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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下达〈粮食仓房维修改造技术规程〉等５项粮食工程建设标准编制任

务的通知》（国粮办展［２００６］１４２）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

国内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为：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及配套仓容、粉尘控制系统、电气控制。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负责管理，由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１００号河南工业大

学３２＃楼，邮编４５０００１，电话０３７１６７７８９２０２）。

本标准主编单位：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国贸工程设计院、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中央储备粮广东新沙

港直属库、广东江门振达机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侯业茂、徐芸、张虎、姚文冠、吴建章、马志强、张娟、袁娇丽、杜连鹏、、闫圣翰、

于浩达、谭华业、江列克、梁彩虹、付中华、于志杰、黄银平、李新刚、吴庆锋、郑坤、刘强、王绍文、冯攀屹。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王莉蓉、朱之光、王殿轩、唐学军、王振清、邵建东、王仁振、袁海龙、张明学、

韩德明、郑沫利、俞霄霖、杨松山、徐锋、古明新、关志远、赵庆和、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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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统一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要求，规范项目建设工艺系统设计及设备选用，提高设施作

业效率及机械化自动化水平，降低粮食流通成本，适应散粮物流发展需要，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工艺、电气及自动

控制系统设计，相应建（构）筑物应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设计。

１．０．３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因地制宜、节约土地、保护环境、节能高效、安全生产、经济适用。改建

与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及其他资源，避免或减少对原有设施功能的影响。

１．０．４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术　　语

２．０．１

　　散粮　犫狌犾犽犵狉犪犻狀

在粮食流通过程的装卸、运输和储存等作业中，以散装形式出现的颗粒状原粮。

２．０．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犫狌犾犽犵狉犪犻狀犺犪狀犱犾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完成散粮接收发放作业的工艺系统、电气及自动控制系统和相应建（构）筑物的总称。

２．０．３

　　设计船型　犱犲狊犻犵狀狏犲狊狊犲犾

设计时所采用的某种尺度和吨位的船型。

２．０．４

　　设计车型　狋狉狌犮犽犿狅犱犲犾狅狉狋狉犪犻狀狑犪犵狅狀犿狅犱犲犾

设计时所采用的某种尺度和载重量的散粮汽车车型或散粮火车车皮类型。

２．０．５

　　卸车站　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用于卸载火车车皮或汽车散粮的固定设施，通常由卸粮坑、工艺系统、电气及自动控制系统和相应

的建（构）筑物组成。

２．０．６

　　装车站　犾狅犪犱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用于装载火车车皮或汽车散粮的固定设施，通常由装车仓、工艺系统、电气及自动控制系统和相应

的建（构）物组成。

２．０．７

　　散粮专用码头　犵狉犪犻狀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采用散粮工艺系统专供散装粮食装卸作业的码头。

２．０．８

　　船时效率　狏犲狊狊犲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船舶装、卸货物总量与装卸时间比值。

２．０．９

　　泊位通过能力　犫犲狉狋犺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一个泊位在一定时间内能装卸船舶所载货物的额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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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车列　狋狉犪犻狀狑犪犵狅狀犵狉狅狌狆

由若干节火车车皮所组成的火车车皮编组。

２．０．１１

　　卸车组　狋狉犪犻狀狑犪犵狅狀犵狉狅狌狆犳狅狉犫狌犾犽犵狉犪犻狀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

火车卸车时，若干节在同一股道上，同时进行卸车作业的散粮火车车皮组。

２．０．１２

　　装车组　狋狉犪犻狀狑犪犵狅狀犵狉狅狌狆犳狅狉犫狌犾犽犵狉犪犻狀犾狅犪犱犻狀犵

火车装车时，若干节在同一股道上，同时进行装车作业的散粮火车车皮组。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符合项目的总体规划要求。

３．０．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内容包括散粮物流量分析、车流分析、作业能力分析、工艺流程、电气控

制、设备选型及布置、投资概算编制等。

３．０．３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主要工艺作业环节包括散粮装卸、输送、磁选、取样、清理、计量、粉尘控制、暂

存等。

３．０．４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实现的主要作业功能分为船舶散粮装卸作业、火车散粮装卸作业和汽车散粮

装卸作业。

３．０．５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符合以下原则：

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满足项目作业功能要求。

２　与建设单位协商确认散粮接收发放装卸作业量、时间、运输方式等。铁路和船舶作业时间应由

建设单位与相关职能部门协商确定。

３　根据调研分析选定设计船型、设计车型参数条件。

４　在保证工艺系统应有功能的前提下，应简化系统流程，减少转运环节。相同功能设备宜共用，减

少设备数量。

５　工艺及电气控制系统能力和功能配置宜考虑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因素。

６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应配置流量控制装置。

７　工艺流程图中设备应按功能、顺序等分类编号。

３．０．６　设备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的定型设备；

２　优先选用运行稳定、能耗低、操作维护简便、安全环保的设备；

３　优先选用对粮食破碎率影响小的设备。

３．０．７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符合安全、节能、环保、消防、防爆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工艺设计应进行方案比较，满足散粮的码头周转、各环节生产能力匹配

和降低营运成本的要求。

４．１．２　船舶散粮运量稳定，并具有一定规模时，可按散粮专用码头设计。粮食码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

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１６５）和《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Ｊ２１２）的规定。粮食码头作业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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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符合《粮食物流园区总平面设计规范》（ＬＳ／Ｔ８００９）的规定。

４．１．３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基本作业应包括散粮卸船、装船、码头栈桥或通廊输送等。根据使用要

求，还可设置船船直取、车船直取作业功能。

４．１．４　码头散粮装卸设备应根据装卸工艺要求配置，保证作业安全顺畅。

４．１．５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轨道式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与顺岸输送栈桥的间距，应保持装卸设备在操作和维修时互不

妨碍；

２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及顺岸输送栈桥的下部空间，若有车辆通过要求时，其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５．０ｍ；

３　当船舶散粮采用车辆直接转运时，进出码头的通道不应少于２车道，每车道宽度不宜小于４．５ｍ。

４．１．６　大型移动式装卸机械设置的检修和防风抗台装置应符合《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１６５）的相关

规定。

４．２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

４．２．１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的选型应根据装卸作业量、设计船型、水位、码头工艺布置等因素比较确

定，并应综合考虑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等要求。

４．２．２　卸船设备的选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散粮专用码头，散粮卸船宜采用机械式连续卸船机或气力式连续卸船机；

２　通用或多用途码头，散粮卸船宜采用带斗门座起重机或门座起重机；

３　中小型河港码头，散粮卸船宜采用气力卸船设备或固定式码头起重机。

４．２．３　对年卸船作业量大、卸船设备完好性要求高的大型散粮专用泊位宜设两台连续卸船机，可与两

条码头接收输送线配合作业。

４．２．４　卸船设备的主要参数应根据设计船型载重量、卸船作业时间、设计水位要求等因素确定，其工作

幅度应满足卸船作业要求。

４．２．５　卸船设备宜设置起吊设施，满足清舱机械进出船舱要求。码头条件允许，可配置门座起重机。

４．２．６　装船设备的选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散粮装船宜采用轨道式装船机或固定式装船设备；

２　对河港码头３０００吨级以下船舶，散粮装船宜采用固定式装船溜管或移动式装船设备。

４．２．７　专业化装船泊位宜采用配置装船机台数少，效率高的工艺。装船系统设计宜对装船机在换舱移

机过程中引起的作业中断采取措施。

４．２．８　装船设备的主要参数应满足船舶装舱的要求，臂架至船舷边的净空，宜１．５ｍ～２ｍ。

４．２．９　固定式装船溜管宜具有旋转、俯仰和伸缩功能，并能装满设计船型。

４．２．１０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应采取防尘抑尘措施，配置粉尘控制系统。

４．２．１１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行走轨道，有效长度应满足散粮船舶首尾舱装船卸船作业要求，并考虑设

备和卸船设备检修位置。

４．２．１２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行走轨道，海（河）侧轨中心线至码头前沿线的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对海港码头的卸船设备，取２．５ｍ～３ｍ；

２　对海港码头的装船设备，不宜小于２ｍ；

３　江（河）码头，不宜小于２ｍ。

４．３　生产能力及泊位通过能力

４．３．１　设计船时效率应根据散粮船舶年运量、船型、设备能力、作业线数和运营管理等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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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知装卸一艘设计船型所需的时间，可按照下式计算：

狆＝
犌

狋ｚ
…………………………（４．３．１）

　　式中：

狆———设计船时效率（ｔ／ｈ）；

犌———设计船型的散粮装载量（ｔ）；

狋ｚ———装／卸一艘满载散粮的设计船型所需的时间（ｈ）。

４．３．２　泊位设计通过能力应根据泊位性质和设计船型，按下式计算：

犘ｔ＝
犜ρ犌

狋ｚ

狋ｄ－∑狋
＋
狋ｆ

狋ｄ

…………………………（４．３．２）

　　式中：

犘ｔ———泊位设计通过能力（ｔ／ａ）；

犜 ———年日历天数（ｄ），取３６５ｄ；

ρ ———泊位利用率（％）；

犌 ———设计船型的散粮装载量（ｔ）；

狋ｚ ———装／卸一艘满载散粮的设计船型所需的时间（ｈ）；

狋ｄ ———昼夜的小时数（ｈ），取２４ｈ；

∑狋———昼夜的非工作时间之和，包括工间休息、用餐及交接班时间，应根据各港实际情况确定，海

港码头可取２ｈ～４ｈ；河港码头三班作业可取４．５ｈ～６ｈ；

狋ｆ ———船舶的装卸辅助作业、技术作业以及船舶靠离泊时间等各单项作业时间之和（ｈ）。当无统

计资料时，海港码头单项作业可采用表４．３．２中的数值。河港码头内河船狋ｆ可取０．７５ｈ～

２．５ｈ，进江海船可取２．５ｈ～４ｈ。

表４．３．２　海港部分单项作业时间

项目 靠泊时间 离泊时间 开工准备 结束 公估 联检

时间／ｈ ０．５０～２．００ ０．５０～１．００ ０．２０～１．００ ０．２０～１．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４．３．３　泊位利用率ρ应根据运量、到港船型、泊位装卸效率、泊位数、船舶在港费用和港口投资及营运

费用等港口实际情况和各类因素综合考虑，并应以港航整体经济效益为目的确定。资料缺乏时可采用

表４．３．３中的数据。

表４．３．３　货种分泊位的泊位利用率取值

货种 散粮 件杂货

泊位数 １ ２～３ ≥４ １ ２～３ ≥４

流向
进口 ０．４７～０．５０ ０．６４～０．７０ ０．６５～０．７０ ０．５７～０．６５ ０．６０～０．７０ ０．６４～０．７５

出口 ０．５０～０．６５

　　注：① 装卸效率高和同类泊位数多时，泊位利用率取较高值；

② 泊位年营运天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时，泊位利用率取较低值。

４．３．４　确定泊位利用率因条件限制有困难时，泊位设计通过能力可用下式计算：

犘ｔ＝
犜ｙ

狋ｚ

狋ｄ－∑狋
＋
狋ｆ

狋ｄ

×
犌

犓Ｂ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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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犜ｙ———泊位年可营运天数；

犓Ｂ———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受港口规模、货源组织、自然条件及生产管理等因素影响，根据码头

的型式，分别按《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１６５）和《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Ｊ２１２）的规

定进行计算或取值。

４．３．５　泊位年通过能力可按下式估算：

犘ｔ＝犜狆狋ｇρ …………………………（４．３．５）

　　式中：

狋ｇ———昼夜装卸作业小时数（ｈ），海港码头可取２０ｈ～２２ｈ；河港码头三班作业可取１５ｈ～１８ｈ。

４．３．６　泊位数应根据码头年作业量、泊位性质和船型等因素按下式计算：

犖＝
犙

犘ｔ
…………………………（４．３．６）

　　式中：

犖 ———泊位数；

犙 ———码头年作业量（ｔ），指通过码头卸装散粮货物量；

犘ｔ———一个泊位设计通过能力（ｔ／ａ）。

５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新建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位于粮食物流通道及线路节点上，设计中转量不宜小于３０万

吨／年。

铁路专用线接收发放作业产量不宜低于３００ｔ／ｈ。

５．１．２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方案，应根据散粮流通的品种、流向、数量和铁路线的性质（即粮

食铁路专用线或散杂货铁路专用线）等因素综合确定。

５．１．３　铁路专用线在项目总平面中的位置，应满足如下条件：

１　专用线的有效长度（通常为直线区段）应满足铁路装卸作业要求；

２　对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交通组织影响最小；

３　有利于与铁路干线的接轨；

４　有利于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功能分区。

５．１．４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设置铁路罩棚，罩棚至轨道面的净高不应小于５．５ｍ，或满足当地铁路

部门的相关要求。

５．１．５　铁路运输优先采用散粮专用车皮或集装箱，火车接收发放设施应满足设计车型的装卸要求。火

车散粮车皮和通用集装箱的容量和尺度见附录Ａ和附录Ｂ。

５．１．６　火车散粮接收设施主要有移动式、固定式两类。移动式主要通过移动接料机、移动皮带机等设

备组合作业；固定式由火车卸粮坑及固定输送设备等构成。

５．１．７　火车散粮发放设施主要有移动式、固定式两类。移动式主要通过移动皮带机搭接作业，直接装

火车；固定式由装车仓、装车栈桥、固定输送设备、装车装置等构成。

５．１．８　接收发放火车散粮集装箱为主的站场宜合理配置起重设备、集装箱装粮设备和卸粮设备等专用

机械设备。

５．２　火车卸车站

５．２．１　火车卸车站的位置宜靠近清理、计量作业区及仓储存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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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确定火车卸粮坑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位置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应使同一批调入的车皮数量最

多，且卸车工序顺畅。

５．２．３　单个卸车工位火车卸粮坑的尺寸应满足一节不同类型散粮车皮的接卸要求，其长度应不少于

Ｌ７０车两端挂钩中心距。

５．２．４　火车卸车站所需的卸车工位数量由散粮日接收量、卸车时间、调车时间及卸粮坑下输送线生产

能力等因素确定。

５．２．５　接卸一节车皮的火车卸粮坑容积不宜小于１．１～１．２倍的散粮专用车皮的容积，卸粮坑上表面应

设置格栅，格栅下宜设置活页蔽尘装置。

５．２．６　卸粮坑下部的出料口应设置流量控制装置。

５．２．７　火车卸车站应配置粉尘控制系统，通常沿卸粮坑壁开设吸风口，沿卸粮坑两侧设置吸风管道。

卸车区域宜配置真空清扫系统。

５．２．８　装／卸车车皮组在站场内的调车，宜采用牵引机车、公铁两用车、牵引绞盘等。

５．２．９　火车卸粮坑宽度不宜小于３．８ｍ，轨道内侧、外侧均应分布卸粮格栅。卸粮坑应设置人孔，净尺

寸不应小于７００ｍｍ×７００ｍｍ。卸粮坑下方应设通廊，通廊尺寸宽度不宜小于３．５ｍ，过人通道净空高

度不应小于２．２ｍ。通廊空间应具有通风、除尘、防结露措施。

５．３　火车装车站

５．３．１　清理、计量作业区及仓储存放区的位置应尽可能地靠近火车装车站。

５．３．２　确定装车站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位置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应使同一批调入的车皮数量最多，且

装车工序顺畅。

５．３．３　火车装车站所需装车工位数量由每天的最大散粮发放量、装车时间和调车时间等因素确定。

５．３．４　发放输送线宜垂直于装车线布置，宜在相邻的铁路线上对称布置。设置装车平台，应满足操作

和维修要求。

５．３．５　备载仓有效容积不宜小于１．５倍的车皮容积。当使用装车溜管时，装车溜管在收缩状态时的出

口到轨面的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５．５ｍ或铁路部分规定的高度。

５．３．６　对于装车量大的装车站宜采用大型料斗秤计量，对于装车量小的装车站宜采用工作塔内的自动

累加料斗秤计量或静态轨道衡进行计量。

５．３．７　火车伸缩装载管的间距、火车装车溜管摆动角度及高度应满足装载设计车型的要求。

５．３．８　装车站应配备粉尘控制系统，以保证装车站有良好的环境。

５．３．９　火车装车站可配置真空清扫系统。

５．４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建设规模

５．４．１　火车卸车站建设规模应保证一个散粮车列的卸车时间小于铁路部门商定卸车时间：

狋狓 ＞ （狋犺１＋狋犺２＋狋犺３）
犕

犖犺狓

…………………………（５．４．１）

　　式中：

狋狓 ———需与铁路部门商定的一个散粮车列的卸车时间（ｍｉｎ）；

狋犺１ ———每组车皮从开底门到散粮卸完的时间（ｍｉｎ）；

狋犺２ ———关底门和清理轨道、格栅的时间（ｍｉｎ）；

狋犺３ ———每一个卸车组的调车时间（ｍｉｎ）；

犕 ———一个车列的车皮数量（辆），犕 应根据铁路专用线的有效长度确定；

犖犺狓———卸车工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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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卸粮坑下接收输送线能力犆狋可用下式确定：

犆狋＝
６０犖犺狓狇犺

犽狋（狋犺１＋狋犺２＋狋犺３）
…………………………（５．４．２）

　　式中：

犆狋 ———接收输送线能力（ｔ／ｈ）；

狇犺 ———每节车皮装载的散粮量（ｔ）；

犽狋 ———输送线效率，可取犽狋＝０．７０～０．８５。

５．４．３　火车卸车站的年接收能力犙狔可用下式计算：

犙狔＝犃狋狔犌犺 …………………………（５．４．３１）

犌犺＝犕狇犺 …………………………（５．４．３２）

　　式中：

犙狔 ———年接收能力（ｔ）；

犃 ———每天接卸的车列数；

犌犺 ———每次接卸的车列装载的散粮量（ｔ），

狋狔 ———年工作天数。

５．４．４　火车装车站建设规模应保证一个散粮车列的装车时间小于铁路部门商定装车时间：

狋犺狕 ＞ （狋１＋狋２＋狋３＋狋４）
犕

犖犺狕

…………………………（５．４．４）

　　式中：

狋犺狕 ———需与铁路部门商定的一个散粮车列的装车时间（ｍｉｎ）；

狋１ ———散粮装满一个车皮的时间（ｍｉｎ）；

狋２ ———关进料口盖板、清扫车顶的时间（ｍｉｎ）；

狋３ ———每一个装车组的调车时间；

狋４ ———一个车皮装载管伸缩时间（ｍｉｎ）；

犖犺狕 ———装车工位数量。

５．４．５　装车仓上发放输送线能力犆狋可用下式确定：

犆狋＝
６０犖犺狕狇犺

犽狋（狋１＋狋２＋狋３＋狋４）
…………………………（５．４．５）

　　式中：

犖犺狕 ———同一股道上的装车工位数量。

５．４．６　火车装车站的年装车能力犙狔可用下式确定：

犙狔＝犃狋狔犌犳 …………………………（５．４．６１）

犌犳＝犕狇犺 …………………………（５．４．６２）

　　式中：

犃 ———每天装车发放的车列数；

狋狔 ———年工作天数；

犌犳———每次发放的车列装载的散粮量（ｔ）。

６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方案，应根据当地的散粮流通品种、汽车货运量、车型、作业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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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确定。

６．１．２　汽车散粮装卸车站在项目总平面中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与其他设施作业协调，且线路简捷；

２　有利于交通物流组织；

３　有足够的停车场作为车辆等候区。

６．１．３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主要有移动和固定两种类型。固定式汽车散粮接收设施宜包括汽车卸

粮坑、辅助卸车装置、固定输送线、粉尘控制系统、作业罩棚等。固定汽车散粮发放设施宜包括装车仓、

装车装置、作业罩棚等构成。移动式汽车接收发放设施可由移动式输送线及移动装卸车设备组合构成。

６．１．４　当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采用移动设施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汽车散粮装卸移动设施宜布置在仓储区附近。

２　移动式设备生产能力，应根据接卸作业量及作业时间等条件综合确定。输送线能力不宜小于

１００ｔ／ｈ。

３　作业线连贯，设备产量应匹配，移动方便。

６．１．５　汽车运输宜优先采用散粮专用车或自卸车或散粮集装箱专用车辆。

６．１．６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采用汽车衡计量时，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宜设在货物出入口附近；

２　宜建在易于重车过磅行进方向的一侧；

３　汽车衡进、出车端的直段路面长度不宜少于秤台长度。

６．１．７　若安装固定式汽车散粮取样设施，宜布置在汽车衡进车端。

６．２　汽车卸车站

６．２．１　汽车卸车站应满足本地区主要散粮车型卸车作业要求。汽车卸车站作业能力不小于２００ｔ／ｈ

时，宜设置卸粮坑。有集装箱作业的汽车卸车站应配置集装箱卸车装置。

６．２．２　汽车卸车站所需的卸车工位数量由散粮日接收量、作业品种、设计车型及载重量、卸车时间等因

素确定。

６．２．３　汽车卸车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卸车区的长度应满足项目设计车型作业要求。

２　卸车区的宽度应满足车辆通行作业和辅助卸车装置作业要求。

３　单个车辆通道的汽车卸车站通道宽度不宜小于４．５ｍ。双车通道不宜小于８ｍ。

４　汽车卸粮坑的宽度不宜小于３．５ｍ。有侧卸汽车作业要求的卸粮坑长度不宜小于车厢长度。

且保证粮食卸载在格栅上。

５　卸粮坑上表面应设置格栅。格栅应保证承受允许通过的最大满载车辆重量。钢格栅板设计应

满足《钢格栅板及配套件》ＹＢ／Ｔ４００１．１的要求。

６　卸粮坑的格栅下应装有蔽尘装置，装置应灵活，并配备粉尘控制系统。

７　卸粮坑料斗斜面与水平面夹角不应小于粮食的休止角加５°。斗容满足系统暂存物料的工艺要

求，一般不宜少于单车容量一半。

８　卸粮坑下部的出料口应设置流量控制装置。

６．２．４　卸粮坑下通廊宽度不宜小于３．０ｍ。过人通道净空高度不宜少于２．２ｍ。

６．２．５　汽车卸车站宜配置真空清扫系统。

６．２．６　汽车卸车站宜配防雨作业罩棚。罩棚长度、高度及宽度应满足汽车卸车作业要求。

６．２．７　集装箱散粮卸车作业宜满足下列要求：

８

犔犛／犜８０１１—２０１７



１　非集装箱散粮自卸车的卸车站，应设置辅助卸车装置；

２　集装箱的起吊宜采用集装箱专用吊具，保证作业安全和快速作业；

３　采用两台起重机联合作业方案时，单个起吊设备的能力不应小于整件满载重量；

４　宜设置便于观察的操作室。

６．２．８　采用液压翻板辅助卸车装置时，卸车站的设计应满足液压翻板作业要求。

６．３　汽车装车站

６．３．１　汽车装车站应能适应本地区主要散粮汽车车型装车作业要求。有集装箱作业的汽车装粮站应

考虑集装箱装车辅助装置。

６．３．２　汽车装车站所需装车工位数量由散粮日发放量、车辆数量、装车方式、装车时间和调车时间等因

素确定。

６．３．３　汽车装车备载仓的容量由散粮日发放量、汽车单车装载量、发放输送线的能力和分配给汽车装

车作业的供料时间确定。装车备载仓最小容量不宜小于设计车型额定载重量的２倍。

６．３．４　单个装车工位净宽度不宜小于４ｍ。净空高度不宜小于４．５ｍ。

６．３．５　装车仓出口位置应使装载管完全收缩的管口底端面到地面的净高度不宜小于４．５ｍ。

６．３．６　汽车装车站宜设便于观察的操作室。

６．３．７　固定集装箱散粮装车站一般由装车仓、计量秤、装车装置、集装箱翻转装置、粉尘控制系统构成。

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单个装车仓容量不宜少于２个集装箱容量。

２　采用料斗计量秤的斗容应满足装集装箱计量要求。

３　采用连续累加计量秤的计量装置应设置空气平衡管。

４　集装箱装车站通道宽度根据集装箱翻转装置的要求确定，不宜少于５ｍ。高度净空满足集装箱

装车要求。

５　宜设置便于观察的操作室。

６．４　 汽车散粮装卸设施生产能力

６．４．１　汽车散粮装卸车日作业量，按照下式计算：

犙犱＝
犓犅狇犙狔

狋狔
…………………………（６．４．１）

　　式中：

犙犱 ———汽车散粮站的散粮日作业量（ｔ）；

犓犅狇———汽车运输散粮接收发放的不平衡系数；一般取值为１．１～１．３；

犙狔 ———每年（或区间时间段）由汽车运输的散粮作业量（ｔ）；

狋狔 ———每年的工作天数（ｄ），一般取值为３００ｄ。集中作业区间时间作业天数由物流分析确定。

６．４．２　汽车散粮日车辆数按下式计算：

犖狇＝
犙犱

狇狇
…………………………（６．４．２）

　　式中：

犖狇 ———车辆数；

犙犱 ———对于设计车型的散粮日作业量（ｔ）；

狇狇 ———设计车型的载重量（ｔ）。

６．４．３　单个汽车卸粮工位接收输送线能力犆狋，可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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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狋＝
６０狇狇

犽狋（狋狇狓１＋狋狇狓２＋狋狇狓３）
…………………………（６．４．３）

　　式中：

犽狋 ———输送线综合效率，可取犽狋＝０．７０～０．８５；

狋狇狓１ ———从车厢卸料门开启始，到车厢内的散粮全部卸完的时间（ｍｉｎ）；

狋狇狓２ ———从车厢内的散粮卸完始，到粮食通过格栅全部进入料斗的时间（ｍｉｎ）；

狋狇狓３ ———从粮食通过格栅全部进入料斗始，到后继车辆到工位并开启车厢卸料门的时间（ｍｉｎ）。

６．４．４　同时作业的汽车散粮卸车工位数量可用下式确定：

犖狇狓 ≥
犙犱（狋狇狓１＋狋狇狓２＋狋狇狓３）

６０狇狇狋狇犱
…………………………（６．４．４）

　　式中：

犖狇狓 ———汽车卸粮坑数量；

狋狇犱 ———每天的工作小时数（ｈ）；单班工作取８ｈ，二班工作取１６ｈ。

６．４．５　汽车散粮卸车站年通过能力，可用下式计算：

犙狔狓 ＝
犖狇狓狇狇

狋狇狓１＋狋狇狓２＋狋狇狓３
６０狋狔狋狇犱 …………………………（６．４．５）

６．４．６　汽车散粮装车站工位数犖 可用下式确定：

犖狇狕 ≥
犙犱（狋狇狕１＋狋狇狕２＋狋狇狕３）

６０狇狇狋狇犱
…………………………（６．４．６１）

犙犱＝
犓犅狇犙狔

狋狔
…………………………（６．４．６２）

　　式中：

犖狇狕 ———汽车装车站的工位数；

犙犱 ———汽车装车站散粮日发放量（ｔ）；

狋狇狕１ ———从装载管到位始至设计车型装满散粮止的时间（ｍｉｎ）；

狋狇狕２ ———设计车型装满散粮始至后一辆车到达装车工位止的时间（ｍｉｎ）；

狋狇狕３ ———装载管伸缩时间（ｍｉｎ）；

狇狇 ———设计车型的载重量（ｔ）；

狋狇犱 ———每天的工作小时数（ｈ）；

犓犅狇———汽车运输散粮发放的不平衡系数；

犙狔 ———汽车装车站每年散粮发放量（ｔ）；

狋狔 ———每年的工作日（ｄ）。

６．４．７　装载管最小能力不应小于３００ｔ／ｈ，犆犔可用下式计算：

犆犔 ＝
６０狇狇

狋狇狕１
…………………………（６．４．７）

６．４．８　汽车发放输送线能力应与整个系统能力相协调，最小发放输送线能力犆狋可用下式计算：

犆狋＝
６０狇狇

犽狋（狋狇狕１＋狋狇狕２＋狋狇狕１）
…………………………（６．４．８）

　　式中：

犽狋 ———输送线效率，可取０．７０～０．８５。

６．４．９　汽车散粮装车站年发放通过能力，可用下式计算：

犙狔犳 ＝
犖狇狕狇狇

狋狇狕１＋狋狇狕２＋狋狇狕３
６０狋狔狋狇犱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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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及配套仓容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输送工艺包括输送、取样、计量、清理和磁选等基本功能。

７．１．２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工艺方案应根据使用要求、气候条件、输送物料特性、输送量、技术先进性、经

济合理性等因素，比较后确定。

７．１．３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工艺设计和设备选型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输送量、破碎率、清理效果、计量

精度、工艺布置、工作环境、给料方式、卸料方式等确定。

７．１．４　用于散粮接收发放的仓储及中转的配套仓房宜采用立筒仓和浅圆仓，也可采用平房仓。

７．２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

７．２．１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设备选型应考虑降低能耗、提高稳定性、减少粮食破碎，优先选用带式输

送机。

７．２．２　提升输送设备选用应根据输送散粮品种、输送能力、运距、工作场地条件以及进料、卸料要求等

因素比较确定。在平面布置许可的条件下，宜采用倾斜带式输送机；受平面布置限制时，可采用斗式提

升机。

７．２．３　倾斜布置的带式输送机的倾角不宜大于１０°。若因地域限制不能满足条件时，应采取技术措施

保证设备输送能力。

７．２．４　船舶散粮接收输送线的输送能力应与卸船设备最大的卸船能力相匹配，接收输送线能力不宜小

于卸船设备额定能力的１．２倍。发放输送线的能力宜与装船设备额定能力相等。

７．２．５　当采用连续卸船机时，顺岸栈桥散粮接收输送线可采用能连续进料的盖带输送机，亦可采用间

隔料斗接料的带式输送机，各接料斗的间距应根据船舶舱口尺寸、卸船机的水平臂长度和工作时的水平

旋转角度确定，以保证卸船机在任一舱口作业时，能保证粮食卸入接料斗内。

７．２．６　当采用门座起重机卸船时，顺岸栈桥带式输送机可采用在轨道上移动的接料斗进料，亦可采用

间隔料斗进料。

７．２．７　采用轨道式装船机时，顺岸发放输送线宜采用有盖带的托辊式带式输送机；采用固定式溜管装

船机时，顺岸发放输送线宜采用气垫带式输送机。

７．２．８　位于一条火车卸车线上的卸粮坑应采用一条接收输送线。火车接收输送线的能力应由相应卸

车线上的卸粮工位数量、卸车时间和车皮卸车组的调车时间综合确定。

７．２．９　装火车发放输送线的能力应根据装车工位的数量、装车作业方式、火车装车时间和车皮装车组

的调车时间综合确定。

７．２．１０　汽车接收输送线的能力应根据设计车型、卸车时间和汽车调车时间综合确定。

７．２．１１　卸粮坑下的接收输送机机型宜采用托辊带式输送机或带有防堵措施的埋刮板输送机。

７．２．１２　栈桥及通廊尺度应满足设备布置、安装检修、运行维护和清扫的要求。

１　非采暖地区栈桥及通廊尺度宜采用表７．２．１２１的数值。

表７．２．１２１　非采暖地区栈桥及通廊尺度

栈桥类型
主通道 次通道（检修）

数量／个 宽度／ｍｍ 数量／个 宽度／ｍｍ
通道高度／ｍ

单机栈桥 １ ≥１０００ １ ≥６００

双机栈桥 １ ≥１０００ ２ ≥６００

三机栈桥 ２ ≥１０００ ２ ≥６００

不小于２２００ｍｍ

　　２　采暖地区栈桥及通廊尺度宜采用表７．２．１２２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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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１２２　采暖地区栈桥及通廊尺度

栈桥类型
主通道 次通道

数量／个 宽度／ｍｍ 数量／个 宽度／ｍｍ
通道高度／ｍ

单机栈桥 １ ≥１２００ １ ≥８００

双机栈桥 １ ≥１２００ ２ ≥８００

三机栈桥 ２ ≥１２００ ２ ≥８００

不小于２２００ｍｍ

７．２．１３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可根据需要设置非连续累计自动料斗秤，输送线可设置旁通溜管。

７．２．１４　散粮汽车发放宜采用汽车衡计量，散粮打包发放可采用包装计量秤计量。

７．２．１５　散粮接收输送线应具备散粮初清功能。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进行清理设备的选型。

７．２．１６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宜在适当位置，设置在线取样装置，满足检验及检疫等需要。

７．２．１７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应配备粉尘控制系统。

７．２．１８　带式输送机应配备皮带失速开关、跑偏开关、拉绳开关、张紧开关、防堵开关等安全保护装置。

气垫带式输送机还应设置空气压力传感器，以监测气室压力。

７．２．１９　斗式提升机应设有跑偏开关、失速开关、张紧开关、防堵开关、温度开关等安全监测装置。斗式

提升机应设置泄爆口，泄爆要求应符合《粉尘爆炸泄压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的有关规定。

７．２．２０　埋刮板输送机应设有断链开关、张紧限位开关、防堵开关等安全监测装置。埋刮板输送机头部

应设置合适的泄爆口。

７．２．２１　当输送物料为易破碎散粮，斗式提升机设备带速不宜大于２．５ｍ／ｓ。埋刮板输送机的刮板链条

最大速度不宜大于０．６ｍ／ｓ。

７．３　散粮溜管

７．３．１　本节条款适用于具有安全水分、杂质符合标准的散粮钢制溜管设计。

７．３．２　钢制溜管倾角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小麦、玉米及大豆的溜管倾角不应小于３６°；

２　稻谷的溜管倾角不应小于４５°；

３　豆粕的溜管倾角不应小于５０°；

４　灰尘和杂质的溜管倾角不应小于６０°；

５　其他粮食品种，溜管倾角视物料品种确定。

７．３．３　溜管有效截面尺寸，根据流量计算确定，可参照表７．３．３数值选取（以小麦容重０．７５ｔ／ｍ
３计）。

表７．３．３　溜管的流量和净截面尺寸

流量／（ｔ／ｈ）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矩形截面／ｍｍ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５０×２５０ ３５０×３５０ ４００×４００ ４５０×４５０ ５００×５００ ５５０×５５０

流量／（ｔ／ｈ）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矩形截面／ｍｍ ６００×６００ ７００×７００ ８００×８００ ９０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注：圆截面溜管可按相等截面参照使用。

７．３．４　溜管的材料和结构：

１　溜管壁应采用钢板制造，钢板厚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７００×７００以上溜管，钢板厚度不宜小于６ｍｍ；

４００×４００～７００×７００溜管，钢板厚度不宜小于４ｍｍ；

３５０×３５０以下溜管，钢板厚度宜等于３ｍｍ。

２　溜管宜采用法兰连接，并有密封垫，每节长度不宜超过２．０ｍ。

３　溜管垂直段应每隔３ｍ～６ｍ宜设置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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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溜管内壁受到粮流冲击的表面应加设可拆换的耐磨衬板。钢耐磨衬板的厚度不应小于６ｍｍ，

高分子聚合物耐磨衬板的厚度不应小于１０ｍｍ。

５　斜溜管和垂直溜管的转弯处宜设置观察检查门。

６　所有溜管应采取防静电的措施。

７．４　配 套 仓 容

７．４．１　配套仓仓容可按照下式计算：

犈犣 ＝
犙狔犓狉犓犅

狀犓犓

…………………………（７．４．１）

　　式中：

犈犣 ———配套仓仓容（ｔ）；

犙狔 ———散粮年中转量（ｔ）；

犓狉 ———散粮入仓系数，可取０．８～０．９；

犓犅———来粮不平衡系数，可根据统计数据取值；无统计数据时，可取１．１０～１．３５；

狀 ———配套仓年中转次数，港口筒仓可取１０～２０次；内陆中转筒仓可取４～１０次；粮油加工厂筒

仓可取１５～４０次；平房仓取值不宜大于４次 ；

犓犓———配套仓利用系数，可取０．７～０．９。

７．４．２　根据需要，配套仓房可配置通风、熏蒸、粮情测控等系统。

８　粉尘控制系统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配置完善的粉尘控制系统。

８．１．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以“密闭为主、吸风为辅”的原则进行粉尘控制系统设计。

８．１．３　 根据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生产工艺特性设置相对独立的粉尘控制系统。

８．１．４　粉尘控制系统中，除尘器所收集的粉尘可返回所运行作业的粮流。积尘清扫收集的粉尘不应返

回到任何工艺设备内。

８．１．５　粉尘控制系统排放的废气不应排入室内，且应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ＧＢＺ１）、《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ＧＢＺ２）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６２９７）等的要求。

８．１．６　宜配置真空清扫装置进行积尘清扫，禁止使用气流喷吹等清扫方式。

８．１．７　粉尘控制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粉尘爆炸泄

压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９１８）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５７７）等的要求。

８．２　设计原则和参数

８．２．１　在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中的下列位置应设置吸风口：

１　输送设备的进料点和卸料点；

２　装卸设备的进料点和卸料点；

３　清理设备；

４　散粮仓；

５　卸粮坑、接料斗和备载仓等；

６　其他扬尘较高部位或需要吸风的地方。

８．２．２　除尘风网的组合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同一作业流程中同时运行的设备宜组合成集中风网。集中风网的处理风量较大时，可分成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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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组。若作业流程较长、设备相距较远，可设置为独立风网。

２　距离较近、吸出物品质相近，但不同时作业的设备的吸风点可组合成集中风网，但吸风管道上应

配置控制阀门。

３　吸风量大且要求准确的吸风点宜设计成独立风网。

４　吸风口位置较远或水平风管较长的吸风口，可采用插入式除尘器除尘。

８．２．３　除尘风网中的所有吸风口都应设置吸风罩，吸风罩靠近扬尘点布置。吸风罩罩口风速应为

３ｍ／ｓ～５ｍ／ｓ。

８．２．４　除尘风网中含尘管道的风速应为１２ｍ／ｓ～２５ｍ／ｓ；水平管道的风速不宜低于１６ｍ／ｓ；除尘器净

化后的排气管道风速不超过１４ｍ／ｓ。

８．３　除尘器

８．３．１　除尘器的选择和使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满足含尘气体处理量和废气排放标准的要求；

２　进口含尘浓度高于１５ｇ／ｍ
３时，过滤式除尘器之前宜设置离心除尘器或惯性除尘器等净化装置

进行除尘；

３　过滤式除尘器的过滤风速不宜超过３ｍ／ｍｉｎ（即单位负荷不超过１８０ｍ
３／ｍ２·ｈ；

４　除尘器停止运行后内部无积尘。

８．３．２　除尘风网中，除尘器宜安装在风机负压端。

８．３．３　当选用插入式除尘器进行粉尘控制时，风机排放的废气应通过导管排至室外。

８．３．４　除尘器的设置应满足《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ＧＢ／Ｔ１７９１９）和《粉尘爆炸泄压指

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的规定。

８．４　风　　机

８．４．１　风机的选择和使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满足管网系统运行时风量和阻力的要求；

２　风机的工作点应在高效区。

８．４．２　风机叶轮、机壳内不应积尘。风机外壳宜开设用于叶轮清理的检修口。

８．４．３　 应优先选用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风机。高噪声风机应采取减震、消音、隔声等降噪措施。

８．４．４　宜优先选用电机直联式离心风机；风机与配套组件的选用和设置应满足《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５７７）和《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的规定。

８．５　风　　管

８．５．１　风管宜采用圆形截面，局部构件应采用渐变式。

８．５．２　除尘风网的各吸风管均应装设风量调节阀。

８．５．３　除尘风网的水平风管末端宜配置补风阀，水平风管上宜每隔５ｍ～８ｍ设置积尘清扫口１个。

８．５．４　除尘风网中，风机的进风管或出风管道上应装设调节阀。

８．５．５　除尘风管（含管件）宜采用钢板制作，风管壁厚见表８．５．５１，弯头曲率半径见表８．５．５２。

表８．５．５１　风管壁厚

风管内径犇／ｍｍ 犇≤３００ ３００＜犇≤６３０ ６３０＜犇≤１０００

钢板厚度／ｍｍ １．０～２．０ １．５～２．５ ２．５～３．５

表８．５．５２　弯头曲率半径

风管内径犇／ｍｍ 犇≤２５０ ２５０＜犇≤４００ 犇＞４００

曲率半径犚／ｍｍ 犚＝（１．５～３）犇 犚＝１．５犇 犚＝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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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６　积尘真空清扫系统管道宜采用无缝钢管。

８．５．７　风管的连接应密闭、不漏气，风管与具有振动特性的设备如风机等连接时应有软连接措施，室外

风管应做防水处理。

８．５．８　管网设计应采取防静电措施，且满足《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５５７７）和《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

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的规定。

９　电气控制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电力负荷等级宜为三级，位于重要交通枢纽、港口二类及以上粮库的电力负

荷等级宜为二级。

９．１．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供配电系统及设备选型均应符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２）、《低压

配电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４）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的规定。

９．１．３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粉尘爆炸性危险区域划分、电气设备选择、配电线路防护要求均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和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４４０）等规定。粉尘爆炸性危险区域电气设计应严格遵守防止粉尘爆炸的技术要求。

９．１．４　电气设备、电气线路宜在非爆炸危险区或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设置和敷设，且应采取防尘、防

鼠害及安全防护等措施。

９．２　电气线路

９．２．１　电气线路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固定设备电气线路应选用铜芯电缆或铜芯绝缘导线，其额定电压不应低于线路的工作电压，且

导线不应低于０．４５／０．７５ｋＶ，电缆不应低于０．６／１ｋＶ；

２　非粉尘爆炸性危险区域电气线路的最小截面：电力、照明线路不小于１．５ｍｍ
２，控制线路不小于

１．０ｍｍ２；

３　粉尘爆炸性危险区域电气线路的选择和最小截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规定；

４　采用电缆桥架敷设时宜采用阻燃铠装电缆，移动式和携带式电气设备线路应采用ＹＣ或ＹＣＷ

橡胶电缆。

９．２．２　电气线路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具体工程要求装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故障保护、过电压及欠电压保护，作用于

切断供电电源或发出报警信号；

２　上下级保护电器，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

３　对电动机、电梯等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的保护，除应符合本章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５）的规定。

９．２．３　电气线路可采用下列敷设方式：

１　电缆宜采用电缆桥架敷设；

２　穿管敷设时，保护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３　电气线路在穿越不同防爆或防火分区之间的墙体及楼板时，应采用非可燃性填料严密堵塞。

９．３　电气控制系统

９．３．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根据工艺功能需要设置电气控制系统。

９．３．２　电气控制系统应根据作业特点确定技术方案及设备选型，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９．３．３　电气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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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满足工艺作业要求；

２　对用电设备和工艺设备提供安全运行监测及保护；

３　用电设备及生产作业线的联锁；

４　生产作业设备故障时的安全停车及报警；

５　工艺流程、设备运行状态及运行参数显示；

６　现场手动操作。

９．３．４　当电气控制系统采用自动控制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系统应设置控制室。控制室宜靠近接收发放设施设置，并宜与配电室合并建设。控制室不宜设

在振动及噪声大的场所。

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关键部位可根据工艺作业要求设置工业电视监控系统。系统信号应接入控

制室。

３　系统应设置启动预告信号功能。

４　对于装卸船机、散料秤、空气压缩机、真空清扫装置等具备独立控制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宜纳入

散粮接发设施控制系统集中监控。

９．３．５　粮食筒仓、浅圆仓及备载仓应设料位传感器。工艺设备应根据工艺要求及安全运行需要设安全

检测传感器件。

９．３．６　粮食筒仓和浅圆仓根据需要可设置粮情测控系统。

９．３．７　大中型中转库和产量较大的港口库宜设置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１　作业计划的编制、下达；

２　生产信息采集，主要包括流程及设备的作业量、运行时间、故障报警记录、耗电量等；

３　数据统计并按需要生成管理报表，主要包括年、月、日、班作业量、设备和流程的总运行时间、总

耗电量、吨粮耗电量、故障统计、维护保养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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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常用铁路散粮车皮参数表

表犃．１　常用铁路散粮车皮参数表

车型 载重／ｔ 容积／ｍ３ 长／ｍｍ 高／ｍｍ 宽／ｍｍ
装货口尺寸

（长×宽）／ｍｍ

卸货口尺寸

（长×宽）／ｍｍ

Ｌ１７ ６０ ８０ １３９３８ ４１９５ ３５６０ １２００×６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Ｌ１８ ６０ ８５ １４４６８ ４１９５ ３３６０ １１０００×６００ ８００×３５０

Ｌ７０ ６９ ９８ １６４６６ ４１９５ ３３４４ １２６２０×６００ ８００×４００

Ｃ５０敞车 ５０ — １３１００ ２９４０ ３１４０ — —

Ｃ６０敞车 ６０ ６７．４ １５５００ ４５４７ ３３３８ — —

Ｃ７０敞车 ７０ ７７ １３９７６ ３１４７ ３２４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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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常用散粮集装箱参数表

表犅．１　常用散粮集装箱参数表

尺寸／箱型
外尺寸 内尺寸

长／ｍ 宽／ｍ 高／ｍ 长／ｍ 宽／ｍ 高／ｍ 内容积／ｍ３

２０ＧＰ ６．０５８ ２．４３８ ２．５９１ ５．８９８ ２．３５２ ２．３８５ ３３．１

４０ＧＰ １２．１９２ ２．４３８ ２．５９１ １２．０３２ ２．３５２ ２．３８５ ６７．５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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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二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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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标 准 名 录

１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５７７

２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ＧＢ／Ｔ１５６０５

３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４４０

４　《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９１８

５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ＧＢ１７９１９

７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２

８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４

６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５

９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１０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

１１　《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 ＬＳ８００１

１２　《粮食物流园区总平面设计规范》 ＬＳ／Ｔ８００９

１３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１６５

１４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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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行业标准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

犔犛／犜８０１１—２０１７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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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随着散粮物流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多批粮库工程建设，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已成为粮食

仓储及物流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工程实际中，对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生产能力要求日益提高，系统功

能丰富多样；既有船舶散粮的接收和发放，又有火车散粮的接卸和装车发放，同时还有汽车散粮接收发

放。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呈现大型化和复杂化的趋势，编制组在总结粮食行业多年来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技术规程，其目的是统一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要求，提高设施作业

效率，提升行业设计水平。

１．０．２　筒仓、浅圆仓、平房仓、装车站及卸粮坑等相应建（构）筑物的土建设计应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标

准规范执行，不包含在本技术规程范围内。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３　清理作业可根据粮食品质和项目功能要求灵活设置一道或多道。

３．０．４　在项目设计中，应结合项目的具体运输工具、作业要求等确定详细的作业功能。为减少作业环

节，降低运营成本，也可设置直取作业功能。

３．０．５１　在确定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作业功能时，应认真分析当地市场需求及国家、地区粮食物流发展规

划，并与建设单位充分沟通后确认。

３．０．５２　散粮船舶和火车的作业时间是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的重要前提条件，关系到工艺系统生产

能力和项目的建设规模、总平面布置、投资概算及运营管理等多方面，需要建设单位与相关职能部门协

商确定后给设计单位提供明确的设计条件。

３．０．５３　受市场、建设单位管理运营方式等因素影响，实际运营的船舶、火车、汽车的规格型号多种多

样，在设计中应调研分析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船型及设计车型，作为设施设计的基本参数，对与设计

船型和车型相差较大的船舶和汽车，装卸作业可采取特殊措施。

３．０．５５　对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项目，在系统设计上核心部分设备宜一次实施配置，做好接口配置衔

接，减少后期改造工程量及对现有设施正常运营的影响。

３．０．５６　流量控制装置的设置是保证系统运行稳定的必要条件，包括流量控制闸门、定量喂料装置和计

量秤等。

３．０．５７　设备编号与自动控制系统及企业信息系统相关联，一般包含设备类型、作业功能流程及顺序等

相关信息，设备编号不应重复。

３．０．６３　从设备类型和设备参数两个方面考虑对粮食破碎率的影响。

４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特别是码头装卸工艺设计通常需要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性比较。

因船舶散粮接收发放是系统作业，各环节生产能力是指码头装卸、后方输送能力等。工艺系统中各

环节的能力需要协调适应，保证码头通过能力的充分发挥。

４．１．３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直取作业是指货物直接运进港内装船或从船上卸下装运出港而不在

码头或堆场暂存仓存放的作业过程。

４．１．５　布置码头通道、装卸船设备、输送栈桥时，尚需考虑消防应急相关要求。有车辆通行要求的设施

下部空间净空高度，还需满足汽车吊通行的需要。

４．１．６　从安全生产和设施安全的角度提出本条款。《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１６５）和《河港工程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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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ＪＴＪ２１２）均为强制性条文。在交通部令《港口大型机械防阵风防台风管理规定》（２００３年第

３号）中有详细规定。

４．２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

４．２．２、４．２．３　目前常见散粮卸船设备有埋刮板式卸船机、夹带式卸船机、波纹挡边带式卸船机、螺旋式

卸船机、气力式卸船机、门座起重机（或带斗门座起重机）等。根据调研情况，目前大型散粮专用泊

位卸船作业多采用两台卸船机配两条输送线的技术方案，其优点是保证码头快速接卸作业，作业方式灵

活、效率高。也有卸船机与带斗门座起重机的组合配机方案。条件允许情况下，配置一定数量门座起重

机，辅助清舱作业，提高综合卸船效率。在特殊条件下，还有采用装卸一体机的方案。

４．２．４　卸船设备功能和结构参数设计时，综合考虑设计船型、码头布置、水位差等因素，使其工作幅度

满足卸船作业要求，清仓作业量小。

４．２．６　从调研情况看，散粮装船设备以轨道移动式装船机较为多见。轨道移动式装船机的悬臂一般具

有伸缩、俯仰功能，部分机型还具有回转功能。悬臂具有回转功能的装船机适合大型船舶装船作业，不

能回转的机型适合相对较小船型装船作业。河港码头小型船舶装船作业有采用固定式装船溜管的工程

实例。也有利用移动设备进行装船作业的情况。

４．２．１２　装卸起重设备海（江）侧轨道至码头前沿线之间一般设有系船柱、电缆接线箱与电缆沟、人行爬

梯护栏等设施，故该距离需满足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顺利通过的要求，并保证设备旋转时不碰撞船体。

装船设备和卸船设备在非作业状态下，要求所有设备部位均在码头前沿线以内。

４．３　生产能力及泊位通过能力

４．３．１　设计船时效率与码头装卸设备配机（设备能力、机型、数量）及作业组织有关，也是确定码头接收

输送线数量及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船时效率需要考虑所有装卸配机对作业效率的贡献，且存在港口

差异。若采用门座起重机卸船作业，接卸能力取决于船舶舱位布置和舱口尺寸、起重机性能和抓斗尺

寸、清舱作业效率、接收输送线的类型、能力和衔接以及管理等因素，从多艘散粮船的卸船作业记录数据

的分析中获得。无统计数据时，单台设备卸船能力也可参考表４．３．１数值。

表４．３．１　起重机的综合卸船能力和最大卸船能力（狋／犺）

船舶吨位／ｔ ＞５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最大卸船能力

１０ｔ门机 — —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６ｔ门机 — — １６０～１７０ ２７０

２０ｔ门机 — — １７０～１８０ ３００

２５ｔ门机 — — ２００ ３３０

４０ｔ门机 — —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６ｔ带斗门机 — — ３００ ５００

４．３．２　泊位设计通过能力计算时，公式中参数的取值应根据各项目实际情况确定。若取值不够合理，

将会　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例如符号Ｇ是指设计船型的散粮装载量，如果接卸的主要是减载船，

则Ｇ应按减载后实际装载量取值。港务部门对船舶靠离泊的附加限制，也会对泊位利用率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泊位通过能力。

４．３．３　泊位利用率为一年中船舶实际占用泊位的天数与年日历天数之比。泊位利用率以日历天数为

基数，没有反映出各港口受自然条件影响与泊位的营运天的差异，为弥补这一缺陷，选用时需要有所

考虑。

４．３．４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是指港口月最大货运量与月平均货运量之比，它反映港口生产营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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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情况。表４．３．４１中河港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摘自《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Ｊ２１２—２００６）。

表４．３．４１　河港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货种
年吞吐量

＜１００ｋｔ １００ｋｔ～２００ｋｔ ２００ｋｔ～３００ｋｔ

粮食 １．８０～１．７０ １．７０～１．６０ １．６０～１．５０

综合货种 １．６０～１．５０ １．５０～１．４０ １．４０～１．３０

　　近年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统计表明，同一货种的港口不平衡系数在不同港口相差很大，并且数值随

货物吞吐量变化的规律性差。表４．３．４２为粮食货种２０１０年部分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统计，数据摘自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ＪＴＳ１６５—２０１３）。

表４．３．４２　２０１０年部分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货种 港口 年吞吐量／１０４ｔ 不平衡系数

粮食

大连 １８９２．１６ １．３１

深圳 １６４４．９８ １．２６

连云港 ６５０．６１ １．６１

锦州 ４８３．０６ １．５８

防城港 ４５１．６４ １．１８

厦门 ４０８．２６ １．２２

秦皇岛 ２１７．０６ １．６７

湛江 ２０８．１０ １．６３

福州 １８９．０５ １．６８

上海 １６１．９６ １．５８

５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结合本地区中远期规划确定。根据目前国家现有粮食物流通道

及线路节点实施文件规定，明确新建铁路专用线建设条件近期到、发运量不少于３０万吨。本规定考虑

铁路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使用效率及作业成本，提出了铁路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年中转量不少于３０万吨。

５．１．３　针对不同的项目，配套的编组站情况及当地铁路部门的要求有所不同，需要事先与相关部门进

行沟通协调。

５．１．４　为保证粮食安全，减少雨天作业影响，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应设置全天候作业罩棚，其净空高

度满足火车通行和作业要求，一般不低于５．５ｍ。

５．１．５　铁路运输采用标准化专用运输车辆，可提高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５．１．８　近年来散粮集装箱火车运输量正在逐步增长，以往粮食流通企业建设多数未考虑集装箱装卸的

要求，出现了集装箱到门以后，装卸手段落后，无法与现有输送系统无缝衔接的问题。因此在火车散粮

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时，应对集装箱装卸的专用机械设备统一考虑，根据需要选用。此类设备包括门式

起重机、双梁式起重机、集装箱翻转机、正面吊及集装箱桥式起重机等。

５．２　火车卸车站

５．２．１　火车卸车站通常是通过地下通廊或栈桥与仓储区的工作塔相衔接，合理的布置火车卸车站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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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控制投资，也便于管理。

５．２．２　火车卸粮坑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位置有两种方案可参考，若卸车前后的重车和轻车停放在同一股

道时，卸粮坑可布置在卸车线有效长度的中部。若卸车前后的重车和轻车停放在两股道时，卸粮坑可位

于停放重车股道靠近叉道的位置。

５．２．６　卸粮坑下若采用托辊带式输送机接收散粮，其出粮口应装流量控制闸门，闸门类型可选择叶轮

式或闸板式。

５．３　火车装车站

５．３．２　火车装车站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位置有两种方案可参考，若装车前后的重车和轻车停放在同一股

道时，装车站可布置在装车线有效长度的中部。若装车前后的重车和轻车停放在两股道时，装车站可位

于停放重车股道靠近叉道的位置。

５．３．４　火车装车栈桥通常跨铁路线上布置，既要考虑方便装不同车型，又要留出必要的检修通道。

５．３．５　装车仓的装载管在收缩状态时的出口到轨面的高度不应小于５．５ｍ，满足《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

路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２—１９８７）的要求。

５．３．６　装车计量方式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设计。

５．４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建设规模

５．４．１、５．４．４　送车及调车作业各地因编组站等情况差异性很大，因此将与当地铁路部门商定装卸车时

间作为基本设计参数。

卸车工位是指一次同时能够卸车皮的数量，（狋ｈ１＋狋ｈ２＋狋ｈ３）为每组车皮卸车作业时间之和。

装车工位是指一次同时能够装车皮的数量，（狋１＋狋２＋狋３＋狋４）为每组车皮卸车作业时间之和。

５．４．２、５．４．５　设置火车接收发放固定输送线可提高火车装卸的作业效率，减少人工劳动强度及作业人

员数量。如果接收发放输送线能力太小，综合优势不明显，因此提出输送线能力的最低要求。输送线效

率主要是考虑卸粮过程中设备暂停、积粮清理，后路切换仓等不确定因素。

５．４．３、５．４．６　设置火车卸车站及装车站的粮食仓储及物流项目，年工作天一般为３００ｄ，有些粮食产区

及销区，粮食接收发放作业非常集中，甚至集中在两三个月内，因此应通过调研方式了解项目运营模式

后合理确定年作业天数。

６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随着散粮专用车辆的普及以及大型移动输送设备及装卸设备成熟应用，汽车散粮运输在中短距

离运输优势更加明显，其接收发放作业方式多种多样，可采用移动和固定以及移动和固定结合的各种不

同方案，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目的。在设计时也可借用火车卸粮坑实现汽车接收作业功能。

６．１．２３　根据调查，汽车散粮运输作业受到道路交通管制以及运营费用等因素影响，通常车辆在夜间行

驶，白班装卸作业，库区需设定车辆等待场地，等待区域大小结合项目当地车辆停车要求确定。

６．１．４　根据国内目前现状，为加快汽车的装卸车作业，特提出作业设备能力不宜低于１００ｔ／ｈ。

６．１．５　散粮运输工具采用散粮汽车专用车或散粮集装箱专用车辆，利于散粮作业运输过程中粮食安全

管理，通过定型散粮作业车辆，可提高汽车接收发放设施的专业化程度和作业效率。

６．１．６　汽车散粮接收和发放的计量一般采用汽车衡，在此提出汽车衡布置要求。

６．１．７　汽车散粮自动取样设施广泛应用，通常库区作业先取样检验后计量。

６．２　汽车卸车站

６．２．１　对于作业车辆数量多、作业量大的汽车散粮接收设施，为便于管理，保障作业环境，提高卸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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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宜采用卸粮坑方案。结合目前汽车作业情况，提出了汽车卸车站作业能力不小于２００ｔ／ｈ。

６．２．３　本条款提出的技术要求适用于通过式汽车卸粮坑的方案，对于其他形式的卸粮坑可参照执行。

６．２．３５　有汽车车辆通过的卸粮坑，其格栅应满足重载车辆的承载力要求并考虑动荷载。格栅设计和

制作满足ＹＢ／Ｔ４００１．１中的相关条款要求，格栅间距不宜大于２５ｍｍ。

６．２．４　根据设计经验，２００ｔ／ｈ带式输送机中间段宽度约１．０ｍ，通廊一侧通道宽度０．８ｍ，另一侧按照

１．０ｍ，外加管道布置等因素，通道总宽度不宜小于３．０ｍ。

６．２．６　为满足汽车散粮接收作业不受天气影响，有利于粉尘控制，建议设置封闭防雨罩棚。

６．２．７　本规定在目前集装箱散粮卸车作业方式调研基础上提出固定装箱设施设计的基本要求，对于采

用辅助卸车装置的系统，应根据箱体尺寸荷载以及辅助翻转平台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保证作业顺畅和

安全。对于采用起吊装置的集装箱卸车设施，考虑起吊设备安全，单台起吊设备能力不应小于整件

重量。

６．２．８　汽车卸车作业辅助液压翻板装置有正卸和侧卸两种，可根据不同设计车型及作业模式确定。

６．３　 汽车装车站

６．３．１　汽车装车发放在粮食物流园区有多种形式，有固定设施的，有移动设备和固定设施结合的，本章

节主要针对由固定发放备载仓、装车溜管系统、除尘系统的装车站提出设计的技术要求。在粮食物流工

程设计也有普遍采用粮仓就地装车方案，如仓房侧壁发放装车作业，仓房移动设备装车作业方案等。

６．３．３　考虑汽车装车作业为间歇工作，为保证作业系统连续工作，提出备载仓容量不宜少于车辆装载

量２倍。

６．３．６　为改善操作工人的工作环境提出设置现场操作室的要求。

６．３．７　集装箱装箱作业有移动设备装车和固定设施装车，本标准按照固定料斗秤装箱作业方式提出的

技术要求。

６．４　 汽车散粮装卸设备生产能力

６．４．１　粮食物流作业受到粮食市场季节性因素和国家粮食政策影响，其散粮作业不均衡性较大，对全

年均衡作业的工作日按３００ｄ考虑，进出粮作业时间集中时，作业时间应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６．４．２　车型尽量选用设计车型，对于两种及以上设计车型应按照作业量和车辆规格分别计算分析。

６．４．３　实际卸车时，公式中三个时间作业时可能有重叠，设计时可具体分析确定总和时间。考虑输送

线的设备效率、日汽车调度不均衡性及管理水平等因素，作业量大输送线效率取高值，作业量小取低值。

６．４．６　汽车散粮装车工位计算公式中参数没有明确时可按照下列选取：

年工作天一般为３００ｄ；

每日工作时间单班为８ｈ，双班１６ｈ；

汽车发放不平衡系数按照１．１～１．３取值；

对于采用伸缩溜管装车时间按照公式中三个时间统计，采用无尘溜管用两个时间进行计算。

６．４．７　单个装车工位装车溜管能力和车辆装卸时间、车辆载重规格有关，为提高作业效率减少等待时

间，一般能力不少于３００ｔ／ｈ。在计算中应按照每日最大车辆数和作业时间计算出一个车次允许的时

间，扣除辅助时间。

６．４．８　若汽车发放作业需与项目其他作业相协调，则应考虑系统作业时间的合理分配。

７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及配套仓容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４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配套仓房，一般要求中转为主，兼顾仓储，在仓型选择上宜采用机械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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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仓型。

７．２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

７．２．３　倾斜输送线设备布置角度按照理论计算，其输送倾斜角度增加，输送设备能力适当下降，当大于

１０°时设备能力下降，且物料输送设备采用一定技术措施增加带宽或采用特殊带等。

７．２．１１　考虑卸载粮食的供料不均衡，卸粮坑下的输送设备需配置均匀供料流量控制装置，故建议选用

托辊带式输送机和埋刮板输送机。

７．２．１２　参照国内外行业规定，结合本行业规范以及应用实际情况，制定行业内的栈桥及通廊尺度。

７．２．１３　在工艺设计中，由于功能要求不同，在料斗秤设置旁通溜管，可增加工艺灵活性。

７．２．１５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初清功能主要用于对粮食中影响安全生产的杂质进行彻底清理，其他杂

质的清理可根据粮食质量要求进行清理工艺设计，满足清杂效率指标。

７．２．１８～７．２．２０　斗式提升机、埋刮板输送机及带式输送机等设备是安全生产的监控对象，特此提出各

种安全措施要求。

７．２．２１　为减少粮食破碎，结合市场调查制定斗式提升机以及埋刮板输送机相应参数要求。

７．３　散粮溜管

７．３．２　本条款给出钢制溜管在布置上的倾斜角度要求。对于非钢制材料溜管角度可采用经验数据，无

经验数据应进行实验确定参数。

７．３．３　正文表７．３．３溜管截面为矩形，表中数据来源于《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ＬＳ８００１），实际工程中

也有圆管，半圆管道以及变截面形式等。

７．３．４　参照目前国内常规做法给出了溜管制作的一般技术参数要求，对于大型溜管，实际工程也有采

用分片组装结构形式。

７．４　配套仓容

７．４．１　本条计算主要针对完成散粮中转量所需要的总仓容，公式中散粮中转量为实际入仓的粮食数

量，如有直取作业应扣除该部分的作业量。作业量大，来粮不平衡系数取小值，作业量少取大值。设计

时年中转次数结合当地或类似项目统计确定，无统计数据可参照参数范围选取。

７．４．２　为保证粮食储存安全，中转仓应配置通风、测温等系统。对于储备仓房还应满足储备保粮要求

配置熏蒸、气调、谷物冷却等措施。各种措施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８　粉尘控制系统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要求所有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必须配置完善的粉尘控制系统，防止粉尘污染和粉尘爆炸。粉尘

控制系统包括通风、除尘和积尘清扫等内容。

８．１．２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时，遵循“密闭为主、吸风为辅”的原则进行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和料仓、

溜管的制造、安装，以及粉尘控制系统的设计。

８．１．３　目的是保持粉尘控制系统与生产工艺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减少粉尘爆炸发生时由于管道连接而

形成的传播途径。

８．１．４　对于港口码头等以中转为目的的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其通风除尘系统收集的粉尘可回到原工艺

流程中，以减少粮食的损耗、保持粮食质量不变，但也鼓励对收集的粉尘单独处理。对于积尘清扫系统

收集的地面等环境粉尘，应单独处理不应回到工艺流程中。

８．１．５　粉尘控制系统排放的废气不应排入室内，以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和粉尘沉积。粉尘控制的效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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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ＧＢＺ１）、《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ＧＢＺ２）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６２９７）等的要求。

８．１．６　积尘清扫时，为减少粉尘的再次飞扬，宜采用无二次扬尘的清扫方式如真空吸尘器，不宜采用有

扬尘作用的气流喷吹等方式。

８．１．７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５５７７）、《港口

散粮装卸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９１８）和《粉尘爆炸泄压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等中已对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的粉尘防爆、泄爆等进行了详细的要求，本设计规程同样要执行。

８．２　设计原则和参数

８．２．１　要求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任何扬尘部位、产生废湿、废热的部位都要设置吸风口，进行污染捕

捉和控制。如传统设计不太关注的地下通廊等密闭性环境要进行环境除湿、除尘通风，气垫式带式输送

机排放的废气要进行净化处理等。

８．２．２　给出了通风除尘系统的组合原则。通风除尘系统可组合成集中风网、独立风网或者选用插入式

除尘器等类型。

８．２．３　要求除尘风网中的所有吸风口都应设置吸风罩，不宜将风管直接连到设备上。而且吸风罩要靠

近扬尘点布置。吸风罩罩口风速应为３ｍ／ｓ～５ｍ／ｓ。

８．２．４　除尘风网设计时，除尘器前的含尘管道的风速应在１２ｍ／ｓ～２５ｍ／ｓ范围内选取。通风管道短、

污染物浓度低时取低值，通风管道长、污染物浓度高时往上限取值；由于水平通风管道内粉尘受自身重

力作用始终有向下沉降的趋势，因此，风速应不低于１６ｍ／ｓ。而经除尘器净化后的排气管道内净化空

气的风速不超过１４ｍ／ｓ。

８．３　除尘器

８．３．１　选择除尘器时，首先应满足处理风量和排放标准的要求。其次，若现场粉尘浓度较高，而又选用

过滤式除尘器，宜在其前增加一级除尘以减轻过滤式除尘器的负荷。最后，所选取的过滤式除尘器过滤

风速不宜太大，因为此为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工艺，属于原粮的输送，而原粮中粉尘含量一般都比较高，

为了使过滤式除尘器之滤袋清灰效果良好，因此过滤式除尘器过滤风速不宜太大。粮食粉尘主要成分

属于有机物，为减少发霉、生虫以及结块等，除尘器运每次行结束后内部应干净、不集尘。

８．３．２　设计除尘风网时，风机应设置在除尘器之后，通过风机的空气为净化空气。

８．３．３　选用插入式除尘器进行粉尘控制时，因为风机安装在除尘器上，风机的出风口上应设置导管将

废气排至室外。

８．３．４　除尘器内部粉尘浓度最高，属于易爆炸设备，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ＧＢ／Ｔ１７９１９）和《粉尘爆炸泄压指南》（ＧＢ／Ｔ１５６０５）中已对除尘器粉尘防爆、泄爆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在此也应执行。

８．４　风　　机

８．４．１　选择粉尘控制系统的风机时，风机的风量和全压应满足管网系统的风量和阻力，这是选择风机

依据之一；其次，风机的效率高即节能。

８．４．２　要求所选择的风机运行时，叶轮、机壳内不应积尘，以减少风机的磨损、振动和噪声。

８．４．３　要求优先选择满足相关国标噪声标准的风机。噪声较高的风机应配置消声装置进行噪声控制。

８．４．４　要求作为有高速运转部件的风机，必须满足ＧＢ１５５７７《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和ＧＢ１７４４０《粮食加

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的粉尘防爆规定。

８．５　风　　管

８．５．１　圆形风管强度高、不变形、不易积尘等特点，粉尘控制系统的风管宜采用圆形。对于风网中的局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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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构件如方变园、园变方、变径管等，不宜采用突变式而采用渐变式。

８．５．２　 要求除尘风网的各吸风管均应装设风量调节阀，以便于运行时的现场风量调节。

８．５．３　要求进行除尘风网设计时，为减少水平风管内粉尘的沉积，应尽量减少水平风管的布置。水平

风管较长时，宜在粉尘沉积部位开设粉尘清扫口。

８．５．４　要求除尘风网中，风机的进风管或出风管道上应装设调节阀门。

８．５．５　除尘风管的材料应优先选择钢管，并对钢板制风管的壁厚、弯头的曲率半径等做了规定。

８．５．６　由于积尘真空清扫系统真空度高、气密性要求高等原因，其管道宜采用无缝钢管。

８．５．７　 粉尘控制系统中风管的连接应采取合适的方式做到密闭、不漏气；其次风管与具有振动特性的

设备如风机等连接时应有软连接措施，以避免设备振动引起风管振动产生的管道破裂漏风现象。

８．５．８　 管网设计应采取防静电措施，且满足ＧＢ１５５７７和ＧＢ１７４４０的规定。

９　电气控制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供电负荷等级与其重要性和使用要求有关，一般为三级。对于位于重要交通

枢纽、港口二类及以上粮库，由于中转任务繁重，或其作用比较重要，可按二级负荷设计，以保证生产，以

减少压船、压港时间，并与《粮食仓库建设标准》（建标１７２—２０１６）规定一致。

９．１．２　本章内容只涉及有关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电气设计中主要内容。对于诸如负荷计算、高低压配电

系统、变配电所平面布置、照明、防雷、通讯等本标准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应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

９．１．３　按《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４４０）、ＧＢ１２４７６．１～１０的要求，除筒仓、浅圆仓、料仓、封闭式设备内部等属２０区外，其余均属２１

和２２区或非危险区。电气线路的设计、电气设备选择，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粉尘防爆要求，并按相应的

施工规范施工。

９．１．４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一般属多尘环境，且易发生鼠害。电气设备及线路应有防尘、防鼠害的保护

措施。配电箱、开关等电气设备及线路应尽量在非粉尘爆炸危险区设置和敷设，有困难时，对设置在粉

尘爆炸危险区电气设备及线路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危险等级来选型。

９．２　电气线路

９．２．１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一般属多尘环境，甚至为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电气线路选用铜芯导线或电缆，

在机械强度上比铝芯高，不易造成断线，减少产生火花的可能性；在电火花的点燃能力上铜芯较铝芯低。

故从安全角度出发，电气线路采用铜芯导线或电缆是合适的。另外，从可靠方面来讲，也是必要的。根

据《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７４４０）的规定，室内铜芯导线及电缆的最小截面可为１．５ｍｍ２，但对于粉尘爆炸危险２０区，电缆和

绝缘导线的截面不应小于２．５ｍｍ２。电气线路敷设推荐采用电缆桥架敷设及明敷，方便施工和检修，便

于管理和维护，并要求短捷、顺畅、美观，尽量减少重叠交叉。

９．２．２　电气线路采用的上下级保护电器应具有选择性动作，确保系统安全运行且便于检修，另外，随着

我国保护电器的性能不断提高，实现保护电器的上下级动作配合已具备条件。供给电动机、电梯等用电

设备线路，除符合一般要求外，尚有用电设备的特殊保护要求，应符合《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５）的规定。

９．３　电气控制系统

９．３．１、９．３．２　自动控制系统的具体组成要根据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使用性质、规模、投资、技术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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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中转量大或较大规模的作业系统，应设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一般由

ＰＬＣ、上位机和现场检测装置组成。当作业系统中转量或规模较少时，应以实用性和可靠性设计控制系

统，可采用集中手动控制方式，满足主要输送设备间连锁的基本控制要求。

９．３．４　采用自动控制的项目，接收发放设施一般规模较大，作业较复杂，一般应设置独立控制室，另外，

为便于控制室人员了解现场作业情况，可在散粮接收发放现场设置工业监控摄像机。

９．３．５　料位器设置可参考表９．３．５１，对于重要工艺设备的安全检测传感器的设置，可参考表９．３．５２

选择。

表９．３．５１　料位器设置表

名称 数量 安装位置 备注

高料位器 １ 进料口附近（且便于检修处）

低料位器 １ 出料口附近

　　注：对于备载仓还应设置中料位开关。

表９．３．５２　重要工艺设备安全检测传感器配置一览表

设备名称 跑偏开关 失速开关 拉绳开关 防堵开关 压力开关 断链开关 张紧开关 急停开关

斗式提升机 √ √ — √ — — √ √

埋刮板输送机 — — — √ — √ √ —

气垫输送机 √ √ √ √ √ — √ —

带式输送机 √ √ √ √ — — √ —

备注 — — ４０ｍ以上 出料口 — — — —

　　注：传感器设置要求并应符合本标准７．２相关要求。

９．３．６　可根据当地全年的温湿度变化情况决定是否设置粮情测控系统。

９．３．７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为新型工业信息系统工程解决方案。它能有效集成相关生产信息，形成安全

可靠的实时数据库，可完成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实现了企业网络环境下的

实时数据采集、流程查看、趋势浏览、报警记录与查看、报表数据存贮、历史趋势存贮与查看、生产过程报

表生成、生产统计报表生成等功能，使管理层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生产情况，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为

控制软件提供应用支持。它使得办公室和生产现场的信息沟通变得方便快捷，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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