库和加油站等。

8.3.4 辅助生活建筑物可根据当地条件设置食堂、浴室、锅炉房等，其建筑规模可根据员工人数、管

理方式综合确定。

8.3.5 办公用房和辅助建筑设计配套设施在给排水、消防、环境保护方面可参照《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JGJ/T 67）中的相关规定，辅助建筑节能方面可参考《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JTS 150）中的相关

规定。

8.3.6 办公用房和辅助建筑设计可参照《绿色建造技术导则》的相关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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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布置形式

A.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总图布设形式

a) 装卸线在铁路作业区且不与港口共用堆场

b) 装卸线在铁路作业区且与港口共用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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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装卸线延伸至码头前沿

注：

1——龙门吊； 6——集装箱车；

2——铁路装卸线； 7——岸桥；

3——铁路集装箱堆场； 8——码头前沿；

4——港口集装箱堆场； 9——集装箱船。

5——场吊；

图 A.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总图布设形式示意

A.2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

A.2.1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起重机械的不同分类）

a) 装卸线横列式箱区布设（龙门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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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装卸线横列式箱区布设（正面吊作业）

注：

1——龙门吊； 10——空箱区；

2——铁路装卸线； 11——国际箱区；

3——到达箱区； 12——拆装箱区；

4——中转箱区； 13——冷藏箱区；

5——发送箱区； 14——待修箱区；

6——集装箱车作业通道； 15——备用箱区；

7——正面吊； 16——停车区；

8——集装箱车； 17——办公区；

9——专用箱区； 18——维修区。

图 A.2.1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起重机械的不同分类）

A.2.2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铁路线衔接方式的不同分类）

a) 贯通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DBXX/ XXXXX—XXXX

13

b) 尽头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c) 混合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注：

1——主箱区；

2——辅助箱区。

图 A.2.2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铁路线衔接方式的不同分类）

A.3 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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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集装箱车； 4——叉车；

2——拆箱月台； 5——分拣打包区；

3——货架； 6——装箱月台。

图 A.3 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

A.4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形式

注：

1——门吊轨道中心线； 4——冷藏箱插座；

2——冷藏箱； 5——轨道吊；

3——冷藏箱架； 6——集装箱车。

图 A.4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形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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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待修箱区宜靠近综合维修车间布设；其他箱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布设。作业量较少时，部分辅助箱区也可合并设置，

	5.4　拆装箱作业区
	5.4.1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应布设在集装箱堆场外、主装卸作业区后方。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应根据拆装箱作业方式
	5.4.2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所需容量可按式（3）计算：
	式中：�퐸�푊�—拆装箱库所需容量（t）；
	�푄�푘�—集装箱码头年运量（TEU）；
	�퐾�푐�—拆装箱比例（%），不宜大于15%；
	�푞�푡�—标准箱平均货物重量（t/TEU），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5t/TEU～10
	�퐾�퐵푊�—拆装箱库货物不平衡系数，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1.1～1.3；
	�푡�푎푐�—货物在库平均堆存期（d），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3d～5d；
	�푇�푦푘�—拆装箱库年工作天数（d），取350d～365d。
	5.4.3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设置拆装箱作业站台时，站台一侧宜设置普通载货汽车停放作业区，另一侧宜设置集装箱车停
	5.4.4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站台高度应根据工艺布设和设备情况确定。宜设置固定式液压升降台；宜采用矩形布设，并根据
	5.4.5　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独立设置时，应有与铁路装卸线衔接的通道、大门及信息管理系统。

	5.5　冷藏集装箱堆场
	5.5.1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应满足《冷藏集装箱堆场技术管理要求》（GB∕T 13145）及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5.5.2　冷藏集装箱堆场的位置应便于供电、灌注燃料和管理需要，选择夏季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宜靠近主箱场布设。
	5.5.3　冷藏集装箱堆场面层应平整无障碍，保证集装箱堆放时4个底角件充分着地，堆场面层及基础按装卸工艺要求，应
	5.5.4　冷藏集装箱堆场必须划出箱位线及标明箱位编码，箱位线应明显划在每个平面标准箱位外，其自身的宽度为100
	5.5.5　冷藏集装箱堆场温度集中检测系统、消防系统等设施应按港口工程的有关标准及规范执行。

	5.6　仓储作业区
	5.6.1　仓储作业区应具有装卸搬运、储存和货物信息处理等功能。
	5.6.2　仓储作业区宜设置在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靠近道侧的区域。
	5.6.3　仓储作业区应根据储存货物类型、堆场高度、联运需求的不均衡性等因素进行设计。
	5.6.4　仓储作业区中仓库按结构可分为单层、双层和多层；仓库或货棚按与装卸线的配置形式可分为跨线式和非跨线式，
	5.6.5　仓储作业区可根据需要设置堆存货架，也可采用堆码方式储存。


	6　海关监管区域布置
	6.1　设立海关的港口以及有海关监管业务的海铁联运站场应设置海关监管区域。海关监管区域应包括进出特殊区域通道
	6.2　海关监管作业区通道出入卡口配置应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卡口设备（电子栏杆、电子读写设备、电子识别设备、电
	6.3　海关查验作业区以查验为主。查验场地应便于集装箱货车停靠，每个停靠点对应一个实施查验作业的区域，宽度应
	6.4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具有独立的封闭区域可以设立隔离围网（墙），高度不低于2.5m。可以提供存放海关扣留货
	6.5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安装具有存储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供海关对监管场所进行监控，监管场所灯光及监控系统应当
	6.6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根据海关监管需要，配备与海关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按照海关要求实现电子数据的传送
	6.7　海关监管作业区应利用EDI技术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将海关、海事、船公司、码头、铁路、政府监管部门等

	7　铁路作业区布置
	7.1　铁路装卸线布置
	7.1.1　完整的港口铁路系统由港口车站、分区车场及货物装卸线等组成，装卸线可设置于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为集装箱
	7.1.2　铁路装卸线的长度应按设计运量、站场总体布设、列车长度、作业性质、取送车方式以及一次装卸车数量等因素综
	7.1.3　铁路装卸线的长度应满足车列取送时最大长度的需要，每条装卸线的有效长度宜与港湾站到发线有效长度一致。如
	7.1.4　铁路装卸线的数量应结合设计运量、装卸工艺、地形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

	7.2　集装箱堆场装卸线长度
	7.2.1　集装箱功能区铁路装卸线长度应满足装卸工艺、平面布设和列车运行组织的要求。装卸作业段的最小长度可按式（
	式中：�퐿�푡�—铁路装卸作业段的最小长度（m）；
	�푄�푡�—铁路年货运量（t）；
	�퐾�퐵푇�—火车到港不平衡系数，根据铁路车辆的到港数和装卸车吨位的统计资料分析确定，可取1.
	L—车辆平均长度（m），可取14m；
	�푇�푦푡�—铁路装卸线年营运天数（d），可取360d～365d；
	�퐺�푡�—车辆平均载重量（t），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C—铁路昼夜送车次数，应根据码头专业性质、年运量、装卸车效率、铁路和水运组织等情况确定；
	�퐾�퐿�—装卸线利用系数，可取0.7～0.8。

	7.3　集装箱作业车数
	7.3.1　集装箱作业车数应根据海铁联运站场集装箱运量及其波动系数、集装箱车装载箱数等因素确定，按式（5）公式计
	式中：�푁�푗푐�—集装箱作业车数（车/d）；
	�푄�푗푚푎푥�—联运站场重箱方向年运量，取年到发量的较大值（TEU/a）；
	�훼�푗푐�—集装箱到发量波动系数；
	�푁�푗�—每个集装箱车装载集装箱数（TEU/车）。


	8　配套服务设施
	8.1　场内道路
	8.1.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道路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主干道用于连接主要出入口通道，车流量较大；次干道
	8.1.2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道路交通组织应依据场内道路交通量、站场大门位置、堆场道路布设和码头作业方式等因素
	8.1.3　场内道路平面布设应满足高峰时段场内车辆疏运的要求，生产车流宜按单向环形布设，连接出入口通道的主干道及
	8.1.4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作业区出入口的集装箱通道与其他通道应分开设置，在进港大门处宜布设集装箱拖挂车缓冲停
	8.1.5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主干道行车速度不宜大于35km/h，堆场区内行车速度不宜大于20km/h。
	8.1.6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内部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8.2　停车场
	8.2.1　停车场面积应根据停放车辆类型及数量、停放形式、作业流程等因素确定。
	8.2.2　停车区分为作业场内停车区和作业场外停车区，停车区内行车通道的布设应合理组织交通流线，尽量减少交织，以
	8.2.3　停车场应满足企业自备车辆、流动装卸机械及社会车辆停放要求。
	8.2.4　停车场宜靠近站场大门设置，并应满足社会车辆及门口待处理车的临时停放要求。
	8.2.5　停车场建设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有关规定。

	8.3　办公用房与辅助建筑
	8.3.1　办公用房宜设置在站场主入口附近，由营业厅和生产办公管理用房组成。应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必要的辅助生产建
	8.3.2　辅助建筑的布设应满足选址周边规划控制指标要求。
	8.3.3　辅助生产建筑物可根据生产需要设置综合楼、前方办公室、材料库、工具库、维修保养间、修洗箱间、流动机械库
	8.3.4　辅助生活建筑物可根据当地条件设置食堂、浴室、锅炉房等，其建筑规模可根据员工人数、管理方式综合确定。
	8.3.5　办公用房和辅助建筑设计配套设施在给排水、消防、环境保护方面可参照《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
	8.3.6　办公用房和辅助建筑设计可参照《绿色建造技术导则》的相关技术规定。



	附  录  A
	（资料性）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布置形式
	A.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总图布设形式
	a) 装卸线在铁路作业区且不与港口共用堆场
	b) 装卸线在铁路作业区且与港口共用堆场
	c) 装卸线延伸至码头前沿
	注：
	1——龙门吊；                              6——集装箱车；
	2——铁路装卸线；                          7——岸桥；
	3——铁路集装箱堆场；                      8——码头前沿；
	4——港口集装箱堆场；                      9——集装箱船。
	5——场吊；                                
	图A.1  集装箱海铁联运站场总图布设形式示意

	A.2  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
	A.2.1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起重机械的不同分类） 
	a) 装卸线横列式箱区布设（龙门吊作业）
	b) 装卸线横列式箱区布设（正面吊作业）
	注：
	1——龙门吊；                              10——空箱区；
	2——铁路装卸线；                          11——国际箱区；
	3——到达箱区；                            12——拆装箱区；
	4——中转箱区；                            13——冷藏箱区；
	5——发送箱区；                            14——待修箱区；
	6——集装箱车作业通道；                    15——备用箱区；
	7——正面吊；                              16——停车区；
	8——集装箱车；                            17——办公区；
	9——专用箱区；                            18——维修区。
	图A.2.1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起重机械的不同分类）

	A.2.2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铁路线衔接方式的不同分类）
	a) 贯通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b) 尽头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c) 混合式集装箱作业区布设
	注：
	1——主箱区； 
	2——辅助箱区。
	图A.2.2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按照铁路线衔接方式的不同分类）


	A.3  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
	注：
	1——集装箱车；                            4——叉车；
	2——拆箱月台；                            5——分拣打包区；
	3——货架；                                6——装箱月台。
	图A.3  拆装箱作业区布设形式示意

	A.4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形式
	注：
	1——门吊轨道中心线；                      4——冷藏箱插座；
	2——冷藏箱；                              5——轨道吊；
	3——冷藏箱架；                            6——集装箱车。
	图A.4  冷藏集装箱堆场布设形式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