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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675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603一2010，自2011年 2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3.0.14

(1、2、3、4、5、6、7、8、9)、4.7.5、4.7.6、4.7.7、5.9.6、7.1.6、

7.2.13(2)、7.3.1(4、5、6)、7.3.3(2)、16.1.4(3)条(款)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0一0年七月十五日



月U 胃

    本规范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6〕136号)的要求，由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编制而成。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本建设方

针及产业发展政策，全面总结了我国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的经

验及有关科研成果，组织了专题调研，参照了相关标准，广泛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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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道路运输，水路运输，其他运输，排土场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日常管理，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不断

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及时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往中冶南方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 33

号，邮政编码:430223)，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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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秦皇岛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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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适应钢铁企业占地大、运输量大、运输种类多的特点，

做出技术先进适用，资源利用合理，安全、卫生、节能、环保，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合理的设计，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

1.0.3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必须遵循“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

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做到因地制宜、合理布置，提高土

地利用率。

1.0.4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在地震、湿陷性黄土、膨胀土、软土或永冻土等自然条件地区

的钢铁企业，尚应执行有关专项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钢铁企业 iron衣steel enterprise
    对黑色金属矿石进行开采、处理、冶炼或加工成材的工业企

业 。

2.0.2 总图运输设计 design of general layout and transpor-
tatlon

    根据建厂(场)地区地理、自然和环境等条件，按照工艺要求、

物料流程以及有关工程建设标准，正确选定厂址，合理处理场地和

安排各设施的空间位置，系统地处理物流、人流、能源流和信息流

的设计工作。

2.0.3 厂址选择 plant。ite Selection

    为拟建设的企业选择既能满足生产需要，又能获得最佳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场所的工作。

2.0.4 总体布置 general plan

    确定建设项目各场地的配置及各场地交通和能源综合连接的

设计。

2.0.5 总平面布置 general layout

    在总体布置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场地内各建筑物、构筑物和设

施的最佳空间位置。

2.0.6 竖向布置 vertical arrangement

    改造场地的自然地形，使之适应项目建设和生产的要求。

2.0.7 管线综合布置 integrated arrangement of pipeline

    根据管线的技术要求及场地条件，统一安排各管线的走向及

空间位置，布置合理的管网系统。

2.0.8 绿化布置 vegetation arrangement
      2



    根据企业不同场所的特点，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布置

各种植物，以防止污染，美化环境。

2.0.9 运输设计 transportation design

    根据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物料运输量，设计与之能力相适应的

运输系统。

2.0.10 运输组织设计 design of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为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提高运输效率而进行的优化各种运输

资源的设计，又称运输工艺。包括运输方式选择，车(列)流计算和

车(列)流图编制，运输能力计算及管理体制的确定等内容。

2.0.11 工业场地 industrial site

    用于安置建设项目生产设施及其配套公共辅助设施、交通运

输及综合利用设施等的各类场地。在矿山一般指采矿或选矿工业

场地，在钢铁厂一般指厂区。

2.0.12 排土场 dumping Site

    集中堆放采矿剥离物的场所，也称废石场。

2.0.13 剥离物 stripping substances

    矿山生产过程中剥离出的覆盖岩土，目前尚无利用价值的矿

层及开采损失的矿石。

2.0.14 尾矿库(场) refused ore storage(yard)

    堆放尾矿的场所，是指在选矿生产过程中分离出的暂不能利

用矿物的堆弃场地。

2.0.15 露天开采境界 open pit boundary

    由露天矿采场的底面和边帮限定的可采空间的边界。

2.0.16 塌落(错动)区地表界限 Surface subsidence limita-

tion

    采空区以上直至地表一定范围内可能引起地表裂缝、沉陷的

范围。

2.0.17

ea

爆破危险区界限 boundary of blasting dangerous ar-



    爆破产生的飞石、冲击波和地震波影响的范围。

2.0.18 卫生防护地带 Sanitary protective zone

    钢铁企业与其他地区(如居住区等)相互间隔的地带。

2.0.19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division

    将厂内各设施按不同功能和系统分区布置，构成一个相互联

系的有机整体。

2.0.20 通道 passageway

    厂内用以集中通行道路、铁路及各种管线的地带。一般通行

主、次干道的通道称为主、次通道。

2.0.21 建筑物、构筑物 building and structure

    有遮蔽空间，并供人们在内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人为

建设物体称建筑物;无遮蔽空间，或无人在内经常活动的人为建设

物体称构筑物。

2.0.22 复垦 land recovery

    对矿山生产过程中被破坏的土地进行处理、恢复和改造到可

利用状态的工作。

2.0.23 联合布置 combined arrangement of buildings

    将数个相邻工序的厂房联合成一个建筑物。

2.0.24 台阶式布置 step type arrangement

    竖向布置中，将场地设计成数个不同标高的整平面，相邻整平

面采用自然放坡或挡土墙等方式连接。

2.0.25 设计水位 design water level

    根据防护对象的重要程度确定防洪标准，并推算出该标准的

最高水位为设计水位。设计水位加上奎水高度和浪高，即为计算

水位。

2.0.26 内涝水位 waterlogging level

    在地势低洼处，由于区外径流汇人或暴雨期间雨水汇集无法

及时排泄而造成的积水水位称为内涝水位。

2.0.27 建筑限界 construction。learance



    为保障铁路和道路运输安全，规定在铁路和道路一定宽度和

高度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侵人该空间。在

铁路工程中称铁路建筑限界，在道路工程中称道路建筑限界。在

桥梁和隧道路段，亦有专门的建筑限界。

2.0.28 运输方式 transportation mode

    物料运输所采用的运输工具，包括铁路、道路、水路、带式输送

机等。

2.0.29 外部运输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装载点或卸载点在企业外部的一次运输作业，又称厂外运输。

2.0.30 内部运输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装载点和卸载点均在企业内部的一次运输作业，又称厂内运

输。

2.0.31 运输不均衡系数 coefficient of transportation fluc-
tllatloll

    货物运输量最大月份平均日运输量与全年平均日运输量的比

值。

2.0.32 特种物料 special materials

    钢铁(含铁合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铁水、炽热的钢坯、烧结

矿、铁、钢渣以及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化学特性的物料。

2.0.33 铁路的厂外线和厂内线 External and internal rail-

way lines

    厂外线为由钢铁企业工厂编组站至国家铁路网接轨站或至原

料基地之间的铁路线;厂内线为钢铁企业内部运输的铁路线。它

们以钢铁厂工厂编组站作为分界点，工厂编组站划归为厂内车站

范围。

2.0.34 冶车线 metallurgical wagon track

    用于冶金车辆走行、停放或进行各种技术作业的铁路线。

2.0.35 接轨站 junction station

    钢铁企业铁路与路网铁路连接的车站。



2.0.36 工厂编组站 plant marshalling station

    为进、出企业货物车辆进行接、发和编解作业的铁路车站。

2.0.37 区域站 regional marshalling station

    为一定区域范围内车间、仓库和堆场发生的车辆进行到发、编

解、改编、调车、车辆取送等作业的铁路车站，又称厂内站。

2.0.35 开拓运输 deploitation transportation

    从地表至采掘工作面建立矿岩运输通道。

2.0.39 (矿山)生产干线 trunk road for(mine)production

    采矿场开采台阶通往卸矿点或排土场的共用道路。

2.0.40 (矿山)生产支线 branch road for(mine)production

    由开采台阶或排土场与生产干线相连接的道路或由一个开采

台阶直接到卸矿点或排土场的道路。

2.0.41 (矿山)联络线 (mine)linking road

    与露天矿生产干线、支线及各工业场地相连接的道路。

2.0.42 码头陆域 land section of wharf

    用于布置码头装卸机械、仓库、堆场、铁路、道路以及修建各种

配套设施所需要的用地范围，是港区总体布置的组成部分。



3 厂 址 选 择

3.0.1 厂址选择应符合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所规定的产业布

局，并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

3.0.2 在厂址选择过程中，应对以下内容进行广泛深人的调查研

究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

    1 拟建项目的原料、燃料和材料来源以及成品去向。

    2 交通运输条件。

    3 自然(包括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条件。

    4 能源供应(包括水、电、风、气等)条件。

    5 环境现状。

    6 防洪排涝情况。

    7 农田水利情况。

    8 既有设施情况。

    9 城市规划情况。

    10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况。

    n 废料堆存及综合利用场地条件。

    12 职工生活居住条件。

    13 外部协作及建设费用。

3.0.3 厂址应有畅通、经济的交通运输条件;与厂外铁路、道路的

连接应短捷、方便，工程量小。靠近江、河、海的厂址应尽量利用水

运，厂址宜靠近相关港口。

3.0.4 厂址与原料、燃料供应地及主要销售地之间的运输距离、

运输量、运输方式、运输条件以及运输费用应作为选择厂址的重要

因素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3.0.5 厂址选择应符合所在地区城市(镇)和工业区规划，并应充



分考虑与所在地区城市(镇)、工业区及有关企业相互依托、相互协

作、协调发展的条件。

3.0.6 厂址选择应在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建设用地，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用地。应节约

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钢铁企业的用地指标宜符合本规范第

5.1.15条的规定。

3.0.7 厂址选择应考虑当地提供建筑材料的可能性。

3.0.8 厂址不宜占用村庄、铁路、公路、排水干渠和工程管线等既

有设施位置。

3.0.9 厂址应尽量避开自然地形复杂、自然坡度大的地段，应避

免将盆地、积水洼地、窝风地段作为厂址。

3.0.10 厂址应具有较好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3.0.n 厂址应具有充足、可靠、符合生产要求且能满足发展需要

的水源与电源。水源和电源与厂址之间的管线连接应尽量短捷。

3.0.12 厂址应位于城市(镇)及居住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与生活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4.2.1条

的规定。

3.0.13 扩建、改建项目的选址应根据企业发展规划，遵循不影响

企业发展的原则;并应尽量不影响既有生产，尽量利用既有设施。

3.0.14 厂址严禁选在下列地段或地区:

    1 发震断层和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及高于9度的地震区，以

及海啸或湖涌危害的地区。

    2 有泥石流、滑坡、流沙或溶洞等直接危害的地段。

    3 爆破危险区界限内。

    4 采矿塌落(错动)区地表界限内。

    5 堤坝决溃时。不能确保安全的地段。

    6 受洪水、潮水或内涝水淹没的区域。当不可避免时，必须

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

    7 国家规定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对雷达导航，对重



要的天文、气象、地震观察以及对军事设施有影响的范围内。

    8 国务院、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

府划定的或城市规划确定的生活居住区、文教区、水源保护区、名

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

护的区域。

    9 生活饮用水水源的上游。

    10 很严重的自重湿陷性黄土地段，厚度大的新近堆积黄土

地段和高压缩性的饱和黄土地段等地质条件恶劣地段。

    11 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



4 总体 布 置

4.1 一 般 规 定

4.1.1 钢铁企业厂址选定后，应围绕矿山采矿场或钢铁厂工业场

地，对企业其他各工业场地及有关设施(包括卫生防护地带、交通

运输设施、排土场、尾矿库、渣场、垃圾场、水电设施、居住区等)进

行总体布置。

4.1.2 钢铁企业的总体布置应与所在地区城市(镇)规划和工业

区规划相协调，应有利于与所在地城市(镇)、工业区及相邻单位统

筹布局、相互依托、相互协作、协调发展。

4.1.3 钢铁企业分期建设的预留发展用地应与所在城市(镇)和

工业区的发展规划相协调。

4.1.4 钢铁企业各场地、设施之间及其与企业外相关设施之间的

人流、物流应短捷、顺畅、不折返，人、货分流，并应避免与企业外交

通干线平面交叉。

4.1.5 钢铁企业各场地、设施之间及其与企业外各设施之间应避

免交叉污染。

4.2 卫生防护地带及安全防护距离

4.2.1 钢铁企业与居住区之间应按以下规定的卫生防护距离设

置卫生防护地带:

    1 铁矿、豁土矿、锰矿、白云石矿、石灰石矿等露天采场、

破碎筛分厂、选矿厂与居住区之间的防护距离为 30Om~

500m。

    2 钢铁厂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表 4.2.1的

规定。

      lO



表4.2.1 卫生防护距离表(m)

距离(m) 企业类别

风速(m/5)

炼铁厂 焦化厂 烧结厂 石灰厂

<2 1400 1400 600 300

2~ 4 1200 1000 500 200

>4 1000 1000 400 100

    注:1 卫生防护距离指产生有害因素部门(车间或工段)的边界至居住区边界的

            最小距离;

        2 风速按企业所在地区近五年的平均风速选取。

4.2.2 卫生防护地带应尽量利用原有的绿地、水域、山冈或不建

设的地带。

4.2.3 卫生防护地带应予利用和绿化，但不得布置永久性居住的

房屋。

4.2.4 矿山各项工业设施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应

布置在露天采场爆破危险区界限以外，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

破安全规程》GB 6722中的有关规定。

    当与采掘生产、运输密切相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必须布置在露

天采矿场爆破危险区界限内时，该建筑物、构筑物与最近爆破作业

地点的距离需经计算确定，并应对该建筑物、构筑物采取相应的防

护措施。

4.2.5 地下开采时，地表建筑物、构筑物应位于塌陷(错动)区地

表界限外，矿山采空塌陷(错动)区地表界限与建筑物、构筑物的安

全防护距离应符合表4.2.5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防护距离的计算，建筑物、构筑物应由最近边缘算起;

铁路、道路应由最外侧工程设施算起;工业场地应由厂(场)区边缘

或围墙中心线算起。

    2 国务院明令保护的文物和纪念性建筑物的保护距离应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并应经分析论证后，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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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表4.2.5 矿山采空塌陷(错动)区地表界限与建筑物、构筑物的

                                安全防护距离

防护等级 主要建筑物、构筑物
安全防护

距离(m)

I

  一等火车站，发电厂主厂房，在同一跨度内有两台重型
桥式吊车的大型厂房，水泥厂回转窑，球团厂链算机回转

窑，大型选矿厂主厂房，尾矿库，大、中型矿山的主要通风
机房，立井井塔，井架，提升设备，环状的地区变电所，动力
厂的锅炉房，跨度大于20m桥梁的桥台，大河河床，水库，
附有泄水设备的堤堰，110kV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高速
公路，机场，高层建筑，一级公路，铁路干线

20

ll

  高炉，焦炉，矿区总变电所，立交桥，跨度小于20m桥梁
的桥台，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工业厂房.设有桥式吊车
的工业厂房，铁路矿、燃料仓，总机修厂等重要的大型工业
建筑物、构筑物，没有机械设备的通风井筒、斜井井筒，锅
炉房，压力水柜，水塔，砖砌烟囱和钢筋混凝土烟囱，办公
楼，医院，剧院，学校，百货大楼，二等火车站，长度大于
20m的二层楼房，三层及以上的多层住宅楼，输水干管，架
空索道，电视塔和转播塔

l5

m

  主要水道工程，天然水池，人造水池、河床，经常流水的
山谷，斜通风井和辅助井，无吊车设备的砖木结构工业厂
房，砖木、砖混结构平房和变形缝区段小于20m的二层楼
房，三、四等火车站，公用的地方铁路，工矿企业专用铁路
线，村庄砖瓦民房，小于110kV的高压输电线路杆塔等

l0

W
  农村木排架结构房屋，简易仓库，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

等
5

注:凡未列人表中的建筑物、构筑物可依据其重要性、用途等类比本表确定。

4.3 交 通 运输

4.3.1 钢铁企业外部交通运输应与所在城市(镇)或工业区的交

通运输现状和发展相适应，并应为与相邻企业的协作创造条件。

    改建、扩建项目应充分合理利用钢铁企业既有交通运输设施。

4.3.2 钢铁企业厂外铁路和道路的设计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工

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和《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J 22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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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钢铁厂铁路接轨站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1 接轨站数量应按下列主要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1)路网铁路与钢铁厂厂址的配置情况。

      2)钢铁厂总平面布置形式。

      3)钢铁厂厂外铁路运输量及到、发货物流向。

      4)路网铁路到达钢铁厂和由钢铁厂发出车流的组织方

          式。

    2 接轨站的能力应能满足钢铁企业近、远期的运输要求。

    3 设置两个接轨站时，接轨站宜分别位于钢铁企业铁路运输

人口和出口方向。

    4 设置一个接轨站时，接轨站宜位于企业原料人口方向。

4.3.4 设水运码头的钢铁企业应根据企业近、远期规模，水运物

料的品种和运输量，依照本规范第 14章的有关规定，合理确定码

头能力、码头与企业之间物料运输方式及企业水运物料出人口与

码头的相对位置。

4.4 矿山工业场地

4.4.1 矿山工业场地各项设施，在符合安全、环保、卫生等要求的

原则下，宜靠近露天采场或井(嗣)口集中布置。

4.4.2 采矿工业场地宜集中布置。但对由多个采矿场组成的矿

山，集中布置不经济时，宜分散布置。

    露天采矿场范围广、高差大及地形条件复杂时，采矿工业场地

可分散布置。

4.4.3 分期开采的露天采矿场及采矿工业场地，有条件时，宜分

别布置在不同爆破危险界限外。

4.4.4 选矿工业场地应根据精矿流向和开拓运输方式，尽量靠近

露天采矿场或矿石运输的井(铜)口布置;当有多个相距不远的采

矿场时，宜靠近较大的采矿场集中布置，必要时，应经技术经济比

较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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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排土场及尾矿库

4.5.1 排土场位置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根据矿山开采工艺流程，使剥离物运输顺畅、短捷。

    2 不宜设在工程地质或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地带;若因地基不

良而影响安全，应采取有效措施。

    3 应保证排土场不致因滚石、滑坡、塌方等威胁采矿场、工业

场地、厂区、居民点、铁路、道路、输电网线、通讯干线、耕种区、水

域、隧道涵洞、旅游景区、固定标志及永久性建筑等的安全。

    4 应避免排土场成为矿山泥石流重大危险源，必要时，应采

取有效控制措施。

    5 应符合相应的环保要求，并应设在居民区和工业建筑常年

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和生活水源的下游。含有污染物的废石要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9的要求进行堆放、处置。

4.5.2 不具有形成矿山泥石流条件，排水及整体稳定性、工程地

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的排土场的设计最终坡底线与其他设施、

场地和居住区等的安全防护距离为:当设置防护工程措施时，应根

据所采取工程措施的要求确定。当不设置防护工程措施时，应按

表4.5.2的规定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防护距离的计算，航道应由设计水位的水位线算起;

建筑物、构筑物应由最近边缘算起;铁路、道路应由最外侧工程设

施算起;工业场地应由厂(场)区边缘或围墙中心线算起。

    2 对于规模较大(0 .10 万人以上)的矿山居住区、村镇及工

业场地，安全防护距离应在表 4.5.2中序号4规定的基础上适当

加大。对于零星建筑物、构筑物及分散的个别农舍，安全防护距离

可取表4.5.2中序号4规定的75%。

    3 当排土场采取分层堆置，且各层间留有宽 20m一30m的

安全平台时，表4.5.2中序号 1、2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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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 当排土场坡底线外地面坡度大于1，2.5时，排土场设计

最终坡底线与国家铁路和公路干线、航道、高压输电线路铁塔等重

要设施之间应根据需要设置防滚石危害措施。

          表4.5.2 排土场的设计最终坡底线与其他设施、场地和

                      居住区等的安全防护距离《m)

序号 名 称 安全防护距离

l
  国家铁路和公路干线、航道、高
压输电线路铁塔等重要设施

IH一 1.SH

2
  矿山铁路和道路干线(不包括露
天采矿场内部生产道路)

不宜小于0.75H

3 露天采矿场开采终了境界线
  根据边坡稳定状况及坡底线外地面

坡度确定，但应大于30m

4 矿山居住区、村镇、工业场地等 妻2.OH

    注:1 对于序号 1的取值范围，当排土场坡底线外地面坡度不大于1，5时取下

          值;等于1:2.5时取上值;

        2 表中H为排土场设计最终堆置高度。

4.5.3 尾矿库宜选择在靠近选矿厂及建坝条件好，对农田影响较

小的荒山沟谷中，应合理利用地形，尽可能实现尾矿自流输送;当

无自流条件时，应力求扬程最小。

4.5.4 尾矿库宜位于居住区和村镇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并宜设置卫生防护地带或防护林带。

4.5.5 尾矿库应采取植被或其他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条件允许

的尾矿库应结合表土排弃进行尾矿库的复垦。

4.6 爆破器材库及爆破器材工厂

4.6.1 爆破器材库及爆破器材工厂的位置应在矿山总体布置时

统一确定，并应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4.6.2 爆破器材库及爆破器材工厂与外部设施的安全距离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和《地下及覆土火药炸药仓库设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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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154的有关规定。

4.6.3 爆破器材库宜选择在山谷内工程地质好、地下水位低，不

受泥石流和山洪威胁，沟谷纵深和谷口无建筑物的地段，并应尽量

利用自然山丘作屏障。

4.6.4 爆破器材工厂应合理选择地形，并应布置在有自然屏障的

地段。危险品生产区宜设在工厂适中位置，不应布置在山坡陡峻

的狭窄沟谷中。危险品总仓库区和殉爆试验场、销毁场宜设在偏

僻地带或边缘地带。

4.6.5 危险品生产区和危险品总仓库区内不应通过与其无关的

人流和物流。危险品运输不宜通过生活区。

4.7 渣场及工业垃圾场

4.7.1 钢铁厂的冶金渣及工业垃圾应经处理后综合利用。渣场

和工业垃圾场应考虑综合利用设施及其辅助设施用地。

4.7.2 钢铁厂的冶金渣及工业垃圾宜集中场地分开堆存。

4.7.3 在不影响钢铁厂发展和用地合理的条件下，渣场应尽量靠

近冶金渣排出地点。

4.7.4 液体渣处理场宜设置在厂区内。

4.7.5 渣场和工业垃圾场严禁设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

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4.7.6 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滩地和

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严禁作为渣场

和工业垃圾场。

4.7.7 渣场及工业垃圾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和其

他防止污染的措施。

4.7.8 渣场和工业垃圾场应有较方便的外部运输条件。

4.7.9 渣场和工业垃圾场的堆存容量应根据所堆存物料的综合

利用情况合理确定。对于暂不能利用的工业垃圾的堆存年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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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宜少于10年。

4.7.10 渣场和工业垃圾场应尽量利用自然地形高差提高堆存容

量，堆存高度不宜小于10m。

4.8 水 电 设 施

4.8.1 水源地至钢铁企业供水设施之间的供水管、渠应结合自然

地形，并应尽量短捷、顺畅。当采用明渠供水时，应统一考虑明渠

两侧的交通联系。

4.8.2 钢铁企业在同一江、河取水和排水时，排水口的位置应在

生活用水取水口的下游，与取水口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规定。

4.8.3 矿山选矿工业场地的取水水源应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

量的要求。

4.8.4 钢铁厂水源的水质需进行沉淀或有特殊要求时，在水源附

近应充分利用低洼地或塘、泊等自然地形修建沉淀池或蓄水池。

4.8.5 钢铁企业排水终点集水井宜布置在厂区适中且靠近所排

人水体的位置。排水管、渠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力求短捷。

4.8.6 设置在厂(场)外的总降压变电所和主要为钢铁企业供电

的地区总降压变电所宜布置在接近主要用户，进、出线方便，满足

变电所对安全、环境的要求，不影响厂(场)区发展的地段。

4.8.7 总降压变电所至厂(场)区的供电线路应力求短捷。进人

钢铁企业厂区及发展区供电线路的走向宜与厂区轴线正交。沿厂

(场)区外围布置的架空线路距厂(场)区边缘的距离应满足安全供

电要求和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4.9 居  住 区

4.9.1 钢铁企业应尽量利用所在城市(镇)和工业区的居住和公

共设施等社会资源解决企业职工的居住和生活问题。

4.9.2 主要为钢铁企业服务的居住区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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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应位于钢铁企业生产区、渣场、垃圾场、尾矿场及排土场常

年最小风向频率的下风侧，与钢铁企业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本

规范第4.2节的要求。

    2 在保持必要卫生防护距离的前提下，宜靠近企业厂区，并

应与厂区有较好的交通条件。

    3 宜靠近城市(镇)，并宜与城市(镇)、客运车站和码头等有

较好的交通条件。

    4 应便于合理组织上、下班人流，并应避免与企业主要货流

平面交叉和混行，力求做到人、货分流。

4.9.3 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总平面布置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企业建设要求和工程建设标准，在总体

布置的基础上，结合厂址的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条件，进行各设

施的布置，经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5.1.2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应使物流、介质流及人流短捷、顺畅、

不折返;应尽量使人、货分流。并应避免特种物流与主要普通物流

平面交叉或混行。

    2 散发烟气、粉尘等污染物较大的生产区和设施应布置在散

发烟气、粉尘等污染物相对较小的生产区和设施常年最小频率风

向的上风侧。要求洁净的生产区和设施应布置在其他生产区和设

施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厂前区应布置在厂区常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

    3 功能分区应明确。

5.1.3 分期建设的钢铁厂，近期项目宜集中布置;远期项目宜预

留在近期项目用地的外侧，并宜尽量考虑将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5.1.4 随矿山开采的延伸而迁建的各种设施和运输线路的布置

应与采掘工艺要求相协调。

5.1.5 扩建、改建项目应合理利用和改造既有设施，并应尽量减

少对既有生产的影响。

5.1.6 在满足生产工艺及安全、卫生要求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使

建筑物、构筑物联合、多层布置。

5.1.7 厂区群体建筑的平面布置与空间造型应相协调，宜形成整

洁优美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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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在山地和丘陵地区，主要建筑物、构筑物的长轴宜平行于地形

等高线，应防止边坡深挖、高填可能引起的危害。基础荷载较大的建筑

物、构筑物宜布置在土质均匀、地基承载力较大、地下水位较低的地段。

5.1.9 主要生产车间宜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采光条件。在炎热

地区，生产车间的纵轴宜与夏季盛行风向成不小于 45“交角。高

温、热加工等车间和生活设施建筑物应尽量避免西晒。

5.1.10 钢铁企业建筑物、构筑物之间及其与铁路、道路之间的防

火间距，以及消防通道的设置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n 总平面布置的防振间距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振间距宜符合表 5.1.11一1的规定。当采取防振措施

时，防振间距可不受该表限制;当地质条件复杂或震源为表

5.1.11一1中未纳人的其他大型振动设备时，防振间距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GB 50040中的公式计算或按实

测资料确定。

    2 土壤波能量吸收系数及换算系数宜按表5.1.11一的规定

选取。当各类土壤含水量和密度较低时，土壤换算系数取低值;反

之，取高值。

    3 精密仪器、设备在各种频率下相应的允许振幅宜按表

5.1.11书的规定选取。

                        表5.1.11一1 防振ItQ距(m)

振源

量级 允许振动速度(mm/s)

单位 量值 0.05 0。10 0.2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锻锤 t

镇l 145 120 100 75 55 45 35 3O 30

2 215 195 175 150 135 125 115 110 105

3 230 205 185 160 140 130 120 115 110

落锤 t.nl

60 140 120 105 85 70 60 55 50 45

120 145 130 115 9O 80 7O 60 60 55

180 150 135 115 95 80 7O 65 60 55



续表 5.1.11一1

量级 允许振动速度(mm/s)

单位 量值 0.05 0.10 0.2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州
111111

(10 40 30 25 20 15 l0 l0 5 5

加~40 60 40 35 30 20 l5 10 5 5

60~ 1的 100 80 60 50 40 30 20 l0 5

10000m3/h

  制氧机 m3

/h

55000 90 75 60 40 30 20 15 l5 l0

155000 145 125 105 80 60 50 45 35 35
26000m3/h

  制氧机

t/件
2~ 5 130 110 85 60 45 35 30 25 20

20 210 185 160 130 105 95 85 80 75

火

车

路网铁路

km

/h

50左右 140 120 95 70 50 35 30 25 20

成10 90 75 60 40 25 20 15 10 10

厂内

铁路

普车
20~ 30 95 80 60 45 30 20 l5 l5 l0

铁水车

t

65 150 125 105 80 60 50 40 35 30

100 160 135 110 80 55 45 35 30 25

320 165 145 125 95 80 65 60 55 5O

80 105 90 70 50 35 30 25 20 l5

铸锭车 120 115 100 80 60 45 4O 35 30 25

160 165 145 125 100 85 75 65 60 55

汽

车

沥青

路面

15t载重汽车

km

/h

毛10 55 40 30 15 10 5 5 5 5

20~ 30 80 60 45 25 l5 10 5 5 5

35 155 135 115 95 75 65 60 55 50器t载重汽车

30 135 115 100 75 60 50 40 35 35筋t载重汽车

12 145 125 105 80 6O 50 45 40 35脸牵引汽车

提10 65 50 35 20 l0 5 5 5 5混凝

土路

  面

15t载重汽车
20~ 30 90 70 55 40 25 20 15 l5 l0

注:表列数值系在波能量吸收系数为0.O4/m的fl类土壤上的防振间距，对于其他类土
    壤，应按其波能量吸收系数，将表列相应的防振间距值乘以土壤换算系数求得。

                                                                                2l



表5.1.11一2 土壤波能量吸收系数及换算系数

十壤

种 类
土 壤 种 类

  土壤波能量
吸收系数(l/m)

土壤换算系数

  水饱和的细砂、粉砂、砂质亚

钻土和砂质豁土

  潮湿的中砂、粗砂、砂质亚私
土、砂质赫土和勃土

  微湿和干燥的砂质亚薪土、砂
质豁土和翁土

0.03~ 0.04 1.3~ 1.0

0.04~ 0.06 1.0~ 0.8

0 06~ 0.10 0.8~ 0.6

表5.1.11一  精密仪器、设备在各种频率下相应的允许振幅(卜m)

精密仪器、设备
允许振动速度

    (mm/5)

频 率(Hz)

5 l0 15 2O 25 30 35 40

0.05 1.60 0.80 0.53 0.40 0.32 0.27 0.23 0.20

0.10 3.18 1.59 1.06 0.80 0.64 0.54 0.46 0.40

0.20 6.37 3.18 2。16 1.60 1.28 1.08 0。92 0.80

0.50 16.00 8。00 5.30 4.00 3.20 2.70 2。30 2。00

1.00 32.00 16.00 10.60 8.00 6.40 5.40 4.60 3.98

1.50 47.75 23.87 15.90 11.90 9.60 7.96 6.82 5.97

2。00 63.66 31.83 21.20 16.00 12.70 10.60 9.10 7.96

2.50 79.58 39.79 26.53 16.90 15.90 13.30 11.40 9.95

3.00 95.50 47.75 31.83 23.90 19.10 15.90 13.60 11.94

5.1.12 总平面布置的防噪声间距宜符合表 5.1.12的规定。当

噪声源与有防噪声要求的建筑物之间有隔声屏障时，可根据隔声

屏障的衰减效能减少防噪声间距。

                      表 5.1.12 防噪声间距表(m)

80 90 100 105

45 80 160 310 600 1170 2275

5O 40 80 160 310 600 1170

55 20 40 8O 160 310 600

60 10 20 4O 80 160 310

fi5 10 l0 20 40 80 160

70 l0 l0 10 20 40 80



5.1.13 钢铁企业厂区通道宽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钢铁厂厂区通道宽度宜符合表5.1.13的规定。

    2 矿山工业场地、铁合金厂以及单独的烧结厂、焦化厂、石灰

厂、铁厂、钢厂和轧钢厂的通道宽度可按照表 5.1.13的规定选用。

    3 当场地条件受到严重制约，地下管线敷设采取综合管沟

时，通道宽度可适当减小;当有特殊需要或大量管线集中布置在通

道内时，通道宽度可根据实际布置确定。

                    表5.1.13 钢铁厂厂区通道宽度

生产规模(万t钢/年) 1 主要通道宽度〔m) 次要通道宽度(m)

> 500 55~ 65 45~ 55

100~ 500 45~ 55 40~ 45

    注:当通道内铁路、道路、管线较少或扩建、改建工程场地受限制时，可取低值;反

        之宜取高值。

5.1.14 钢铁企业用地投资强度和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用地面积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5.1.15 选矿厂、钢铁厂、钢厂和铁合金厂的厂区用地指标及建筑

系数宜符合表5.1.15一1一表5.1.15谁的规定。改、扩建企业，如

采取特殊措施仍不能达到该表所规定的数值时，应有专门的论

述 。

              表5.1.15一1 选矿厂厂区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生产规模(万t原矿/年) 用地指标(mZ八原矿) 建筑系数(%)

> 200 (0.03~0.07

妻1760~ 200 镇005~0.10

< 60 毛0.08~0.12

表5.1.15一2 钢铁厂厂区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生产规模(万t钢/年) 用地指标(m“八钢) 建筑系数(%)

> 500 簇0.8~1.2
)30

100~ 500 成1.0一1.5



表5.1.15一3 钢厂厂区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生产规模(万t钢/年) 用地指标(mZ八钢) 建筑系数(%)

) 50 镇1.0一2.0
)30

< 50 簇1.5~2.5

表5.1.15一  铁合金厂厂区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生产规模(万t铁合金/年) 用地指标(m“八铁合金) 建筑系数(%)

)10 提2。0一3.0
)30

< 10 簇3.0~4.0

5.2 采矿工业场地

5.2.1 采矿工业场地可按矿机修理、运输设备修理、动力设施、仓

库、生产管理和生活设施等功能分区集中布置。当受场地条件限

制须分散布置时，宜将与采矿生产直接有关的矿机修理、运输设备

修理等布置在露天采场或井(铜)口附近。

5.2.2 井(铜)口的位置应设在采场采空塌陷(错动)地表界限以

外，其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4.2.5条的要求，并宜设在矿

体下盘低处，尽量靠近主矿体中心。

5.2。3 电铲、钻机修理间及锻、修钎间应根据工艺要求设置必要

的露天检修和堆放场地。露天检修和堆放场地的面积，电铲、钻机

修理间应为厂房建筑面积的1倍一2倍;锻、修钎间应为厂房建筑

面积的1.2倍。

5.2.4 机车、矿车修理设施的布置应与矿山生产运输系统相协

调，并宜布置在车流集中的铁路车站或井(酮)口车场附近。

5.2.5 通风机房的位置应尽量靠近进、出风井口。抽出式通风机

房应位于工业场地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压人式通风机房

(或进风井口)应位于矿石和废石装卸点、锅炉房以及散发烟尘有

害气体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且与这些设施的间距不

宜小于3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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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坑木加工间及木料堆场、锅炉房渣场应布置在距离进风井

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80m以外的地点。坑木加工间及木

料堆场与运输材料的井(酮)口应有方便的运输线相连。

5.2.7 采矿工业场地的总图布置，除满足上述规定外，还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中的有关规

定。

5.3 选矿工业场地

5.3.1 选矿厂应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按原矿、精矿的运输条件和

选矿生产工艺流程沿山坡自上而下进行布置。

5.3.2 粗破碎车间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原矿运输系统相协调。

    2 粗破碎车间的受矿槽和卸矿平台处应有布置运输线路等

设施所必需的场地。

    3 粗破碎车间的地形坡度宜为30%一50%。

5.3.3 选矿主厂房应布置在场地较开阔、地基承载力较高的地

段，该地段的地形坡度应与选矿工艺流程要求相适应。

    主厂房检修跨一侧应与厂区道路相连，并应设置必要的堆放

场地。

5.3.4 焙烧磁选厂的主厂房、煤气发生站应布置在厂区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3.5 尾矿浓缩池及砂泵站等尾矿设施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靠近并低于主厂房集中布置。

    2 应力求矿浆自流，管路顺直、短捷。

    3 浓缩池处地形坡度不宜大于2%~10%。

5.3.6 精矿仓的布置应方便精矿运输线路的连接。当选矿厂与

烧结(或球团)车间联合布置时，精矿仓应靠近烧结(或球团)配料

室一侧布置。

5.3.7 选矿试验室、化验室、办公室、检修设施应布置在产生烟

                                                                                25



尘多的破碎筛分厂房、焙烧炉、锅炉房等的常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化验室的防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5.1.n 条的

规定 。

5.4 烧结(球团)区

5.4.1 矿区内的烧结(球团)车间应尽量布置在靠近选矿厂过滤

间，且成品外运便捷、顺行的地段。

5.4.2 烧结(或球团)车间宜布置在同一标高的场地上。当受地

形限制需分台阶布置时，主要生产设施应布置在同一标高的场地

上。原料、燃料制备系统，成品系统，公共辅助配套设施可布置在

不同标高的场地上。

5.4.3 烧结室的主轴方向宜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垂直。

5.4.4 烧结室的主厂房、环冷机、主烟囱及球团厂的造球室、链算

机、回转窑、环冷机、主烟囱等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宜布置在土质均

匀且地基承载力较高的地段。

5.4.5 烧结车间主厂房和球团车间的链算机，回转窑的长轴方向

沿检修跨一侧应有道路相通。检修跨外，环冷机周边应设置检修

场地。

5.4.6 烧结室机尾及冷矿破碎、筛分、成品矿槽等的除尘设施处

应有方便的运输条件。

5.4.7 煤气加压站应靠近环冷机布置。

5.5 焦  化 区

5.5.1 焦化区应布置在居民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焦

化区与居民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4.2.1条的规

定。

5.5.2 焦化区宜靠近炼铁区布置。

5.5.3 焦化区不应布置在窝风地带。

5.5.4 贮煤场、贮焦场宜与钢铁厂的综合料场联合布置。贮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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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贮焦场单独设置时，宜布置在焦化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上风侧，且布置在运输方便，不影响贮煤场、贮焦场扩建和改

建的地段。

5.5.5 焦炉炉组纵轴线宜与常年最大频率风向夹角最小。

5.5.6 焦炉应避开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

5.5.7 干熄焦装置宜布置在焦炉炉组的中部或焦炉端部，其配套

设施宜靠近干熄焦装置。

5.5.8 煤处理、焦处理过程的除尘地面站宜就近布置在尘源点附

近。

5.5.9 筛焦楼和贮焦槽的布置应使焦炭外运方便、短捷。

5.5.10 煤气净化区布置在焦炉的机侧或一端时，其建筑物、构筑

物最外边缘距大型焦炉炉体边缘不应小于40m，距中、小型焦炉不

得小于3om。
5.5.n 煤气净化区布置在焦炉的焦侧时，其建筑物、构筑物最外

边缘距焦炉熄焦车外侧轨道不应小于45m。当焦侧同时布置有干

熄焦装置时，上述距离应为距干熄炉边缘。

5.5.12 煤气净化区内不应布置与煤气净化装置无关的设施及建

筑物。

5.5.13 粗苯精制区不应布置在焦化区的中心地带。粗苯精制区

所属建筑物与焦炉炉体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50m。

5.5.14 粗苯精制区应设高度不小于2.Zm的围墙，围墙的出人

口不得少于2处，在正出人口处应设有人值守的门卫。

5.5.15 焦油加工区宜布置在焦化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沥青生产装置应布置在焦油蒸馏装置端部的边缘地带，并应

与铁路、道路运输连接方便。

5.5.16 煤气净化区、粗苯精制区、焦油加工区的油库区宜集中布

置在厂区边缘，且与铁路、道路连接方便的地带。

5.5.17 焦化区的总平面布置除执行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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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耐火材料车间

5.6.1 耐火材料车间宜布置在钢铁厂边缘地带，并宜位于烧结区

和炼铁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5.6.2 炉衬车间宜靠近炼钢区布置。

5.6.3 破粉碎装置、竖窑、回转窑、隧道窑等宜布置在耐火材料车

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6.4 原料仓库应集中布置在厂区边缘及运输方便的地段。

5.6.5 成品仓库的位置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要求，布置在运输方

便的地段 。

5.7 石 灰 车 间

5.7.1 石灰车间宜布置在靠近炼钢区或烧结区的厂区边缘。

5.7.2 破粉碎装置、竖窑、回转窑等宜布置在石灰车间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7.3 原料仓库应集中布置在石灰车间边缘且运输方便的地段。

5.7.4 石灰成品料仓宜布置在石灰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

风侧。

5.8 炼  铁 区

5.8.1 高炉宜采用半岛式或岛式布置。一组高炉的座数不宜多

于4座。当一组高炉的座数需要超过4座时，应在核算铁水运输

铁路咽喉通过能力后确定。

5.8.2 铁水预处理设施单独设置时，应布置在高炉通往炼钢的铁

水运输线上。

5.8。3 贮矿槽、贮焦槽宜布置在烧结矿、焦炭的来料方向，并应满

足向高炉炉顶供料方式的要求。

5.8.4 炼铁车间的高炉渣处理设施和干渣坑应紧邻高炉出铁场

的出渣侧布置。水渣堆场应有方便的外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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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鼓风机站宜靠近热风炉布置。当采用汽动鼓风机时，供给

汽源的锅炉房或热电站宜与鼓风机站联合布置。

5.8.6 煤气净化设施及煤气余压发电设施应布置在高炉煤气排

出的方向。

5.8.7 煤粉喷吹设施的粉煤制备间和粉煤贮罐宜布置在炼铁区

靠近高炉的边缘地带。

5.8.8 铸铁机及生铁块堆场的布置不应影响高炉至炼钢车间铁

水运输距离和阻碍高炉发展。

5.8.9 铁水罐车修理设施的位置不应影响高炉至炼钢车间铁水

运输的距离;当采用敞口罐时，宜与铸铁机联合布置。混铁车车体

部分的修理宜与全厂铁路车辆修理设施统一考虑。

5.8.10 除尘设施宜布置在其服务对象(包括出铁场、贮矿槽和贮

焦槽)附近。

5.8.n 碾泥机室宜布置在靠近高炉但不影响高炉发展的地段。

5.9 炼  钢 区

5.9.1 在满足铁水车列配罐、铁水预处理、排渣等生产流程要求

和不影响发展的条件下，炼钢车间应靠近高炉布置。

5.9.2 转炉炼钢车间的辅助原料受料设施应布置在所受物料的

来料方向。当石灰由石灰焙烧车间直接用带式输送机向炼钢车间

供料时，宜与辅助原料受料设施共用带式输送机。

5.9.3 炼钢、连铸和接受连铸坯的轧钢车间应尽量联合布置。

5.9.4 电炉炼钢车间的废钢的贮存、加工和配料等工序应集中布

置，并应紧邻炼钢车间电炉跨，尽可能与之联合布置。当电炉需兑

人部分熔铁时，要避免铁水运输与废钢运输的相互干扰。

5.9.5 废钢切割间、落锤间及废钢堆场宜集中布置。

5.9.6 落锤间必须有可靠的防止废钢飞散的围护结构。废钢爆

破装置应布置在人员稀少的厂区边缘安全区域。废钢爆破装置与

其他建筑物之间的安全距离应大于150m，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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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5.9.7 炼钢车间的钢渣处理设施宜布置在炼钢主厂房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并应有方便的运输条件。

5.9.8 煤气除尘、净化和回收设施的鼓风机房、循环水系统和污

泥处理等设施应按工艺流程布置在其服务对象的附近。

5.10 轧  钢 区

5.10。1

5.10.2

轧钢车间应有方便的成品外运条件。

以连铸坯为原料的轧钢车间应尽量与连铸车间联合布

置 。

5.10.3 各轧钢车间宜按供料关系有序集中、联合布置。轧钢车

间之间半成品的运输宜设置不与铁路、道路平面交叉的专用通道。

5.10.4 冷轧硅钢片车间应布置在靠近热轧宽带钢车间且环境洁

净的地段。

5.10.5 废酸处理设施宜布置在酸洗量大的酸洗装置附近，并应

位于轧钢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11 铁合金车间(厂)

5.11.1 纯金属冶炼车间应布置在其他铁合金车间常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下风侧。

5.11.2 原料堆场及处理设施应布置在原料进厂的一侧，并应位

于主要生产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n.3 铁合金电炉的炉气净化和回收设施宜布置在电炉间附

近 。

5.11.4 铁合金炉渣处理设施宜布置在电炉间一端外侧或炉后

侧 。

5.12 修 理 设 施

5.12.1 为全厂服务的机械修理设施应集中布置，为某一车间服



务的机械修理设施宜靠近其服务对象布置。

5.12.2 铸工、木模和铆焊等车间的附近应布置露天堆场和作业

场地。

5.12.3 有防振要求的车间和设施与锻工车间的防振间距应按本

规范第5.1.n条的规定确定，建筑物与铆焊车间的防噪声间距应

按本规范第5.1.12条的规定确定。

5.12.4 电气和仪表等修理设施应布置在产生烟尘或水雾的车间

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电气修理间周围应有放置变压器的

场地。

5.12.5 机车、车辆修理设施宜集中布置在机车和车辆数量较多，

且出人库方便的作业区附近。进、出车库的线路应避开运输繁忙

的咽喉区。

5.12.6 机车、车辆修理车间应根据工艺要求配置室外检修线、机

车及车辆停放线。

5.12.7 汽车修理设施宜按下列规定布置:

    1 汽车修理设施宜集中布置于靠近汽车较集中的作业区或

主要停放场地的厂区边缘地段。

    2 汽车修理区宜设置洗车台和加油站等设施。

    3 除轮胎翻修作业外，汽车的拆卸、零件的修理和加工总成，

以及发动机、电动机和仪表的检测等工序宜集中布置于一座建筑

物内。

    4 汽车修理设施区域内宜设有待修汽车停放场地和破损车

斗、各种容器及废旧轮胎的堆置场地。

5.12.8 修理设施应尽量利用当地机械修理企业等社会资源。

5.13 动 力设 施

5.13.1 各种动力设施应靠近负荷中心或负荷较大的车间。

5.13.2 自备热电站应布置在靠近热电负荷中心，且燃料供应便

捷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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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总降压变电所应布置在靠近负荷中心，且高压线进线便

捷的厂区边缘。

5.13.4 总降压变电所及变、配电所不宜布置在有湿润生产过程、

剧烈振动、散发有毒或腐蚀性气体或高噪声的车间附近。室外变压

器和配电装置与冷却塔的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5.14.2条的规定。

5.13.5 牵引变电所一般应附设在变、配电所内。单独设置的牵

引变电所宜布置在牵引网路适中、靠近电力机车作业频繁的地点。

5.13.6 氧气站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氧气站宜布置在空气洁净的地段。空气分离设备的吸风

口应位于乙炔站、电石渣堆和其他碳氢化合物车间常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下风侧。空气分离设备的吸风口与乙炔站及电石渣堆等设

施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30中的有关规定。

    2 氧气站与周期性产生机械振动振源的防振间距应符合本

规范第5.1.n条的规定。

5.13.7 氢气站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177中的有关规定。

5.13。8 天然气配气站应布置在天然气总管进厂方向且至各用户

支管短捷的地点，并应位于有明火生产车间和散发火花地点常年

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天然气配气站点火放空管的位置必须会

同消防等有关部门联合选定。

5.13.9 煤气发生站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布置在主要用户的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2 有条件时，贮煤场应设在全厂综合料场内。单独设置的贮

煤场和灰渣堆场宜布置在站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3 水处理设施和焦油池宜布置在站区地势较低处。

5.13.10 煤气加压混合站应在满足防火间距要求的前提下布置

在煤气供应点或用户附近，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

安全规程》GB 6222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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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n 乙炔站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乙炔站设计规范》

GB 50031中的有关规定。

5.13.12 压缩空气站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压缩空气站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缩空气站设计

规范》GB 50029中的有关规定。

    2 压缩空气站的朝向应使站内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贮气

罐宜布置在站房的北面。

    3 压缩空气站与精密生产设施的防振、防噪声间距应分别符

合本规范第5.1.n条及第5.1.12条的规定。

5.13.13 锅炉房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当锅炉房采取自流回收冷凝水时，宜布置在厂区标高较低

且不窝风的地段。

    2 燃煤锅炉房应有贮煤、堆灰场地和方便的运输条件。贮煤

场及渣场宜布置在锅炉房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14 给排水设施

5.14.1 给水净化设施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在厂(场)外时，宜靠近水源地;当水源分散时，宜设在

水源输水管道的汇集处。

    2 当设在厂(场)内时，应布置在外部给水总管进人方向，并

至主要用户支管短捷的地点。

    3 加药间应与药剂仓库联合布置，并宜靠近投药地点。

5.14.2 循环水系统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应布置在所服务的生产设施附近。

    2 沉淀池、集水池、循环水泵房宜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段。

沉淀池附近应设置相应的堆场、排水设施和运输线路。

    3 冷却设施宜位于建筑物、构筑物冬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冷却设施与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护间距应符合表

5.14.2的规定，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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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2 冷却设施与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护间距(m)

设 施 名 称
.自然通风
冷却塔

机械通风

冷却塔

建筑物 20 25

中央试(化)验室、生产控制室 30 40

露天生产装置 25 30

屋外变、

配电装置

在冷却塔冬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
:) ::在冷却塔冬季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

电石库
在冷却塔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

;: _5。
100在冷却塔常年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

危险品仓库 20 25

散发粉尘的原、燃料及材料堆场 25 4O

铁路
厂外铁路中心线 25 35

厂内铁路中心线 l5 20

道路
厂外道路 25 35

厂内道路 10 l5

厂区围墙中心线 l0 l5

1)冷却设施与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护间距，冷却塔应

  自塔外壁算起;建筑物应自最外边轴线算起;露天生产装

  置应自最外设备的外壁算起;屋外变、配电装置应自最外

  构架边缘算起;堆场应自堆场边缘算起;道路为城市型

  时，应自路面边缘算起;为公路型时，应自路肩边缘算起。

2)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在 0℃以上的地区，冷却塔与屋

  外变、配电装置的间距可按表列数值减少25%。冬季采

  暖室外计算温度在一20℃以下的地区，冷却塔与相邻设

  施(不包括屋外变、配电装置和散发粉尘的原、燃料及材

  料堆场)的间距应按表列数值增加 25%，当设计中规定

  在寒冷季节冷却不使用风机时，该间距可不增加。

3)附属于车间或生产装置的屋外变、配电装置与冷却塔的

  间距可按表列数值减少25%。

4)单个小型机械冷却塔与相邻设施的间距可适当减少。玻璃



        钢冷却塔与相邻设施的间距可不受表5.14.2规定的限制。

      5)在扩建、改建工程中，当受条件限制时，表列间距可适当

        减少，但减少值不得超过25%。

5.14.3 当需设置排水泵站时，生活污水泵站及雨水排水泵站应

分别布置在生活污水总排水管和雨水总排水管的出口附近。

5.15 运 输 设 施

5.15.1 运输车间的办公室可布置在企业生产管理区或作业量较

大的铁路车站、码头或汽车队附近。运输车间的生产管理、后勤和

生活用房应尽量联合布置。

5.15.2 矿山铁路运输调度室和办公室宜布置在矿山总出人沟

口、矿山主要车站内或附近。

5.15.3 矿山通信、信号、牵引网路维修间、材料库、办公室和工人

休息室等用房宜集中布置在矿山主要车站附近。

5.15.4 排土场的办公室、工人休息室、移道机库、备品备件库、工

具库、材料库和维修设施等宜集中布置在排土场车站附近。

5.15.5 铁路车站的站房宜布置在站场中部到发场外侧通视良好的

地点。尽头式铁路车站的站房可布置在车站进站端道岔区一侧。

    曲线车站站房应布置在曲线外侧有良好通视条件的地点。

5.15.6 有交接作业车站的驻厂(站)办公室应与站房合并设置。

5.15.7 作业区调度室应布置在其管辖区内便于作业联系和缭望

良好的地点。

5.15.8 信号楼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号楼应布置在车站中部或作业繁忙的道岔区一侧。分

区作业的信号楼应布置在具有良好隙望条件的作业中心附近。

    2 信号楼与站房合建时，应各成系统、互不干扰，但应联系方便。

    3 信号楼距线路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 11.6.6条的规定。

5.15.9 列车检查所宜布置在车站到发场外侧的站场中部，车站

规模小时，宜与站房合并设置。有条件时，制动检查所宜与列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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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联合设置。

5.15.10 当车站采用计算机连锁系统或电气集中控制时，应在道

岔集中区域适中地点设置道岔清扫房。

5.15.n 道口房宜三面开窗，房门应正对道路，室外地坪标高宜

与道口标高一致。

5.15.12 工务段(车间)应布置在接轨方便的地点。段内根据线

路维修量可配置工务修理设施、轨道车库、轨道吊库、材料库、工具

库、备品备件库以及附属用房。当条件限制时，工务段(车间)的车

库、库房亦可分散布置在段外条件合适的地点。

5.15.13 养路工房宜布置在所管辖路段的适中地点或作业集中

的车站附近。

5.15.14 汽车库、保养间、停车场、洗车台、加油站和调度室等设

施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宜避开主要人流出人口，且靠近主要服务对象集中布置，

并应力求减少空车行程。

    2 汽车保养间及汽车库门前应有一定面积的回车场地。寒冷

地区的汽车保养间及汽车库的大门朝向应避开冬季最大频率风向。

    3 当单行(列)停放时，矿山汽车停车场面积一般不应小于停

放汽车投影面积的3.5倍一4倍;当双行(列)或双行(列)以上停

放时，停车场面积可比单行(列)停放时减少1/3一1/2。

    4 停车场地坪宜采用沥青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排水

坡度宜为1%一2%。

    5 洗车装置应布置在汽车人口附近，并应便于排水除泥。

    6 加油装置应布置在汽车主要出人口附近。

    7 汽车加油站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

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中的有关规定。

5.16 仓库及堆场

5.16.1 全厂性仓库及堆场宜集中布置在所贮物料出、人口附近



的厂区边缘地带，并宜靠近所服务的车间。

5.16.2 木材堆场应布置在明火生产及散发火花地点常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

5.16.3 燃油贮罐、贮气罐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燃油贮罐宜布置在靠近主要用户的厂区边缘地势较低的

地段 。

    2 贮气罐应布置在靠近气源且与用户管道联系便捷、通风良

好的地段。

    3 燃气及燃油贮罐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GB 6222及《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中的相关规

定，其周围应设有围墙及消防车道。

5.16.4 炸药库、炸药加工车间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

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及《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中的有关规定。

5.17 消    防 站

5.17.1 当企业单独设置消防站时，消防站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5.17.2 企业消防站宜设在生产管理区或主要保护对象附近便于

消防车迅速出动的地点。消防站的服务半径应以消防站接到出动

指令后5分钟内消防车可到达辖区边缘为原则。

5.18 生产管理及生活设施

5.18.1 生产管理区宜位于厂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并

宜面向城市或较大居住区。

5.18.2 生产管理和生活设施的建筑物、道路、广场以及绿化、美

化设施的布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节约用地要求，还应做到有利管

理、方便使用和美化厂容。

5.18.3 中心试验室、信息通讯等设施宜布置在生产管理区内，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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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向。中心试验室、信息通讯等设施与振源、噪声源的防振间距

和防噪声间距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5.1.n条及第5.1.12条的规定。

5.18.4 生活设施应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宜布置在职工上下班人流的路径上，并应尽量避免烟尘污

染及振动、噪声的影响。

    2 应尽量合建在一个建筑物内或与生产厂房相连，但产生有

害气体.、生产危险性较大或有特殊要求的厂房除外。

生活设施建筑前宜有聚散人群的场地。

生活设施宜为南北朝向，设施附近宜重点进行绿化。

3

月得

5.19 厂区出入口及围墙

5.19.1 厂(场)区出人口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人流、物流、安全和消防要求。

    2 主要人流出人口与物流出人口应分设。

    3 人流出人口的设置应使职工上、下班路径便捷，并宜使人

流适当分散。

    4 主要物流出人口应使进出厂运输线路顺畅、短捷。

5.19.2 钢铁厂厂区应设置全厂性围墙。围墙至建筑物、构筑物

及运输线路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5.19.2的规定。

      表5.19.2 围墙至建筑物、构筑物及运输线路的最小距离《m)

}一 建筑物、构筑物及运输线路名称 ”1 最小距离
          建筑物、构筑物外墙

                  厂房

城市型道路路面或公路型道路路肩边缘

            准轨铁路中心线

            窄轨铁路中心线

            排水明沟边缘

                5.0

                5.0

                1.0

见本规范第11.6.6条的规定

                3。5

                1.5

5.19.3 围墙的高度不宜低于2.Zm。

5.19.4 围墙的建筑形式应根据生产性质、保卫要求及景观要求

等因素确定。



6 竖 向 布 置

6.1 一 般 规 定

6.1.1 钢铁企业竖向布置应与总平面布置统一考虑，并应符合分

期建设要求。

6.1.2 竖向布置必须满足安全、生产、运输、装卸、场地防洪及排

水的要求。

6.1.3 厂区竖向布置应与厂外有关的铁路、道路、排水系统、厂区

周围及相邻企业场地标高相适应。

6.1.4 竖向布置应合理利用地形，应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并

应使同一建设期土石方挖填量接近平衡。

6.1.5 竖向布置应尽量保护和利用天然排水系统及土地植被;当

必须改变原排水系统时，应采取拦截、导流措施。

6.1.6 竖向布置台阶的设置应充分利用地形，并应为布置管线，

高架栈桥，滑溜式高站台、低货位及协作货位等装卸设施创造有利

条件 。

6.2 设计标高的确定

6.2.1 场地设计标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江、河(包括江口、河口)、海滨沿岸的厂区场地设计标高

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不设堤防时，场地设计标高必须高于计算水位(或潮

          位)0.sm以上。

      2)当不设堤防，有条件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场地设计标高应

        使厂区主要排水口高于计算水位(或潮位)0.sm以上。

      3)当设堤防时，场地设计标高必须高于历年最高内涝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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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当设堤防，有条件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场地设计标高应高

        于常年洪水位(或平均高潮位)。

    2 平坦地区，场地设计标高宜略高于该处自然地形标高。

    3 地下水位高的地区不宜挖方，必要时可适当填方。填方地

区应尽量不增加或少增加建筑物的基础埋置深度。

6.2.2 建筑物室内地坪与室外场地高差宜为0.15m~0.3m。当

建筑物处在降雨量较大，排水不良的地段，或建筑物地基有可能沉

降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大建筑物室内地坪与室外场地的高

差。有车间引道的建筑物的室内、外高差不宜大于0.sm，有准轨

铁路引人的建筑物的室内、外高差宜为0.sm。

6.3 台阶式布置

6.3.1 在山坡地带建厂时，在满足生产、运输等要求的前提下，厂

区宜采用台阶式布置。

6.3.2 台阶宜按生产区划分，台阶数量不宜过多。工厂宜按生产

工艺流程，形成由高向低的竖向系统。当铁水采用铁路运输时，炼

铁、炼钢生产区宜布置在一个台阶上;当炼钢、连铸、热轧生产车间

联合布置时，宜布置在一个台阶上。

6.3.3 受条件限制时，进人车间内铁路的轨面标高可不与室内地

坪同高。当铁路轨面低于室内地坪时，轨面与室内地坪高差不宜

大于 1.lm;当高于室内地坪时，不应影响车间吊车作业。

6.3.4 台阶的宽度应满足建筑物、构筑物、管线和运输系统的布

置要求。

6.3.5 台阶高度应根据自然地形横向坡度及台阶宽度，以及工程

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并应满足生产、运输要求以及建筑物、

构筑物基础埋设深度要求。

6.3.6 台阶在以下地段宜设置挡土墙:

    1 切坡后的陡土坎，或由于工程地质不良，需要采取支挡措

施 的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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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筑物、构筑物密集、用地紧张的区域。

    3 易受水流冲刷而坍塌或滑动的边坡，当采用一般铺砌护坡

不能满足防护要求时的地段。

6.3.7 台阶在以下地段应采用边坡防护措施:

    1 土壤易于风化、流失的地段。

    2 自然的悬崖、陡坡侵蚀较严重，需要防护的地段。

    3 填土边坡受水流冲刷的地段。

6.3.8 当台阶采用自然放坡连接时，边坡坡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边坡高度不大于20m时，填方边坡坡率不宜陡于表

6.3.8一1的规定。

                    表6.3.8一1 填方边坡坡率表

填 料 类 别
边 坡 坡 率

上部高度(H簇sm) 下部高度(H镇12m)

细粒土 1:1。5 1:1.75

粗粒土 1:1.5 1:1.75

巨粒土 1:1.3 1:1.5

2 作为建筑物、构筑物地基的压实填土的边坡坡率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中的有关规定。

3 当边坡高度不大于 20m时，挖方土质边坡坡率不宜陡于

表6.3.8一2的规定。
                    表6.3.8一2 挖方土质边坡坡率表

类 别 边坡坡率

私土、粉质翁土、塑性指数大于3的粉土 1:1

中密以上的中砂、粗砂、砾砂 1:1.5

卵石土、碎石土、圆砾土、角砾土
胶结和密实 1:0.75

中密 1:1

注:黄土、红薪土、高液限土和膨胀土等特殊土质挖方边坡形式及坡率应按有关规

    定进行特殊设计。

4 当边坡高度不大于30m，且无外倾软弱结构面时，依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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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挖方岩石边坡坡率可按表6.3.8一3的规定确定。

表6.3.8一3 挖方岩石边坡坡率表

边坡岩体类型 风 化 程 度
边 坡 坡 率

H< 15m 15m(H<30m

工类
未风化、微风化 1:0.1~1:0.3 1:0.1一 1:0.3

弱风化 1:0.1~1:0.3 1:0.3一 1:0.5

n类
未风化、微风化 1:0.1~ 1:0.3 1侣0.3~ 1:0.5

弱风化 1:0.3~ 1:0.5 1:0.5~ 1:0.75

m类
未风化、微风化 1:0.3一 1:0.5

弱风化 1:0.5~ 1:0.75

W类
弱风化 1:0.5~ 1:1

强风化 1:0.75~ 1:1

    注:1 有可靠的资料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Z W类强风化岩体包括各类风化程度的极软岩。

    5 厂内铁路、道路的路堤、路堑边坡坡率应分别按现行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和((厂矿道路设计

规范》GBJ22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6.3.9 台阶边坡坡顶与建筑物、构筑物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车间外附属设施、道路、铁路、管线和排水沟布置所

需场地要求。

    2 应满足施工和安装的要求。

    3 应防止建筑物、构筑物基础侧压力对边坡的影响。

6.3.10 位于稳定土坡坡顶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当垂直于坡顶边

缘线的基础底面边长小于或等于3m时，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

顶的水平距离 5(图 6.3.10)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不得小于

2.sm:

条形基础5、.5:一念
矩形基础5、.5。一念

(6.3.10一1)

(6.3.10一2)



式中:B— 垂直于坡顶边缘的基础底面边长(m);

      D— 基础埋置深度(m);

      a— 边坡坡角(度)。

狙

图6.310 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顶的水平距离

6.4 土 方 工 程

6.4.1 设计在考虑土方工程挖填量的平衡问题时，应遵循以下原

则:

    1 除考虑场地整平的土方外，还应包括下列工程的土方量:

      1)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基础、管线基槽(或地沟)、排水沟、

        道路及铁路等的土方工程量。

      2)挖方的松土量或湿陷性黄土的缺土量。

      3)稻田、水塘、沼泽地等的耕土和表土清除量与回填利用

                鉴巨 。

    2 当需在厂(场)外取土或弃土时，应考虑取土土源或弃土场地。

    3 当厂(场)区附近取、弃土方便，且经济合理时，可不强求厂

(场)区土方工程量的平衡。

    4 在厂(场)区边缘和暂不使用的填方地区，可利用投产后适

合于填筑场地的生产废料逐步填筑。

6.4.2 场地填方及基底的处理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碎块草皮和有机质含量大于8%的土，应仅用于无压实要

求的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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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质较好的耕土和表土可作为填料。但当耕土或表土含

水量过大，影响碾压密实时，不宜作为填料。

    3 碎石类土、砂土(不宜用细砂、粉砂)和爆破石渣可用作表

层以下的填料。

    4 填方基底位于耕地或松土上时，应将基底碾压密实或夯实

后再行填土，压实密实度见表 6.4.3一1。填方基底位于水田或池

塘上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基底处理措施(如排水疏干、

挖除淤泥、抛填片石或砾砂、矿渣等)。

    5 基底上的树墩及主根应拔除，坑穴应清除积水、淤泥和杂

物等，并应分层夯实。

    6 在建筑物、构筑物下的填方地段和厚度小于。.sm的填方

地段，应清除基底上的草皮和垃圾。

    7 在土质较好，坡度不陡于1，10的平坦地上填方时，可不

清除基底上的草皮，但应割除长草。

    8 在稳定山坡上填土，当山坡坡度为1:10一1:5时，应清

除基底上的草皮;当山坡坡度陡于1，5时，应将基底挖成台阶，台

阶宽度不应小于lm。

    9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地基的填料、压实及基底处理要求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中的有关

规定。

6.4.3 填方的最小压实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场地填方最小压实度应符合表6.4.3一1的规定。

                      表 6.4.3一1 场地填方最小压实度

          填 土 地 点

          建筑物地面下

近期不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地面下

          管线基础下

            一般场地

最小压实度

0.90

0.80~0.90

  注:当进行大面积场地平整时，填土压实度可统一采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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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路基最小压实度应符合表6.4.3一2的规定。

表6.4.3一2 铁路路基最小压实度

序号 铁路等级 地基顶面下深度(。m) 最小压实度

1 I

0~ 50 0.95

50~ 120 0.90

2 11、m

0~ 30 0.95

30~ 120 0.90

3 1、11、m
>l20(浸水部分) 0.90

>l20(不浸水部分) 0.85

    注:序号3压实度在年降水量低于400mm的地区，可按表列数值减少0.05。

    3 道路路基最小压实度应符合表6.4.3一3的规定，并应符合

以下要求 :

                    表6.4.3一3 道路路基最小压实度

填 挖 类 别 深度(cm)
路基最小压实度

高级路面 次高级路面 中级路面

填方

0~ 80 0.95~0.93 0。93~0。91 0.93~0。91

80~ 150 0.93~0 91 0.91~0.89 0.89~0。87

> 150 0.93~0.91 0.91~0.89 0.87~0.85

低填方、零填方及挖方 0~ 40 0.95~0.93 0.93~0.91 0.93~0.91

注:1 本表数值是按重型击实试验法求得最大干密度的压实度;

    2 低填方是指低于SOcm的填方;

    3 低填方深度由原地面算起，其他深度均由路槽底算起。

    1)低填方应符合填方。一80。m深度的压实要求，还应符合

      由原地面算起 0一40。m深度的压实要求。

  2)表6.4.3一3中路基最小压实度数值的采用:豁性土应采

      用下限，砂性土应采用上限。

    3)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小于 100mm且地下水源稀少的地

      区)及潮湿地区(年降雨量大于250Omm、年降雨天数大

      于18od且土的含水量超过最佳含水量5%以上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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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基最小压实度可按表6.4.3一3的数值减少0.02~

0.03。

6.5 场 地 排 水

6.5.1 场地排水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量少、土壤渗水性强的地区或厂区边缘设置雨水排水

沟、管困难，且易于地面排水的地段可采用自然排水。

    2 厂区边缘及不宜埋设暗管的地段宜采用明沟排水。多尘

易堵塞下水管的中心生产区、人流密集区、铁路调车繁忙地区、装

卸作业区及在沟上停留或行驶车辆地段应采用盖板沟。

    3 场地平坦、建筑系数较高、道路为城市型、运输条件复杂或

对卫生及美观要求较高等地区宜采用暗管排水方式。

    4 缺水地区应尽量考虑雨水的收集利用。

6.5.2 场地排水坡度宜为5%。一20%。;困难地区不宜小于3%。;局

部地段的最大坡度不宜超过60%。。

6.5.3 排水明沟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尽量使水流沿最短的途径排至雨水口或场地以外。

    2 与铁路、道路边沟统一布置。

    3 未经平整地段的明沟应尽量与原地形相适应。

    4 明沟交汇处应防止水流逆行，并应根据土质情况进行铺

砌。

    5 无铺砌明沟不宜设在填方地段。无铺砌明沟沟边距建筑

物、构筑物的基础边缘不宜小于3m，距围墙不宜小于1.sm。

跌水和急流槽不宜设在明沟转弯处。

铺砌明沟中心线的转弯半径不宜小于设计水面宽度的2.5

丈
U

7

倍。无铺砌明沟中心线的转弯半径不宜小于设计水面宽度的5

倍。

6.5.4 明沟纵坡不宜小于5%。;在地形平坦地带，不宜小于2%。。

6.5.5 排水明沟宜采用矩形断面;在场地宽阔或厂区边缘区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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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梯形断面;在岩石地段、雨量少、汇水面积或流量较小地段可

采用三角形断面。明沟起点深度不应小于0.Zm。矩形明沟沟底

宽度不宜小于0.4m，梯形明沟沟底宽度不宜小于0.3m。明沟最

大深度不宜大于1.lm。

6.5.6 无铺砌明沟边坡坡度应按表6.5.6的规定取值。

                  表6.5.6 无铺砌明沟边坡坡度取值

土 石 名 称 边  坡 值

粉砂 1，3~ 1，3.5

松散的细砂、中砂或粗砂 1:2~ 1:2.5

密实的细砂、中砂、粗砂或豁质粉土 1:1 5~ 1:2

粉质勃土、勃土砾石或卵石 1:1.25~ 1:1.5

半岩性土 1:0.5~ 1:1

风化岩石 1:0.25~ 1:0.5

岩石 1:0.1~ 1:0.25

6.5.7 厂内道路边沟应进行铺砌。其他明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应进行加固或铺砌:

    1 明沟有荷载影响时。

    2 受场地限制，必须减小明沟边坡时。

    3 位于松软的土层及影响路基稳定的地段。

    4 流速较大，可能引起冲刷的地段。

    5 有集中水流进人明沟的地段。

6.5.8 雨水口间距宜为25m一50m，连接管串联雨水口个数不宜

超过3个，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25m。

    平雨水口顶面标高应低于地面3。m，四周坡向雨水口。

6.5.9 当道路纵坡大于2%时，雨水口的间距可大于50m，数量

和布置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计算确定。当坡段较短时，可在最低点

处集中收水，雨水口的数量应适当增加。

6.5.10 高架道路雨水口的间距宜为 20m一30m，并宜将每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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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单独用立管引至地面排水系统。

6.5.n 雨水口不宜设在建筑物门口、道路曲线地段、分水点和地

下管线的管顶上。

6.5.12 沿山坡布置的工厂，厂(场)区靠山坡侧应设置截洪沟或

排洪沟。

6.5.13 场地雨水设计流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4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7 管线综合布置

7.1 一 般 规 定

7.1.1 管线综合设计应与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运输设计、绿化

设计统一考虑，并应使管线短捷、顺直。管线之间，管线与建筑物、

构筑物之间应相互协调、紧凑、安全、经济合理并美化厂容。

7.1.2 管线的敷设方式应根据管线输送介质的性质，工艺要求，

生产、安全、交通、施工、检修要求及自然、场地条件等因素，经技术

经济比较确定。

7.1.3 各种管线在符合技术、安全要求的条件下，应尽量采用共

架、共杆、共沟、同槽直埋以及管廊(架)下布置地下管沟或电缆隧

道等多层布置方式。

7.1.4 甲、乙、丙类液体以及可燃、有毒气体管道应采用管廊(架)

敷设;当采用管廊(架)敷设困难时，可埋地敷设。但发生炉煤气、

水煤气、半水煤气、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一氧化碳(CO)含量较

高气体的管道不应埋地敷设。

7.1.5 管线综合设计宜将管线分类布置在道路的两侧，并宜与道

路平行。干管宜布置在靠近主要用户或支管较多的一侧，并宜尽

量避免从道路的一侧转到道路的另一侧。

7.1.6 管线输送的介质具有毒性、可燃、易燃、易爆性质时，严禁穿越

与该管线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工艺装置、生产单元及贮罐区等。

7.1.7 永久性的地上、地下管线不宜穿越与该管线无关的工艺装置

或生产单元，亦不宜穿越露天堆场、建筑物、构筑物及远期发展用地。

7.1.8 管线之间及管线与铁路、道路之间应尽量减少交叉;当必

须交叉时，宜为垂直相交;当必须斜交时，交叉角度不宜小于45“。

管线与铁路、道路交叉，有条件时应集中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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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相邻管线的附属构筑物应相互交错布置。架空管道的附

属物宜尽量布置在管道或管廊的垂直投影范围内。地下管线的构

筑物不宜布置在道路交叉范围内。

7.1.10 分期建设的钢铁企业，综合管线设计应全面规划、近期集

中、近远结合，不得影响远期土地的使用。

7.1.n 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山区建厂，管线敷设应充分利用地形，

并应避免山洪、泥石流及其他不良地质的危害。

7.1.12 改建、扩建工程的综合管线设计，新建管线不应影响原有

管线的使用。当管线间距不能满足本规范要求时，在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施工、检修和使用安全后，可适当减小。

7.1.13 综合布置各种管线产生矛盾需要处理时，在满足生产、安

全条件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设计的让已有的。

    2 压力管让自流管。

    3 管径小的让管径大的。

    4 易弯曲的让不易弯曲的。

    5 临时性的让永久性的。

    6 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

    7 施工、检修方便的让施工、检修不方便的。

7.2 地 下 管 线

7.2.1 类别相同、埋深相近的地下管线应合理集中布置，但不应

重叠敷设。

7.2.2 地下管线、管沟不应布置在建筑物、构筑物基础侧压力影

响范围内，并应避免管线、管沟在施工和检修开挖时对建筑物、构

筑物基础的影响。

7.2.3 地下管线、管沟不应平行敷设在铁路下面，亦不宜平行敷

设在主要道路下面。

7.2.4 地下管线、管沟不宜穿越铁路站场的咽喉区和作业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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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场地。

7.2.5 地下管线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小于表7.2.5中规定的距离;当相邻管线之间埋设高

差大于0.sm时，还应按土壤性质对表列数值进行验算。

    2 当给水管设在污水管侧下方时，给水管必须采用金属管

材，并应根据土壤的渗水性及地下水位情况，在不小于表7.2.5中

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妥善确定最小水平净距。

    3 给水管与抖泳管共同埋设的土壤为砂土类，且给水管的材质为非

金属或非合成塑料时，给水管与排水管之间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1.sm。

    4 氧气管与同一使用目的的乙炔管、煤气管在同一水平敷设

时，管道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可减少到0.25m，但从沟底至管顶以上

30omm范围内应用松散的土或砂填实后再回填土。

7.2.6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表7.2.6中规定的距离，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铁路、道路为路堤或路堑时，给水管道至铁路路堤坡脚

的净距不应小于5.om，至路堑坡顶的净距不应小于 10.om;排水

管道至铁路路堤坡脚和路堑坡顶的净距不应小于5.Om。

    2 液态液化石油气管至特殊建筑物、构筑物(包括军用设施、

易燃易爆物品仓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飞机场、火车站和码

头等)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100.om;至居住区、村镇、重要公共建

筑的水平净距，当管道压力大于4.oMPa时，不得小于50.om;当

管道压力在1.6MPa一4.oMPa之间时，不得小于40.om;当管道

压力小于1.6MPa时，不得小于25.Om。

    3 管线至建筑物、构筑物基础边缘的最小水平净距，当管线

埋设深度大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底面的深度时，应根据土壤性质

进行计算，但不得小于表 7.2.6中规定的距离。

    4 地下燃气管道与电杆(塔)基础的水平净距，还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中关于地下燃气管道与

交流电力线接地体之间净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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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5 地下管线之间最小

给水管管径
DN(mm)

排水管管径DN(mrn)

生产、生活
一水与雨水管

生产与生活
  污水管

管线名称及规格

叫躺稠蒸幽剑:
给水管管径DN

      (mm)
DN成30Omm，0.5
DN> 3O0mm，0.7

非水管
管径

  DN

(mm)

三产废水管
与雨水管 蒸目薰 DN(100Omm，1.0

DN> 1000rnm，1.5

生产与生
活污水管

      DN<75

  75簇DN<200

  200毛DN(400

      DN> 400

      DN< 800

  800(DN(1500

    DN> 1500

      DN< 400

  400(DN(600

      DN> 600

  P<0.01(低)

0.01簇P簇0.2(中)

0.2<P镇0.4(中)

011 0}1.5}1.5

煤气管、天然气
管压力P(MPa) 蒸嚣彝蒸类薰撰

0.魂<P簇0.8(次高)!1.011.011.0!1.011.5}1.5 5!1.5!1.5}1.5

0.8<P簇1.6(次高)}1.5}1.5

液态液化石油气管

甲、乙、丙类液体管

    压缩空气管

      乙炔管

      氧气管

      氢气管

1.511.5获霍恰粼}雇一摆桧黑{黑名摆

骊骊一一彝
热力管

    直埋

    管沟

10kV及以下

5}1.5}1.5}1.5}1.5}1.5}1.5}1.5}1.5}1.5

0.5}0.5 10.510.5}0.510.5}0.5}0.5}0.510.5

电力电缆

IOkV 以 上 0.5 10.5}0.5}0.5{0.5}0.5}0.5}0.5}0.5}0.5

0

-

0

一

0

电缆沟

通信电缆
直埋电缆

电缆管道 嚣舅薰一一薰
  注:表列数值是指管线、管沟、管道、管道保温层、最外一根电缆等外壁之间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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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净距(m)

煤气管、天然气管
  压力P(MPa)

通信电缆

  尸

  <

0.01

〕.01!0·2{0.4}0.8
簇1<}<}<
尸蕊 }尸蕊 1尸蕊 1尸蕊

全竺兰日电
      } }缆

黑1贯}“

 
 

热
力
管
︵沟
︶ 

 
 
 
 
 

氢
气
管

 
 
 
 
 
 

氧
气
管

 
 
 
 
 
 

乙
炔
管

 
 
 
 

压
缩
空
气
管

甲
、乙
、丙
类
液
体
管

液
态
液
化
石
油
气
管0.2}0.4!0.8}1.6

DN镇300mm，0.4
DN> 3O0mm，0.5

2.012.0}2.0}2 0}2.0

0}1.0}1.0}1 5}2.0}2 0

默 盖居长于酬凌一名{雇器雇
.2}1.512.012.0}2.512.0}1.511.5}1.5

0}1。2}1.511.5}1.512.0}1.5}1.5}1.5}1.5

。尸杜耳些」兰州兰州2.。{1.。}1.5}1.:】1.5
1.511.5}2.014.014.0

0.5(直埋电缆)
1.0(电缆管道)

011.512.0】1.010.510.8}0.811.0}2.0

0}1.512.0}1.010.5}1.0}1.0}1.0}2.0

0}1511.512.0}4.0!4.011.011.011.5}1.5!1.5}2.0 0 5 1 0 5

0.5 0.5 0.5

1

‘

介
」 

 

，

-

匕
」

黯书一器福兴供}雀一名件一号}粤一居{牛一号{书一名}子引兴 0.5 0_5 0.5



表7.2.6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m)

名 称

给水管管径DN(mrn)
排水管管径DN(mm)

生产废水与雨水管 生产与生活污水管

DN< 75
  75簇

DN<200

  200(

DN簇400

  DN

> 400

DN

< 800

800簇DN

  (1500

  DN

> 1500

DN

< 400

  400簇

DN簇600

  DN

> 600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线 3.3 3.3 3.8 3.8 3.8 4.3 4.8 38 4.3 4。8

窄轨铁路

  中心线

600mm轨距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762mm、900mm

      轨距
3.0 3.0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城市型道路路缘石
或公路型道路路肩边缘

0.8 0.8 1.0 1。0 0.8 1.0 1.0 0。8 0.8 1.0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边缘 1。0 1.0

    管 径 等 于

2(X冶价1时为1.《五n

    管 径 大 于

2(XIn们1时为3.(加

3.0

  管道埋深浅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时，为2.sm
  管道埋深深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时，按计算确定，

但不应小于3.Om

管线支架基础边缘 0.8 0.8 1.0 1.0 0.8 0.8 1.2 0.8 1.0 1.2

照明及通信杆柱中心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围墙基础外缘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高压线塔

  (柱)

基础外缘

(35kV
1.2 1.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 35kV

排水沟及铁路、道路边沟
          边缘

0.8 0.8 0.8 1.0 0。8 0.8 1.0 0.8 0.8 1.0

综合管沟基础边缘 1。0 1.0

    管 径 等 于

2(X知刃1时为1.伪刀
    管 径 大 于

2(X腼叨时为3.如1

3.0

  管道埋深浅于综合管沟基础时，为2.sm
  管道埋深深于综合管沟基础时，按计算确定，但不应

小于3.om



续表 7.2.6

甲、乙、丙

类液体管

压缩

空气管
P< 0.01

0.01(

P(0.2

0.2<

P镇0.4

0.4<

P镇0.8

0.8<

尸簇1.6
P毛1.6

1.6<

P镇4.0
P> 4.0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线 5.0 5。0 5.0 5.0 6.0 3.85 3。35

窄轨铁路

  中心线

6O0mm轨距
4.5 4.5 4。5 4。5 5.5 10.0 10.0 10。0

3.4 2.9

762mm、900mm

      轨距
3.55 3.1

  城市型道路路缘石
或公路型道路路肩边缘

0.6 0.6 0.6 1.0 1.0

  至高速、工、n级公路、

城市快速路为10.om
  至其他道路为5.Om

1.0 0.8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边缘 0.7 1。0 1.5

  至建筑
物外墙 面

(出 地 面

处)的距离

为 5.om

  至建筑
物 外墙 面

(出 地 面

处)的距离

为 13.sm

10.0 15.0 25.0

  建筑物
有地下 室

时为 6.Om

  建筑物
无地 下室

时为 4.Om

1.5

管线支架基础边缘 0.8 0 8 1.0 1。0 2.0 2.0 2.0 2.0 2.0 0.8

照明及通信杆柱中心 1.0 1.0 1.0 1.0 1.0 2。0 2。0 2.0 1.5 0.8

围墙基础外缘 0.6 0.6 0.6 1.0 1。0 1。5 1.5 1.5 1.0 1。0

高压线塔
  (柱)

基础外缘

(35kV 1.0 1.0 1。0 1.0 1.0 2.0 2.0 2.0
2.0 1.2

> 35kV 2.0 2.0 2.0 5.0 5.0 5.0 5.0 5.0

排水沟及铁路、道路边沟
          边缘

0.6 0.6 0.6 1.0 1.0 1.0 1.0 1.0 1.0 0.8

综合管沟基础边缘 0.7 1.0 1.5 5.0 13.5 10.0 15.0 25.0 6.0 1.5



续表 7.2.6

名 称 乙炔管 氧气管压力 P(MPa)
P毛1.6 } 尸>1.6 氢气管}热力管}电缆沟}毫虽嗜画哉瞒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线

    } L至真恤电机毛牵引妹路钾扒的
    1 }净典担冬吧朴全其他准乳铁路中
    } _卜。琴叩伊也为圣:芝巨见 _ .

肠 13.断 }珠路信号电缆距最近钢轨轨底
    ! }边缘的距离，见现行行业标准《钢
      } }铁企 业铁 路信 号设计 规范 》YB

9078中的有关规定

窄轨铁路
中心线

600rnm轨距 3.4 1 3.4 } 3

762mm、900rnm

      轨距
55 1 3.55 } 3.55 } 3.55 } 3.55

  城市型道路路缘石
或公路型道路路肩边缘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边缘 郑秘一麟
                                                    1‘.气月11

基础边

  至有地下室及
生产火灾危险性
为甲类的建筑物
基础或通行沟道
的外沿2.sm

  至无地下室的
建筑物基础外沿
为 1.sm

        0.8

至照明电线0.sm，至电力(22OV、380V)
照明及通信杆柱中心 1通信线 1.sm

至高压电力通信线1.gm
围墙墓础 1.0

高压线塔(柱)
墓础外缘

镇35kV

> 35kV

排水沟及铁路、道路

边沟边缘
管沟基础1 3.0

注:表列数值除注明者外，管线均自管壁、沟壁、管道保温层外壁最外一根电缆外缘算起。



7.2.7 地下管线与存放或装卸腐蚀性物料场地边界的水平净距

不应小于2.Om。

7.2.8 地下管线必须布置在矿山采空塌陷(错动)区地表界限以

外，且距离不应小于15m。

7.2.9 地下管线、管沟，穿越铁路、道路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顶至铁路轨底的垂直净距不应小于 1.sm。

    2 管顶至道路路面结构层底面的垂直净距不应小于0.7m。

7.2.10 穿越铁路、道路的管线、管沟不能满足本规范第 7.2.9条

的规定时，应加防护套管。防护套管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铁路、道路的路基为路堤时，防护套管两端应伸出路堤

坡脚以外不小于1.Om。

    2 当铁路、道路的路基不为路堤时，防护套管两端应伸出铁

路路肩、公路型道路路肩或城市型道路路面以外不小于 1.Om。

    3 当铁路、道路边设有排水边沟时，防护套管应伸出沟外

1.om。

7.2.11 地下管线交叉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管道应布置在排水管道上面。

    2 可燃气体管道应布置在其他管道上面(热力管道除外)。

    3 热力管道应布置在可燃气体管道和给水管道上面。

    4 电力电缆应布置在热力管道下面、其他管道上面。

    5 氧气管道应布置在可燃气体管道下面、其他管道上面。

    6 腐蚀性介质管道、酸性、碱性排水管道应布置在其他管道

下面。

7.2.12 综合管沟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通行的管沟可布置在绿化带下面，在困难条件下可布置

在道路路肩或人行道下面。

    2 管沟的出人口、通风口等附属构筑物应避开路面，并不得

影响道路视距。

7.2.13 管线共沟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57



    1 热力管道不应与电力、通信电缆同沟敷设。

    2 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电线

同沟敷设。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3 排水管道应布置在沟底;当沟内有腐蚀性介质管道时，排

水管道应位于腐蚀性介质管道的上面。

腐蚀性介质管道的标高应低于沟内其他管道标高。

凡有可能产生相互不良影响的管道不应共沟敷设。

7.3 地 上 管 线

7.3. 地上管线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管线、管线附属设施、管线支架(墩)及支架(墩)基础的布

置不应影响交通运输和消防安全。

不应包围工艺装置，独立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管线以及管线附属设施和管线支架不宜影响建筑物的自

，
︸

3

然采光和通风。

    4 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及燃气管道不应穿过与该管道无生

产联系的建筑物、生产装置及贮罐区。

    5 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及燃气管道不应在存放易燃、易爆物

品的堆场和仓库区内敷设，并应避开腐蚀性较强的生产、贮存和装

卸设施。

    6 架空电力线路严禁跨越爆炸性气体环境，严禁跨越火灾危

险区域;不应跨越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区。

7.3.2 地面式敷设管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布置在不妨碍交通运输、人流较少的厂区边缘地带，并

应避免分割厂区。

    2 沿山坡或高差较大的边坡布置管线时，不应影响边坡的稳

定并应防止水流冲刷。

      3

7.3.3

不应布置在地下管线敷设的范围内。

建筑物、构筑物墙面支撑式敷设的管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径较小的管道及照明、电信、低压电力线路可沿对管

线无腐蚀、无燃烧危险的建筑物门、窗范围以外的墙面支撑式

敷设。

    2 有火灾危险，有腐蚀或有毒介质的管道除使用该管道的建

筑物外，不得沿建筑物墙面支撑敷设。

    3 沿挡土墙、护砌边坡敷设管线时，不应影响挡土墙和斜坡

的稳定。

7.3.4 管廊(架)宜沿道路的同侧布置，并应尽量避免管廊(架)从

道路的一侧转到道路的另一侧。

7.3.5 电缆沿输送易燃气体的管道敷设时，电缆应配置在危险程

度较低的一侧。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宜在管道上方;易燃气

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宜在管道下方。仪表及电气电缆与输送易燃

气体的管道相邻敷设时，电缆与易燃气体管道的水平净距不应小

于1.om;仪表及电气电缆在下方敷设时，交叉垂直净距不应小于

0.sm。

7.3.6 架空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7.3.6中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架空煤气和天然气管道至房屋建筑的最小水平净距，一般

情况下应为5.om，困难时可为3.Om。

    2 架空煤气和天然气管道至道路路缘石或路肩边缘的最小

净距应为1.sm，困难时可为0.sm。

    3 架空煤气、天然气管道至架空电力线路最大计算风偏情况

时边导线的最小水平净距，当电压低于 IkV时，应为1.sm;当电

压在 IkV一30kV之间时，应为3.om;当电压在35kV一110kV之

间时，应为4·om。

    4 当车间建筑物耐火等级为一、二级时，与该车间生产或使

用有关的氧气管、乙炔管可沿该车间外墙或屋顶上敷设。

    5 道路照明电杆距道路路面边缘的最小水平净距可采用

0.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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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6 架空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m)

                }架空管道 { 架空电力线路(kv) }

名 称 耀补濡 糯
通信

线 路

4m

  一 般    至有门窗建筑物外墙

  建筑物    至无门窗建筑物外墙

易燃、可燃至有门窗建筑物外墙
气体甲类 —

生产厂房 至无门窗建筑物外墙

。、、一认、甲类物品库房(棚)
勿 燎 、llJ 燎 下百一仁下;二不乙下布扁下百石于
，。 。 一 二 甲 、自 乡己划 的 仔 以 唯 2又
别 品 )平厉 ， 二 二 ‘ 。 二 * ~ 柑

酬鳍苛器塌惹湍矗
往切 ，勿 撇 厂下.几二二互花井石不花二下二下万不奋
， 认卜、 洛 2卜悄 八 川 昭蔑比 坪 1石雄

刀竺瞥忿~不压贬而丽蕊飞不刁屠碾-
循 雄 ，llJ 添 --:不下订二二花万丈犷丈万石厂一

  台 砰 一 ~ 限 1七们 了出飞 下百刀习眨

飞件循哑艺不顽丽丽正面丽〕

1 0 3.0 1 4.0 2.0

不应小于柱(塔)高度的1.5倍，
      并应大于30.Om10

-15.
一
10.

L

-乳

5.0

7.5

5。0

6.5

10.0

杆(塔)高度的 1.5倍川一川一川一绷︸11.5标准轨铁路中心线 最高杆(塔)高加3.Om

窄轨铁路中心线

机车或车辆

最大宽度的一

半加 1.Om，有

调车作业时

  适当增加

最高杆(塔)高加3.om

  距 铁路

最 近钢 轨

的水 平距

离 为 电杆

高  度 加
1_Om

铁 路 边 沟 边 缘

  城市型道路路缘石

或公路型道路路肩边缘

亡
J

-
门

份
-

(

0.

-1.

-

旧

  人行道面边缘

厂区围墙(中心线) }一居一」省摇

  杆或 塔外

缘 至路 基边

缘 的水 平 净

距为5.Om

      5.0

      1 0

                    }‘卿(当采取隔
熔化金属、熔渣出口及其他火源1热保护措施时，10.0 }10.0

2.

一
2.

一
3.

架空电力

线路(kV)
5.

-
屯

3以下

  3~ 10

35~ 110

可适当减小)

      1.5

架空通信线路(照明及通信柱、杆)

            架空管道 1.5

2.5

2.5

5.0

2.0

2 0

2.

-
2.

-
乐

2.

-
4.

3.0 2 0

  注:表中净距除注明者外，架空管道、建筑物分别从管外壁、外墙面最突出部分算

      起;电力、通信线路从最大计算风偏情况时的边导线算起;电力、通信线路与道
      路、人行道、厂区围墙的净距从电杆基础外缘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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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尾矿、精矿管(槽)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不应小于表 7.3.7中规定的距离。尾矿、精矿管(槽)与有调车作业

要求的窄轨铁路中心的水平净距应在表列数值基础上适当增加。

  表7.3.7 尾矿、精矿管(槽)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m)

名 称 水 平 净 距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外缘
架空 可紧靠外墙

埋地 3.0~ 5.0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线 3.8

窄轨铁路中心线
6O0mm轨距 2.8

762mrn、900mm轨距 3.4

道路路肩边缘 1.0

地下管线外缘 1.5

地上管线支架基础外缘 1.0

排水沟外缘 1.0

地下矿塌落(错动)区地表界限以外 15.0

人行道道面外缘 0.5

    注:表中水平净距由尾矿、精矿管(槽)外壁算起。

7.3.8 架空管线至铁路、道路的最小垂直净距不应小于表 7.3.8

中规定的距离。

          表7.3.8 架空管线至铁路、道路的最小垂直净距(m)

名 称

架 空 管 道
架空通信

  线路一般管道

标准轨距铁路轨顶 5.5 6.0 7。0

762mm轨距 4.4 4.9

5.5
  机车 和车辆

装载货物后的
最大高度另加
1.om

道路路面(当车辆装载货物后

  的高度不超过4.om时)
5.0 5.5

人行道路面 2.5 4.5

注:1 表中垂直净距，架空管道自管道或管架的最低部分算起，架空通信线由导

      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算起;

  2 本表不包括电力牵引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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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架空电力线路至地面及相交叉设施的最小垂直净距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小于表7.3.9中规定的距离。

    2 架空电力线路至架空煤气管道最小垂直净距，当电压低于

IkV时，应为3.om;当电压在 IkV~3okV之间时，应为3.sm;当

电压在 35kV一110kV之间时，应为4.Om。

    表7.3.9 架空电力线路至地面及相交叉设施的最小垂直净距(m)

名 称
线路电压(kV)

<3 3~ 10 35 66~ 110

建筑物 2。5 3。0 4.0 5.0

标准轨距铁路轨顶 7.5 7。5 7.5

窄轨铁路轨顶 6。0 6.0 7.5

电力机车牵引铁路接触线或承力索 3.0 3.0 3.0

道路路面(当车辆装载货物后的高度

        不超过4.Om时)
6.0 7.0 7.0

居住区地面 6.0 6.5 7.0

非居住区及耕地地面 5.0 5.5 6.0

在架空管道上方 1.5 2。0 3.0

在弱电线路上方 1。0 2.0 3.0

步行可以到达的山坡 3.0 4.5 5.0

步行不可以到达的山坡、陡峭的岩石 1.0 1.5 3.0

  电力线路

(电压高的在
上方)(kV)

< 3 1.0 2.0 3.0

3~ 10 2.0 2.0 3.0

35~ 110 3.0 3.0 3.0

    注:表中垂直净距，由导线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算起。

7.3.10 燃气管道跨过经常停留铁水罐车或其他装载炽热物件车

辆的运输线路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8 绿 化

8.1 一 般 规定

8.1.1 钢铁企业绿化设计应贯彻因地制宜、有利生产、保障安全、

节约用地、经济合理、美化环境的原则。

8.1.2 厂区绿化设计应根据总平面布置、生产性质、污染特点、土

质及气候条件、植物习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应组成点、线、面相结

合，单层、多层、垂直绿化相结合，功能明确，布置合理的绿化系统。

8.1.3 钢铁企业绿化用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钢铁企业绿化用地率宜控制在20%范围内，改建、扩

建钢铁企业绿化用地率宜控制在15%范围内。

    2 既有钢铁企业另行开辟的新区，可执行新建钢铁企业绿化

用地率的规定。

    3 矿山采矿场、排土场、尾矿场可根据采矿场开采进度、排土

场及尾矿场使用情况进行绿化，但可不列人绿化计算指标内。

8.2 绿 化 布 置

8.2.1 厂区绿化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总平面布置、竖向布置、管线综合相适应，并应与周围

环境和建筑物、构筑物相协调。

    2 不得妨碍道路、铁路行车安全。沿道路、铁路栽种的树木

不应侵人行车视距范围，并应保证行车视距的通视性。

    3 不得妨碍生产操作、水冷却设施的自然通风、物料运输、设

备检修和消防作业。

    4 应充分利用通道、零星空地、墙面、护坡及厂内预留地。

8.2.2 绿化植物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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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生产管理区、主干道路两侧、厂区出入口、重要车间出人

口、生活设施附近以及人员活动较多的室外场所等重点绿化区，宜

选择观赏价值较高的乔木、花乔木、花灌木、花卉及优良的草皮等。

    2 行道树宜选择主干挺直、树型优美、不妨碍卫生及道路两

侧管线、耐修剪的乔木，可根据道路性质、形式，结合场地景观要

求，适当地配以花灌木、花卉、草坪等。

    3 对散发有害气体的车间，应选用抗性和耐性强的树种，绿

化布置不应妨碍有害气体的扩散。

    4 对散发灰尘或有防尘要求的车间，应选择不散发大量花絮、

枝叶茂密、叶面粗糙、叶片挺硬、滞尘力强的乔木、灌木以及草皮等。

    5 有遮阴要求的车间及场地附近应选用树冠大、枝叶茂密的

高大乔木。

    6 在散发噪声或防噪声要求较高的车间或设施附近，应选用

分枝低、枝叶茂密的常青树组成结构紧密的防噪声绿带。

    7 有防火要求的车间、仓库等建筑物及设施，在防火间距内，

应选择水分大、树脂少、有阻挡火灾蔓延作用的树种。

在水冷却设施附近，应选择喜温、耐水湿的树种。

浓缩池、沉淀池、敞开式调节池及吸水井周围不应种植落

0
八

n
，

叶乔木、灌木。

    10 挡土墙墙面、护坡坡面及适于垂直绿化的建筑物、构筑物

外墙面可种植攀缘植物。

    n 在排土终了的排土场顶部和斜坡上，宜种植抗干旱、耐污

染的植物。

    12 地下仓库、贮水池、地下管线区(热力管道、直埋电缆等有

明确要求不宜绿化者除外)的覆土层为20Cm一50cm时，可种植草

皮、草花及浅根小灌木。

    13 架空管线(包括架空电力线)和管廊的两侧应种植耐修

剪、根系浅的矮小乔木及灌木，下方可种植花卉及草皮。

    14 需要进行环境监测的区域可在适当地点栽培监测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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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指示性植物。

15 应选用当地树种作为骨干树种。

16 宜按乔木与灌木、速生树与慢生树、常绿树与落叶树兼顾

的要求搭配。

8。2.3

      1

      2

的规定。

      3

树木与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线的最小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树木与建筑物、构筑物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8.2.3一1的规定。

树木与地下管线或管沟外壁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8.2.3一2

行道树与66kV以下架空电力线导线间的最小间距应符

合表8.2.3一3的规定。

4 行道树与11okV一sookV架空电力线导线间的最小间距

应符合表8.2.3一4的规定。

5 树枝与架空通信电缆或明线间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

8.2.3一5的规定。

            表8.2.3一1 树木与建筑物、构筑物的最小间距《m)

序号 名 称 至乔木中心 至灌木中心

1 建筑物有窗外墙 3.0~ 5.0 1.5

2 建筑物无窗外墙 2.0 1.5

3 挡土墙顶部边缘或挡土墙脚 2.0 0。5

4 高Zm或Zm以上的围墙 2.0 1.0

5 高Zm以下的围墙 1.0 0.75

6 有监视、隙望要求的围墙 6.0 0.75

7 烟囱基础边缘 2.0 不限

8 栈桥和管架基础边缘及电杆中心 2.0 不限

9 厂内准轨铁路中心线 5.0 3.5

l0 厂内窄轨铁路中心线 3.0 2.0

l1 道路路面边缘 1.0 0。5



续表 8.2.3一1

序号 名 称 至乔木中心 至灌木中心

l2 人行道边缘 0.5 0.5

l3 排水沟边缘 1.0 0.5

l4 冷却塔边缘 1.5倍塔高 不限

l5 冷却水池边缘 40。0 不限

注:1序号 1中树冠直径不大于sm时，采用3m;大于sm时，采用sm。

  2 表列序号2一10和14的数值适用于树冠直径不大于sm的树木，当树冠直

      径大于sm时，应相应增加。

      表 8.2.3一2 树木与地下管线或管沟外壁的最小间距【m)

序号 管 线 名 称 乔木中心 灌木中心

l 给水管、排水管 1。5 不限

2 煤气管 1。5 1.5

3 氧气管、乙炔管、压缩空气管 1.5 1.0

4 热力管(沟) 2.0 2.0

5 石油管、夭然气管、液化石油气管 2.0 1.5

6 直埋电力电缆 1.5 0.5

7 照明、通信、仪表电缆 1.0 0.5

8 电缆沟、管沟外壁 1.5 0.5

表8.2.3一3 行道树与“kV以下架空电力线导线间的最小间距(m)

线路电压(kV) < 3 3~ 10 35~ 66

最大风偏时的水平净距 1.0 2.0 3.5

1.0 1.5 3.0

表8.2.3一4 行道树与 110kV~SO0kV架空电力线导线间的最小间距(m)

线路电压(kV) 110 220 330 500

最大风偏时的水平净距 3。5 4.0 5.0 7.0

最大弧垂下的垂直净距 4.0 4.5 5.5 7。0



表8.2.3一5 树枝与架空通信电缆和明线间的最小间距(m)

导线与树枝平行或交越状况

  最大风偏时的水平距离

  最大弧垂下的垂直距离

最 小 净 距



9 运输方式选择

9.1 一 般 规 定

9.1.1 运输方式应根据企业所在地区交通运输现状和规划、地形

条件、生产年限及生产工艺要求、原料和燃料来源、成品销售地点、

运输量、运输距离以及物料种类、性质等因素，经多方案比较确定，

组成经济合理的运输结构。

9.1.2 扩建、改建的钢铁企业内外部运输应合理利用和改造既有

的运输设施。

9.2 矿山运输方式选择

                    工    露天矿的矿、岩运输

9.2.1 矿体产状复杂，要求分采、分运或地形复杂的露天矿宜采

用汽车运输。

9.2.2 地形较缓、采矿场较长、有布置铁路线群条件的大型山坡

露天矿宜采用准轨铁路运输。但露天矿的山头部分剥离和新水平

准备宜采用汽车运输配合。

9.2.3 地形复杂、山坡较陡、开采高度较大的山坡露天矿宜采用

溜井(槽)、平碉运输。

9.2.4 大型深凹露天矿宜采用汽车一带式输送机联合运输。

9.2.5 采用铁路运输的露天矿从山坡转人深部开采时，应尽可能

对现有铁路运输设施进行扩建、改建，为其继续或延长使用创造条

件。随开采深度的增大，可采用汽车一铁路联合运输。

9.2.6 开采比高较大的露天矿，用其他运输方式不适宜的，可采

用汽车、铁路与箕斗联合运输。

9.2.7 使用窄轨铁路运输的露天矿，有适于布置卷扬机道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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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采用斜坡卷扬与窄轨铁路联合运输。

                    n 地下矿的地表运输

9.2.8 当地下开采坑内采用窄轨铁路运输，且井下至地表采用罐

笼提升时，地表应采用与坑内同规格的窄轨铁路运输。

9.2.9 当井下至地表采用箕斗提升时，地表可采用汽车、铁路或

带式输送机等运输。井(铜)口矿仓到卸矿点之间地形较为复杂

时，宜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

9.2.10 当井下至井口的运输为铁路、汽车或带式输送机运输时，

地表运输宜采用与其相同的运输方式。

9.2.n 当地形复杂、高差较大、跨越深谷、河流，且年运输量不大

于150万t时，可采用架空索道运输。

                    111 原(精)矿的外部运输

9.2.12 原矿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且生产年限长的矿山，有条

件时宜采用铁路运输。

9.2.13 原矿运输量大、品种单一，且地形条件有利时，宜采用带

式输送机运输。

9.2.14 精矿外运运输方式的选择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

定 。

9.3 钢铁厂运输方式选择

9.3.1 靠近通航的江、河、海的钢铁厂的原料、燃料及成品等物料

的厂外运输应尽量采用水路运输。

9.3.2 位于内陆钢铁厂，当原、燃料和成品的运输量较大，且运输

距离较远时，宜采用铁路运输。

9.3.3 当钢铁厂靠近原、燃料基地，运输距离较近，经技术经济比

较有利时，原、燃料可采用带式输送机或管道运输。

9.3.4 钢铁厂的辅助原料、材料、设备备品备件和副产品宜采用

汽车运输。

9.3.5 当厂外运人的大宗原、燃料或发往厂外的产品采用铁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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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时，宜使车辆直接进人装卸地点。

9.3.6 当厂外运人的大宗原、燃料或发往厂外的成品采用水路运

输时，从码头至综合料场的原、燃料宜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从轧

钢车间成品跨或钢材仓库至码头的产品宜采用道路或铁路运输。

9.3.7 厂内各生产车间之间的大宗散状原、燃料和辅助原料以及

烧结矿、焦炭等宜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

9.3.8 铁水宜采用铁路运输或道路运输。

9.3.9 连铸与轧钢车间毗邻布置时，连铸坯、钢坯等半成品应采

用辊道等方式运输。

9.3.10 粉状和液体物料宜采用管道或汽车运输。



10 矿山铁路运输

10.1 一般 规 定

10.1.1

一致 。

10.1。2

同一矿山的铁路应力求轨距统一，同类设备型号应尽量

矿山铁路等级应按表10.1.2的规定划分。

            表 10.1.2 矿山铁路等级

线路类别
铁路

等级

单线重车方向年运输量(万t)

铁路轨距(mm)

1435 900 762 600

固定线或

半固定线

1 )600 > 250 150~ 200

n 600~ 300 250~ 150 150~ 50 50~ 30

班 < 300 < 150 <50 < 30

移动线及其他线 不分等级

10.1.3 矿山铁路最高运行速度与制动距离应按表 10.1.3的规

定选取 。

表 10.1.3

项 目

最高运行速度(km/h)

    制动距离(m)

最高运行速度与制动距离

              铁路 轨距(mm)

蒸华薰斗幸一薰
10.1.4 铁路接触网电杆与线路中心线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准轨铁路接触网电杆至线路中心线的净距不应小于表

10.1.4的规定。

2 当软横跨时，准轨铁路接触网电杆与线路中心线的净距，

在架设有困难的地区可按表 10.1.4中曲线内侧的标准执行。

3 窄轨铁路接触网电杆与机车及车辆边缘的净距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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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m。

表10.1.4 准轨铁路接触网电杆与线路中心线的净距(m)

曲线半径

  (m)
200 300 500 600 1000 1500 > 1500

曲线外侧 2.80 2.70 2.60 2.50 2.50 2.50 2.44 2.44

曲线内侧 3.10 3.00 2.80 2.60 2.60 2.60 2.50 2.44

软横跨时 3.10 3.00

10.1.5 矿山铁路设计除执行本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有路网机车进人的铁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中的有关规定。

10.2 运输组织及信号

10.2.1 车流组织应根据采掘计划、排土场及贮矿场堆置计划、选

矿(或破碎)厂作业要求合理确定，并应尽量做到矿山铁路各站、

段、线路的车流平衡。

10.2.2 列车组成应根据矿山铁路运输量、机车车辆类型及线路

技术条件等因素，按表10.2.2规定的列车组成所需验算项目进行验

算，并应结合铁路区间、车站通过能力及采矿场、卸矿站、排土场的装

卸作业能力等按装、运、卸(排)综合效率最优的原则合理确定。

                  表 10.2.2 列车组成所需验算项目

技 术 条 件 验 算 项 目

空列车在最大上坡道上以计算速度运行
重列车在移动线或车站上启动
空列车在最大上坡道上停车启动
重列车制动距离验算

10.2.3 列车按运输性质应分为矿石重列车、岩石重列车、矿岩空

列车、辅助列车和通勤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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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列车应包括移道机、轨道吊车、材料车等。

    单机运行应按列车办理。

10.2.4 经计算确定的日(班)生产运输列车对数可根据实际需要

另加辅助运输及通勤列车的对数。

10.2.5 矿山铁路系统应有单独的完善的行车调度通信设施。车

站应根据需要配备列车调度电话、闭塞电话、行政电话。列车调度

电话应通达与行车有关的基层站、段及其他有关单位。

10.2.6 列车在区间宜牵引运行，速度不得超过表10.1.3中规定

的最高运行速度。推进运行时，准轨列车速度不得超过25km/h，

窄轨列车速度不得超过 15km/h。当列车进人采矿场、平铜装车

线及排土场卸车线时，宜推进运行，此时准轨列车的速度应为

IOkm/h一15km/h，窄轨列车的速度不得超过skm/h。

10.2.7 矿山铁路车站宜按作业性质分为:

    1 矿山站。

    2 卸矿站(破碎站)。

    3 排土站。

    4 倒装站。

    5 交接站(接轨站)。

    6 会让站 。

    7 工业场地站。

10. 2.8 车站站线数量应根据对运输能力的要求经计算确定。

10.2.9 矿山铁路机车车辆的修理、整备设施，铁路运输系统的调

度指挥中心应布置在矿山站站场附近。

10.2.10 铁路复线区间宜采用自动闭塞，单线区间宜采用半自动

闭塞，运输不繁忙的小型矿山铁路可采用电话闭塞。

10.2.11 矿山站、卸矿站、排土站、交接站等作业繁忙的车站宜采

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改造矿山可保留原有的电气集中联锁。

10.2.12 使用期限不满5年的铁路、移动铁路可不设置铁路信

号。



10.3 线路主要技术标准

10.3.1 准轨铁路机车、车辆类型应按下列要求划分:

    1 当机车的固定轴距小于或等于2.6m，全轴距小于nm，且

矿车的固定轴距小于或等于 1.sm，全轴距小于 nm时，机车、车

辆类型应划为一类。

    2 当机车的固定轴距小于或等于 2.6m，全轴距不小于 nm

但小于16m，且矿车的固定轴距小于或等于 1.sm，全轴距小于

nm时，机车、车辆类型应划为二类。

    3 改建、扩建矿山利用旧有机车，当固定轴距大于2，6m但

小于 3m，且矿车的固定轴距小于或等于 1.sm，全轴距小于 nm

时，机车、车辆类型可按二类标准执行。

    4 当矿车的固定轴距为1.ZmXZ，且全轴距小于13m时，机

车、车辆类型应划为三类。

10.3.2 准轨铁路区间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10.3.2

的规定。

          表10.3.2 准轨铁路区间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m)

铁路等级和名称

机车、车辆类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般地段困难地段一般地段 困难地段 一般地段 困难地段

固定线
1、H 180 150 200 180 250 200

皿 150 120 180 150 200 180

半固定线
1、H 150 120 180 150 200 180

班 120 100 150 120 180 150

移动线

采矿场内 120
100

(80)
120 100 150 120

向曲线外侧卸车
    的卸车线

200 150 200 150 250 200

向曲线内侧卸车

    的卸车线
300 250 300 250 300 250

注:括号内数值为采场内环形移动线允许采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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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准轨铁路联络线的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可按表 10.3.2中

111级半固定线的标准执行。

10.3.4 准轨铁路在受地形限制地段的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可执行

下列规定:

    1 11、111级固定线可降至相应等级的半固定线标准。

    Z n级半固定线可降至111级半固定线标准。

10.3.5 准轨铁路改造旧线或增建第二线时，曲线半径可采用非

整数。地形受限制地段，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可与旧线线路条件比

较后选取。

10.3.6 窄轨铁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表10.3.6的规定。

              表 10.3.6 窄轨铁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m)

铁路等级和名称

  固定轴距

2.lm~3.Zm

铁路轨距(mm)

600 762、900 762、900

固

定

线

I 100 120

ll 50 80 100

m 30 60 80

移

动

线

装车线 30 60 80

向曲线外卸车的卸车线 30 60 80

向曲线内卸车的卸车线 50 80 100

辅助线
不小于固定
轴距 10倍

不小于固定
轴距 20 倍

不小于固定

轴距 20 倍

    2 窄轨铁路在条件特别困难地段的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可执

行下列规定:

      1)工、n级铁路的平面最小曲线半径可在表 10.3.6规定的

        基础上降低一级。

      2)111级铁路和移动线初始路基的最小曲线半径，对于

        60Omm轨距铁路，不应小于固定轴距的15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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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rnln 、90oInln 的轨距铁路，不应小于固定轴距的25倍。

10.3.7 准轨铁路区间线及联络线的最大坡度不应大于表10.3.7

的规定 。

表 10.3.7 准轨铁路区间线及联络线的最大坡度(%。)

机车类型及运行条件 一般条件 困难条件

电力机车重车上坡 40 45

电力机车重车下坡 40 45

内燃机车重车上坡 30 30

内燃机车重车下坡 30 30

10.3.8 窄轨铁路的最大坡度不应大于表 10.3.8的规定。

                  表 10.3.8 窄轨铁路的最大坡度〔%。】

牵 引 类 型 矿车有自动制动装置 矿车无自动制动装置

电力、内燃机车 30 15

10.3.9 准轨铁路直线地段单线路基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符合表 10.3.9的规定。

  表 10.3.9 准轨铁路直线地段单线路基面宽度《m)

铁 路 等级
非 渗 水 土 岩石、渗水土

路堤 路堑 路堤 路堑

固定线

1 5.8 5.6 5.3 5.1

ll 5.6 5.4 5.1 4.9

班 5。2 5.2 4.7 4.7

  半固定线、

联络线和其他线
5.2 4 7

    2 准轨铁路路堑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部水平至路堑边坡的距

离，一边不应小于3.sm，另一边不应小于2.sm。

    3 对运输量超过ZMt/年的m级固定线，在非渗水土路基上

的路基面宽度应在表10.3.9规定的基础上加宽10。m。

10.3.10 窄轨铁路固定线区间直线地段的单线路基面宽度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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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10.3.10的规定。

    表 10.3.10 窄轨铁路固定线区间直线地段单线路基面宽度(m)

铁路轨距(mm)

600 762 900

岩石、

渗水土
非渗水土 非渗水土

0.25 3.9 4.1

0.20 3.3 3.2 3.7 3.5 3.9 3.7

0.15 3.1 3.0 3.3 3.5

班

0.25 4.0

0.20 3.2 3.0 3.6 3.4 3.8 3.6

0.15 3.0 2.8 3。4 3.2 3.6 3.4

10.3.n 准轨铁路轨道类型的选用，当机车、车辆轴重为25t或

以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准轨铁路区间线轨道类型可按表10.3.n 的规定选用。

表 10.3.11 准轨铁路区间线轨道类型

项 目 单位

固定线及半固定线等级
移动线

1 ll m

运输量 万 t/年 )600 600~ 300 < 300 不分级

钢轨类型 kg/m 60或 50 60或 50 50 50

轨枕

根数

混凝土枕 根/km 1680 1600~ 1520 1520

木枕 根/km 1760~ 1680 1680~ 1600 1600~ 1520 1760

道床

厚 度

2O

岩石、渗

水土路基
Cnl 15

      2

选用。

      3

联络线及站线的轨道类型可按表 10.3.n中m级线标准

双线铁路空车运行线的钢轨宜与重车运行线一致，轨枕根

数可在表 10.3.n规定的基础上减少80根/km或160根/km，但



减少后的轨枕数量不应少于1520根/km。

    4 当线路曲线半径，一类车小于150m，二类车小于18Om，三

类车小于200m时，曲线地段的轨枕数量应在表 10.3.n规定的基

础上增加80根/km，但增加后的轨枕数量不应超过1760根/km。

    5 移动线道床应采用现场材料整平填实。道床厚度不得小

于15cmo

    6 道岔范围内的道床厚度不应小于与该道岔连接线路的道

床厚度。

    7 对运输量超过ZMt/年的m级固定线，在非渗水土路基上

的道床厚度应在表10.3.n规定的基础上增加scm。

    8 当机车轴重为28t时，混凝土轨枕应为1760根/km以上，

道床厚度不应小于35cm。

10.3.12 窄轨铁路轨道类型可按表10.3.12的规定选用，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移动线的轨道类型，钢轨应按与该移动线连接的正线标准

选取;木枕数量应在与该移动线连接的正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80

根/km一100根/km;不铺设道床时，应利用现场材料将路基填实

整平。

    2 除正线、站线及移动线以外，其他线的轨道类型均应按与

该线连接的站线标准选用。

                    表10.3.12 窄轨铁路轨道类型

产里
‘1】】1】】，

铁路

等级
线别

机车车

辆轴重

  (t)

  钢轨

  类型

(kg/m)

轨枕类型
轨枕数量

(根/km)

道床厚度(cm)

非渗水

土路基

岩石、

渗水土
路基

600 毛‘
正线

5~ 3 22~ 15
混凝土枕或

工、n型木枕

1700~ 1600 20~ 15 l5

1600~ 1500 15 15站线

762 I

正线

10 3O
混凝土枕

或 1型木枕

1800 25 20

1700 20 l5站线



续表 10.3.12

产粗
气1111 】.j

铁路

等级
线别

机车车

辆轴重

  (t)

  钢轨
  类型

(kg/m)
轨枕类型

轨枕数量

(根/km)

道床厚度(Cm)

非渗水
土路基

岩石、

渗水土

路基

762

ll
正线

10~ 7 30~ 22
混凝土枕

或 工型木枕

1800~ 1700 25 20

1700~ 1600 20. 15站线

m
正线

(7 22
混凝土枕
或n型木枕

1700 20 15

1600 15 l5站线

900

I
正线

)10 )30
混凝土枕或

1、n型木枕

1800~ 1600 25 20

1700~ 1520 20 l5站线

ll
正线

10~ 7 30~ 22
混凝土枕

或11型木枕

1800~ 1700 25 20

1700~ 1600 20 15站线

m
正线

成7 22
混凝土枕或

’H、m型木枕

1700~ 1600 25~20 20~ 15

1600~ 1500 20~ 15 15站线

注:表中轨枕数量计算所依据的每节钢轨长度，大于24kg/m的钢轨为 12.sm，其

    他钢轨为10m。采用错接接头或铺设短于标准长度钢轨的线路，每千米轨枕

    根数可酌量增加。

10.4 运输设备的选择及配备

10.4.1 矿山运输设备应根据下列原则选用:

    1 应先进实用，并应符合国情。

    2 应综合考虑近、远期运输量以及列车和装卸设备的匹配关

系。

    3 机车、车辆型号不宜过多。

    4 扩建、改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备。

10.4.2 矿用机车应选用电力机车，当条件受限时可选用内燃机车。

10.4.3 生产使用的准轨车辆宜采用自翻车，对于运输量较小的

窄轨铁路，宜采用各式倾翻车。罐笼提升的井下矿车和选矿后运

送精矿的车辆宜选用固定式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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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矿山铁路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平板车、敞车、棚车、罐车及

通勤车等辅助用车。

10.4.5 矿山铁路应适当配备养护与移道设备。

10.5 运输能力的确定

10.5.1 矿山铁路运输应根据需要，按本规范附录C中第 C.2节

的有关规定验算铁路区间通过能力、车站咽喉道岔利用率、到发线

和牵出线的利用率和装车线及卸车线的能力。

10.5.2 矿山铁路运输不均衡系数、工作时间利用系数和机车车

辆检修系数应分别按表10.5.2一1、表10.5.2一2和表10.5.2一3的

规定选取。

                    表10.5.2一1 运输不均衡系数

运 输 方 式 不均衡系数

准轨铁路 1.10~ 1 15

窄轨铁路 1.15~ 1.20

联合运输 1.15一 1.20

表10.5.2一2 工作时间利用系数

运 输 方 式 三班制 二班制

准轨铁路 0.85 0.90

窄轨铁路 0.75~0.80 0.85

表 10.5.2一3 机车车辆检修系数

机车、车辆类型 检 修 系 数

准轨电机车 0.15

窄轨电机车 0.17

窄轨内燃机车 0.25

载重)20t矿车 0.15

载重镇10t矿车 0.20~0.25

  注:如果设备需外委大修，可根据途中往返时间与检修周期，适当提高检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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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在计算线路通过能力时，线路最大利用率不宜大于表

10.5.3的规定。

表10.5.3 线路最大利用率(%)

线路 区 间 准 轨 铁 路
窄 轨 铁路

600mm轨距 762rnln 及900nln轨距

单线区间 70 60 70

双线区间 80 70 80



n 钢铁厂准轨铁路运输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路网机车不通行的钢铁厂厂内准轨铁路

运输设计。厂外线和有路网机车通行的厂内线的设计应执行现行

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12中的有关规定。

11.1.2 厂内线铁路等级应按表11.1.2的规定划分。

                      表11.1.2 厂内线铁路等级

线路类别 线 路 等 级
重车方向运输量

    (万t/年)

最大轴重(t)

机车 车辆

普车线

I
A )1000 )30

B 400~ 1000 > 20 )23

H 150~ 400 > 16 )20

班 < 150 簇16 < 20

冶车线

I
A )500 )40

B 200~ 500 30~ 40

H 100~ 200 20~ 30

班 < 100 < 20

注:铁路等级按运输量与轴重两项中高者确定

11.1.3 厂内线最高设计速度不应大于表11.1.3的规定。

表11.1.3 厂内线最高设计速度(km/h)

线路 类 别 线路和作业名称 速 度

普车线

正线 40

调车线
牵引运行 35

推进运行 25

冶车线 液体金属及液体渣走行线
重车运行 10

空车运行 15



11.1.4 铁路建筑限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第 A.2节的规定。

11.2 运 输 组 织

11.2.1 厂外铁路货物运输量应根据本规范附录D表D.0.1规

定的内容分别编制各种货物人厂运输量和出厂运输量。厂内铁路

货物运输量应根据本规范附录D表 D.0.2规定的内容分别编制

厂内普车运输量和冶车运输量。运输不均衡系数可按本规范附录

C表C.4.1一1中的规定选取。

11.2.2 普车重车流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内车和厂外车应分别计算，并应根据车流性质、流向和

车型编制车流组织。

    2 厂内车的车辆标记载重应按设计采用车型的车辆标记载

重确定，厂外车车辆标记载重可按车辆平均标记载重。

    3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可按本规范附录C表C.4.2的规定选取。

11.2.3 对多余或不足的普车空车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调配:

    1 应按照最短或最经济的路径调配空车。

    2 应尽量组织空车直达或固定使用的循环车组。

    3 当采用专用车型会造成不必要的空车对流时，应尽量就近

采用可代用的车型。

11.2.4 冶金车流量应根据生产工艺对铁路运输的要求，按铁水

车、钢渣车、保温车、料槽车等分别计算。

11.2.5 厂内列车种类应根据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加速车辆周转，

减少重复作业及充分发挥设备能力的原则按下列要求选择:

    1 厂外到达的大宗原、燃料宜采用直达列车运输。

    2 数量波动不大，流向固定且装卸地点固定的生产用料宜采

用固定成组列车运输。

    3 厂外非整列到达货物、运输量不大的站间交流货物或排出

空车等宜组织在作业站有摘挂作业的小运转列车运输。

    4 车站与货物装卸点之间的运输宜采用调车运输方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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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量小的用户可组织合并取送车辆。

    5 铁水车、钢渣车应采用冶金列车运输。

11.2.6 列车的编成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冶金列车的编成数应根据工艺生产要求确定。

    2 普通列车的编成数应根据线路技术条件、机车型号、线路有

效长度、装卸线货位数量、车流情况及生产要求等因素合理确定。

    3 重列车编成数应使列车在区间限制坡道上能以计算速度

等速运行，并应根据线路及设备条件进行下列验算，各种限制条件

下计算的列车编成数应取其中最低值:

      1)列车在站内和最大上坡道上的起动验算。

      2)长大下坡道列车制动验算。

      3)电力机车或电传动内燃机车电动机升温验算。

      4)线路纵断面断钩点处车钩强度验算。

      5)小半径曲线机车粘着牵引力验算。

      6)机车通过隧道最低运行速度验算。

    4 空列车编成数应按线路有效长度进行计算。

    5 通过几个区间直达列车的列车编成数应采用统一标准。

11.2.7 钢铁厂铁路与路网铁路之间交接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因运输与工艺生产联系紧密、调车作业复杂等原因使得路

网机车不能直接进人厂内装卸点进行取送作业而需要企业自备机

车进行厂内作业的厂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

    2 可由路网机车直接进人厂内装卸点进行取送作业的厂宜

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3 当部分车流可由路网机车直接到达装卸地点进行取送作

业，而其他进出厂车流需自备机车进行厂内作业时，宜采用混合交

接方式。

11.2.8 交接作业地点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实行货物交接时，宜在装卸地点进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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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实行车辆交接时，可根据技术经济比较和路、厂协商，选

择在接轨站、工厂编组站或单独设置的交接车场进行交接。当在

接轨站交接时，宜在该站专设交接线，直达列车和大组车可在到发

线上交接。当在工厂编组站交接时，宜在该站到发线上交接，必要

时可专设交接线。

    3 实行车辆交接时，设置联合编组站的钢铁厂宜在该站的到

发线上进行交接。

11.2.9 取送作业应按调车作业方式办理，当具备下列条件时可

按行车方式办理:

    1 路网铁路与厂内铁路之间有供列车牵引运行的直接通路。

    2 车流量较大，易于组织列车到发。

    3 作业地点有满足接发列车作业需要的线路。

11.2.10 钢铁厂铁路调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铁路运输量大，车站和作业分区多且作业繁忙时，钢铁

厂铁路可采用三级调度系统。

    2 当各车站站管范围内运输作业地点集中，作业分区少且作

业简单时，钢铁厂铁路可采用二级调度系统。

    3 当铁路运输量较小且车站不多于2个时，钢铁厂铁路可采

用一级调度系统。

    4 钢铁厂铁路应根据不同类型的调度系统，设置相应的调度

台、调度指挥系统和组织机构。

11.2.n 站管范围和作业区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服务对象、作业方式、机车固定使用条件等因素确

定，并应与调度指挥系统相协调。

    2 直接同车站接轨的车间、仓库、堆场的线路和车场宜划为

站管范围。

    3 在站管范围内，线路较集中且运输量较大的作业地点和同

生产工艺有密切联系的运输作业地点可设作业区。运输作业地点

分散且车流量较大的车站可划分为若干个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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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通信、信号及照明

11.3.1 钢铁厂铁路运输系统通信设备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调度电话(包括行车、货运、站内、装卸、机务、车辆、

工务及电务调度电话等)、闭塞电话、行政电话(即厂内自备交换台

的电话)及直通电话。

    2 作业繁忙的车站应设站场扩音、无线调度电话及会议电

话，并应根据需要配置工业电视、管理计算机系统等。

11.3.2 铁路信号设备类型应根据钢铁厂规模、站场布置、线路特

点、运输需要、电源质量和环境等条件合理确定，并应保证在故障情

况下不危及行车安全。铁路信号可逐步向信号无线化方向发展。

11.3.3 联合编组站、工厂编组站以及厂内站(包括车场、线路所

和运输较繁忙的作业区)应采用微机联锁。

n.3.4 具有行车作业的区间宜采用半自动闭塞，当区间长度小

于列车制动距离时，可采用区间照查闭塞。

11.3.5 远离道岔集中区的道岔可采用手动操作道岔转辙器，并

可视线路具体情况在设置必要的行车安全制度和措施的前提下设

置车上转换道岔装置。

11.3.6 翻车机推送线应设翻车信号机。平面调车作业区可采用

无线调车信号。

11.3.7 站场照明设备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1 站场各处的光照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站场线路的光照度不得小于llx。

      2)道岔区的光照度不得小于slx。

      3)装卸场所的光照度不得小于slx。

      4)料场、渣场的光照度不得小于0.slx。

    2 有大量作业的车站(场)宜采用灯桥照明，一般车站(场)及

铁路线群宜采用投光灯照明，并应尽量减少阴影和眩光。

    3 灯柱、灯塔、灯桥、电杆、架空导线的布置不应影响信号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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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调车和装卸作业。

11.4 接轨和交叉

11.4.1 钢铁厂铁路接轨点的位置应协助路网铁路主管部门按下

列要求确定:

    1 应避免使车辆取送作业与路网铁路正线平面交叉。

    2 当钢铁厂铁路运输量较大且有大组车或整列车时，可在接

轨站的到发线上接轨。运输量较小的钢铁厂铁路可在铁路调车线

或不繁忙的牵出线上接轨。

11.4.2 厂内新建铁路岔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内新建铁路岔线不宜设在区间和站内正线上。

    2 当新建铁路岔线与站内无平行进路、隔开道岔及联锁装置

的到发线接轨时，应铺设安全线。

    3 当进站信号机外制动距离内的线路在进站方向为超过

6%。的下坡道时，应在正线或到发线的接车方向末端铺设安全线。

    4 安全线有效长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11.6.4条的规定。

11。4.3 铁路与道路平面交叉道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口应尽量设置在缭望条件良好的直线地段。厂内道口

视距不应小于表11.4.3的规定。

                        表 11.4.3 厂内道口视距

列车限速(km/h)
  机动车驾驶员

对道口侧向视距(m)
机车车辆调乘人员
对道口的视距(m)

40 160 400

35 140 300

30 120 230

25 100 170

20 8O 120

15 60 90

l0 40 6O

注:侧向视距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在距道口交叉点20m外能看到两侧向道口行驶列

    车时的视距。



    2 当受地形、地物等条件的限制时，机动车驾驶员在道口外

距最外股钢轨sm处停车后应能看到表n.4.3所规定的侧向视

距以外的列车。当不符合要求时，道口应有人看守或设道口自动

信号。

    3 道口严禁设在道岔尖轨处，并不宜设在道岔区、场范围内

以及调车作业繁忙的线路上。

    4 道口应尽量正交，当必须斜交时，交叉角不宜小于 450。

厂内道路条件困难时，道口交叉角可适当减小。

    5 当道口道路为厂内主干道或次干道时，从最外股钢轨外侧

算起，两侧道路各应有长度不小于 16m(不包括竖曲线长度)的平

道，当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可采用纵坡不大于2%的平缓路段。

连接平道或平缓路段的道路的纵坡不宜大于3%，困难地段不应

大于5%。

    6 道口的铺面宽度应与相交道路的路基面同宽，设有人行道

的道路，道口的铺面宽度应包括人行道的宽度。道口的铺面长度

应延至钢轨外侧0.sm一2.Om。

11.4.4 厂内道口应按下列条件分级:

    1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应为一级道口:

      1)昼间12h内道口交通量大于或等于18000辆次。

      2)昼间 12h内道口交通量大于或等于 6000辆次但小于

        18000辆次，且道口视距达不到表 11.4.3的要求。

    2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应为二级道口:

      1)昼间12h内道口交通量大于或等于 6000辆次但小于

          18000辆次，且道口视距可达到表 11.4.3的要求。

      2)昼间12h内道口交通量大于或等于 2000辆次但小于

        6000辆次，且道口视距达不到表11.4.3的要求。

      3)运送液体金属、熔渣或其他高温物料(包括热锭、热坯等)

        以及易燃、易爆危险货物的铁路与厂区主干道平面交叉

          的道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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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通勤汽车通过的道口。

    3 道口交通量低于二级道口，且缭望条件达不到本规范第

n.4.3条第2款sm停车侧向视距要求者应为三级道口。

    4 一、二、三级以外的道口应为四级道口。

11.4.5 厂内道口安全设施和看守的配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道口应有人看守，并应设置道口自动信号、电动栏木

(或自动栏木)、通信设备和遮断信号机。

    2 二级道口当采用无人看守时，应配置道口自动信号和自动

栏木;当采用有人看守时，应配置道口自动信号、电动栏木和通信

设备，并应根据需要设置遮断信号机。

    3 三级道口当采用无人看守时，应配置道口自动信号;当采

用有人看守时，应配置道口信号机、电动栏木和通信设备。

    4 四级道口可为无人看守，但应根据缭望条件采取下列安全

措施:

      1)视距可达到表n.4.3要求的道口应设置慢速隙望让行

        标志及慢速隙望让行标线。

      2)当道口视距达不到表 n.4.3的要求，但能达到本规范第

        n.4.3条第2款sm停车侧向视距要求时，应设置停车

        瞪望让行标志及停车线。

11.4.6 新建厂铁路与道路交叉处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设置立

体交叉;既有厂铁路与道路交叉处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逐步改

造为立体交叉;当不能设置立体交叉时，应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

并应附设引导栏杆。

    1 当地形条件允许立体交叉，且采用平面交叉危及行车安全

时 。

    2 当昼间12h双向换算标准载重汽车超过1400辆，昼间火

车通过道口封闭时间超过lh且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3 经常运送特种货物或有特殊要求时。



11.5 运输系统与车站配置

11.5.1 对于设有两个接轨站的钢铁厂，在与这两个接轨站相连

的工厂编组站之间可根据运输需要单独设置联络线。

11.5.2 厂内普车和冶车运输线路应各成系统，避免交叉;必须交

叉时，应有防护措施。

11.5.3 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是否联设应综合考虑下列要求，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1 当钢铁厂靠近接轨站时，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宜联设。

    2 当出人厂铁路运输量大或直达列车、大组车多时，工厂编

组站与接轨站宜联设。

    3 当接轨站兼负路网中转作业较多时，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

不宜联设 。

    4 当工厂编组站设于厂区内部时，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不宜

联设。

    5 当接轨站用地或发展受地形、地貌及城市规划限制时，工

厂编组站与接轨站不宜联设。

11.5.4 工厂编组站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厂编组站宜采用横列式布置。但在站坪长度允许的条

件下，规模较大、组成复杂的工厂编组站可采用纵列式或混合式布

置。

    2 作业量较小的工厂编组站宜设置一个调车场，当解编作业

较多时，可分设调车场。

    3 工厂编组站的牵出线宜布置在连接厂外线方向的一端。

11.5.5 区域站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区域站宜靠近所服务的主要车间或装卸地点，但不应影响

车间和区域站自身的发展。

    2 区域站宜与所服务的主要车间呈串联布置。当受条件限

制，或工艺要求从车间两端或从侧面向车间进线时，区域站可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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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主要车间呈并联布置。

    3 区域站宜采用横列式布置。当区域站所服务的主要作业

区或车间位于铁路干线一侧时，到发场和调车场宜布置在干线同

一侧。当区域站干线两侧均有作业量很大的作业区或车间，且车

站两端均有列车到发时，宜在干线两侧均设到发场和调车场。

11.5.6 当高炉座数较多，出铁次数频繁时，宜在高炉和铁水用户

之间靠近高炉处设置铁水小站。铁水称量轨道衡宜设在铁水小

站 。

11.5.7 原料站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料站宜设置在厂区边缘靠近大宗原、燃料的人口处，并

宜尽量靠近原料场和原煤堆场。

    2 钢铁厂采用车辆交接方式时，原料站可作为联合编组站或

工厂编组站的一个车场。

    3 当原、燃料车流从原料站两端进人，或站坪长度受地形限

制时，原料站宜采用横列式布置。当卸车作业量大，重车流从原料

站一端进人，空车流从另一端排出，并有狭长地形条件时，原料站

宜采用纵列式布置。

    4 设有翻车机卸车场的原料站，当重、空车流从卸车场同一

端进出，或场地长度受到限制时，宜采用设置空车移车台的折返式

翻车机车场;当重车流从卸车场一端进人，空车流从另一端排出，

且地形条件容许时，宜采用贯通式翻车机车场。

11.5.8 水路运输量较大且采用铁路转运物料的钢铁厂应在靠近

码头处设置码头站。

11.5.9 厂内小型生产车间、辅助车间或装卸点附近的走行干线

或联络线上宜根据需要设置普车小站。

11.5.10 站场内机车整备和车辆检修设施的布置应尽量减少机

车、车辆出人对车站到发列车和调车作业的干扰，并应尽量减少机

车、车辆在站(场)内走行距离。机车整备设施宜布置在到发场道

岔区以外;车辆检修设施宜布置在调车场尾部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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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 铁路通过能力、利用率及装卸能力计算及站场线路数量

计算应分别符合本规范附录C第C.2节及第C.3节中的有关规

定。车站通过能力应对车站各种设备分别计算，应以通过能力最

低设备的通过能力作为车站的通过能力。

n.6 线路有效长度及间距

11.6.1 货物列车到发线的有效长度应根据运输能力、牵引定数、

技术作业过程和地形条件等确定。有路网铁路直达列车到发或整

列交接的钢铁厂车站应有部分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与相邻路网铁路

车站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一致。

11.6.2 当车站解编作业量大时，牵出线的有效长度宜与到发线

有效长度一致;当解编作业较少或受场地条件限制时，牵出线的有

效长度可为到发线有效长度的一半，但不得短于机车与牵出作业

车列长度之和再加10m安全距离。

n.6.3 货物装卸线的有效长度应按货物运输量、货物品种、作业

性质、取送车方式及一次装卸车数量等条件确定。

11.6.4 安全线有效长度不应小于50m。

11.6.5 调车线和其他线的有效长度应根据作业量和作业要求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域站调车线的有效长度不宜小于它所服务的装卸线的

有效长度。

    2 当调车线或其他线为尽头线时，在线路终端车挡前应有

IOm附加长度;在困难条件下附加长度可小于 10m，但应采取安

全措施。

11.6.6 厂内铁路中心线至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的距离，除应满

足本规范附录A第A.2节中规定的铁路建筑限界要求外，还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厂内线直线段中心线至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的距离不得

小于表11.6.6规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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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立交桥和渡槽等的墩、台、柱的边缘至梯线和牵出线中心

线经常有调车人员上下车作业一侧的距离不应小于35。。mm。

    3 信号楼外墙突出部分边缘距站线中心线不应小于

S000mm，距正线、高温车通过线中心线不应小于700Omm。

    4 当铁路上通行的冶金车辆的外形尺寸超过本规范第

A.1.2条规定的冶车车辆限界时，铁路中心线与建筑物、构筑物

和设备边缘的最小距离应在本条以上各款规定的基础上相应

增加。

    5 铁路曲线段中心线与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边缘的最小距

离应在本条以上各款规定的基础上加上按本规范第 A.2.3条规

定计算的建筑限界加宽值。

  表11.6.6 厂内线直线段中心线至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的距离(mm)

项目及说明
高出轨面的

    距离

至线路中心线的距离

普车线 冶车线

  立交桥柱、天桥柱、带式输送机通廊支架
立柱、管道支架立柱、桥式起重机立柱边缘

> 1100 2440 2440

  雨棚边缘(不
包括雨棚立柱)

  至正线和超限货车进
人的线路

1100~ 3000 2440 2440

  至超限货车不进人的
线路

1120~ 3850 2000 2000

  高柱信号机

边缘

  至正线和超限货车进
人的线路

> 1100 2440 2440

  至超限货车不进人的
线路

> 1100 2150 2150

  改建确有困

难时的信号机
边缘

至正线 > 1100 2100 2300

至站线 > 1100 1950 2150

  接触网、电力

照明和通信等
杆柱边缘

  杆柱位于正线或其他

线路的一侧(下列两种情
况除外)

> 1100 2440 2440

  杆柱位于站场线最外
侧线路的外侧

> 1100 3000 3000

  杆柱位于牵出线和梯
线有调车人员作业一侧

> 1100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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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6.6

项目及说明
高出轨面的

    距离

至线路中心线的距离

普车线 冶车线

  普通货物站台(台面高出轨面 1100及以
下 )

( 1100 1750

  车库门、转车盘、洗车架、洗罐线、机车走
行线上建筑物边缘

> 1120 2000 2200

  正对线路无出口
的房屋和平行于线
路围墙的凸出部分
边缘

  位 于线

路 有 调 车

人 员作 业

的一侧

一般情况 (3000 5000 5000

困难情况 镇3000 3500 3500

  位于线路无调车
人员作业的一侧

簇3000 3000 3000

  正对线路有出口
的房屋边缘

  出口处有平行于
线路的防护栅栏

提3000 5000 5000

  出口处无平行于
线路的防护栅栏

簇3000 6000 6000

  调车线间的制动员室(正对线路无出口)
的边缘

(3000 2440

  扳道房、道岔清扫房(正对线路无出口)的
边缘

簇3000 3500 3500

3200 3200

2600 2800

  跨线式装车仓库

等建筑物、构筑物边
缘

无调车作业一侧 < 5000 2000

< 5000 2440

    6 与铁路有防火安全间距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线至铁

路中心线的距离除应满足本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第5.1.10

条及本规范第7章中的有关规定。

11.6.7 两相邻线路中心线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相邻线路直线段中心线间的距离应符合表 11.6.7的规

定。

    2 当两相邻线路上通行的冶金车辆的外形尺寸超过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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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1.2条规定的冶车车辆限界时，其直线段中心线间的距离应

在表 11.6.7规定的基础上相应增加。

    3 两相邻线路中心线间的距离在曲线段应在本条以上各款

规定的基础上按本规范第A.2.4条的规定加宽。

          表 11.6.7 两相邻线路直线段中心线间的距离(m)

线路名称及说明

线路间距

普车线 冶车线

复线区间

一般条件 4.5 5.0

困难条件 4.5 4.5

三线或四线区间设有高柱信号机 5.3 5.3

站内正线、到发线、调车线间及与其他相邻线间 5。0 5.0

梯线与相邻线间 5.0 5.0

相邻两线只有一条需通行
    超限货车的线间

线间设有高柱信号机 5.0 5.0

线间设有水鹤 5.2 5.2

货物线与相邻线间
有卸货作业 > 15.0

无卸货作业 > 6.5

站修线与相邻线间
一般条件 7.0 7.0

困难条件 6.5 6.5

牵出线与相邻线间
有调车人员作业的一侧 6。5 6。5

无调车人员作业的一侧 5.0 5.0

线间设有接触网塔式柱的线路间 6.5 6.5

相邻车场间或6条一8条线路的相邻线群间 6.5 6.5

    注:表中困难条件是指扩建、改建工程受场地条件限制不能按正常要求布置线路

        的情况。

11.6.8 尽头线的终端应设置车档和车档表示器。车档后部的安

全距离在车间外不得小于 15m，在车间内不得小于6m，在安全距

离内严禁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安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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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线路技术标准

11.7.1 厂内线曲线半径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区间线和联络线的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11.7.1的规

定

表11.7.1 区间线和联络线的最小曲线半径《m)

线路类别 线路等级 一般地段 困难 地 段

普车线

冶车线

行U
介

-

-

n
ll
︸

- 
 

、
一
m

-

、
一
m

  2 车间引人线的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普车线的最小曲线半径不宜小于150m;使用机车固定轴

        距小于3500mm时，可采用 12Om。

    2)扩建、改建项目在困难地段，冶车线在采取轨道加强和防

      护措施后可适当缩小曲线半径，但不得小于机车、车辆的

      通过最小曲线半径。

  3 站场线路的最小曲线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车站正线和车场应设在直线上，必须设在曲线上时，曲线

      半径不宜小于600m，困难条件下不宜小于 400m。

    2)机车走行线、三角线及其他线(除正线、到发线、调车线、

      牵出线及机车走行线以外的线路)的曲线半径不应小于

      表 11.7.1中规定的普车线m级标准;扩建、改建工程在

      困难条件下，且仅行驶固定轴距小于4600mm的机车

        时，可采用不小于150m的曲线半径。

    3)装卸线应设置在直线上;在困难条件下，货物站台装卸线

        及装卸场内的装卸线可设在半径不小于500m的曲线

      上;在特别困难条件下，装卸场内的装卸线除易燃易

      爆危险品的装卸线外，可设在半径不小于30Om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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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4)牵出线应设在直线上;在困难条件下，办理解编作业的调

        车牵出线可设在半径不小于60Om的曲线上;特别困难

        时，可设在半径不小于500m的曲线上;仅供列车转线及

        取送作业的牵出线在困难条件下可设在半径不小于

        20om的曲线上。牵出线不得设在反向曲线上。

      5)道岔前、后连接线路的曲线半径不应小于道岔的导曲线

          半径。

11.7.2 厂内线一般可不设置缓和曲线;但当有条件时，正线和联

络线宜设置长度为30m和20m的缓和曲线。

n.7.3 圆曲线长度不应小于20m，在困难地段允许减至14m。

11.7.4 两相邻曲线间夹直线最小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间线、联络线两相邻曲线间夹直线最小长度应符合表

n.7.4的规定。

    2 站线(包括到发线、调车线、牵出线及机车走行线)及连接

线两相邻曲线间夹直线长度不应小于10m。

    3 在困难地段，车间引人线两相邻曲线间夹直线长度不应小

于 10m。

    4 在扩建、改建工程特别困难的地段，除正线外，不设外轨超

高的反向曲线间可不设夹直线。

      表 n.7.4 区间线、联络线两相邻曲线间夹直线最小长度(m)

线 路 类别 线 路 等 级 一 般 地 段 困 难 地 段

普车线

I 40 20

且 30 15

班 25 l5

冶车线 1、n、m 20 l5

11.7.5 进人建筑物、构筑物的线路在进人建筑物、构筑物前宜设

置平直线段。建筑物、构筑物前平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表n.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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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扩建、改建工程在特别困难条件下，曲线可进到建筑物

内，但大门宽度应符合曲线上建筑限界加宽的规定。

              表 11.7.5 建筑物、构筑物前平直线段长度(m)

建筑物、构筑物名称 一 般 条 件 困 难 条 件

车间、仓库 l5

机车、车辆停放库 l5 2

检查坑 6.5 6.5

转盘、移车台 6.5 6.5

轨道衡 根据设备技术要求确定

11.7.6 厂内铁路的最大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走行线的最大坡度应符合表11.7.6一1的规定。在特殊困

难地段，普车线可根据牵引计算适当加大纵坡。当有可靠根据时，

液体金属车走行线的最大坡度可大于5%。。

                  表11.7.6一1 走行线的最大坡度(%。)

线路类别 牵引种类
线路最大坡度

一般地段 困难地段

普车线
I 内燃、电力 20 25

11、皿 内燃、电力 25 30

冶车线 液体金属车走行线 内燃 2.5 5

注:表列普车线坡度包括各种坡度折减值。

2 有路网列车通过线路的最大坡度不得大于与该线路相连

接的路网铁路的限制坡度。

3 站线、装卸线和渣线线路的最大坡度应符合表 n.7.6一2

的规定，并应保证列车在所有坡道线路上能起动。

      98



表 11.7.6一2 站线、装卸线和渣线线路的最大坡度(%。)

序号 线 路 名 称 一般地段 困难地段

1 站线 0 1.5

2

牵出线(面向调车场下坡) 2.5 2.5

坡度牵出线 按计算确定

3 装卸线 0 1.5

4 液体金属、冶金渣停车线 0 0

5

翻渣作业停车线
摘机车 0 1.5

不摘机车 l0 156

7 轨道衡线、转盘线 0 0

8 检修线、机车车辆停车线 0 0

    注:对于表列序号 1、5线路，当改建、扩建项目中原有铁路的坡度大于1.5%。时，可

        暂予保留。

11.7.7 厂内线坡段长度及相邻坡段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内线最小坡段长度、设竖曲线的坡度代数差起始值及竖

曲线半径应符合表n.7.7的规定。

    2 在困难地段，厂内线最小坡段长度可在表 11.7.7规定的

基础上减少20%。

    3 相邻坡段的坡度代数差不得超过重车方向的限制坡度值。

            表n.7.7 厂内线最小坡段长度、设竖曲线的坡度

                        代数差起始值及竖曲线半径

线路等级
坡段长度

  (m)

I 列车长/2 4 5000

ll 100 5 3000

皿 75 6 2000

I 100 5 2000

H 80 5 2000

m 50 5 2000



n.8 路基及排水

11.8.1 路基必须坚实、稳固且排水良好，应能抵抗一定程度的各

种自然作用的破坏，并应便于线路的维修。

11.8.2 厂内线路基及路基挡土墙的力学稳定性检验应根据下列

条件进行:

    1 普车线应按“中一活载”计算，不考虑列车的冲击力、离心

力、制动力和摇摆力。冶车线应按实际通行的最大活荷载计

算。

    2 活荷载分布在路基上的宽度应自轨枕底两端向下按450

扩散角计算。

    3 路基的稳定性系数不应小于 1.25，当有充分依据时，可减

小到1.15。

    4 铁路路基最小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表6.4.3一2中的规

定。

11.8.3 新建铁路的路肩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路基为路堤时，1、11级线的路肩宽度应为0.6m，111级

线的路肩宽度应为0.4m。

当路基为路堑时，工、n、m级线的路肩宽度均应为0.4m。

路堤或路堑地段的一侧路肩外缘每隔一定距离应设置停

，
白

3

放养路机械的平台。

n.8.4 厂内线直线段单线路基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表11.8.4的规定。

    2 路堑自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面水平至路堑边坡的距离，一

侧(在曲线段是指曲线外侧)不应小于 3.sm，另一侧不应小于

2.sm。

n.8.5 厂内线曲线段单线路基面应按表 1 1.8.5规定的曲

线路基外侧加宽值加宽，并应在曲线外轨超高的递减范围内

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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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4 厂内线直线段单线路基面宽度(m)

线路类别 线路等级

非渗水土 岩石、渗水土

道床厚度
  (cm)

路基面宽度 道床厚度

  (cm)

路基面宽度

路堤 路堑路堤 路堑

普车线

工^ 35 6.0 5.7 30 5.6 5.2

IB 30 5.9 5.5 25 5.4 5.0

H 25 5.6 5.3 20 5.2 4.8

m 25 5.3 5.3 20 4.8 4.8

冶车线

IA 45 6.3 6.0 30 5.6 5.2

1B 35 6.0 5.7 30 5.6 5。2

ll 30 5.8 5.4 25 5.3 4.9

班 25 5.3 5.3 20 4。8 4.8

表11.8.5 曲线路基外侧加宽值(m)

线路类别 线路等级 曲线半径 加宽值

< 200 0.3

0.2

n.8.6 站场外侧线路中心线至路基面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

3.Om;当扩建、改建工程条件困难时，可保留原有的2.sm。梯线、

调车牵出线及装卸线中心线距经常有调车人员上、下车作业一侧

的路基面边缘不应小于3.sm。

n.8.7 对路基有危害的地面水和地下水应采取拦截、引导、排

除、疏干和降低水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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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 厂内铁路的路基排水应与场地以及道路排水系统相配

合。建筑物、构筑物排出的生活水、生产水不得排人铁路边

沟 。

11.8.9 站场内和下列线路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强路基排

水:

    1 装卸带水物料(包括水渣、生铁块等)的线路及相邻线

路。

    2 高炉前后的冶车线。

    3 设有轨道电路线路的咽喉区。

    4 采用暗道床的线路。

    5 立交桥下的线路。

n.9 轨 道

11.9.1 厂内线轨道类型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内普车线轨道类型应按表 11.9.1一1的规定选用。

    2 厂内冶车线轨道类型应按表 11.9.1一2的规定选用。

    3 站场线路的轨道类型，除正线及到发线以外，可在表

n.9.1一1或表n.9.1一2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采用，但不得低于

111级线标准。

    4 厂内线轨枕数量在以下路段应在表 n.9.1一1或表

11.9.1一2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但不得超过2000根/km。

      1)在平曲线半径等于或小于400m且大于20Om的曲线地

        段，木枕根数应增加80根/km。

      2)在平曲线半径等于或小于200m地段的轨枕数量，当采

        用混凝土枕时，应增加80根/km，当采用木枕时，应增加

          160根/km。

      3)在平曲线半径大于400m，但坡度大于15%。的制动地段，

        木枕根数应增加80 根/km。

    5 冶车线工A级铁路改建线路在非渗水土路基地段的道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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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可根据具体条件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35cm。

                  表11.9.1一1 厂内普车线轨道类型

铁 路 等 级 IA IB ll 班

钢轨(kg/m) 6O 60或 50 50或43 50或 43

轨枕数量

(根/km)

混凝土枕 1760 1680 1600 1440

木枕 1840 1760 1680 1520

道床厚度

  (cm)

非渗水土路基 35 30 25 25

岩石、渗水土路基 30 25 20 20

注:本表中混凝土轨枕为工、11型。

              表11.9.1一2 厂内冶车线轨道类型

铁 路 等 级 1A 1B ll m

钢轨(kg/m) 60 60或 50 50或 43 50或 43

轨枕数量

(根/km)

混凝土枕 1840 1760 1680 1520

木枕 1920 1840 1760 1600

道床厚度

  (cm)

非渗水土路基 45 35 30 25

岩石、渗水土路基 3O 30 25 2O

    注:本表中混凝土轨枕为 工、11型。

11.9.2 厂内铁路应采用混凝土轨枕，但下列地段可铺设木枕:

    1 半径为15Om以下的曲线地段。

    2 设置护轮轨的桥梁地段。

    3 转盘、脱轨器及铁鞋制动地段。

    4 无碴桥的桥台挡渣墙范围内及两端各 15根轨枕的地段。

    5 道岔(除混凝土岔枕的道岔外)及其前后各 15根轨枕地

段 。

    6 两段木枕路段间的长度短于50m时，亦应铺设木枕。

    7 同种类的轨枕应连续铺设。当混凝土枕与木枕分界处

有钢轨接头时，应保持木枕或混凝土枕延至钢轨接头外 5根以

上 。

11.9.3 厂内线木枕类型的选用应符合表 n.9.3的规定。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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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易砸而需频繁更换轨枕的地段应采用素木枕，其他地段必须

采用注油木枕，并应铺设垫板。

                  表11.9.3 厂内线木枕类型的选用

线 路 类 型 普车线 冶车线

线路等级 工 ll m I ll m

木枕类型 I ll m I ll ll

木枕断面 22X 16 20 X 14.5 19X 13。5 22X 16 20X 14.5 20 X 14.5

11.9.4 厂内线道床顶面宽度应符合表 11.9.4的规定。

                  表11.9.4 厂内线道床顶面宽度《m)

线 路 名 称 铁路等级
直线或半径>
4O0m的曲线段

半径(40Om曲线
    外侧加宽

正线、联络线、
车间引人线

I 3.0

0。1

11、m 2.9

站线

到发线 2.9

不加宽(装卸线
走行段除外)调车线、牵出线、

其他线、装卸线
2.8

n.9.5 厂内线道岔号数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路网机车通过的单开道岔不应小于9号，无路网机车通

过的单开道岔不宜小于7号。

    2 固定行驶某种机车和车辆的线路可根据机车和车辆容许

通过的曲线半径，选用相应号数的道岔。

11.9.6 厂内线相邻两道岔间插人钢轨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对向单开道岔间插人钢轨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表

n.9.6一1的规定。

    2 当有固定轴距大于2600mm的机车或车辆从一道岔侧线

进人另一道岔侧线时，两对向6号单开道岔间必须插人一节不小

于4.sm的钢轨。

    3 两顺向单开道岔间插人钢轨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表

11.9.6一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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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两顺向 6号单开道岔间必须插人一节不小于 4.sm的

钢轨。

    5 当道岔跟端后两分路各顺向连接一组单开道岔时，至少一

个分路的两道岔间应插人一节不小于4.sm的钢轨。

      表 11.，.6一1 两对向单开道岔间插入钢轨的最小长度f(m)

道 岔 布 置 线路类型
铁路

等级

无列车

通过两

侧线

路时

一般

情况

一 自一
                f

              ， 11 口1 口

正线
1 12.5 6.25 6.25

11、m 6.25 6.25 6.25

到发线
1 6.25 6.25 0

11、班 4.5 4.5 0

调车线、牵

  出线、机

车走行线

及其他线

1、

ll、

皿

0 0 0

l 口

侧一~一~ 1 41 曰 1 ，~，.....

表11，9.6一2 两顺向单开道岔间插入钢轨的最小长度f(m)

道 岔 布 置

    少一
— 分‘一一一一一州卜--卜二万

正线 6.25

到发线 4.5

0

              f.

、， ⋯ ， 卜沪/口尹l .

‘\火 ’‘ 调车线、牵出线、机车走
行线、连接线及其他线

O

11.9.7 道岔与曲线间插人的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按曲线轨距加

宽递减率3%。递减所需的长度;在困难条件下，当曲线轨距加宽大

于 10mm时，插人的直线段长度可为3.sm;当曲线轨距加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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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mm时，可不插人直线段。

11.9.8 厂内线曲线地段应按下列规定安装轨距杆或轨撑:

    1 铺设木枕的曲线地段的轨距杆或轨撑的安装数量应符合

表n.9.8的规定。

    2 铺设混凝土枕的曲线地段，当采用弹性扣件时，可不设置

轨距杆和轨撑;当采用非弹性扣件时，在半径等于或小于20om的

曲线地段应设置轨距杆，轨距杆的数量应按表 11.9.8的规定加

倍。

    3 装有轨道电路的轨道应采用绝缘轨距杆。

    4 普通轨距杆直径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用于sokg/m钢轨的辊压轨距杆直径应为30mm，旋制

        轨距杆直径应为32mm。

      2)用于6okg/m和75kg/m钢轨的辊压轨距杆直径应为

          36mm，旋制轨距杆直径应为38mm。

    5 对于绝缘轨距杆，用于50kg/m和6Okg/m钢轨的辊压轨

距杆直径应为36mm，旋制轨距杆直径应为38mm。

                  表11.9.8 轨距杆或轨撑的安装数量

圆曲线半径(m) 轨距杆(根/25m轨) 轨撑(对/25m轨)

150~ 300 8 l0

(150 l0 l2

11.9.9 厂内线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

计规范》GBJ 12 中的有关规定铺设护轮轨外，在曲线半径等于或

小于120m的路段应铺设护轮轨。

11.9.10 线路防爬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线、联络线当铺设木枕时，应设置防爬器。木枕轨道

正线、联络线穿销式防爬器设置数量应符合表 11.9.10一1的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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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10一1 木枕轨道正线、联络线穿销式防爬器设置数量(对)

线路

类型
线 路 特 征

非制动地段 制 动 地 段

25m轨

25m轨 12.sm轨

制动

方 向
反方向

制动

方 向
反方向

』七
曰

车

线

  单线线路两方向
运输量显著不同地
段

重车

方向
4 6 3 1

轻车

方向
2 4 2 2

  单线线路两方向运输量大
致相同地段的两个方向

4 2 6 2 3 l

冶

车

线

  单线线路两方向
运输量显著不同地
段

重车

方向
6 3 8 2 4 l

轻车

方向
2 l 6 4 3 2

  单线线路两方向运输量大
致相同地段的两个方向

4 2 8 4 4 2

    2 到发线、调车线和牵出线等主要站线，当铺设木枕时，应设

置防爬器;其他站线和车间引人线可不设置防爬器。主要站线防

爬器安装数量应符合表n.9.1于2的规定。

          表 11.9.10一2 主要站线防爬器安装数量(对/25m轨)

防爬器对数

使用方向 另一方向

单方向使用的到发线、到达线、出发线 6 2

  单方向和主要为单方向使用的进站方向有

长大下坡的到发线、到达线
2

4

3 轨道衡、翻车机、明桥面桥以及绝缘接头前后各 25m的线

路亦应按表11.9.10一2规定的数量设置防爬器。

  107



    4 采用混凝土枕轨的轨道，当采用非弹性扣件时，在线路坡

度大于6%。的制动地段应设置防爬设备。混凝土枕轨道正线、联

络线防爬器设置数量应符合表n.9.10一3的规定，其他线路可参

照该表设置。

  表11.9.10一3 混凝土枕轨道正线、联络线防爬器设置数量(对/25m轨)

轨枕根数

(根 /km) 6<1毛15

线 路坡 度1(编)

    15<1墓20 20<1成30

1840

1760

1680

1600

1520

1440

      5

爬设备。

      6

各类线路上的道岔当铺设木枕时，应按相应的规定设置防

碎石道床每对防爬器应配6个防爬支撑，砂或卵石道床每

对防爬器应配8个防爬支撑。在双方向锁定地段，每组防爬设备

应由2对防爬器和6个或 8个防爬支撑组成。

11.10 运输设备及附属设施

11.10.1 钢铁厂应配置自备机车和车辆。但铁路运输作业简单，

能委托外单位机车承担全部运输作业的厂，可不配置自备机车和

车辆。

11.10.2 配有机车的钢铁厂应在机车车辆库或主要车站内集中

设置机车整备和检修设施。

11.10.3 钢铁厂配备的机车型号应根据运输量、线路条件及作业

性质选择，不宜过多。

11.10.4 轨道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轨道衡的型号及设置位置应根据所计量货物车辆的特征、

工艺要求及线路布置情况，本着尽量减少被称量车列的走行距离

和称量时间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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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轨道衡线宜为专用的贯通线。

    3 设置在车站上的轨道衡线不得影响车站的发展。

11.10.5 钢铁厂机车和普通车数量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第

C.4节中的有关规定。



12 矿山道路运输

12.1 一 般 规 定

12.1.1 本章规定适用于露天矿道路和地下矿地面道路运输设

计。选矿工业场地内部道路运输设计应执行本规范第 13章的有

关规定。矿山外部道路运输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

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12.1.2 露天矿山生产使用的道路宜分为生产干线、生产支线、联

络线和辅助线。道路等级应按表12.1.2的规定划分。

                          表12.1.2 道路等级

道路等级 单向交通量(辆/h) 适 用 条 件

> 85 生产干线

85~ 25(15) 生产干线、支线

< 25 生产干线、支线、联络线和辅助线

    注:括号内数值适用于运输量较小的矿山。

12.1.3 露天矿山道路的计算行车速度应按表12.1.3的规定选用。

                      表12.1.3 计算行车速度

二

-
30

    道 路 等 级

计算行车速度(km/h) 20

12.1.4 露天矿山道路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生产工艺、开采程序及道路技术标准的要求。

    2 应全面考虑道路和其他运输线路、矿山总平面及竖向布置

的相互协调关系。

应充分利用地形，并应力求线路短捷和减少车辆运输交叉。

应尽量采用挖方路基。



12.1.5

应尽量减少土石方、排水和防护设施等工程的工程量。

露天矿山道路建筑限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

12.2 道路技术标准

12.2.1 露天矿山道路路面及路肩宽度宜符合表12.2.1的规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双车道中部需设阻车堤或路肩上需设置墙式护栏或挡

车堆等构筑物时，路面或路肩的宽度应在表12.2.1规定的基础上

结合所设构筑物的要求予以增加。

    2 辅助线的路面宽度，在工程艰巨或交通量较小的路段可在

表12.2.1规定的基础上减少0.50m。

    3 挖方路段道路路肩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车道路肩宽度不得小于1. 00m。

      2)双车道外侧无堑壁的路肩宽度不得小于1，00m。

      3)当挖方路基外侧无堑壁，且原地面横坡陡于25“时，路肩

        宽度应在以上两项规定的基础上按车型大小再增加

          0.25m一 1.OOm。

    4 当填方路基的填土高度大于1.00m时，路肩宽度应按车

型大小在表 12.2.1规定的基础上增加0.25m一1.oom。

            表 12.2.1 露天矿山道路路面及路肩宽度《m)

车 宽 类 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计算车宽(m) 2.30 2.50 3.00 3.50 4.00 5.00 6.00 7.00 8.00

  双车道

路面宽度

一 级 7.00 7.50 9.50 11.00 13.00 15.50 19。00 22.50 25.50

二级 6.50 7.00 9.00 10.50 12.00 14.50 18.00 21.50 24.50

三级 6.00 6.50 8.00 9.50 11.00 13.50 17.00 20。0023.00

单车道
路面宽度

一 、二 级 4.00 4.50 5.00 6.00 7.00 8.50 10.50 12.00 13.50

三 级 3.SQ 4.00 4.50 5.50 6.00 7，50 9.50 11.00 12.00

路肩宽度
挖方 0.50 0。50 0.50 0.75 1。00 1.00 1.00 1.00 1.00

填方 1.00 1’.00 1.25 1.50 1.75 2.00 2.50 2.50 2.50

注:当实际车宽与表列计算车宽的差值大于 0.15m时，应按内插法计算并以

  。.50m的整倍数调整路面的设计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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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露天矿山道路的平曲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小圆曲线半径不应小于表12.2.2的规

定。当车宽类别为六、七、八、九类时，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小圆

曲线半径应在该表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相应的计算车宽度。

    2 当采用表 12.2.2的规定有困难时，服务年限较短的线路

或在地形复杂地段的线路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可按下列规定减小，

但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专供抢险或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辅

助线不得降低标准。

      1)一、二级露天矿道路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可适当减小，但分

        别不得小于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2)交通量较小且无发展远景的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小圆

        曲线半径，当车宽类型在一类至五类之间时，可减小到汽

        车最小转弯半径的1.3倍，但不得小于12m;当车宽类型

        在六类至九类之间时，可减小到汽车最小转弯半径的1.5

        倍，但不得小于18m。

    3 在平坡或下坡长直线段的尽头处，不应采用小半径的圆曲

线;当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需要采用小半径的圆曲线时，应设置

限速标志，并应在弯道外侧设置挡车堆等安全设施。

    4 半径等于或小于回头曲线主曲线半径，且转角大于 1500

的圆曲线可按回头曲线处理。

                    表12.2.2 最小圆曲线半径【m)

道 路 等 级

最小圆曲线半径

不设超高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 25。

12.2.3 露天矿山道路在平面转弯和纵断面变坡处的视距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视距不应小于表 12.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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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20

-
40

道路等级

停车视距

会车视距

    2 在工程艰巨或受地形条件限制的路段可采用停车视距，但

必须设置分道行驶设施或其他设施。

    3 平面转弯处横净距以内的障碍物，除对视线妨碍不大的稀

疏树木和单个管线支架、电杆、灯柱等可保留外，其余均应予以清

除。

    4 在寒冷冰冻或积雪地区纵坡较大的路段，视距可根据具体

情况适当加长。

12.2.4 露天矿山道路回头曲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头曲线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2.2.4的规定。

    2 当采用的车宽类别在六类至九类之间时，各级露天矿道路

的最小主曲线半径应在表 12.2.4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相应的

计算车宽值。

    3 应采取设置限速标志和在曲线外侧设置挡车堆等安全设

施。

                  表12.2.4 回头曲线主要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名称 单位

道路等级

计算行车速度 km/h 25 20 l5

最小主曲线半径 n 1 2O 15 15

超高横坡 % 6 6 6

停车视距 m 25 20 15

会车视距 】11 50 40 30

最大纵坡 肠 3.5 4.0 4.5

12.2.5 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大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大于表12.2.5一1的规定。

    2 当工程艰巨或受开采条件限制时，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大纵

坡可在表 12.2.5一1规定的基础上按下列要求增加，但在海拔

Z000m以上地区不应增加。

      1)对于重车上坡的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生产干线、支线

        的最大纵坡可增加1%。

      2)深凹露天矿开采底部的较短路段的最大纵坡可增加

          2%。

      3)山坡露天矿开采山头的较短路段的最大纵坡可增加

          1%。

      4)联络线、辅助线的最大纵坡可增加2%。

    3 在寒冷冰冻、积雪或多雾地区的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及

专供抢险或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辅助线的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8%。

    4 在海拔300om以上的地区，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大纵坡应

按表12.2.5一2规定的纵坡折减值折减;当折减后的最大纵坡小于

4.5%时，仍采用4.5%。

    5 当有足够依据时，行驶电传动汽车的生产干线、支线的最

大纵坡可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

                          表 12.2.5一1 最大纵坡

  道路等级

最大纵坡(%)

表12.2.5一2 纵坡折减值

海拔高度(m) 纵坡折减值(%)

3000~4000 l

4000~5000 2

> 5000 3

12.2.6 露天矿山道路的纵坡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露天矿山道路的纵坡长度不得大于表12.2.6一1规定的纵

坡限制坡长，但不宜小于50m。

    2 当露天矿山道路纵坡连续大于 4%时，应在不大于表

12.2.6一1规定的纵坡限制坡长范围内设置缓和坡段。缓和坡段最

小长度不应小于表12.2.6一2的规定，坡度不应大于3%。

    3 生产干线、支线任意连续 Ikm路段的平均坡度，一、二、三

级露天矿山道路，分别不宜大于5.5%、6.0%、6.5%。
                      表12.2.6一1 纵坡限制坡长

纵坡i(%)
道 路 等 级

4<1蕊5 700

5< 1毛 6 500 600

6<1(7 300 400 500

7<1镇8 250(300) 350

8<1(9 150(170) 200

9<1(11 100(150)

注: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或需要适应采矿台阶高度时，限制坡长可采用括号内的数

    值。

              表12.2.6一2 缓和坡段最小长度《m)

生产干线、支线 联络线、辅助线

缓和坡段

最小长度

地形条件一般 100 80 60

地形条件困难 80 60 50

    注:地形条件困难的缓和坡段最小长度不得连续使用。

12.2.7 露天矿山道路在设置超高的圆曲线上，超高横坡与纵坡

的合成坡度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宜大于表12.2.7规定的最大合成坡度值。

    2 当工程艰巨或开采条件限制时，二、三级露天矿道路的最

大合成纵坡值可在表 12.2.7规定的基础上分别增加 1.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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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

8.0%。

寒冷冰冻或积雪地区露天矿道路的合成坡度值不应大于

表 12.2.7 最大合成坡度值

道路等级

最大合成坡度值 8，0 8.5 9.5

12.2.8 当露天矿道路纵坡变更处的坡度代数差大于2%时，应

设置竖曲线。竖曲线最小半径和长度不应小于表12.2.8的规定。
                  表 12.2.8 竖曲线最小半径和长度〔m)

道路等级

竖曲线最小半径 700 400 200

竖曲线最小长度 35 25 20

12.2.9 露天矿山道路分岔的形式应根据运输流向、交通量大小、

道路服务年限和地形等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主线同一分岔点所分出的岔线不宜超过2条。

    2 分岔的主线和岔线应尽量采用直线及较大的分岔角。

    3 分岔点宜设在纵坡不大于2%的平缓路段，紧接平缓路段

的道路纵坡不宜大于5%。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在采取安全措

施的前提下，分岔点可设在下列路段:

      1)一级露天矿山道路纵坡不大于7%的路段。

      2)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纵坡不大于8%的路段。

    4 分岔的岔线与主线坡向相同时，岔线纵坡应与主线一致;

岔线与主线的坡向不同时，岔线应设一段与主线纵坡相同的过渡

段。在地形条件困难地段，当分岔角小于或等于300时，岔线与主

线的纵坡差可采用1%;当分岔角大于30“时，可采用2%。

12.2.10 夜间运输的生产道路应设置良好的照明设施。排土作

业区应设置完好的、照明角度符合要求的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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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路 面 设 计

12。3.1

12.3.2

  露天矿山道路路面设计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道路性质。

使用要求。

交通量及交通组成。

自然条件。

材料供应。

施工能力。

养护条件。

路基情况。

当地道路使用经验。

路面等级及面层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路面等级选择应符合表12.3.2的规定。

                表12.3.2 路面等级

，
曰

3

4

5

道 路条 件
路 面等 级

使用年限 类别 等级

> 10 生产干线 高级、次高级、中级

5~ 10 生产干线和支线 次高级、中级

3~ 5 生产支线和联络线 次高级、中级

< 3 生产支线和辅助线 中级、低级

宜选用抑尘良好的路面。

埋有地下管线，并经常开挖检修的路段应选用水泥混凝土

2

3

预制块路面或块石路面。

    4 经常行驶履带车的道路应选用块石路面或低级路面。

12.3.3 露天矿山道路柔性路面设计应采用路面典型结构与弯沉计

算相结合的方法，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

及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 TGDSO中的有关规定。

12.3.4 露天矿山道路柔性路面典型结构组合形式宜按表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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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选用 。

表 12.3.4 柔性路面典型结构组合形式

路面等级 结构形式 路面结构形式

高级路面

面层 热拌沥青碎石

联结层 贯人式沥青碎石

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泥灰结碎石或工业废渣

底基层 石灰稳定土、泥灰结碎石或混铺块(碎石)

次高级路面

面层 贯人式沥青碎石

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泥灰结碎石或工业废渣

底基层 石灰稳定土或混铺块(碎石)

面层 沥青表面处治

基层 泥灰结碎石

底基层 石灰稳定土、工业废渣或混铺块(碎石)

中级路面

面层 泥灰结碎石、级配或天然砂砾

基层

底基层
工业废渣或混铺块(碎石)

12.3.5 露天矿山道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及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

面设计规范))J TG D40 中的有关规定。

12.4 生产运输设备

12.4.1 露天矿山生产汽车的选型应根据下列要求及矿山的具体

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 应考虑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装车设备类型及装车设备与

汽车的合理匹配。

    2 应满足露天矿山生产工艺要求。

    3 应考虑配件供应能力及技术服务水平。

    4 应根据汽车的技术特性参数，选用总成使用寿命长、可靠

及维修方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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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应尽量选用同一型号汽车。

露天矿山生产汽车数量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第

C.5节中的有关规定。

12.5 道路养护及辅助运输设备

12.5.1 矿山应建立完善的道路养护组织。养路设备可按表

12.5.1规定的养路设备一般配备标准配备。

                  表 12.5.1 养路设备一般配备标准

露天矿采剥总量(万t/年)

> 3000 3000~ 1000 1000~ 300 < 300

汽车载重量(t)

200~ 108 108~ 55 55~ 20 <20

路面修筑及养护所需石料破碎 根据矿山实际需要确定设置破碎设施

电铲装车处道路平整 由铲位推土机承担

排土场排土点道路平整 由排土场推土机承担

养路用推土机
(包括轮胎式)

功率
(kw )

  )235

()320HP)

235~ 132

(320HP~

  180HP)

132~ 102

(180HP~

  140HP)

    102

(140HP)

台数 2~ 1 2~ 1 l 1~ 0

压路机
规格 18t~ 15t 18t~ 15t 15t~ 12t 15t~ 12t

台数 2~ 1 l 1~ 0 1~ 0

平路机
规格 )160HP )140HP 》12OHP )120HP

台数 l 1 1~ 0 1~ 0

前装机
规格 )5m3 5m3一 3rn3 3m3一2m3 3m3~2m3

台数 2~ 1 l l 1~ 0

洒水机
规格 )60m3 6Om3一 40m3 40m3 ZOm3

台数 2 2~ 1 2~ 1 1

撒砂石车、运石料自卸车 利用矿山生产车辆

注:本表仅适用于露天矿碎石路面道路。

12.5.2 专用辅助运输设备数量宜符合表12.5.2的规定，并应符

  119



合下列要求:

    1 当矿山偏僻且无医疗点时，救护车可在表12.5.2规定的

基础上增加一辆。

    2 消防车的配置应与当地消防部门协商确定。

                表12.5.2 专用辅助运输设备数量(辆)

设 备 名 称
露天矿山年采剥总量(万t/年)

3000以 上 1000~ 3000 < 1000

大客车 1~ 2 1 l

小客车 2~ 4 1~ 2 l

小汽车 3~ 4 2~ 3 1~ 2

救护车 l 1 l

油罐车 1~2 1 1

汽车起重机(10t以上) 2 1~ 2 l

汽车起重机(10t以下) 1 l 0

    注:表列大客车不包括通勤客车。

12.5.3 通用辅助运输设备(普通载重汽车)应尽量利用社会车

辆，必要时也可自备。通用辅助运输设备车型及数量可按下列规

定确定:

    1 通用辅助运输设备的载重总吨位可用计算法确定。采用

汽车运输的露天矿山，原材料、备品备件的年消耗指标可按每万吨

采剥量24t一28t计算。

    2 通用辅助运输设备的车型及数量应以通用辅助运输设备

的载重总吨位为基础，根据矿山生产规模、地区条件及设备用途确

定。各种载重吨位的汽车数量可按下列比例确定:

      1)载重h一st的汽车数量宜占汽车总数的10%一20%。

      2)载重st一15t的汽车数量宜占汽车总数的50%一70%。

      3)载重15t一20t的汽车数量宜占汽车总数的10%~20%。



13 钢铁厂道路运输

13.1 一般 规定

13.1.1 本章规定适用于钢铁厂厂内道路运输设计。厂外道路设计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13.1.2 厂内道路运输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应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2 应符合道路技术标准。

    3 应使道路通过能力满足交通量的要求。

    4 应使运输流程合理、顺畅、短捷。

    5 应合理分流货流与人流，并应尽量避免道路与运输繁忙的

铁路，特别是与冶车线平面交叉。

    6 应与厂区总平面及竖向布置相协调，并应有利于场地及道

路雨水的排除。

    7 应有利于功能分区的划分。

    8 应使道路尽量平行或垂直于主要建筑物、构筑物。

    9 应满足消防要求。

    10 永久性道路应尽量与施工用道路相结合。

13.1.3 车间、库房、堆场等装卸点的货位及内部通道应满足汽车

装卸及通行要求。

13.1.4 道路边缘至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铁路的最小净距应符

合表 13.1.4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建筑物、构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汽车出人口时，道路边

缘至该建筑物、构筑物的最小净距应根据通过该出人口汽车的有

关技术参数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表13.1.4中的规定。当场地紧

张，且根据汽车技术参数计算的结果容许时，道路边缘至该建筑

                                                                                121



物、构筑物的最小净距可采用6m。

    2 与道路有防火安全间距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线至道

路边缘的防火安全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5.1.10 条及本规范第7

章中的有关规定。

    表13.1.4 道路边缘至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铁路的最小净距《m)

序号                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名称

建筑物、构筑物外墙面:
当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无出人口时
当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不通行汽车的出人口时

当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汽车出人口时

管线支架(跨越公路型道路单个管线支架至路面边缘)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线

最小净距

;‘;

    注:表列最小净距除注明者外，城市型道路自路面边缘算起，公路型道路自路肩边

        缘算起。

13.1.5 汽车衡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汽车衡应布置在大宗原料堆场、成品仓库或厂区货物出人

口附近，且应位于称重汽车主要行驶方向的右侧。

    2 紧靠汽车衡两端的引道应有不小于一个车长的平直段，连

接此平直段的引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为向外下坡，且坡度不应大于5%。

      2)路面内侧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2m，在困难条件下不应小

          于 gm。

13.1.6 钢铁厂道路建筑限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

13.2 车 流 组 织

13.2.1 钢铁厂道路运输车流量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分别对不同货物按品名、数量及流程编制货物运输量，

并应按本规范第 13.5节的规定确定车型。

2 应根据物料装卸条件、运输距离及行车速度计算周转时

间，并应在本规范附录C表C.6.2一3中选用车辆载重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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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按本规范附录D表 D.0.3的要求分车型计算厂内(或

厂外)道路货物运输(周转)量及车辆数量。

13.2.2 车流路径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 应力求缩短运行距离，减少运行时间。

    2 固定车流经过道路的技术条件必须满足该车型的运行要求。

    3 大量货流与大量人流应尽量分流。

    4 应尽量避开车流、人流大的铁路道口。

    5 自卸汽车及装载粉状物料的无盖汽车不应经过生产管理区。

    6 应优先确定固定车流的路径，再按车流大小依次确定其他

车流的路径。

13.2.3 当车流量大、车种较多且路径复杂时，应按下列要求编制

车流图:

    1 应按装、卸货物地点及选择的重车路径统计出每个路段的

重车次数。

    2 应按装、卸货物地点及选择的空车路径统计出每个路段的

空车次数。

    3 应按每个路段的重车、空车次数，结合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编制车流图。

13.3 道路技术标准

13.3. 厂内道路类型宜按表 13.3.1的规定划分。

              表 13.3.1 厂内道路类型

道路类型 适 用 条 件

主干道
  连接厂区主要出人口的道路或交通运输繁忙的全厂性主要道路，供

参观的景观道路

次干道
  连接厂区次要出人口的道路或厂内车间、仓库、码头之间交通运输

较繁忙的道路

支道 车辆和行人都较少的道路或专供消防的道路等

车间引道 连接车间、仓库等出人口与主、次干道或支道的道路

人行道 通行行人的道路



13.3.2 厂内主、次干道的计算行车速度不宜大于20km/h。

13.3.3 厂内道路路面宽度应按表13.3.3的规定选用。通行铁水罐

车、渣罐车及其他特种运输车辆的道路，路面宽度应根据计算确定。

                  表 13.3.3 厂内道路路面宽度(m)

              } 钢铁厂生产规模(万t/年) 一
道 路 类 型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

车间引道

  人行道

    >500

15.00~20.00

11 50~ 15.00

  100~500

11.50~ 15.00

8.00~ 11.50

  3.50~ 4.50

    < 100

8。00~ 11.50

4.50~ 8.00

与车间大门宽度相适应

      0.75~ 2.50

13.3.4 厂内道路的平曲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内道路最小圆曲线半径不应小于30m，极限值不得小于15m。

    2 在平坡或下坡的长直线段的尽头处不得采用小圆曲线半

径;当受场地条件限制需要采用小圆曲线半径时，应设置限制速度

标志等安全设施。

    3 厂内道路在平曲线路段可不设超高和加宽。

    4 厂内道路交叉口路面内边缘转弯半径应符合表13.3.4的

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车流量不大时，除陡坡处外，对于车间引道和受场地条

        件限制的主、次干道和支道，交叉口路面内边缘最小转弯

        半径可在表 13.3.4规定的基础上减小3m。

      2)表 13.3.4中以外其他车辆行驶时，交叉口路面内边缘最

        小转弯半径应根据车型计算确定。

              表 13.3.4 交叉口路面内边缘最小转弯半径

行驶车辆类型 最小转弯半径(m)

载重4t一st单辆汽车 9

载重 lot一15t单辆汽车 l2

载重4t~st汽车带一辆Zt一3t拖车 12

载重 15t~25t平板挂车 l5

载重40t以上平板挂车、铁水罐车、渣罐车 l8



13.3.5 厂内道路在平面转弯处和纵断面变坡处的视距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不应小于表 13.3.5的规定。

    2 当受场地条件限制采用会车视距困难时，可采用停车视

距，但须设置分车道行驶的设施或其他设施。

    3 当受场地条件限制时，交叉口停车视距可采用 15m。

    4 有铁水运输车通过的交叉路口除应满足停车视距要求外，

还应设置报警和停车色灯信号。

                            表 13.3.5 视距

视距 类 别 视 距(m)

停车视距 20

会车视距 40

交叉口停车视距 25

13.3.6 厂内道路最大纵坡应符合表 13.3.6的规定，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在海拔30oom以上地区，厂内道路最大纵坡值的折减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关规

定。

    2 当受场地条件限制时，除在海拔 200om以上的地区外，

厂内道路最大纵坡可在表 13.3.6规定的基础上按下列要求

增加:

      1)次干道的最大纵坡可增加1%。

      2)主干道、支道、车间引道的最大纵坡可增加2%。

      3)铁水车道及运输繁忙车间引道的最大纵坡不宜增加。

    3 在寒冷冰冻或积雪地区，道路最大纵坡不应大于8%。

    4 经常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专用道路的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6%。

    5 上出铁场高架道路最大纵坡可按次干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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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6 厂内道路最大纵坡

  道路类别

最大纵坡(写)

主干道 }次干道 1 支道、车间引道 1 铁水车道

13.3.7 当主、次干道或支道在纵坡变更处的坡度代数差大于

2%时，应设置竖曲线。竖曲线半径不应小于100m，长度不应小于

15m。

13.3.8 经常通行大量自行车的厂区道路纵坡不应大于3.5%。

当道路纵坡为2.5%一3.5%时，自行车道纵坡限制坡长应符合表

13.3.8的规定;扩建、改建工程有困难时可适当加大，但应采取安’

全措施。

                    表13.3.8 自行车道纵坡限制坡长

  纵坡(%)

限制坡长(m)

13.3.9 厂内道路横坡宜为1%一2%。

13.3.10 厂内道路路基压实度应符合本规范第6章的有关规定。

13.3.n 厂内道路应根据交通量和行车速度设置交通标志。交

通标志的形式、尺寸、图案、颜色以及设置位置等必须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的规定。

13.4 道路型式及路面选择

13.4。

      2

的道路。

      3

      4

      5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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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道路宜采用城市型:

厂区中心地带行人较多的道路。

生产管理区及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生活设施和车间附近

宽度较窄且管线较多的通道内的道路。

地下水位较高，明沟铺砌有困难地段的道路。

附近有下水道可利用的道路。

  下列道路宜选用公路型:



    1 厂区边缘或傍山地带的道路。

    2 与铁路连续平交的道路。

    3 短期内拟扩建的道路。

    4 其他不适合采用城市型的道路。

13.4.3 道路路面等级应与道路类型相适应。厂内主干道和次干

道可选用高级或次高级路面，支道可选用中级、低级或次高级路

面，车间引道可选用与该引道相接道路相同的路面。

13.4.4 道路路面类型应结合当地气候、路基状况、材料供应以及

施工条件按下列要求确定:

    1 在防尘、防振及防噪声要求较高的生产区(或车间)附近的

道路宜选用沥青混凝土、沥青碎石、沥青贯人式或沥青表面处治等

类路面。

    2 对沥青有侵蚀、熔解作用或有防火要求的场所不应选用沥

青类路面。

    3 在埋有地下管线并经常开挖检修的路段应选用水泥混凝

土预制块或块石路面。

    4 所选定的路面面层类型不宜过多。

13.5 道路运输设备

13.5.1 道路运输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工艺生产设备和装卸设备合理匹配。

    2 应适应物料特性的要求，运输不同物料的车辆可按表

13.5.1的要求选型。

    3 应尽量减少车型种类。

    4 应便于维修。

    5 应有利于加快周转时间。

    6 应尽量避免环境污染。

    7 应结合具体条件尽量选用重载、专用、自装(卸)的大型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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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1 运输不同物料的车辆

物 料 种 类 适宜选用车型

焦炭、煤等大宗轻型散状物料 大容积自卸汽车

废钢、铁矿石等大宗重型散状物料 重型自卸汽车

石灰、水泥等粉状物料 吸引压送式槽(罐)车或类似车

设备、钢锭、钢坯等笨重物料 重型平板汽车或重型载重汽车

热钢渣、热生铁块等高温物料 厚壁钢板车厢重型自卸汽车、翻斗车或罐车

长钢管等超长物料 活络平板7m以上半挂或全挂车

油、酸类液体物料 槽(罐)车

淤泥、废油水、酚水 后倾式自动吸人排出真空罐车

铁水、液态金属渣 铁水罐专用汽车、渣罐专用汽车

热轧、冷轧切头、切尾等 吊斗车

冷、热轧板卷运输量大时 框架车

13.5.2 钢铁厂汽车数量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第 C.6节中

的有关规定。

”.6 道路养护维修设备

13.6.1 钢铁厂道路的养护维修工作宜委托给社会道路养护部门

完成，委托后厂内不应再配置养护设备。

13.6.2 对于自行完成道路养护维修工作的钢铁厂，道路养护维

修设备的配备可按表13.6.2的规定配备。

                  表13.6.2 道路养护维修设备的配备

路 面 类 型

水泥混凝土

              需配备的设备类别和设备名称

  搬运设备、压夯设备(其中打夯机，仅当填方或软弱地基地
段较多，且压路机滚压不能达到压实度要求时予以配备)、破
碎及搅拌(拌和)设备(其中碎石机仅当较多石料、渣料不能
符合规格要求时予以配备)、移动式空压机、扫雪机(配备于
寒冷地区)、洒水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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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3.6.2

路 面类 型 需配备的设备类别和设备名称

沥青混凝土
  除一般不配备搅拌(拌和)设备外，其余同水泥混凝土路面

所配的设备，必要时可配备洒布(油)设备

  热拌及冷拌沥青
混合料、沥青贯人碎
(砾)石、沥青或灰土

    表面处治

  除需配备洒布(油)设备外，其余均同沥青混凝土路面配备
的设备

整齐块石、

半整齐块石

  除破碎、搅拌(拌和)设备、洒布(油)设备不配备外，其余均
同水泥混凝土路面

泥结及级配碎(砾)石、

  工业炉渣及其他
        改善土

  除搅拌(拌和)设备、洒布(油)设备一般不配备外，其余均
同水泥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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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 路 运输

14.0.1 对需要建设专用港区的钢铁企业，在厂址选择时，应同时

进行港址选择。

14.0.2 港口的能力应满足钢铁企业的需要。分期建设的港口应

以近期为主，远近结合，尽快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扩建、改建工程

应充分、合理地利用已有设施。

14.0.3 港口布置应避免多占和早占土地，有条件时，可结合码头

工程建设的需要进行吹填造地、填海造地。

14.0.4 港口布置应充分注意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矿石(粉)、煤

及材料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码头宜布置在厂区和居住区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14.0.5 港址应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在不良地质条件的地区建

港应进行技术论证。

14.0。6 钢铁企业专用码头及码头陆域的总图运输设计应与钢铁

企业的总图运输设计相协调。

14.0.7 钢铁厂的原、燃料和辅助材料等散状料采用水运时，所运

物料的堆场应根据码头工艺与钢铁厂总图运输的要求布置在码头

附近或靠近主要用户的厂区边缘地带。

14.0.8 钢铁厂成品采用水运时，成品仓库宜靠近成品码头布置，

并应使装卸、运输设备有方便的作业条件。

14.0.9 港址选择及港口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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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 运输

15.1 一 般 规 定

15.1.1 运输线路设计应充分利用地形，并应力求使线路短捷、顺

直。

15.1.2 运输线路应避免穿越城镇居住区，并应尽量减少与河流、

铁路和道路交叉;必须交叉时，交角宜为直角或大于60“角。

巧.1.3 当需新建跨越河流的管桥时，通航或流筏河流的航行水

位和桥下净空要求应与有关部门商定。跨越不通航和不流筏河流

的管桥下净空高度应符合表15.1.3的规定。

                    表15.1.3 管桥下净空高度(m)

管桥的部位 高出计算水位 高出最高流水面

梁底 0.50 0‘75

支承垫石顶面 0.25 0.50

拱脚 0.25 0.25

    注:无绞拱桥的拱脚可被计算水位淹没，但不宜超过拱圈矢高的2/3，拱顶底面至

        计算水位的净高不得小于1.om。

15.1.4 沿索道、带式输送机和管、槽运输线路应设置供维修及检

查所需的道路，各转运站及转角点处应有道路相通。

15.2 索道 运 输

15.2.1

15。2.2

定:

      1

      2

索道的运输能力应按每小时单方向运输量计算。

货箱装料宽度与运输物料最大块度之比应符合下列规

当采用回转式装料机时不应小于8。

当采用重力装载闸门或其他非振动给料设备时不应小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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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采用振动式装载设备时不应小于2.5。

15.2.3 索道纵断面应力求平顺。索道的最大爬坡能力应根据计

算确定，并不宜超过下列标准:

    1 四连杆式单线索道的最大爬坡能力不宜大于70%。

    2 鞍座式单线索道的最大爬坡能力不宜大于40%。

    3 水平牵引式双线索道的最大爬坡能力不宜大于50%。

    4 下部牵引式双线索道的最大爬坡能力不宜大于45%。

15.2.4 索道装载站和卸载站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利于其他运输方式在索道前后衔接。

    2 应使索道具有合理的平面和纵断面。

    3 站房及其周围地形宜平坦，且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

    4 应使供电、供水、交通、施工及维修条件方便。

    5 客运索道站房应设在人流集散方便处。

巧.2.5 索道跨越地面设施及与架空电力线等管线立交时的安全

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141和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352中的有关规定。

15.3 带式输送机运输

15.3.1 运输量大且运输距离长的运输宜采用钢绳芯带带式输送

机。厂内相邻车间之间的短距离运输可采用钢绳或普通胶带带式

输送机。

15.3.2 带式输送机的提升角度应根据所运物料品种、块度等条

件选取。

15.3.3 厂内的带式输送机运输线路宜沿道路两侧或平行于主要

建筑物轴线布置，并应避免横穿场地。

15.3.4 采矿场内的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必须与开采工艺相协调，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布置在非工作帮或端帮;当经技术经济比较有利时，亦

可布置在临时非工作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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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宜优先布置在露天边帮上;当经技术经济比较有利时，亦

可布置在斜井内。

    3 露天矿台阶之间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当台阶边坡角不大于带式输送机允许最大提升角时，带

        式输送机的提升角宜与露天矿边坡角一致，平面轴线宜

        与台阶正交布置。

      2)当台阶边坡角大于带式输送机允许最大提升角时，带式

        输送机可以最大提升角与台阶呈斜交布置或折线布

          置。

    4 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应与破碎站的位置统一考虑。

15.4 卷 扬 运 输

15.4.1 当具备下列条件时，可选用重力卷扬运输:

    1 采矿场工作面单一，卷扬上、下车场较固定。

    2 年运输量在30万t以内，矿车容积不大于1.2m3，且需重

车下放。

    3 有可利用的“上陡下缓”的地形坡度，可取25“一6“。

15.4.2 动力卷扬运输的牵引方式可按表 15.4.2所列的动力卷

扬运输的牵引方式选取条件选取。

              表15.4.2 动力卷扬运输的牵引方式选取条件

牵引

方 式

选 取 条 件

允许连接工作面数(个) 卷道纵坡(。) 卷道平面 轨距(mm)

单钩 多个 见表 15.4.3 直线 不限

双钩 一个 见表巧.4.3 直线 不限

无极绳 多个
下绳式<巧
上绳式<22

R>4Om

a> 60。
600

注:表中R、a分别表示无极绳卷道的最小平曲线半径和最小偏角。

15.4.3 动力卷扬运输提升容器可按表 15.4.3所列的各种提升

容器的适用条件选取。



表 巧.4.3 各种提升容器的适用条件

提 升容 器 卷道最大纵坡(。) 矿石块度(mm)

串车 25(28) < 350

台车 30(45) < 350

箕斗 30(45) < 1200

    注:困难时，可选用括号内数字。

巧.4.4 双钩卷道两线路中心间距不得小于提升容器的最大宽度

加0.7m0

15.4.5 除箕斗的卸载仓外，在斜坡卷道的下部延长线上不应设

置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必须设置时，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15.4.6 串车甩车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站线的纵坡应有利于摘挂车辆自溜，并不宜小于 10%。。

    2 摘、挂钩处之间的高差不宜超过lm。

    3 甩车道与主斜坡道的衔接道岔宜选用4号或 5号，甩车道

的分车道岔宜选用4号。

    4 甩车道的圆曲线及竖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15.4.6的规定，

并应大于矿车轴距的10倍。

              表15.4.6 甩车道圆曲线、竖曲线半径《m)

曲 线 类 别 适 用 条件 半 径

圆曲线
一般运输线路
主要运输线路

12~ 15

15~ 20

竖曲线
一般运输线路
主要运输线路

15~ 20

20~30

15.4.7 卷道各车场的停车线(不包括溜行线段)的有效长度，机

车取送车辆时，不得小于一个列车长加一台机车长的长度;其他方

式取送车辆时，不得小于卷扬三次提升的车辆长度之和。

15.4.8 箕斗和向箕斗装载的定量漏斗的容量应与汽车或列车装

载量互成整数倍数。

15.4.9 汽车卸矿栈桥的宽度应与生产干线行车道的宽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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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桥两侧非卸矿处应设置护栏。汽车的调车场地宜布置在栈桥的

一端或两端。

    列车卸矿栈桥的设置可按本规范第15.5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15.4.10 直接与采矿各工作水平连接的卸矿栈桥桥台以下的结

构宜为可拆移式。

15.4.11 卷道轨道类型应符合表15.4.n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表 15.4.n 卷道轨道类型

名称 单位
行驶车辆的轴重(t)

1 2 5 l0 l5 20 25 30

钢轨 kg/m ll l5 l8 24 33 38 43 50

轨枕 根/km 1440 1600

    注:33kg/m、38kg/m钢轨缺乏时，可用43kg/m钢轨代替。

    1 行驶车辆的轴重大于30t时，应通过轨道应力验算确定轨

道类型。

    2 轨枕断面尺寸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

设计规范》YB 9065或现行国家标准《冶金露天矿准轨铁路设计规

范》GB 50501中的有关规定确定。

    3 运人卷道、小型卷道和临时性卷道宜选用木质轨枕，服务

年限长的卷道宜采用钢筋混凝土轨枕。

    4 道床厚度应根据路基渗水状况确定，一般宜取 15cm一

25cm。

    5 轨道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爬行，一般宜采用固定钢轨法防

止爬行。

    6 纵坡大于30。卷道的轨道类型应特殊设计。

15.4.12 卷道道床和路基的横断面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冶金露天

矿准轨铁路设计规范》GB 50512或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

窄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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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肩宜做成与轨面等高的台阶，台阶宽度不得小于0.7m。

2 当单线卷道位于路堑中时，路堑一侧应留有抽换轨枕的宽

沿卷道设置的排水侧沟应铺砌加固。

在有人员上、下车线路的两侧必须设置站台，每侧站台的

3

4

宽度不得小于 1.Zm，长度应等于载人车辆总长加Zm。

15.5 溜槽、溜井运输

15.5.1 采矿场内采用汽车运输时，溜槽、溜井的位置宜设置在采

矿场内接近矿(岩)石重心的位置。

15.5.2 溜槽、溜井的倾角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溜槽斜倾角宜为45“一48“。

    2 竖溜井倾角应为90“，斜溜井倾角宜为600一700。

15.5.3 溜槽、溜井的下口标高和平面位置应根据以下原则经比

较确定:

    1 应有利于下段运输方式的合理衔接。

    2 应使平铜和斜井的开拓工程量小。

    3 应有利于平铜通风、排水和铜口防洪。

15.5.4 位于采矿场外的溜槽、溜井应设置永久性卸载平台，位于

采矿场内的溜槽、溜井宜设置临时性卸载平台。

15.5.5 汽车卸载平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汽车用永久性卸载平台的外形尺寸应保证车辆能方便

调车和对位，有条件时，宜考虑一定数量的待卸车辆和事故车辆的

停放位置。

    2 溜口的卸载能力应通过验算确定。

    3 永久性卸载平台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车挡，临时性

卸载平台可采用矿岩堆筑的车挡。

    4 车挡断面尺寸应根据所采用最大载重汽车的轮胎及车厢

卸载高度确定。车挡的高度不得低于轮胎直径的2/5，顶宽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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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m~1.om。

15.5.6 列车卸载设施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列车卸载平台溜口前、后线路卸车段的有效长度应各不小

于列车的长度。卸车段宜设在平直线段上，并应铺设双侧护轮轨。

    2 采用卸矿栈桥向溜槽卸矿时，应保证桥身、桥台不受矿石

的冲击和磨损。桥面的宽度应满足卸载作业和人员通行的需要。

桥面两侧非卸矿处应设置护栏。

    3 同一溜槽上有两座以上同时作业的卸矿栈桥时，应确保下

部栈桥不受上部飞石的危害。

15.5.7 各种溜口均应采取防水和排水措施。

15.5.8 在溜槽、溜井下部同一装车平碉(或装车平铜的支线)内

应只设置一组(或一个)放矿口，每组放矿口可设置一个或数个放

矿闸门。当闸门多于一个时，闸门之间的间距应与所装载的车辆

长度成整倍数。

    当装载曲轨侧卸式矿车时，应避免闸门的开向直冲卸载侧的

车帮;当采用板式给矿机放矿时，应避免侧向装车。

15.5.9 平嗣内的装车线宜设在平直段上;以放矿闸门为中心，两

侧装车段的长度应各不小于列车长度。当有两个以上闸门时，装

车段的长度应不小于两倍列车长度加两个最外侧闸门之间的距

离。

15.6 管、槽水力运输

15.6.1 管、槽水力运输所运物料粒径的上限值应根据管、槽的管

径、坡度、矿浆浓度和各种颗粒组成比例等因素确定，并应小于

100mm0

15.6.2 冰冻期较长的地区不宜采用管、槽水力运输。

15.6.3 从铁路、道路下穿过的管、槽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7.2.9条和第7.2.10条的规定。



15.7 链带及辊道运输

15.7.1 链带及辊道运输机宜避免与地下管线、沟渠交叉;当必须

交叉时，应采取措施保证相关管线的正常使用和检修要求。

15.7.2 穿越铁路、道路的链带和辊道运输机不应影响铁路、道路

必需的技术标准、结构要求和使用条件。



16 排  土 场

16.1 一 般 规 定

16.1.1 排土场设计应与矿山总体布置协调一致，应充分利用地

形条件，并应力求排土运输流向合理，运输短捷。

16.1.2 排土场堆置场地宜一次规划，分期购地。排土场总容量

应满足矿山在设计生产年限内能排弃全部岩土，并应考虑 2%一

5%的富余量。

16.1.3 排土场应进行专门的地质勘查工作。

16.1.4 剥离物排弃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剥离的表土、次生土应分运并分排堆放。

    2 有综合利用价值的矿物和暂时不能利用的低品位矿物应

按有利于今后回收的要求进行分排、分堆。

    3 含有酸性、酚类以及微量放射性物质的剥离物应根据现行

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采取特殊的排弃、处理措施。

16.1.5 排土场应根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和排土计划因地制宜

进行复垦。复垦工程应全面规划，一次设计，分期实施。

16.2 排土方式及设计要素

16.2.1 排土方式应根据矿山开拓运输方式、转排设备、岩土性

质、运输量和运输距离，并结合排土场地形、地质、气象等因素比较

后确定。各种排土方式的主要技术条件宜符合表16.2.1的要求。

表 16.2

序号  排土方式

准 轨铁 路—

电铲(推土 犁)

排土

1 各种排土方式的主要技术条件

                  主要技术条件

所排岩土水稳定性好
排土段高:电铲镇Som，推土犁镇30m
排土线有效长度)3倍列车长度



续表 16.2.1

序号 排土方式 主要技术条件

2
准轨铁路—
装载机排土

所排岩土水稳性较差
排土线有效长度一般为1倍~3倍列车长度

3
窄 轨 铁 路—

推土机排土

排土宽度簇25m
块度大于0.sm的岩石不超过1/3
排土线有效长度，一般为1倍~3倍列车长度

4
汽车— 推土机
排土

岩土受水后能确保汽车安全作业或影响作业时间较短

5
带式输送机—

排土机排土

排土场基底稳定，地形坡度不宜太大
所排岩土水稳性好
排土机下分台阶的段高小于排土机排料臂长
排土线有效长度宜为1000m~2000m

6 铲运机排土
被剥离的岩土质松层厚，含水量小于20%
铲斗容积为2.5m3~4om3，运距在loom~2000m
工作坡度:重车下坡(7“，重车上坡(50

7 水力排土
采矿场采用水力剥离
有适当的水力排土场

    注:1 水力排土场的技术条件同尾矿库;

      2 序号1、2排土方式的主要技术条件亦适用于窄轨铁路。

16.2.2 多台阶同时作业排土场的下部排土台阶应与上部排土台

阶保持足够的超前堆置宽度。排土场各台阶的终了安全平台宽度

应根据排土场段高和岩石性质计算确定。

16.2.3 铁路排土线应设备用线，备用排土线的数量应为生产线

数量的20%。当排土场为两处及以上时，每处排土场最少应有一

条备用排土线。

16.3 排 土计 划

16.3.1 排土计划应根据露天开采的岩土总量、逐年剥离量、选定

的排土方式、运排设备能力以及各排土场的有效容积进行编制。

    应根据矿山采剥进度计划，结合各排土场及各排土台阶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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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合理地分配堆置地点，并应编制年度排土进度计划。

16.3.2 编制排土计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岩土性质合理安排堆排顺序，有条件时宜采用线性规

划的方法进行岩土调运。

    2 应均衡安排岩土运输量，避免出现短期高峰，并应减少反

向运输和重车上坡运输。

    3 应充分利用排土场空间扩大堆置容积;应少占、缓占土地，

并应为尽早复垦创造条件。

16.3.3 应绘制矿山排土终了平面图。对于多台阶同时作业、地

形复杂的排土场，必要时应绘制所需年份年末堆置平面图。

16.3.4 应根据各排土台阶最终结束时间编制土地复垦规划。

16.4 排土场安全

16.4.1 排土场设计应根据排土方式要求，结合场址的地形、地

质、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及岩土性质综合分析可能产生的病害

(包括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并应提出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16.4.2 在可能发生滑坡、坍塌的排土场，应根据场址地基岩土物

理力学性质、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状况以及排土设备的使用要求等

因素选用下列安全措施:

    1 应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勘察资料验算排土场地基承载力，

并应根据验算结果合理处理排土场地基。依山而建的排土场，当

山坡坡度大于1，5时，最终境界10Om内的植被和第四系软弱层

应全部清除，并应将基底削成阶梯状。

    2 应合理安排排土顺序。

    3 应防止并消除水患。

    4 应合理确定台阶高度和最终堆置高度。

16.4.3 排土场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土场靠山坡侧边界外 sm一10m处，应根据需要设置截

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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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排土场内地面水应有组织地排至场外。场内平台应设计

成2%一3%的反向坡度，防止地面水冲刷边坡。

    3 沟谷处排土场一般应利用大块岩石填筑成sm一10m厚

的渗水层。必要时可修建涵、管等排水设施。

    4 当地下水位高或有泉水涌流时，应根据涌水量大小设置暗

沟或涵、管等排水设施。

    5 排土场内不得排放尾矿、泥浆、废水和设置洗车设施，并不

得铺设生产、生活设施的给、排水管(已经停止生产的排土场除

外)。

16.4.4 排土场设计应根据使用年限，可能产生病害条件、设备类

型及规模等因素配备必要的监测设备和仪器，建立监测系统。



附录A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A.1 机车车辆限界

A.1.1 钢铁厂铁路普通车机车车辆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GB 146.1中的有关规定。

A.1.2 钢铁厂铁路冶车车辆限界应符合图A.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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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2 冶车车辆限界(mm)

A.2 建 筑 限 界

A.2.1 钢铁厂铁路普车线建筑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准

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2中的有关规定。

A.2.2 钢铁厂冶车线建筑限界应符合图A.2.2的规定，当铁路

上通行的冶金车辆的外形尺寸超过本规范第 A.1.2条规定的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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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辆限界时，应根据该冶金车辆的实际尺寸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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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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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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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吕

A。2.3

      l

          图A.2.2 冶车线建筑限界(mm)

曲线上建筑限界加宽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曲线内侧加宽应按下式计算:

                        40500 . H
              W，=二共芳二+六兰七 ·h

                        R ’1500

曲线外侧加宽应按下式计算:

                                44000
                        W ，= =长:二
                                R

曲线内外侧加宽应按下式计算:

(A.2.3一1)

(A.2.3一2)

                  84500 . H ， ，‘ ___、
W = W I月sew ，= 一一;二一 州-二气二万丁 .h L八 .乙.J一j)

                              」( 1勺UU

      H ，一一 ，一 、.，、L~ 、，、 *一 、 。口二一一 。，_，，
q ;下不仄 ’九1且刊 用 网仪U书‘拱 夕可拙 川分月 二大1狠了已烦E牛专 以用 又U=

        IJUU

_一l h 、染、曰
La工‘j丐而尹小”开0

式中:R— 曲线半径(m);

      H— 计算点自轨面算起的高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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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mm):

      1

h— 外轨超高(mm)。

  相邻线路中心线在曲线段的距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外线超高大于内线超高时，应按下式计算:

， ， 。84500， H
。=伪十一万一一十1亏而’九差 (A.2.4一1)

2 当外线超高等于或小于内线超高时，应按下式计算:

， 。 .84500
勺= 勺1州卜一二二一一一

            找差
(A.2.4一2)

式中:51— 线路直线段线间距(mm);

      h差— 两线路超高差(mm);

    R差— 两线路曲线半径差(m)。



附录B 道路建筑限界

B。0.1

      l

道路建筑限界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符合图B.0.1的规定。

      卜互卜 卜盗叫

 
 

井
士

D江

                        图B.0.1 道路建筑限界

    W一行车道宽度(m)，不含曲线段路面加宽;R一人行道宽度，可根据需要两侧

  同时设置，一侧设置或两侧均不设置;H一行车道净空高度(m)，取值见本条第3款

    规定;h一净空侧高(m)，取净空高度减 lm;E一净空顶角宽度(m)，路面宽度

      小于4.sm，在4.sm一gm之间，大于gm时，分别取0.sm，0.75m，1.sm;

    y一路缘高度(m)，取0.25m;A一设置分隔设施(包括下承式桥梁结构、绿化带)

          所需要的宽度(m)，可根据需要确定;C一路缘宽度(m)，取。.25m;

          L一侧向宽度(m)，取0.25m~0.50m。(当场地紧张时可不设置)

    2 单车道桥头引道、隧道引线的行车道宽度不得小于3.sm。

桥上路面净宽、隧道内道路净宽不得小于4.sm。

    3 行车道净空高度应按行驶车辆装载物料后的最大高度另

加0.sm~1.om的安全间距，并不得小于sm。当有足够依据能

确保安全通行时，净空高度可小于sm，但不得小于4.sm。安全间

距的取值范围应根据行驶车辆的悬挂装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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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有 关计 算

C.1 技术经济指标计算

C.1.1 总图运输设计矿山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宜符合表C.1.1一1

规定的内容，钢铁厂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宜符合表C.1.1一2规定的

内容。设计中应按设计阶段选取相应的指标作为分析和论证方案

技术经济合理性的依据。

                  表C.1 .1一1 矿山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指标类别 单位 数量 备注

l 用地面积 hmZ 必要时分类列出

2 单位产量用地面积 mZ/t

3 建筑物、构筑物及堆场面积 万 mZ

4 建筑系数 % 必要时分类列出

5 土石方工程量 万 m3
  分别列出土方、

石方及挖方、填方数量

6 单位面积土石方工程量 m3/mZ

7

铁路长度 km

厂外铁路长度 km

厂内铁路长度 km

8

道路长度 km

厂外道路长度 km

厂内道路长度 km

9

铁路运输量 万 t/年

外部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 t/年

内部运输 万 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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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1 .1一1

序号 指标类别 单位 数量 备注

l0

水路运输量 万 t/年

外部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 t/年

l1

道路运输量 万 t/年

外部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 t/年

内部运输 万 t/年

12

铁路运输设备

机车 台 注明类型及规格

车辆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13

道路运输设备

载重汽车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装卸机械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14 机车综合效率 t/(台·年) 或万t·km/(台 ·年)

l5 汽车综合效率 t/(台·年) 或万t.km/(台。年)

16 排土设备效率 m“/(台·年) 万 m3/(台 ·年)

l7

场地绿化

绿化用地面积 万 mZ

绿化用地率或绿化覆盖率 %

l8
运输、排土、绿化、
警卫、消防人员

人 分别列出

序号

          表 C.1.1一2

        指标名称

          用地面积

    单位产量用地面积

建筑物、构筑物及堆场面积

        建筑系数

钢铁厂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单位

  万 mZ

mZ八钢

万 mZ

  %

数量        备注

列出总量及分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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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1.1一2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5 土石方工程量 万m3
  分别列出土方、

石方及挖方、填方数量
6 单位面积土石方工程量 m3/mZ

7

铁路长度 km

厂外铁路长度 km

厂内铁路长度 km

8

道路长度 km

厂外道路长度 km

厂内道路长度 km

9

铁路运输量 万 t/年

厂外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t/年

厂内运输 万 t/年

l0

水路运输量 万 t/年

厂外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 t/年

1l

道路运输量 万 t/年

厂外到达 万 t/年

发往厂外 万 t/年

厂内运输 万 t/年

l2

铁路运输设备

机车 台 注明类型及规格

车辆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13

道路运输设备

载重汽车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装卸设备 辆 注明类型及规格

l4

场地绿化

绿化用地面积 万 mZ

绿化用地率或绿化覆盖率 %

l5 运输、绿化、警卫、消防人员 人 分别列出

16 总图运输建设费用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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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分期建设钢铁企业的总图运输设计应分别列出初期工程

及以后各期工程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扩建、改建工程还应分别

列出企业扩建、改建前和扩建、改建后的技术经济指标。

C.1.3 矿山用地面积的计算应包括采矿设计确定的有用矿物赋

存地区的面积及工业场地、运输线路等所用的国有矿产地和补征

的土地面积 。

C.1 .4 厂区用地面积应以厂区实际用地范围线或厂区围墙中心

线为界进行计算。

C.1.5 建筑物、构筑物用地面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建筑物、构筑物的用地面积应以建筑物、构筑物的外

围行列线为界进行计算。既有建筑物、构筑物的用地面积可以建

筑物、构筑物外墙的外壁为界进行计算。

    2 密集布置的热风炉区、煤气净化区、高炉煤气余压透平

发电(TRT)工艺装置区等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用地面积可

以区域外围线为界进行计算。

    3 未标注行列线尺寸的设计水池类构筑物的用地面积可以

构筑物外墙的内壁为界进行计算。

    4 固定堆场和露天作业场地的用地面积应按实际使用的堆

场和作业场地面积计算。

C.1.6 建筑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建筑物、构筑物 .固定堆场 .露天作业
                          _ ._ ，_ 州卜 一 ，._ 一一 月一 ，_ .。一 ，一

* * 二‘ _ 用 地 回积       用地 回积   物 地 回积 \/ In八。/
夕毛 习飞尔 女又一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产二万井石于不万石三于石产— 八 IUU/0

                                          户 】叠.川」J几匕四 门岁飞

                                                                (C.1.6)

C.1.7 土石方工程量应包括整平场地的土方和石方工程量。

C.1.8 绿化用地面积应包括用于栽植树木、草坪、绿篱、厂内苗

圃以及建造花坛、花架、水池等建筑小品的用地面积的总和，但不

应包括防护林带用地面积。

C.1.9 绿化覆盖面积的计算应包括树木、草坪、绿篱、苗圃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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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树冠在垂直方向的投影面积，建筑物、构筑物屋顶绿化面

积，攀缘植物在水平方向的投影面积以及建筑小品面积的总

和 。

C.1.10 绿化用地率应按下式计算:

绿化用地率一耀寨糯聂只‘00% (C.1.10)

C.1.11 绿化覆盖率应按下式计算:

绿化覆盖率一择告霭矗鲁袭又‘00% (C.1.11)

C.2 铁路通过能力、利用率及装卸能力计算

C.2。1

      1

双线区间通过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采用电话或半自动闭塞时，应按下式计算:

      1440
IV= —

      t行十r
(C.2.1一1)

2 当采用自动闭塞时，应按下式计算:

                    N一里些些卫
                                          t区

式中:N— 区间通过能力(对/d);

(C.2.1一2)

:— 准备进路及开通信号时间(min)。当采用电气集中

    时取。.3min，当采用人工扳道时取2.Omin;

端— 列车在区间运行时间(min);

坛— 自动闭塞区段列车间隔时间(min)。

C.2。2

      1

单线区间通过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两站均为直通式会让站时，应按下式计算:

1440

tl+t:+rl+劝
(C.2.2一1)

2 当两站均为无平行进路的尽头式折返站时，应按下式计

算

1440

tl+t:+Zrl+rZ十r3
(C.2.2一2)



3 当两站均为有平行进路的尽头式折返站时，应按下式计

算

1440

tl+t:+Zr，+rZ
(C.2.2一3)

式中:tl、tZ— 上、下行列车在区间的运行时间(min);

        :;— 会车间隔时间(min);

        :2— 不同时发车间隔时间(min);

        r3— 不同时接车间隔时间(min)。

C.2.3 车站咽喉道岔的总占用时间及利用率应按以下公式计

算。咽喉道岔利用率不应大于1，当计算的咽喉道岔利用率大

于1时，应改善作业条件或车站咽喉布置，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咽喉道岔的总占用时间应按下式计算:

        T=n接娘十n发坛+n机振+艺场+习场+艺细

                                                            (C.2.3一1)

式中: T— 咽喉道岔的总占用时间(min);

雌、奴、n机— 分别为到达列车、发出列车、单机运行占用咽喉道

              岔次数(次);

  维、坛、板— 分别为到达列车、发出列车、单机运行平均一次占

              用咽喉道岔的时间(min);

      习物— 调车作业占用咽喉道岔的总时间(不包括固定作

              业中的调车作业)( min);

      名场— 由于列车、调车车列或机车占用与咽喉道岔相敌

              对进路上的其他道岔，而必须完全停止使用该咽

              喉道岔的总时间(min);

      习伽— 固定作业占用咽喉道岔的总时间(min)。

    2 车站咽喉道岔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K明
T一习T固

1440畅一艺T固
(C.2.3一2)



式中:K。— 咽喉道岔利用率(%);

        T— 咽喉道岔的总占用时间(min);

习T固— 固定作业占用咽喉道岔的总时间(min);

  k。— 咽喉道岔最大利用率，作业复杂的车站可采用

              0.60~0.70，作业单纯的车站可采用0.75。

C.2.4 到发线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名N ·t
」、列 公 = 丁~尸丁厂-一一一丁一-‘一一 气于布下获一

  一“‘ 工44Um ’左到发一 乙 1固
(C.2，4)

式中:K到发— 到发线利用率(%);

        N— 到发线办理某种列车或单机作业的次数(次);

          t— 办理一次某种列车或单机作业占用到发线的时间

                  (min);

        m— 到发线数量(一般不包括正线及走行线，当正线兼

              列车到发时，方计人内)(股);

      艺T固— 办理与列车基本作业无关的固定作业占用到发线

              的总时间(min);

      k到发— 到发线最大利用率，新建厂一般取0.75;改建、扩

              建厂取0.85。

C.2.5 牵出线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T一艺t二
八 畜 = 了-丁:气丁丁----一下宁-~

  于 上44U龙牵一 乙t固
(C.2，5)

式中:K牵— 牵出线利用率(%);
        T— 牵出线作业实际总占用的时间(包括由于其他作业

              而必须停止占用牵出线的时间)( min);

    艺tle— 固定作业占用牵出线的总时间(min);

      k牵— 牵出线最大利用率，一般取0.80一0.85。

C.2.6 卸车线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 6OT ·K 。
叼班= 一丫一一下一罗一川尸下一n行

        ni卸门-1调 一ri等

(C.2.6)



式中:Q班— 卸车线能力(t/班);

        T— 卸车线班有效工作时间(h/班);

        K— 卸车线工作系数，一般取0.7~0.9;

        n— 列车牵引的矿车数(辆);

        G— 矿车有效载重量(0;

      枷— 每辆矿车的卸车时间(min);

      缅— 列车调车时间(min);

      褥— 列车等待时间(min)，一般取3min。

C.2.7 电铲装车线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Q班
        60T ·K 。
= — ntr

  nt装十t移十t人十t等
(C.2.7)

式中:Q班— 电铲装车线能力(t/班);

        T— 装车线班工作时间(h/班);

      K— 装车线班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6一0.8;

        n— 列车牵引的矿车数(辆);

        G— 矿车有效载重量(t);

      镶— 每辆矿车的装车时间(min);

      铸— 装车移位时间(min);

      t人— 列车人换时间(min);

      杨— 列车的等待时间(min)。

C.2.8 矿仓或溜井装车线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Q班
6OT ·K

nG (C.2.8)
兰二 上 /竺 _ 1、二 本 ，

而‘装 ’“m 止产“移 ‘“人

式中:Q班— 矿仓或溜井装车线能力(t/班);

        丁— 溜口装车班工作时间(h/班);

        K— 溜口装车工作系数，一般取0.7~0.9;

        n— 列车牵引的矿车数(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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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同时使用的闸门数(个);

味— 一个闸门装一个车的时间(min);

t移— 移位时间(min);

奴— 列车人换时间(min)。

C.3 站场线路数量计算

C.3.1 到发线数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到达无改编列车、到达解体列车、编组出发列车每列占用

到发线的时间(min)应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气改=镶+铸+铁 (C.3.1一1)

                    振体=镶十t捧+铸 (c.3.1一2)

                    场发=晦+礴+奴 (C.3.1一3)
式中: 攘— 接车作业占用到发线的时间(min)，自开始准备接

              车进路时起，至列车进人到发线警冲标内方停车

                时止;

        伙— 发车作业占用到发线的时间(min)，自准备发车进

                路时起，至列车离去该到发线时止;

        镶— 解体转线作业占用到发线的时间(min)，到达解体

              列车自准备向牵出线转线进路时起(当调车进路

              事先准备时，可自到发线向牵出线转线启动时

              起)，至列车调到牵出线时止;

        晦— 编组转线作业占用到发线的时间(min)，编组
              出发列车自准备由牵出线向到发线的转线进

              路时起，至整个列车在到发线警冲标内方停车

                时止;

  铸、:裕、t侮— 分别为根据技术作业过程中规定的到达无改编列

              车、到达解体列车、编组出发列车在到发线上各自

              的停留时间(min)。

    2 到发线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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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Nt.，.
m到发=五丽五十以一乙)

N无改气改+N解体场体+⋯
144Oa

士‘丛旦竺兰+(1一2)

                                                            (C.3.1一4)

式中: m到发— 到发线数量(股);

N无改、N解体、N编发— 分别为昼夜到达无改编列车、到达解体列

                    车、编组出发列车的列车数(列);

              a— 时间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取0.70一0.75;

          (1一2)— 正线及走行线数量(股)，大型编组站到发场

                    取2股，正线、走行线各 1股;一般车站取 1

                    股，正线兼走行线;

    阮改、场休、场发— 分别为到达无改编列车、到达解体列车、编

                    组出发列车每列占用到发线的时间( min)。

C.3.2 调车场股道数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编组一列出发列车平均占用调车线的时间应按下式计

算:

                      缅=镶+妞+镶 (C.3.2一1)

式中:缅— 编组一列出发列车平均占用调车线的时间(min);

      操— 平均集结一列出发列车的时间(min);

      峨— 编组出发列车技术作业时间(min);

      帐— 发车作业时间(min)。

    2 一个方向调车线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_N调缅
”2调 一 下，石不丁

                1 任 任 U 以

(C.3.2一2)

式中:m调— 一个方向调车线数量(股);

        a— 时间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取0.6一0.7;

      N调— 一个方向编组出发列车数(列);

      缅— 编组一列出发列车平均占用调车线的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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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车场股道总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M调=艺m调+(1~2) (C.3.2一3)

式中:M调— 调车场股道总数量(股);

      m调— 一个方向调车线数量(股);

    (l~2)— 走行线数量(股)，一般调车场取1股，大型调车场

                取 2股。

C.3.3 牵出线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__一里丝崖卫~
‘’一军 1440梅一艺T固

(C.3.3)

式中:M牵— 牵出线数量(股);

      N牵— 各种作业占用牵出线次数(次);

      峰— 一次作业占用牵出线的时间(min);

      k牵— 牵出线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80一0.85;

    习T固— 机车整备及交接班等固定作业时间(min)，一般一

            台机车作业时，取180min。

C.4 钢铁厂机车和普通车数量计算

C.4.1 钢铁厂机车数量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 建设前期工作阶段计算机车数量可按以下概略计算公式

计算:

N一旦曝瓷些x(1+K) (C.4.1一1)

式中:N机— 在籍机车数量(台);

        a— 运输不均衡系数，按表C.4.1一1选取;

  K— 机车检修备用系数，一般取0.20一0.25;

Q年— 厂内铁路总运输量(万t/年);

儿— 机车台日牵引量「t/(台·d)〕，按表C.4 .1一2选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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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1一1 运输不均衡系数

生产规模(万t钢/年) 厂内运输 厂外运输

> 500 1.10~ 1.15 1.15~1.20

100~ 500 1.10~ 1.15 1.15~ 1.25

< 100 1.10~ 1.20 1.15~ 1.30

表C.4.1一2 机车台日牵引量

总运输量(Q年)(万 t/年) 机车台日牵引量(q台)[t/(台·d)]

< 500 1500~ 2200

500~ 1500 2200~ 2700

1500~ 3500 2700~3100

> 3500 3100~3500

2 初步设计阶段计算机车数量应按以下直接计算公式计算:

  1)普车调车作业机车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调
艺T调十t停

1440a一T固一T妨
(C.4.1一2)

式中:N调— 普车调车作业机车数量(台);

    艺T调— 车站或作业区内总的调车作业时间(min);

      杨— 机车在车站或作业区外的停留时间(min);

        a— 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80;

      T固— 机车整备和交接班等固定作业时间(min)，一般取

                18Omin;

      几 — 机车因敌对进路而影响调车的作业时间(min)。

      2)小运转，渣及铁水运输作业机车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运
又t

1440a一T固
(C.4.1一3)

式中:N运— 小运转，渣及铁水运输作业机车数量(台);

      名t— 小运转，渣及铁水运输作业时间(包括渣及铁水运

              输倒调和等待作业时间)(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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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80;

      T固— 机车整备和交接班等固定作业时间(min)，一般取

              180min。

      3)全厂在籍机车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机=(N调+N运+N固)(1+K机) (C.4.1一4)

式中:N机— 全厂在籍机车数量(台);

      N调— 普车调车作业机车数量(台);

      N运— 小运转，渣及铁水运输作业机车数量(台);

      N固— 全厂固定使用机车台数量(包括生产过程专用机车

              及推峰机车等)(台);

      K机— 机车检修备用系数，一般取0.20一0.25。

C.4.2 钢铁厂普通车辆数量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 建设前期工作阶段计算普通车辆数量可按以下概略计算

公式计算:

      Q普XI少·a丁周、/，，.，尸
义V主 = - 一一-二下下，，-一 入 又leslwe八 布 )      的匆净 - (C.4.2一1)

式中:N车— 在籍普通车辆数量(辆);

      Q普— 厂内普通车总运输量(万t/年);

        a— 运输不均衡系数，按本规范表C.4.1一1选取;

      伟— 车辆周转时间，为车辆在厂内作业周转时间的平均

              值(d);

      咖— 厂内普通车辆净载重，取全厂普通车辆的平均净载

                重(t);

      K车— 普通车辆检修备用系数，一般取0.15~0.20。

    2 初步设计阶段计算普通车辆数量应按以下直接计算公式

计算:

      1)某一货物的每日运输量应按下式计算:

一 Qo X 1 04
Q日= ‘二一下万厂

                    jOO
(C.4.2一2)



2)车辆净载重应按下式计算:

                  q净=月·q标 (C.4.2一3)

3)车辆周转时间可通过对该种货物运输线路和各环节的具

  体情况分析选取经验指标;亦可按下式计算:

      T)n =味调十镶+场+俪调+俪+气+场 (C.4.2一4)

4)某一货物运输所需普通车辆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C.4.2一5)

 
 
 
 

周
 
 

T吼
一肠 

 

-一  
 
 

n

5)在籍普通车辆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车=习n(1+K车) (C.4.2一6)

式中:Q日— 某一货物的每日运输量(t/d);

      q净— 车辆净载重(t);

  踢 — 车辆周转时间(d);

    n— 某一货物运输所需普通车辆数量(辆);

  N车— 在籍普通车辆数量(辆);

  Q普— 某一货物厂内普通车总运输量(万t/年);

    a— 运输不均衡系数，按本规范表C.4.1一1选取;

    户一-车辆载重利用系数，按表C.4.2选取;

    q标— 普通车标记载重量(t);

  味调— 送去空车时的调车时间和装车后的待调及调车时

          间(d);

    仪— 装车时间(d);

    偏— 过磅时间(d);

  俪调— 送去重车时的调车时间和卸车后的待调及调车时

            间(d);

    俪— 卸车时间(d);

    榷— 走行时间(d);

    细— 在站(包括装车站、卸车站)作业和通过车站的时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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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2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

货物 种类
车 辆 类 型

平车 敞车 自翻车 棚车 罐车 底开门车

煤 1.0 0.9

矿石、冷烧结矿 1.0 1.0② 1.0

石灰石 1.0 0.7 1.0

焦炭 0.6 0.6

耐火材料 0.7① 1.0

钢锭、废钢、钢材 1，0 1。0

生铁块 1.0山 1.0

液体货物 0.9

工业垃圾、冶金渣 1.0 0.7

水渣 0.7

均热炉渣、煤气灰、铁皮 1.0 0。8③ 1.0口

精矿粉 1.0 0.8

萤石、矾土、镁砂 1.0 0.9

石灰 0.8 0.9④

铁合金 1。0

注:① 为集装箱运输时的利用系数;

指矿石类货物;

装运铁皮时为1.。;

是指石灰棚车运输;

是指装运煤气灰。

②

③

④

⑤

C.5 矿山道路运输有关计算

C.5。1

      1

矿山道路双车道单向通过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同一方向上前、后汽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应按下式计算:

_ Vt . K俨
怂公 = 二，一二十 又下二丁下了，一-下，二二尸-不一下万-卜石停

      d·b 乙勺似 妞 十w阻土2夕
(C.5.1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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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车道单向通过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1000V ·K:·KZ

S停
(C.5.1一2)

式中:5停— 同一方向上前、后汽车之间的安全距离(m);

        N— 双车道单向通过能力(辆/h);

        V— 汽车运行速度(km/h);

        t— 司机观察反应时间(5)，采用1.55一2.05;

      K— 制动使用系数，采用1.3一1.4;

      恤— 车轮与路面间的纵向摩擦系数;
    w阻— 滚动阻力系数;

        1— 道路纵坡度，上坡为正值，下坡为负值;

      L停— 停车安全距离(m)，一般采用sm;

      KI— 行车不均衡系数，按表C.5.1选取;

      KZ— 考虑会车、交叉口等因素的折减系数，采用 0.34一

                0.38。

                        表 C.5.1 行车不均衡系数

电铲数量

  (台)
1 2 3 5 7 10 l5

Kl 1.00 0.75 0.67 0。60 0.58 0.55 0.52

C.5.2 汽车台班运输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1 汽车周转时间应按下式计算:

                    T=操+枪+物+枷停

式中:T— 汽车周转时间(min);

      攘— 电铲装载一辆汽车的时间(min);

      枪— 汽车往返运行时间(min);

      枷— 汽车卸车时间(min);

    缅停— 汽车调头及停留时间(min)。

    2 汽车台班运输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C.5.2一1)

_落soQ扒时
        T

(C.5.2一2)



式中:A— 汽车台班运输能力(t/台班);

      T— 汽车周转时间(min);

    Q效— 汽车有效装载量(t);

    K时— 工作时间利用系数，按表C.5.2选取。
                      表 C.5.2 工作时间利用系数

每日工作班数 一 班 二 班 三 班

K时 0.90 0.85 0.75

C.5.3 汽车有效载重量、装载有效容积及汽车箱斗额定容积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汽车有效载重量应按下式计算:

Q效
N ·E·y·K满

K松
(C.5.3一1)

2 汽车装载有效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V效
Q效K松

    y
(C.5.3一2)

3 汽车箱斗额定容积应按下式确定:

                        V)V效 (C.5.3一3)

式中:Q效— 汽车有效载重量(t);

      V效— 汽车装载有效容积(m3);

        V— 汽车箱斗额定容积(m3);

        N— 装载铲斗数(斗)，允许以0.5为单位计算;

        E— 电铲铲斗标准容积(m3);

        y— 矿岩单位体积质量(t/m“);

      K满— 电铲铲斗装满系数，一般采用0.85;

      K松— 矿岩松散系数。

C.5.4 汽车平均运行速度应按下式计算:

V均
V重V空

V重+月(V空一V重)
(C.5.4)



式中:V均— 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V二— 汽车重车方向运行速度(km/h);

      V空— 汽车空车方向运行速度(km/h);

        召一一行程利用系数。

C.5.5 汽车数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当计算结果的小数位大于

0.3时可取整为一台汽车;当小于0.3台时可舍去，但应调整作业

参数:

    1 汽车出车率应按下式计算:

K出
L大

L大+C班.L班·B
(C.5.5一1)

式中:K出— 汽车出车率;

      L大— 汽车大修里程(km);

      L班— 汽车每班平均走行里程(km);

C班— 每日工作班数(班);

B— 大修周期中汽车保修工日及其他停驶工作日之和

        (d)。

汽车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N=丁;-
      七日

QK均

·C班。A·K出
(C.5.5一2)

式中:N— 汽车数量(台);

      Q— 露天矿矿岩年运输量(t/年);

    K均— 运输不均衡系数，一般取1.02一1.10(生产规模大、

            运输条件好时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C日— 年工作日数(d);

    C班— 日工作班数(班);

      A— 汽车台班运输能力(t/台班);

    K出— 汽车出车率。
C.5.6 露天矿山道路运输距离的计算，建设前期宜采用矿(岩)

体重心加权平均法，初步设计宜采用逐年加权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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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钢铁厂汽车数量计算

C.6.1 建设前期工作阶段计算汽车数量可在按下列概略计算公

式计算出在册汽车载重总车吨位后，再根据所配车型的载重量计

算出所需的汽车数量:

    1 当已知平均车吨产量指标时，应按下式计算:

Q。L

  q

(C.6.1一1)

式中:A— 在册汽车载重总车吨位(车吨);

      Qa— 汽车年运输量(t/年);

      L— 装卸点间平均运输距离(km);

      q— 平均车吨产量指标[t·km/(车吨·年)〕，当厂区汽

          车运输为一班制作业时，取10000t·km/(车吨·

            年)~1500ot·km/(车吨 ·年)。

    2 当已知平均车吨运输量指标时，应按下式计算:

    Qa
八=一下 (C.6.1一2)

                                                  q

式中:Qa— 汽车年运输量(t/年);

      丫— 平均车吨运输量指标[t/(车吨·年)]。当厂区汽车
            平均运输距离skm左右，且采用一班制作业时，取

            2000t/(车吨 ·年)一3000t/(车吨·年)。

C.6.2 初步设计阶段计算汽车数量应按以下直接计算公式计

算:

    1 汽车周转时间应按下式计算:

T周
ZL .t:+t，+t，
二代二月-----二气丁----
V  bU

(C.6.2一1)

式中:T周— 汽车周转时间(h);

        L— 装卸点间平均运输距离(km);

        V— 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按表C.6.2一1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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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装车时间(min);

tZ— 卸车时间(min);

t3— 调车(包括等待和转头)及称量时间(min)，一般取

        10min~20min。

        表 C.6.2一1 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厂外公路 厂内道路

高速公路 二级公路
四 级

公路

主干

道

次干道、

  支道

120 100 80 100 80 60 80 60 40 40 30 20 20 15~ 20

2 每辆汽车日周转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m ·T·KS
n=一一下万甲一一

                诬 周

(C.6.2一2)

式中:n— 每辆汽车日周转次数(次);

      m— 工作班制(班)，一般为一班，直接为主体车间运输原、

            燃料及成品的有两班或三班;

      T— 台班工作时间(h)，一般为sh;

    偏— 车辆周转时间(h);

    KS— 台班时间利用系数，按表C.6.2一2选取。

                      表 C.6.2一2 台班时间利用系数

每日工作班制 台班时间利用系数(Ks) 班实际工作时间(h)

0.88 7.0

0.86 6。8

0。84 6。6

注:吃饭休息lh，交接班每次0.Zh。

3 在册汽车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Qa .K:.K:.K3

358P .K;·n
(C.6.2一3)

式中:N— 在册汽车数量(辆);

    Q。— 年运输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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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运输不均衡系数，一般为1.1~1.2。铁水(或液体金

        属渣)运输不均衡系数 K，=一次最大出铁水量(或

        液体金属渣量)/平均一次出铁水量(或液体金属出

        渣量);

KZ— 车辆备用系数，一般为1.1一1.2;

K3— 车辆检修系数，汽油车为1.10，柴油车为1.15;

K。—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按表C.6.2一3选取;

358— 采用二班制时的车年工作天数。当采用三班、一班

        制作业时，车年工作天数分别为365天、306天;

  尸— 汽车载重量(t)，按选用车型确定;

  n— 每辆汽车日周转次数(次)。

              表C.6.2一3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

物 料 名 称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K;

煤 1 0~ 0.9

矿石、石灰石、冷烧结矿 1.0

焦炭、圆木 0.6

耐火材料、水渣、木板材 0.7

工业垃圾、冶金渣、高炉煤气灰 0.9~ 1.0

钢锭、废钢、生铁块、钢渣、钢材 1.0



附录 D 货物运输(周转)量表

D.0.1 在初步设计阶段，厂外铁路货物运输量宜按表 D.0.1规

定的内容编制。人厂运输和出厂运输应分别编制。

                  表D.0.1 厂外铁路货物运输量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装货地点 卸货地点
运行线路

或经由
列车种类

货物运输量

t/年
t/d(含运输
不均衡系数)

序号 车辆类型
每日车辆

  数量

每列车车辆

    数量

每日运人(或
运出)列车数量

每日往货场

送车次数
备注

D.0.2 在初步设计阶段，厂内铁路货物运输量宜按表D.0.2规

定的内容编制。

表D.0.2 厂内铁路货物运输量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装货地点 卸货地点
运行线路

或经由
列车种类

货物运输量

t/年
t/d(含运输

不均衡系数)

序号 车辆类型
每日车辆

  数量
每次送车

  数量

每日送车

  次数

车辆周转
时间(d)

需要车辆

  数量
备注

D.0.3 在初步设计阶段，厂内(或厂外)道路货物运输(周转)量

及车辆数量宜按表 D.0.3规定的内容编制。厂内运输和场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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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应分别制表。

      表D.0.3 厂内(或厂外)道路货物运输《周转)量及车辆数量表

序
号

货物

名称

装货

地 点

卸货

地点

货物运输(周转)量(q)
  运行

线路或

  经由

往返运

输距离

(km)

周转时间(min)

行车 装车 卸车万t/年
t/d(含运输
不均衡系数)

序号

周转时间
  (min) 周转

次数

车

种

  汽车

载重量
  (t)

计算

车辆

数量

载重

利用

系数

(%)

备用
系数

(%)

检修
系数

(%)

在册

车辆
数量

(辆)

调车及

称量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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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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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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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GB 146.1

《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141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352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 50029

《氧气站设计规范》GB 50030

《乙炔站设计规范》GB 50031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GB 50040

《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

《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

《地下及覆土火药炸药仓库设计安全规范》GB 50154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

《氢气站设计规范》GB 50177

《冶金露天矿准轨铁路设计规范》GB 5051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 TG D4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 TG D50

((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

((钢铁企业铁路信号设计规范》YB 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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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 50603一2010

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GB 50603一2010，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2010年7月15 日以第675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及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文规定，《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编写组按章、节、条顺

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

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

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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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说明了编制本规范的理由、基本要求和目的。

    基本要求— 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理由— 适应钢铁企业占地大、运输量大、运输种类多的特

点;

    目的— 做出技术先进适用，资源利用合理，安全、卫生、节

能、环保，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合理的设计。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在既有厂区内改建、扩建(含技术改造)项目一般用地紧张，因

此本规范中的一些规定对此类项目有所放宽。对于既有厂区周边

扩建项目，因系新区，则应按新建项目规定执行。

1.0.3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共性要求。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是贯穿整个规范的基本原则，在总平面设计、竖向设计、运输系

统设计、绿化以及管线等设计中均应遵循。

1.0.4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涉及国家颁发的防火、安全、卫

生、环保、交通运输、城市规划、节能等标准。本规范根据钢铁企业

总图运输设计的特点，选择引用了其中常用的有关规定。对于本

规范未规定的内容，应执行上述标准的有关要求。

    本规范未包含地震、湿陷性黄土、膨胀土、软土或永冻土等特

殊自然条件地区的内容，此类地区钢铁企业的总图运输设计，应执

行有关专项标准的规定。



3 厂 址 选 择

3.0.1 本条中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及国家现行规定是指:国家

发改委2005年7月公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原建设部 1991

年8月发布的《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原建设部2006年4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区域重大建设项目选址工作，严格实施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制度的意见}}(建市〔2006〕81号)等。

3.0.3 与国家铁路、道路等有较好的连接条件，可节省厂外专用

铁路、道路的建设费用和用地，节省投产后运输费用。

    由于我国水运运费相对较低，采用水路运输可减少运输费用

和减少对国家铁路等运输的压力，故有水运条件的企业应尽量采

用 。

3.0.4 钢铁企业厂外运输量大、费用高，是确定厂址的重要因素

之一。因此在厂址选择时，要根据其原料、燃料及成品运输量，厂

址至原料、燃料供应地及成品销售地的运输距离、运输条件及运输

方式，估算运输费用总和，作为进行厂址方案比较的一顶重要因
素。

3.0.5 钢铁企业需要消耗和利用所在地大量生产、生活等资源，

同时可能为所在地提供部分资源和就业机会，促进相关企业和公

共、生活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故钢铁企业选址时应根据所在地城

市(镇)、工业区现状和规划，考虑与城市(镇)、工业区相互依托、相

互协作、协调发展，使企业部分辅助生产设施和公共、生活设施实

现社会化 。

3.0.6 本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的规定而制定: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

      182



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3.0.8 厂址占用村庄等既有设施将涉及各有关产权和使用部门，

增加建设投资，延长建设周期，影响居民生活，处理不当，甚至容易

造成社会问题，故宜避免。当不可避免时，应协助建设方与有关方

面协商解决。

3.0.9 自然地形复杂、自然坡度大将使得场地竖向处理土(石)方

工程量、边坡处理等工程量加大，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埋深加大，增

加建设投资。避免将盆地、积水洼地、窝风地段作为厂址是为了有

利于排水，避免烟尘集聚。

3.0.10 厂址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是进行厂址选择的重要因

素之一，条件越好，则采用的基础形式、地基处理方法越简单，建设

投资越省。因此，厂址选择时，应调查分析每个厂址的地基承载

力、地下水位等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作为厂址选择和比较的

依据。

3.0.n 钢铁企业用水量、用电量均很大，故应具有充足、可靠、符

合生产要求，且能满足发展需要的水源与电源。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规定:“钢铁企业必须发展余热、余能

回收发电，500万t以上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要努力做到电力自

供有余，实现外供”。但钢铁企业的余热、余能发电必须与国家电

网联网。

3.0.12 本条根据1987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务院环保委

员会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规

定及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一2002第

4.1.3条及4.1.7条的规定制定。钢铁企业属排放有害气体，粉

尘、烟雾、噪声企业。

3.0.13 既有企业改扩建项目的选址，如果不根据企业总体发展

规划统筹考虑，容易成为企业发展改造的“钉子”，影响企业发展改

造。选址中考虑尽量利用既有设施，尽量不影响既有生产，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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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建设投资和对企业既有经济效益的影响。

3.0.14 本条规定了一些地区(段)不应作为钢铁企业的厂址。由

于第1款一第9款所指地区(段)建设钢铁企业将直接影响人员生

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及公共利益，故作为强制性条款，

应严格执行。

    1 钢铁企业中许多建筑物、构筑物属抗震设防乙类建筑物，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一2001第

3.1.3条规定，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on一2001 中第1.0.3条

规定:“本规范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7、8和9度地区建筑工程

的抗震设计及隔震、消能减震设计。抗震设防烈度大于 9度地区

的建筑和行业有特殊要求的工业建筑，其抗震设计应按有关专门

规定执行。”如果钢铁企业建在9度及 9度以上地区，则超出了该

规范的适用范围，解决抗震加固问题的难度将非常大。故为确保

安全，规定不应在9度以上地区建厂。

    2 泥石流、滑坡直接威胁人员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

全，故规定不应将厂址选在有泥石流、滑坡等直接危害地段。

    3 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和《民用爆破器材

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中对爆破危险范围(安全允许距离)

做了规定，厂址不得进人。

    4 采矿塌落(错动)区地表界限内建厂，将直接造成企业财产

的损失并威胁人员的生命安全，故不得在该区域内建厂。

    5 当堤坝决溃时，洪水直接威胁水库下游人员的生命安全和

企业的财产安全，故规定不得在受其威胁且不能确保安全的地区

建厂。

    6 本款中受洪水和内涝水危害地区是指自然标高低于计算

洪水位的区域。此处建厂必须采取措施〔填土使场地标高按规定

高于计算水位标高或采用江(河)堤防护等〕。

    7 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五十八条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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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制定。

    8 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环境保护法》第十八条和《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9 本款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及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一2002第4.1.5条

的规定制定。钢铁企业属排放工业废水企业。

    10 本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一2004第5.2.1条第5款的规定制定:“避免将重要建设项

目布置在很严重的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或厚度大的新近堆积黄土

和高压缩性的饱和黄土等地段”。

    n 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第三十三

条制定:“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

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

情况。非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不得压覆重要矿床。”



4 总 体 布置

4.1 一 般 规 定

4.1.3 钢铁企业分期建设的预留发展用地布置在工厂边缘有利

于分期购地。为避免城市(镇)建设影响钢铁企业的发展和钢铁企

业预留用地造成城市(镇)土地近期的闲置浪费，企业的预留发展

用地应与其所在城市(镇)或工业区的发展规划相协调。

4.1.4 钢铁企业各场地、设施之间及其与企业外相关设施之间的

物流、人流量大，在总体布置时，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所确定的各

场地、设施之间的物流、人流关系，合理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

与出人口位置，使工厂物流顺畅、短捷、不折返，人、货分流，以减少

建设与运营费用，避免安全隐患。企业物流、人流避免与企业外交

通干线平面交叉是为了避免企业物流与社会交通的相互干扰。

4.1.5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一2002第

4.1.8条规定:“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

时，应避免不同职业危害因素(物理、化学、生物等〕产生交叉污

染。”钢铁企业各工业场地和企业外设施(工厂等)具有不同的卫生

特征，如钢铁厂厂区，渣场，垃圾场，采矿场、选矿厂，尾矿库及排土

场等，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散发有害气体和灰尘，而变电所、

居住区等对环境洁净、安静也有不同要求。本条规定是为了避免

它们之间的交叉污染。

4.2 卫生防护地带及安全防护距离

4.2.1 本条第 1款规定是参照《黑色金属矿山企业总图运输设计

资料汇编》中防护、卫生、安全要求而制定。设计可根据建设项目

与居住区之间的风向关系，有无天然屏障(如山体、林地屏障)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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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选取防护距离的上、下限值，若建设项目位于居住区常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上风侧，且有天然屏障时，防护距离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破碎筛分厂、选矿厂与居住区之间的防护距离，除尘效果好的为

300m，差的为500m。

    第2款中表4.2.1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炼铁厂卫生防护距

离标准》GB 1 1 660、《焦化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 1 661、《烧结

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 1 662、《石灰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8076及《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808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4.2.3 卫生防护地带不得布置永久性居住的房屋，主要是为了保

证居民的人身健康。

4.2.4 露天矿采场是经常进行爆破作业的场所，应根据采场不同

的爆破作业法(铜室、深孔、浅孔、齐发、微差、秒差等)以及一次最

大起爆药量(或最大一段起爆药量)所产生的不同爆破效应(地震

波、冲击波、个别飞散物等)，确定爆破作业地点与被保护对象(人

员、设备、建筑物和构筑物)之间的安全防护距离。一般情况下，矿

山建设的永久性及半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均应布置在爆破危险

区界限外，以确保生产及人身安全。

    与采掘生产、运输密切相关的建筑物、构筑物是指固定式、半

固定式、移动式破碎设施，半固定式、移动式带式输送系统，临时性

炸药分发库等，当因生产工艺需要，不得不将这些建筑物、构筑物

布置在常规爆破作业危害区界限内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与

抗震加固措施。上述设施和建筑物、构筑物离开具体爆破作业地

点的距离，应根据所采取的爆破作业方法、起爆药量等经计算后确

定。当计算结果不能满足生产工艺及布置上的要求时，则应通过

改变爆破方法或减少单段药量以确保生产和人员安全。

4.2.5 本条参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

开采规程))(国家煤炭工业局煤行管字〔2000〕第 81号颁发)(以下

简称《规程》)中的有关内容制定。金属矿山多为火成岩接触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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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岩石性质坚脆，采区错动后常突然崩塌，塌陷区表面因张力

而开裂，裂缝外侧的岩移范围较少，而煤矿多系水成岩沉积变质形

成，错动后地表塌陷范围呈盆状，其边界范围并不明显，但较金属

矿波及范围大。另外，煤矿的煤井通常较金属矿井深，采深越大，

倾角偏差值就越大，反映到地表，其所应保留的安全防护范围也要

加大，金属矿因较煤层采深小，其影响也相应减少。本条参照《规

程》，结合《采矿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年版)，将安全防

护距离分四级，分别为Zom、15m、lom、sm。

4.3 交 通 运 输

4.3.1 由于钢铁企业的外部运输量很大，对所在城市(镇)，工业

区的交通运输系统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使其为满足钢铁企业的

运输要求进行发展改造。另外，企业外部交通运输设施的布置，也

与城市(镇)及其交通运输系统规划密切相关。因此，企业应与当

地规划、交通部门密切协作，相互协调，使钢铁企业的运输系统与

当地运输系统相互适应，协调发展。

    钢铁企业运输系统比较完备，往往具备兼顾相邻企业的能力

和条件。相互协作不仅可减少建设投资和用地，还可使双方互惠

互利。因此，设计钢铁企业的运输系统时应注意创造与相邻企业

协作的条件。

4.3.3 本条规定了钢铁厂铁路接轨站设置的基本要求。

    1 接轨站数量和钢铁厂的总平面布置、铁路运输组织有着直

接关系，并对铁路建设费用和运输成本有很大影响。

    一般来说，增设接轨站可以减少运距，加速车辆周转，节省运

营费用，但要增加联络线和站线，增加建设投资。因此，钢铁厂接

轨站的合理数量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路网铁路与钢铁厂厂址的配置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

来，一般有三种情况:厂址的一侧有路网铁路，且与厂址长边平行;

厂址相邻两侧有路网铁路;厂址相对两侧有路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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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货流方向的条件下，第二种情况增设接轨站比第一种

情况的经济效益好，而第三种情况比前两种情况更好。

    2)当钢铁厂总平面布置采用串联布置时，厂区长度可达3km一

skm。只设一个接轨站时，最远运距长达skm一7km;增设接轨站

后，厂外车流可选择较近的接轨站进出厂，运输距离可缩短很多，

从而可节省大量运输费用。

    3)当钢铁厂厂外铁路运输量大，各种原、燃料和辅助用料的产

地多，到达钢铁厂和由钢铁厂发出的货物方向也多时，为适应货流

方向，可考虑设两个接轨站，使进、出厂的车流可以选择较为方便

的路径，经相应的接轨站进、出厂。如北京某钢铁厂原来只有一个

接轨站，大量货物需要绕行，增设第二接轨站后，可经第二接轨站

人厂，每年可节省几亿吨千米的运费。

    4)当钢铁厂直达列车比重较大时，增设接轨站可避免大量的

迁回、折角运输，减少改编作业，加速车辆周转。

    2 本款是对接轨站的基本要求。

    3 设置两个接轨站时，接轨站分别位于钢铁企业铁路运输入

口和出口方向，有利于合理组织货流，如北京、辽宁、湖北、内蒙古

等地钢铁厂均如此。

    4 原、燃料进厂运输量占钢铁厂厂外运输量的70%以上，接

轨站位于企业原料场方向可使原、燃料进厂运输短捷，节省运输费

用。据统计的31个采用一个接轨站的钢铁厂中，有 29个厂的接

轨站位于厂区一端，且绝大多数位于原料主要用户一端。

4.3.4 码头与企业之间物料运输方式有带式输送机运输、汽车运

输、火车运输等。企业水运物料出人口与码头的对应关系的合理

确定(如原料码头设于工厂原料场方向，成品码头设于工厂成品库

方向)，能节省建设投资，并使进出厂物料运输短捷、顺畅。

4.4 矿山工业场地

4。4.1 矿山生产从采剥、运输直到破碎和选矿，是一项从物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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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到加工的连续生产工艺过程。因此，矿山工业场地在条件允

许时，一般应靠近采场或井(铜)口集中布置，这不仅可缩短物料运

距，缩短工程管线的长度，降低成本，方便管理，节约用地，还有利

于就近进行设备维修保养，兼顾使用检修设施，减少空驶行程。

4.4.2 采矿工业场地直接为采矿、剥离、排土运输等生产工艺服

务，为便于采、装、运输设备的维护与检修，通常宜靠近采场和运输

系统交汇处或终端适当位置(如铁路的矿山站、汽车运输矿岩线路

交汇集中点、卸矿平台等)集中建设，以便于协作和集中管理。

    当矿点较多，各矿点分布较远或山坡露天矿开采比高较大时，

综合考虑生产、管理、成本等因素后，采矿工业场地也可分散布置。

4.4.3 根据我国矿山建设发展状况，不宜强调把工.业场地布置在

最终爆破危险界限以外，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开采境界线，按照

工业场地的用途及构成，并考虑不同建筑物、构筑物的不同设计使

用年限，分别布置在相应的爆破危险界限外。

4.4.4 由于我国矿山以贫矿为主，选矿量比较大，原矿运输量大，

故选矿场应尽量靠近露天采矿场或矿石运输的井(可刁)口布置。

4.5 排土场及尾矿库

4.5.1 本条中安全、环保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

山安全规程》GB 1 6423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GB 18599中有关规定制定。

4.5.2 排土场不具有形成矿山泥石流的条件，在不可能发生整体

失稳的前提下，分析其产生危及其他设施及建筑物、构筑物和厂区

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因排土场局部失去稳定之后引起的滑

移;二是在排土场作业时，大块岩石沿边坡滚落或滑落。

    1 关于排土场局部失稳，边坡局部失稳而产生的滑移。

    1)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排土场堆置高度超过岩土边坡稳定高

度，岩、土混排后形成软弱面，边坡渗透水的动水压力的影响，地表

雨水冲刷与浸泡破坏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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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露天矿排土场技术调查总结报告》提供的实例:辽宁

某铁矿黄泥岗排土场老龙沟地段，1979年发生一次滑坡，下滑体

由坡脚算起，滑移几十米远(平均堆置高度为50m)，滑移距离为最

终堆置高度的1倍;辽宁某铁矿排土场，因原地面有几米厚的淤泥

层，受排土场土体荷载堆积作用后产生底鼓，土体被推出40m远

(排土场最终堆置高度为40m，平均堆置高度为30m)，滑移距离为

最终堆置高度的75%~100%，淤积隆起高达3.sm;辽宁某露天

煤矿，1982年7月在排土场西南部边缘产生滑坡后，坡脚滑移最

大距离近50m(每层段高 12m~ZOm，最终堆置高度 6om一SOm)，

为最终堆置高度的60%一80%;1983年辽宁某铁矿二道沟排土

场，由于地基下卧软弱层面受土体荷载后，基底压缩变形，产生底

鼓滑移，使设计的最终坡底线滑移约 20Om(段高52m)，滑移距离

为最终堆置高度的4倍。

    上述几例，除辽宁某铁矿(例4)系10多次累计滑移值大于最

终堆置高度 1倍以外，其他多数实例均在 1倍范围之内。

    2 关于大块滚石的滚动距离。

    1)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GB 50197一

2005中关于大块岩石滚动距离的实测记录见表 1。

                      表 1 大块岩石滚动距离《m)

矿 名
排土台阶高度

      (m)

大块滚石距离

      (m)
位置 备 注

阜新海州露天矿

16 9.13 甲 220一 1 1969年事故记录

18 8.45 甲 200一 4

20 8.95 甲 220一 1

2l 10.70 甲 240一 1

23 23.80 甲 260一 3 1971年事故记录

27 15.30 甲 260一 4

抚顺西露天矿 l4 20.00
1969年事故记录，

  其地面为顺坡

霍林河露天矿 15
14.50 1980年实测

16。70 1980年实测



    辽宁省某露天煤矿张家沟采矿场 245m平台进行实测的结

果，大块(0.3m一1.sm)滚石的滚动距离见表2。

                表 2 大块〔0.3m一1.sm)滚石的滚动距离

叠  大块滚石
累计比例(%)

84.5

93.2

95。4

97。2

98。4

99。1

99.7

100.0

序号
滚动距离

    (m)

大块滚石

  数量

大于 lm大块

滚石数量(个)
大块滚石量
比例(%)

1

2

3

4

5

6

7

8

  0~ 4

  4~ 8

8~ 10

10~ 12

12~ 14

14~ 16

16~ 18

18~ 20

3770

385

  95

  80

  55

  33

  27

  l5

20

7

4

2

4

3

l

l

84.5

8.7

2.2

1.8

1.2

0.7

0.6

0.3

    2)两个实测结果的分析:

    煤炭系统实测资料结果表明:排土场堆置高度 H(20m时，

大块岩石的滚动距离L滚=(l~1.5)H(m);当20m<H(40m

时，L滚=(1一。.7)H(m);当堆置高度H值超过20n、，坡脚处地面

平台坡度小(一般a毛20。)时，大块岩石滚动距离与堆置高度呈线

性变化规律，滚动距离呈逐渐减小的趋势。

    张家沟采矿场实测资料结果表明:大块滚石从高度 55m一

loom处沿坡面滚落，落在10m以内的约占95。4%，在14m以内

的约占98.4%，在 16m以内的约占99.1%，在 16m一20m范围内

仅为0.9%。可见大部分滚石在 14m一16m范围内均可以停止滚

动(测定时坡脚外系采矿场自然状态下的开采平台)。

    以上虽是在采矿场边坡上进行实际测定的结果，但同样可以

反映排土场边坡滚石运动的一般规律，即滚石的滚动距离与边坡

高度(即堆置高度)呈线性变化规律，随堆高的加大，滚石距离值呈

减小的趋势。

    从两矿实测结果可以看出，排土场边坡的滚石距离与堆置高

度之比均未超出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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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边坡失稳、大块滚石的运动与变化规律远非人们观察、

测定、计算所能完全概括的，为安全起见，本条规定根据防护对象

的重要性，考虑了K=1倍一3倍的安全系数，规定安全防护距离

值为最终堆置高度的0.75倍~2.00倍。
    3 关于表4.5.2中序号2的规定。

    矿山铁路干线(露天采矿场内部线路除外)的重要性较国家交

通干线小，可适当减小其安全防护距离，故本条规定不宜小于0.75

倍的最终堆置高度。

    人口相当于城市居住组团级(1000人一3000人、300户一700

户)的矿山居住区、村镇及工业场地等，因有大量人群从事经常性

生产及生活，安全防护距离应适当加大。

    4 关于分层堆置的排土场。

    分层堆置的排土场在排土作业过程中各台阶间均按有关操作

规程留有20m一30m的安全平台，一般可以认为大块滚石不再越

过各自台阶滚下危及下面设施的安全，安全防护距离可根据最下

层台阶高度计算即可。但考虑到多层排土场最终形成的安全平台

经多年变化，大都变成一个综合坡面角的坡面，故安全防护距离仍

以最终堆置高度为基础进行计算，但对表4.5.2中序号 1、2中的

设施，可取表列规定值的75%。

    考虑到排土场坡脚外地面坡度值对滚石滚动距离的影响，当

地面坡度不大于 1，5时，取下限值;坡度等于 1，2.5时，取上限

值。

    调查资料及计算结果显示，当坡度线外地面坡度大于1，2.5

时，滚动距离值明显加大，为了安全起见，此时应根据需要设置防

滚石危害的措施。

4.5.4、4.5.5 尾矿库的尾矿经沉淀后，最终裸露部分是一层没有

任何粘结力的极细砂粒，大风一刮粉尘弥漫，随风扩散到数千米以

外，造成对大气的污染，影响人身健康及农林等植物的正常生长，

牲畜也深受其害。1982年7月2日，某单位在辽宁省某铁矿前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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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鞍山)尾矿库北 10Om一300m处对空气的含尘浓度进行了实

测，前峪尾矿库北空气含尘浓度测定结果(见表 3:)为刮南风时的

测定结果。测得的空气含尘浓度表明:风速越大，扬起的粉尘量越

大 。

                表3 前峪尾矿库北空气含尘浓度测定结果

气象预报南风4级一5级

风速(m/5) 6~ 7 4~ 5 4

含尘浓度

(mg/rn3)
66.9 16.4 12.24 气象预

备 注

冠报南风4级一5级

    该矿后来采用植被法治理尾矿库已取得明显效果。山东某金

矿采取了在尾矿库细砂层上覆盖 0.3m一0.4m厚表土的措施以

防止扬尘。

    有条件的矿山如果结合表土排弃工艺边排弃边进行尾矿场的

复垦，经济效果将更为明显。

4.6 爆破器材库及爆破器材工厂

4.6.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的规定，爆破

器材库及爆破器材工厂的位置应报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当地县

(市)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建设。

4.6.2、4.6.3 爆破器材库属危险品仓库，不仅应满足安全防护距

离要求，而且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有一定要求，以防因不良工程

地质引发灾害。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6‘722规定，当

库房布置在不同比高、不同山体坡度的山脚时，与山背后建筑物之

间的距离，与平坦地形相比可适当减小，但与库房所在山谷纵深和

谷口的建筑物的距离需适当增加。

    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一2003规定的地面爆

破器材库或药堆至村庄(100 户一200户)边缘的安全允许距离见

表4，各种保护对象的防护等级系数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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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地面爆破器材库或药堆至村庄(100 户~200户)

              边缘的安全允许距离《m)

铆
一
300

存药量

    (t)

安全允许

距离(m)

镇200

> 150

毛150

> 100

镇100

> 50

毛 50

) 30

毛 30

) 20

毛 20

) 10

成 l0

) 5

1000 ! 900 } 800 1 700 1 600 1 500 1 400

  表中安全允许距离适应于平坦地形，遇下列几种特定地形时，其数值可适当增减:
  1.当危险建筑物紧靠20m~30m高的山脚下布置，山的坡度为100一250，爆破器

材库与山背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与平坦地形相比可适当减小10%一30肠;
  2.当危险建筑物紧靠30m一80m高的山脚下布置，山的坡度为25。~35。，爆破器

材库与山背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与平坦地形相比可适当减小30%一50%;
  3.在一个山沟中，一侧ilJ高为3om一60m，坡度为10。一25。，另一侧山高为30m一

80m，坡度为25“一300，沟宽10om左右，沟两侧山坡脚下爆破器材库与直对布置的
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与平坦地形相比应增加10%~50%;

  4.在一个山沟中，一侧山高为30m~60m，坡度为10。一25。，另一侧山高为30m一
5om，坡度为25。一300，沟宽40m，沟的纵坡4写~10写，爆破器材库与沿沟纵深和沟
的出口方向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与平坦地形相比应适当增加10%一40%

表 5 各种保护对象的防护等级系数

被保护对象 防护等级系数

(1。户的零散住户 0.5

1。户一5。户的零散住户 0.6

50户~100户的村庄 0.8

10。户~200户的村庄，小型工矿企业的围墙 1.0

乡、镇的规划边缘 1.2

县城规划边缘，大、中型工矿企业的围墙 2。0

大于10万人的城市规划边缘 3.0

工级铁路

11级铁路

m级铁路

0.8

0.6

0.5

高速公路

工级公路

n、m级公路
W级公路

0.8

0.6

0.5

0.4

通航船舶的河流航道 0.5

油库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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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危险品生产区是工厂的主要部分，它与各区都有密切的联

系，将它布置在工厂的适中位置有助于合理组织生产和方便生活。

从试验和事故教训中得知，在山坡陡峻的狭谷中，山体对爆炸空气

冲击波的反射影响要比开阔地形大很多，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会

增大危害程度，另外，此种地形也不利于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有害气

体扩散，因此危险品生产区不应布置在山坡陡峻的狭窄沟谷中。

    危险品总仓库区是工厂集中存放危险品的地方，从安全和保

卫上考虑，宜设在有自然屏障遮挡或其他有利于安全的地带。殉

爆试验场和销毁场，为满足国家噪声的有关标准要求以及从安全

角度考虑，宜设在工厂偏僻地带或边缘地带。

4.7 渣场及工业垃圾场

4.7.1 保护环境，节能降耗，最大限度地提高废气、废水、废物的

综合利用水平，力争实现“零排放”，建立循环型钢铁工厂，是国家

重要的产业发展政策。因此，渣场和工业垃圾场的总图布置应考

虑综合利用设施及其辅助设施的用地。

4.7.2 钢铁厂的冶金渣及工业垃圾采用集中场地分开堆存不仅

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统一管理，减少定员，减少建设费用，而且当

冶金渣和工业垃圾的综合利用水平不一致时，在用地上可相互调

剂，节约用地。

4.7.4 随着钢铁生产工艺技术的发展，高炉已无液体渣外运，液

体钢渣主要采用渣罐汽车(抱罐车)运输。液体钢渣温度高，进人

厂外道路将造成不安全因素。据了解，目前国内渣罐车渣场均设

在厂区内。

4.7.5 本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二十二条制定。因直接涉及人身健康及环境保护，故为强制性条

文，应严格执行。

4.7.6、4.7.7 这两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十七条制定。因直接涉及环境保护，故为强制性条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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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4.7.8 由于渣和工业垃圾的运输量较大，故应有较方便的外部运

输条件。

4.7.9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冶金渣和工业垃圾的综合利用水平

在不断提高。渣场和工业垃圾场的堆存容量应根据各企业对渣和

垃圾的综合利用水平确定。对于暂不能利用的工业垃圾的堆存年

限，本着节约用地，避免过早占地但留有余地的原则，定为初期不

宜少于10年。

4.7.10 当容量相同时，堆存高度越高，则用地越省。因此，渣场

和工业垃圾场应尽量利用自然地形高差提高堆存高度以节约用

地。据调查，现有一些钢铁厂的渣场和工业垃圾场的堆存高度均

在 10m 以上 。

4.8 水 电设 施

4.8.3 矿山选矿工业场地用水量大，故对选矿工业场地的水源，

应特别注意其水量应能满足生产要求。

4.8.4 有些江、河水含有较多的泥沙，需先行沉淀方可使用。例

如将长江作为水源的湖北 A厂就在取水点附近利用既有6万 m“

低洼地作为沉淀池，并采用挖泥船将沉淀的泥沙抽至堤岸旁填地

造林。

4.8.5 钢铁企业的排水终点集水井布置在厂区适中的位置可减

少企业排水管长度和埋深，抬高排水点标高，有利于排水，节约投

资。

4.8.6 变电所对安全、环境的要求见现行国家标准《35一110kV

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9中的有关规定。

4.8.7 进人厂区及发展区的供电线路走向与厂区轴线正交，可较

少影响工厂的总图布置，节约用地。

    当总降压变电所有多个用户，沿厂(场)区外围布置的架空线

路距厂(场)区边缘的距离除满足安全供电要求外，特别注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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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的发展。

4.9 居  住 区

4.9.1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大势所趋，钢铁企业应尽量利用所在

城市(镇)或工业区的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社会资源解决企业职工的

居住和生活问题，以减少企业投资，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职工及家

属的生活质量。

4.9.2 由于钢铁企业规模大，货运量大，上、下班人流量大，企业

生产有一定污染，故本条对居住区的位置提出了几条要求。在确

定居住区位置时，对于第1款和第 4款要求应严格执行，对于第 2

款和第 3款要求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选择最佳方案。

    1 本款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及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2 本款规定是为了方便企业职工上、下班。

    3 本款规定是为了方便企业职工及家属生活出行。

    4 本款规定是为了避免企业职工上、下班人流与货流相互影

响，造成安全隐患。

4.9.3 本条中国家有关标准是指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GB 50180等。



砚 凸垂 而 六 署
.‘， 沙L匀、 1 IJ〕」 11， 口任日一

5.1 一 般规 定

5.1.1 总体布置的工作就绪后，方可进行企业的总平面设计。

    自然条件是指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自然存在的条

件。

    环境条件是指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镇建设和环境

污染等情况。

    企业建设要求是指企业的建设规模、设施组成、生产流程、建

设程序和今后发展的可能性等。

    工程建设标准是指国家、地方、行业、企业制定的有关防火、安

全、卫生、环保、节能、生产、运输等标准。

5.1.2 本条规定了总平面布置的基本要求。当受场地等自然条

件限制，同时满足本条中第1款和第2款要求困难时，应根据具体

情况，抓住主要矛盾，经过比较论证，做出最佳方案。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一2002第

4.1.8条规定:“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时，

应避免不同职业危害因素(物理、化学、生物等)产生交叉污染。”钢

铁企业内不同的生产设施具有不同的卫生特征，如钢铁厂的焦化、

烧结、炼铁、炼钢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散发有害气体

和烟尘，而冷轧薄板车间、精密加工车间、中心实验室、研究所、电

话站、能源中心以及生产管理区等，对环境洁净、安静的要求也有

所不同。本条第2款的规定，是为了避免钢铁企业内各设施之间

的交叉污染。

5.1.3 分期建设钢铁厂的近期工程集中布置形成完整的生产系

统，远期工程预留在近期工程的外侧，可以避免多占或早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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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福山钢铁厂分五期建设，每一期基本形成完整生产能力，以

后建设的工程预留在厂区一侧，分期依次建设。生产总是不断发

展的，总平面布置在满足设计任务要求的前提下，还应考虑将来有

发展的可能。

5.1.4 对于限期使用的或随矿山开采的延伸而逐步迁建的矿山

各种设施和运输线路，要按采、剥进度计划的要求统一安排它们的

建、拆或移设，并与采掘工艺要求相协调。

5.1.6 建筑物、构筑物联合和多层布置是当前总图布置的发展趋

势，有利于节约用地，节约能源。

5.1.7 为了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改善劳动条件，激发劳动热情，

提高劳动生产率，群体建筑的布置应使工厂在整体上达到协调美

观 。

5.1.8 在山区和丘陵地区按地形布置建筑物、构筑物，不仅可以

减少土石方工程，而且可以避免基础不均匀沉降，减少地基处理费

用。“防止边坡的深挖、高填可能引起的危害”是指防止可能引起

边坡的坍塌或滑动。

5.1.9 钢铁厂的生产多为冶炼和热加工，产生高温和大量烟尘。

因此，在布置主要生产车间时要考虑有自然通风的条件，故规定车

间长轴的朝向宜与夏季盛行风向成不小于45“交角。

    高温热加工车间避免西晒，这在南方地区尤为重要。如安徽

某轮箍厂的主厂房由于受西晒影响，车间温度很高，不得不将厂房

朝西的墙壁做成大面积的百叶窗，增加了投资，效果仍较南北向布

置的车间差。

5。1.10 现行国家有关标准是指《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4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GB 6222、《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GB 50156等。

5.1.n 本条规定是根据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于

1987年3月在武汉地区的测量成果，以及 1987年 n 月一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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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武汉、鄂州等地区对部分项 目进行复测及补测的成

果，并通过理论计算及参考其他有关资料，经综合分析后制定

的。

5.1.12 本条规定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

规范》GBJ 87、《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I等有关规定制定的。表 6、表 7为钢铁企业噪

声源源强参考值及厂区内各类地点噪声限制值。

    隔声屏障是指建筑物、林带、山丘等。

                          表6 噪声源源强参考值

噪声源源强(dB) 噪声源名称

80 炼钢浇铸车间，转炉车间，金工车间

85 铁合金车间，铸造车间，混铁炉间，化铁炉间

90

  烧结一、二次混合机室，烧结机室，焦化配煤车间及胶带机转运
站，焦化风机房，耐火成型车间，平炉车间，热轧钢板车间，线材车
间，锅炉房，压缩空气站

95

  选矿焙烧车间.烧结原料破碎及筛分间，焦化回收车间及风机
房，焦化水泵房，高炉出铁场，炼钢原料系统及风机房，电炉车间，
大型轧钢车间，初轧车间，中小型轧钢车间，钢管车问，氧气站，水
泵房

100

  选矿原料破碎，筛分车间及球磨车间，烧结风机房，耐火干，湿
碾车间，炼铁原料破碎筛分工段，高炉鼓风机房，锻钢车间，电锯
车间，热风厂(站)，动力鼓风机房(室)，煤气厂(站)

105
  冷轧车间，冷拔车间，轧钢风机房，耐火原料粉磨车间及管磨机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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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厂区内各类地点噪声限制值

序号 地点 类别 噪声限制值(dB)

l 生产车间及作业场所(工人每天连续接触噪声sh) 90

2
  高噪声车间设置的值班室、观察
室、休息室

无电话通讯要求时 75

有电话通讯要求时 70

3 精密装配线、精密加工车间的工作地点、计算机房 70

4 车间所属办公室、实验室、设计室 70

5 主控制室、集中控制室、通讯室、电话总机室、消防值班室 6O

6
  厂部所属办公室、会议室、设计室、中心实验室(包括试
验、化验、计量室)

60

7 医务室、教室、哺乳室、托儿所、工人值班宿舍 55

    注:1 本表所列的噪声级，均按现行的国家标准测量确定;

        2 对于工人每夭接触噪声不足sh的场合，可根据实际接触噪声的时间，按接

          触时间减半噪声限制值增加3dB的原则确定噪声限制值;

        3 本表序号2、4、5、6、7噪声限制值为室内背景噪声级，即在室内无声源发声

          的条件下，从室外经由墙、门、窗(门、窗启闭状况为常规状况)传人室内的

            室内平均噪声级。

5.1.13 国土资源部于2008年1月发布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强调要“从严控制用地⋯⋯大力推进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要节约用地，对厂区通道宽度应精打细算。通遁宽度中，地

上和地下管线占主要份额。因此，要通过改进管线的排列和敷设

方法来缩小通道宽度。这次制定通道宽度时，总结了国内一些

厂的经验，并对钢铁厂的通道布置按合理的管线布置作了预

测，详见图1钢铁厂通道布置示意图和表 8钢铁厂通道宽度预

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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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钢铁厂通道宽度预测表(m)
。
2
0
4

。

次

  规模

(万 t/年)

干道

类型

道路(m) 动力管线(m)
电力管线

  (m)
给排水管线(m)

铁路

用地

(m)

管线

  至

厂房

(m)

通道宽度
  (m)

无
铁路

有
铁路

车行道人行道绿化带 总计
集中共架 热水

地 沟
隧道 照明 种类 预留

种 类 篆 础 宽

> 500

主
干道

l5 ZXI.5ZXI。0 20

煤气、
蒸汽、

氧气、

压缩

空气等

6 2.5 4 ZXI

生活和消防

给水、生产
给水、净循
环水、浊循

环水、生产

和生活污水

    管等

2X2 l0 2X 3 54~ 55 64~ 65

ZX I 8 2X3
45.5~

  45

53。5~

  55
次
于道

12 ZXI.5ZXI.0 17 5 2.0 3 ZXI

100~

主
干 道

l2 ZXI.5ZXI.0 17 ZX I 8 2X 3
45。5~

  45

53.5~

    55
5 2.0 3 ZX I

干 道
ZX I.5!ZX I.01 14 ZX I ZX I 8 12X 3}40~40148~ 45

注:当有特殊需要，大量管线集中布置在通道内时，其宽度根据实际布置确定。



5.1.14、5.1.15 节约用地，是我国的重大国策。2008年 1月 31

日，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对钢铁企业

用地投资强度、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厂区建筑

系数和容积率做了规定。

    随着我国钢铁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发展，运输技术的进步以

及总图运输理论的完善，钢铁企业的土地利用率有了进一步提

高。

    本规范在搜集和研究几家有关设计院提供的近 10年钢铁企

业实际和规划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选矿厂、钢铁厂、钢厂及铁合

金厂厂区用地指标和建筑系数标准。

    1 关于选矿厂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选矿厂大多位于矿山，由于选矿工艺流程需要地形有一定坡

度，采用台阶式布置，使得场地填、挖方边坡以及截排水设施占用

了部分土地。另外，各车间之间较大的高差也造成厂内道路用地

面积的增加。本规范通过对四川A铁矿选矿厂、四川B铁矿选矿

厂、云南A铁矿选矿厂、福建 A铁矿选矿厂的用地及建筑面积的

统计分析，归纳出选矿厂厂区用地指标和建筑系数。

    2 关于钢铁厂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本规范将钢铁厂按规模分成两级:年产量大于500万t钢和

年产100万t钢~500万t钢。

    1)年产量大于500万t钢的钢铁厂。

    根据收集的 16座年产量大于500 万t钢的钢铁厂用地指标

(见表9)，单位钢产量用地在2.Om，八以上的仅有湖北A厂现状;

超过1.0m2八有湖北A厂规划(扩建)、广西A厂、安徽A厂老区

(扩建)、河北 A厂(一期)等5座;略低于1.OmZ/t有上海A厂分

公司规划、福建A厂、广东A厂、安徽A厂新区等10座;也有在

0.7m2八以下的，原因或是车间组成不全，或是采取了特殊工程措

施，或是处于设计前期的方案阶段，或是刚建成没有经过一定时间

的考验。因此，本规范规定年产量大于 500 万t钢的钢铁厂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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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为0.smZ八一1.2m2八。

    钢铁厂建筑系数的资料较少，收集到资料的3座钢铁厂的建

筑系数均大于30%，本规范按《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

求，确定为不小于30%。

            表 9 年产量大于500万 t钢的钢铁厂用地指标表

序号} 厂名

规模

(万 t

用 地

指标

建筑

系数 序号} 厂名

/年)1(rnZ八)1(%)

  上海 A厂

(扩建、规划)
1893.6}0.94

  河南 A厂

(扩建、规划)

  湖北 A厂

(扩建、规划)
1790 }1 18

  江苏A厂
(扩建、规划)

  福建 A厂

(新建、申报)
1085 }0.97

安徽 A厂新区

(新建、施工图)

  湖北 A厂

(扩建、申报)
1030 }2.05

  浙江 B厂

(新建、施工图)

  广东 A厂

(新建、规划)
1000 }0.90

  浙江 A厂

(新建、施工图)

  广西 A厂

(新建、申报)
918.4}1.18

  重庆 A厂

(新建、施工图)

  安徽 A厂

(扩建、现状)
823 }1 25

  四川A厂
(新建、施工图)

  河北 A厂

(新建、初设)
800 23 }37.021}16

  山 西 B厂

(扩建、施工图)

规模

(万 t

/年)

用地

指标

(mZ八)

建筑

系数

(%)

677 0.66

650 0.66

600 0.61

(〕00 0.61 31.36

COO 0.38 46。30

591.7 0.93

5:乙1 1.04

5乏0 0.71

    2)年产量 100万t~500万 t钢的钢铁厂。

    收集到资料的9座年产量100万t一500万t钢的钢铁厂用地

指标见表10，这些厂多半是扩建企业，新建企业则车间组成不

全。这些厂单位钢产量用地虽低于 1.OmZ八，但不能反映实际

情况，按理论分析，规模越小的钢铁厂，一般选用的设备较多，

用地指标一般会高于规模大的钢铁厂。因此，本规范规定年产

量 100万 t一500万 t钢 的钢铁厂用地指标为 1.Om“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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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2/t。

    关于建筑系数，收集到资料的5座钢铁厂的建筑系数均大于

30%，本规范按《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确定为不小

于30%。

          表 10 年产量 100万 t~500万 t钢的钢铁厂用地指标表

序号 厂名

规模

(万 t

/年)

用地

指标

(mZ八)

建筑
系数

(%)一厂名

规模
(万 t

/年)

用地

指标

(mZ八)

建筑

系数
(写)

l
河北B厂新区
(新建、施工图)

500 0.54 39.58一  湖北 B厂

(扩建、现状)
250 0.84

2
  湖南 A厂

(扩建、现状)
430 0.98 一  黑龙江 B厂(新建、施工图)

200 0.80

3
  天津 B厂

(新建、施工图)
400 0.60 43.8518

江西 A厂

(施工图)
180 0.84 46.00

4
  山东 B厂

(新建、方案)
400 0.98 38.40一福建 B厂

(施工图)
100 0.69

5
  辽宁 D厂

(扩建、施工图)
300 0.75 37.02

    3 关于钢厂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设了一批以一座超高功率电炉、一台

连铸机和一套轧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短流程钢厂，如江苏 B厂和

江苏A厂等。本规范将钢厂按规模定为两级，钢产量50万t以上

(含50万t)和钢产量50万t以下。

    在收集到的20世纪80年代新建和扩建的短流程钢厂用地指

标(见表 n)中，超过2.OmZ八的有江苏C厂，该厂在厂区内留有

较多的土地;小于1.Om，/t的有四川B厂、上海C厂等，这些指标

只反映了全厂中一小部分电炉生产的指标，不能作为代表;大部

分在1.om“八一1.sm“八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为了解决

废钢的来源、质量和价格问题，一些钢厂建设高炉，需要另增

加一些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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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钢厂用地指标表

规模

(万 t

/年)

用地

指标

(mZ八)

建筑
系数

(%)

50.0 0。80 35.10

31.8 1.05 30.00

1.91 33.50

序号 厂名

规模

(万 t

/年)

用地

指标

(mZ八)

建筑

系数

(%)一厂名

1
江苏B厂

  (新建)
57 0.61 36.80一

四川 B厂

  (扩建)

2
江苏 A厂

  (新建)
43 1.26 22.70{5

江苏 D厂

  (新建)

3 50/60
2.81/

2.34 一
    关于建筑系数，收集的资料在23%~37%之间，本规范按《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确定为不小于30%。

    4 关于铁合金厂用地指标及建筑系数。

    近年很少建新的铁合金厂，本规范根据以往的铁合金厂用地

指标资料(见表 12)，以及今后不再兴建小容量的矿热电炉等情

况，将铁合金厂按生产规模分为两级:铁合金产量 10万 t/年以上

(含10万t/年)和铁合金产量 10万t/年以下。产量10万 t/年以

上的铁合金厂用地指标定为2.omZ八一3.om，八;产量10万t/年

以下的铁合金厂用地指标定为3.om“八一4.om“/t;建筑系数定为

不小于30%。

                        表 12 铁合金厂用地指标表

规模(万t/年川用地指标(砰j’t)序号 厂 名 规模(万t/年)用地指标(砰户

1 山西 A厂(新建) l0 1.44

2 山西 B厂 (新建) l 2.70

3 内蒙古 A厂(新建)
1(一期)

2(二期) ;:;;

建筑系数(%)

32.50

    5 关于容积率。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冶金工业一直未进行容积率计算，目

前还未建立统一的计算标准。虽然建筑行业已制定了《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一2005，但由于钢铁企业建筑物

少(其中单层厂房居多)，构筑物多，堆场多，按该规范计算出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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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率往往偏低。因此，本规范未纳入容积率的规定。建议根据钢

铁企业特点，制定专门的容积率计算标准。

5.2 采矿工业场地

5.2.1 采矿工业场地按功能分区集中布置是为了便于车间之间

的相互联系，缩短管线长度，减少用地及建设投资。当分散布置

时，将与采矿生产直接有关的矿机修理、运输设备修理等布置在露

天采场或井(碉)口附近是为了有利于设备检修和节省运输费用。

5.2.2 井(铜)口是矿岩运输的咽喉，井(碉)口的位置应确保不受

采空塌陷(错动)的影响。

5.2.3 电铲、钻机修理间的检修场通常为露天和室内相结合，并

考虑适当的堆放场地。室外检修和堆放场地面积，以露天检修为

主时取上限值，反之，取下限值。

5.2.4 机车、矿车修理设施的布置与矿山铁路车站及车流有密切

的关系，为便于机车、矿车进库修理，缩短机车走行距离，减少铁路

工程量，一般宜布置在矿山车流最大的矿山站、破碎站、岩石站或

井(铜)口车场附近。

5.2.5 通风机房的位置靠近进、出风井口布置是为了使风道短

直，减少风量损失。抽出式通风机房位于工业场地常年最小频率风

向的上风侧可防止污浊空气对工业场地的污染。压人式通风机房位

于产生烟尘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可防止风源被污染。

5.2.6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5.3 选矿工业场地

5.3.1 选矿厂多位于矿山，按原矿、精矿的运输条件和选矿生产

工艺流程沿山坡自上而下进行布置可充分利用重力运输，减少运

输能耗。

5.3.2 粗破碎车间的布置与原矿运输系统相协调是指二者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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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竖向上协调，以尽量缩短原矿运输距离，尽量使运输线路在重

车方向呈下坡。当原矿采用铁路运输时，受矿槽卸矿平台处需布

置铁路站场，通常称破碎站。破碎站一般配置有卸车线、空车停放

线、机车走行线及轨道衡线等，要求有较开阔的场地。当原矿采用

汽车运输时，受矿槽卸车平台处需布置汽车卸矿及回车场地。

    粗破碎车间的地形坡度为30%一50%是为了减少土石方工

程量 。

5.3.3 选矿主厂房包括磨矿和选别两个工段，设备重，要求地基

承载力高。

    为使矿浆自流，不同的选矿工艺对地形的坡度有不同的要求，

故要求地形坡度应与选矿工艺流程的要求相适应.

5.3.4 焙烧磁选厂的主厂房、煤气发生站产生烟尘和有害气体，

应布置在厂区最小风频的上风侧以减少对其他车间的污染。

5.3.5 尾矿浓缩池及砂泵站等尾矿设施靠近并低于主厂房集中

布置是为了缩短主厂房排尾矿的距离，减少管网长度，并使矿浆自

流，节省输送能耗。

    浓缩池半径大，占地大，地形相对平缓可节省土石方工程量和

挡护工程量。

5.3.6 当选矿厂与烧结厂联合布置时，为便于胶带运输机输送精

矿，缩短运距，精矿仓应靠近烧结配料室一侧布置。

5.3.7 化验室仪器需防振、防电磁场，应避免厂内产生振源的车

间和设施及产生电磁场设施的影响。

5.4 烧结(球团)区

5.4.1 设在矿区内的烧结(球团)厂靠近主要原料(精矿粉)输出

地，可缩短精矿运送距离，节省运输费用和建设投资，

    设在矿区内的烧结(球团)厂成品矿需外运，选择外运货流方

向便捷、顺行的地段，是为了避免反向运输，缩短成品的运输距离。

5.4.2 烧结(球团)厂内部的物料运输多采用胶带运输，布置在同



一标高场地上便于带式输送机的衔接和厂区道路的布置。

5.4.3 烧结室热辐射较强、空气温度高，要有较好的自然通风条

件。另外，为避免灰尘从机尾吹到机头，污染操作环境，也要求烧

结室的主轴方向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垂直布置。

5.4.4 本条所指建筑物、构筑物的特点是跨度大、体量大、基础埋

置深度大，因此宜布置在土质均匀与地基承载力较高的地段。

5.4.6 烧结室机尾及冷矿破碎、筛分、成品矿槽等是烧结车间产生

污染的主要尘源，配备有除尘设备。除尘设备回收的粉尘运输多采用

汽车运输，因此，在粉尘装车点要考虑装车条件及汽车回转场地。

5.4.7 煤气加压站应靠近环冷机布置是为了缩短煤气管线。

5.5 焦    化 区

5.5.1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焦化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1661、《焦化行业准人条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04

年第76号)」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5.5.2 焦化区靠近炼铁区布置可缩短送往炼铁区焦炭的输送距

离，减少焦炭的转运次数及焦炭输送过程中产生粉焦的数量。

5.5.3 焦化区在生产过程中会散发粉尘及有害气体，为了减轻污

染物积聚，有利于烟气扩散，不应布置在窝风地带。

5.5.4 钢铁厂统一规划综合料场，有利于物料储运的机械化、自

动化，便于集中管理，并可节约用地、节省投资和降低成本。因此，

宜将焦化区的贮煤场、贮焦场与钢铁厂的综合料场联合布置。

5.5.5 本条规定是为了减小风对焦炉炉体的损坏及便于生产操作。

5.5.6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焦炉基础的稳定及焦炉地下室的安全。

5.5.7 为了使出炉红焦快速进人干熄炉及排出的冷焦顺利进人

筛、贮焦系统，并使输送距离最短，干熄焦装置布置在焦炉炉组中

部为宜。

5.5.8 本条规定是为了便于焦炉装煤、出焦过程中烟尘的收集，

缩短烟尘收集管道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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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筛焦楼和贮焦槽位置的确定与焦炭采用的运输方式相关，

如采用铁路运输方式，应与铁路线路布置同时考虑二并应满足铁路

运输条件的要求;如采用汽车运输方式，应根据车流量确定合理的

路面宽度及回车场。

5.5.10、5.5.11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GB 6222，《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5.5.12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5.5.13 由于粗苯精制区在生产过程中散发可燃、有毒气体及可

燃蒸气，且厂房附近有易燃、可燃气体(或液体)的室外设备及易

燃、可燃液体贮罐，火灾危险性较大，所以应远离焦炉，并不应布置

在厂区中心地带。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 中的有关

规定制定。

5.5.14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 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

5.5.15 为减轻焦油加工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沥青烟等对厂区

的污染，宜将焦油加工区布置在焦化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5.16 油库区贮存易燃、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较大，一旦发生

事故，危害较大;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可减小事故造成的危害和

损失。

5.5.17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规和标准是指《焦化行业准人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04年第76号)]及《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GB 6222和《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等。

5.6 耐火材料车间

弓.6.1 耐火材料车间布置在烧结区和炼铁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是为了减轻含铁粉尘等杂质对耐火材料制品的污染。

      212



5.6.3 破粉碎装置、竖窑、回砖窑、隧道窑等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

粉尘和烟雾，为了减轻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宜布置在耐火材料车间

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7 石 灰 车 间

5.7.1 石灰车间靠近炼钢区或烧结区布置可缩短输送石灰的距

离，减轻环境污染，避免石灰水化。

5.7.2 破粉碎装置、竖窑、回砖窑等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和

烟雾，为了减轻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宜布置在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

向的上风侧。

5.7.4 石灰成品料仓在装料过程中产生粉尘，造成对周围环境的

污染，因此宜布置在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8 炼  铁 区

5.8.1 高炉布置形式有一列式、半岛式和岛式三种。

    岛式和半岛式布置适用于出铁频率高，出铁量大，连续出铁，

有较多铁水装车线的高炉。该布置形式能减少各高炉铁水运输作

业的相互干扰，使高炉检修不影响相邻高炉的运输作业。

    一组高炉的座数不宜多于4座，主要是由于铁水运输铁路线

能力的限制。

5.8.3 贮矿槽、贮焦槽位于烧结矿、焦炭来料的方向是为了使运

输顺畅、短捷、不折返。贮矿槽、贮焦槽向高炉炉顶的供料方式有

斜桥卷扬供料和带式输送机供料，当采用斜桥卷扬方式时，要求高

炉贮矿槽、贮焦槽靠近高炉布置;当采用带式输送机方式时，要求

贮矿槽、贮焦槽与高炉的距离满足带式输送机的坡度要求。

5.8.5 鼓风机站靠近热风炉，可减少风管长度，降低风损。

    高炉鼓风机有电力鼓风机和汽轮鼓风机两种。汽轮鼓风机站

需有锅炉房或热电站供给高压蒸汽，鼓风机与锅炉房或热电站联

合布置可节省用地，缩短蒸汽管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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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粉煤喷吹设施的粉煤制备间和粉煤贮罐靠近高炉可缩短

喷煤管长度。粉煤喷吹设施有爆炸危险，故也宜布置在炼铁区边

缘。

5.8.8 铸铁机及生铁块堆场的布置不影响高炉至炼钢车间铁水

运输距离和阻碍高炉发展是一项基本要求，设计时应根据高炉、炼

钢车间的总平面布置及铁水线路的布置情况，尽量满足这个要求。

    如上海A厂建设时，由于钢铁厂不再生产商品铸铁块外销，

生产铸铁块只是作为当炼铁与炼钢生产不平衡时(如炼铁设备检

修时)临时解决铁水供应问题的一项措施，且高炉至炼钢的铁水运

输线路呈“直线”，如果将铸铁机布置在高炉与炼钢.车间之间将增

大铁水的运输距离，因此，将铸铁机改在另一侧，既不影响高炉的

发展，又紧凑了炼铁与炼钢的距离。

5.8.9 敞口罐罐体修理与铸铁机联合布置，可节约用地。鱼雷型

罐车车体部分的修理与全厂铁路车辆修理设施统一考虑可节约人

力与设备资源。

5.8.10 由于炼铁生产扬尘点较多，且较分散(如高炉出铁场、贮

矿槽、贮焦槽及带式输送机转运站等)，故通风除尘设施宜分散布

置在各尘源附近。

5.8.11 碾泥机室的布置主要考虑钢铁厂分期建设时不影响后期

高炉的建设。因此，碾泥机室宜布置在不影响高炉发展的地段。

5.9 炼  钢 区

5.9.1 炼钢和炼铁是两道联系紧密的生产工序，应靠近布置以缩

短铁水运输距离。但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炼铁站。为组织铁水罐车送空、取重、称量等调车作业，一

般需设铁路车站，我国许多钢铁厂都在炼铁、炼钢车间之间设有炼

铁站。

    2 铁水预处理设施。如湖北A厂由于新建热轧、冷轧钢板

厂及硅钢片厂，为了提高铁水质量，增设了脱硫间。又如上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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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在炼铁与炼钢车间之间单独设置了铁水预处理设施。

    3 排渣间。运送铁水的混铁车经过几次运转以后需要清理

铁渣，一般自炼钢车间返回高炉的空混铁车需进人排渣间清理后，

再回高炉继续运铁水。按此过程，排渣间需设在炼铁与炼钢车间

之间。

5.9.2 转炉炼钢所需的辅助原料，石灰、萤石、富矿石和铁合金

等，需经辅助原料受料设施(地下受料槽和带式输送机等)向炼钢

炉顶料仓供料。为了使辅助原料运输顺畅、短捷，不折返，受料设

施应布置在所受物料的来料方向。当石灰由石灰焙烧车间直接用

带式输送机向炼钢车间供料时，与辅助原料受料设施共用带式输

送机可节省投资。上海A厂即为此种形式，效果较好。

5.9.3 炼钢、连铸和热轧车间的联合布置给钢铁厂总平面布置带

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上已经有很多钢铁厂采用了这种布置。

钢水直接供给连铸机，连铸坯用辊道送至轧钢车间热装轧制，这使

得连铸坯运输成为车间内部运输，缩短了运输距离，提高了生产效

率，节约了用地。因此本规范规定炼钢、连铸和接受连铸坯的轧钢

车间应尽量联合布置。

5.9.5 本条是关于废钢落锤装置安全防护距离的问题。废钢落

锤装置历史上曾发生过废钢碎片飞出防护结构范围以外的事故。

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一是防护结构不够严实，二是落锤车间的大

门未关闭，三是未按操作规程作业。

    20世纪70年代建设的上海A钢铁厂，由于加强了防范措施，

将落锤间布置于炼钢区内，落锤间与相邻设施没有考虑安全防护

距离，与废钢的堆存、分拣、加工和配料设施集中靠近用户布置。

    根据日本及上海等一些钢铁厂近年废钢处理生产的实践经

验，不宜再根据历史上发生的事故情况来做出安全防护距离的规

定。废钢切割间、落锤间及废钢堆场集中布置，只要加强防护措

施，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5.9.6 废钢爆破装置只有少数钢铁厂设置，均为地坑爆破。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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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些废钢爆破装置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为:湖北 A厂为

IOOm一15Om，辽宁某厂为20Om，四川 A厂为80二，((炼钢安全规

程》AQ 2001一2004规定为150m。本条规定是根据上述调查制

定的。由于本条规定直接涉及人身财产安全，故为强制性条文，应

严格执行。

5.9.7 钢渣处理在作业过程中产生很多烟尘，污染环境，故制定

本条规定 。

5.10 轧  钢 区

5.10.1 轧钢车间产出的成品钢材外运量大，故要求轧钢车间要

有方便的成品外运条件。

5.10.3 轧钢生产一般由若干轧钢车间组成，有的以连铸坯为原

料，有的是对钢材进行二次加工。有供料关系的轧钢车间集中联

合布置在一起，便于采用辊道或电动平车等运输工具，缩短坯料运

输距离，节约用地，减少坯料的温降，节约能耗，提高运输生产效

率。如湖北A厂的热轧板车间为冷轧车间供坯料，这两个车间相

邻布置，热轧钢卷由地下链带送至冷轧车间，效果良好。

5.10.4 冷轧硅钢片车间的原料由热轧宽带钢车间供应，这两个

车间靠近可缩短硅钢片车间原料的运输距离。

    硅钢片车间生产要求环境洁净，不允许有粉尘污染。因此，硅

钢片车间的布置应远离生产粉尘的设施。如湖北A厂的硅钢片

厂就是布置在远离烧结、焦化、炼铁和炼钢区，环境比较洁净的地

段。

5.10.5 废酸处理设施布置在轧钢区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是为了避免散发出来的酸气影响轧钢车间的设备寿命和工人

操作条件 。

5.11 铁合金车间(厂)

5.11.1 纯金属冶炼车间，如电解锰、金属铬等，要求环境洁净，受



烟尘污染会影响产品质量，故应布置在其他铁合金车间常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5.11.2 铁合金车间(厂)的原料堆场及破碎加工、配料等处理设施易

产生粉尘，故要求位于主要生产车间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11.3

长度。

5。11。4

铁合金电炉的煤气净化回收设施靠近电炉间可缩短管道

铁合金炉渣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水淬处理，如锰铁

渣和硅铁渣的水淬渣，可用作水泥原料;另一种是热泼处理，如铬

铁渣，热泼冷却后至渣场堆置。水淬处理设施和热泼渣场布置在

电炉间一端外侧或炉后侧便于电炉排渣和处理。

5.12 修 理 设 施

5.12.1 机械修理分为为全厂服务和为车间服务两级。为全厂服

务的机械修理设施集中布置可合理利用人力及设备资源，便于管

理。为某个车间服务的机械修理设施靠近其服务对象，可密切与

工艺生产的联系，减少修理件的运输距离。

5.12.2 铸工车间需要有堆置生铁块、废钢、焦炭和型砂等原材料

的堆场，木模车间需要有木材堆场，铆焊车间需要有露天作业场

地，因此在布置这类车间时，应考虑所需的堆场和作业场地。

5.12.4 电气、仪表修理设施布置在产生烟尘或水雾车间常年最

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是为了避免受到烟尘或水雾的污染，保证电

气和仪表的质量。

5.12.5 本条规定是为了使机车、车辆修理设施的供水、供电和供

气管线短，投资省，取送机车、车辆方便，不增加运输繁忙咽喉道岔

的负荷，有利生产及生活管理。目前，国内各企业的机车、车辆修

理设施一般设在矿山工业场地或钢铁厂主要车站的一侧。

5.13 动 力 设 施

5.13 1 动力设施靠近负荷中心或负荷较大的车间是为了缩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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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长度，减少能耗。

5.13.2 热电站供热、供电的对象不同，其位置也不同。如上海A

厂的热电站以供电、供热为主，故布置在轧钢和原料场附近;又如

山西A厂的热电站以向高炉鼓风机站供汽为主，故靠近鼓风机站

布置。热电站产生的蒸汽和电力大部分供应高炉鼓风机站，所以

布置在邻近高炉区的居多。此外，热电站需消耗燃料(燃气或动力

煤)，布置时应使燃料供应便捷。

5.13.3 总降压变电所除应位于用电负荷中心以外，还要考虑便

于进线。高压架空线路需有一定的通廊宽度，如果深人厂区，将占

用一定的厂区面积，故要求总降压变电所布置在厂区边缘。

5.13.6

    1 现行国家标准《氧气站设计规范》GB 50030中对空气分离

装置吸风口与乙炔站(厂)、电石渣堆等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的规

定见表13。
      表13 空气分离装置吸风口与乙炔站(厂)、电石渣堆等之间的

                            最小水平间距《m)

乙炔站(厂)及电石渣堆等杂质散发源 最小水平间距(m)

乙炔发生器

    形式

乙炔站(厂)安装容量
      (m3/h)

空气分离装置内具
有液空吸附净化装置

空气分离装置前具有

分子筛吸附净化装置

水人电石式

簇10

10~ 30

)30

100

200

300

50

电石人水式

镇30

30~ 90

  )90

100

200

300

5O

电石、炼焦、炼油、液化石油气生产 500 100

合成氨、硝酸、硫化物生产 300 300

炼铁、炼钢、轧钢、铸钢生产 200 50

大批量金属切割、焊接场所(如金属
            结构车间)

200 50

注:水平间距应按吸风口与乙炔站(厂)、电石渣堆等相邻面外壁或边缘的最近距

    离计算。

218



    2 氧气站的压缩空气机自身有很大振动，靠近周期性产生机

械振动的振源时，会产生共振，影响氧气站的生产。如湖北 A厂

氧气站原考虑的位置距已有的爆破间较近，爆破的强振将影响氧

气站的生产。后经过实测，设计根据制氧机允许的振幅修改了氧

气站的位置，满足了氧气站的防振要求。

5.13.8 天然气配气站与煤气加压混合站的性质相似，但为了缩

短管线长度，天然气配气站应布置在天然气总管进厂的方向且至

各用户支管短捷的地点。

    天然气配气站有点火放空管，当厂内天然气不用时需点火放

空。放空管与周围建筑物的防火间距要求较严，因此其位置必须

会同消防部门共同选定。

5.13.9 煤气发生站容易散发煤气和煤灰等有害物，故宜布置在
主要用户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煤气站单独设置贮煤场和灰渣堆场时，将它们布置在站区

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是为了尽量减少煤灰对站区的污

染。

    将煤气发生站的煤气清洗、水处理设施、循环水池、沉淀池和

焦油池等布置在站区地势较低处是为了便于水处理系统自流循环

和防止焦油流失污染环境。

5.13.10 煤气加压混合站中的焦炉煤气为甲类生产，高炉煤气为

乙类生产，它们是有爆炸危险的车间，布置时除应靠近供气点和用

户外，还应注意符合防火间距的规定。

5.13.12 压缩空气站贮气罐布置在站房的北面，主要是为了使贮

气罐避免阳光曝晒，增大气压。

    压缩空气站有较大的振动和噪声，布置时必须考虑对相邻生

产设施的影响，应考虑防振和防噪声间距。

5.13.13 锅炉房采取自流回收冷凝水时，布置在厂区较低处是为

了便于冷凝水自流。在山区建厂，由于锅炉房排放的烟气污染较

大，要避免布置在窝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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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给排水设施

5.14.1 给水净化设施的位置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厂(场)外水源

地，当水源(特别是地下水水源)不是一处时，净化设施可布置在水

源汇集处;二是在厂(场)区内，给水净化设施靠近外部给水总管进

厂方向和主要用户可缩短管线长度，节约能耗;如上海 A厂的给

水净化设施就是设在厂区中部，接近炼铁、炼钢、轧钢区的地段。

5.14.2 钢铁厂的循环水设施较多，如高炉、转炉冷却水，煤气清

洗水处理，炼钢连铸和轧钢冷却水等循环水系统，将它们布置在所

服务的生产车间附近，可减少管线长度，节约能源。

    为了节约能源，水处理设施应尽量做到回水自流或减小扬程。

因此，沉淀池、集水池、循环水泵房等宜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段。

    冷却设施的水雾对邻近的建筑物、铁路、道路有影响，尤以冬

季冰冻季节更为严重。因此，本条规定冷却设施位于建筑物、构筑

物冬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表5.14.2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并结合鞍山地区实测资料

制定的。

5.15 运 输设 施

5.15.2 矿山铁路运输调度室和办公室是矿山铁路运输的管理中

枢，设在矿山主要车站内或附近，是为了便于直接与各生产车间联

系。

5.15.3 矿山电务工房设在主要车站附近，有以下优点:

    1 维护管理方便。

    2 可集中、合并设置。

    3 有利于电务人员通勤和材料、设备运送。

5.15.4 本条规定是为了有利于材料运送和工人上、下班。

5.15.5 厂内车站形式有贯通式和尽头式。为了方便车站调度人

员作业，无论车站是哪种形式，站房的位置都宜位于车站中部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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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群外侧，并且有良好的通视条件的地点，以便调度人员接发列

车。尽头式站房的位置也可设在进站端道岔一侧。

5.15.6 本条规定是为了方便路厂双方工作联系，并节约用地。

5.15.8 当车站一端电气集中道岔较多，作业繁忙时，信号楼布置

在该道岔区的一侧，有利于对现场的缭望，缩短信号楼引出电缆的

长度。

5.15.9 本条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黑色冶金露天矿电力机车牵

引准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8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5.15.n 为了方便缭望，道口看守房宜三面开窗。要求门正对道

路且室外地坪标高与道口标高一致，是考虑使道口看守员出人房

屋作业方便，有利于安全。

5.15.12 工务段(车间)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设施需根据线路维修

量配置。由于工务段(车间)一般配有轨道车、轨道吊车及铁路车

辆用以运送铁道维修配件等材料，故应将其布置在接轨方便的地

点。这些设施最好能集中一处布置，对节约建设费用、方便管理和

职工生活都有利;但如受场地或接轨等条件限制，也可以将其中的

车库或库房在段外合适地点分散布置。

5.15.13 为方便养路工人对所属路段的维护保养作业，一般将养

路工房设在各自分管路段的适中地点。矿山铁路区间短，线路迂

回折返，作业地点比较集中，养路工房可设在作业集中的车站附

近。靠近车站的养路工房宜与工务段用房合并，可节约用地，方便

使用。

5.15.14 汽车库、保养间、停车场、洗车台、加油站和调度室等设

施集中布置并靠近主要服务对象是为了减少汽车空车行程，降低

运输成本。如四川A厂的主要汽车库和停车场布置在离厂区内

主要用户lokm以外的地点，每天约180辆汽车从停车场至厂内

往返至少两次，极大地增加了运行时间和空车行驶，增加了汽车运

输成本。而上海A厂的汽车运输车间布置在厂内主要料场和用

户附近，因路径短捷，汽车运输成本较低。可见钢铁厂汽车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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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位置是否合适，对运输费用影响很大。

    另外，汽车运输车间进出汽车较多，布置时要避免对厂区主要

出人口人流的干扰。

    加油装置布置在汽车主要出人口附近便于顺路加油，减少空

车行程。洗车装置布置在汽车库、停车场人口附近便于车辆进库

(场)前进行清洗作业。

5.16 仓库及堆场

5.16.1 全厂性仓库及堆场是指工厂综合料场(含原、燃料准备车

间)、成品仓库、总杂仓库、设备备品仓库、润滑油库和化学品库等，

为了使进、出厂运输及其与所服务对象之间的运输短捷、管理方

便，宜选择在接近物流进、出口和主要服务对象的厂区边缘地带集

中布置。

5.17 消    防 站

5.17.1 国家现行的法规和标准是指《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修

订)》(建标〔2006〕42号)等。

5，17.2 生产管理区一般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环境安静，消防站

设在该区出警方便，且训练条件好。消防站设在主要保护对象附

近可使消防站的任务更有针对性。如焦化厂化学回收车间的火灾

危险性属甲类生产，有的企业为此设置了专门的消防站。

5.18 生产管理及生活设施

5.18.1 生产管理区(即厂前区)一般包括行政及生产管理部门、

中心实验室、研究所、电话站等辅助生产设施以及医疗、食堂等生

活设施。这些设施要求环境清洁安静，故宜位于厂区常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生产管理区是钢铁企业对外联系的枢纽，应面

向城市和较大的居住区，以便于主要人流出人和对外联系。

5.18.2 国家有关节约用地要求是指国土资源部 2008年 1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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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中，对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做的规定。

5.18.3 中心试验室、信息通讯等设施敏感度较高，防振、防噪声

要求较严，应符合本规范第5.1.n条及第5.1.12条的规定。如

某厂原中央试验室距初轧车间56m，由于受大型轧钢机、耙式吊车

和汽车的振动影响，许多精密仪器被损坏，有些分析试验工作因振

动影响不能进行。后该厂结合扩大规模的要求，在厂外新建了一

座实验大楼。

5.19 厂区出入口及围墙

5.19.1 本条规定了钢铁企业出人口布置的基本原则:

    2 主要人流出人口与物流出人口应分开设置，以减少相互干

扰，保证行车安全。如上海 A厂一号门为人流出人口，二号门为

物流出人口。

    3 厂区人流出人口的位置应使职工进出厂方便，使职工能从

居住区以较短的路径进厂到达工作地点，并使人流适当分散。如

湖北A厂的出人口，考虑居住区的分布情况，在厂区南侧设置了5

个人流出人口，使职工上下班比较方便。

    4 物流出人口应与外部运输线路有合理的连接，以节省投

资，减少运距。

5.19.2 为了划定厂界以及使厂区的材料、物品不致散失，便于保

卫，钢铁厂一般应设置全厂性围墙。采矿工业场地及其他单独的

工业场地应根据需要设置围墙。围墙与建筑物、构筑物及运输线

路的最小距离，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

计规范》GBJ 12、《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的。

5.19.3 对35个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Zm以上高度的围墙人

不能直接翻越，能满足安全的要求;2.Zm以下的围墙难以起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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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5.19.4 围墙的建筑形式应按钢铁企业的生产性质和保卫要求确

定。如热电站、氧气站、煤气站、危险品及燃油仓库区等由于保卫

要求较严，为防止发生事故，应采用实体围墙。生产管理区或沿城

市街道的厂区围墙的景观要求较高，可采用格栅等通透式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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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竖 向 布 置

6.1 一 般 规 定

6.1.1 竖向布置与总平面布置是厂区总图设计中两个不可分割

的有机体，必须统一考虑，才能使两者相互协调，使总图设计技术

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6.1.3 厂区竖向布置应与厂外有关设施及场地标高相适应，否则

会产生不良后果。如云南A厂，在进行机修、轧钢区的竖向布置

时忽视了密切相关的厂外铁路线，致使该厂厂外线坡度达20%。以

上。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牵引定数，增加运输成本，也不利于行车安

全。后经修改，才使该厂外线技术条件满足了生产、运输要求。

6.1.5 天然排水系统有它形成的自然规律，植被对防止水土流失

有利。因此，不应轻易改变天然排水系统和破坏植被，而应充分利

用和保护它。当必须改变原排水系统时，应对排水系统进行充分

调查研究，选择宜于导流或拦截的地段，使水流顺畅地引出厂外。

如四川A厂就是如此处理的。

6.2 设计标高的确定

6.2.1 本条规定是依据相关规范及设计经验制定，其中:

    1 本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一94的第

4.0.1条，参考《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第 3.6.1.2

条及国内部分钢铁厂的实际经验分析制定:

    1)本项规定中，计算水位=设计洪水(潮)位+奎水高度+浪高。

    2)本项规定是为了使洪水不能倒灌进人排水管而制定的。

    3)、4)设堤防时，厂区场地设计标高必须高于历年最高内涝水

位。当常年洪水位(平均高潮位)高于历年最高内涝水位时，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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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考虑设计标高，可能增加土石方回填工程量;按低者考虑设计

标高，将增加排水泵数量或延长排洪时间，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

    2 钢铁厂基槽、地沟等余土量较大，平坦地区的场地设计标高

略高于自然地形标高，可减少挖填平衡后的余土，减少余土外运。

6.2.2 建筑物周围排水条件是确定该建筑物室内、外高差的一个

重要因素。本条对在降雨量较大，排水不良的地段适当加大室内、

外高差的规定是根据对四川、上海、北京等钢铁厂的实际经验分析

制定的。另外，有的厂处于地基沉降量大的地区，确定建筑物室

内、外高差时，必须考虑该沉降量的影响。有车间引道建筑物的室

内、外高差不宜大于0.sm的规定，是考虑当车间引道很短时，室

内、外高差太大将造成引道坡度太大，对行车安全不利。有准轨铁

路引人建筑物的室内、外高差宜为0.sm的规定，是考虑有铁路引

人的建筑物一般有道路引人，将室内、外高差定为0.sm既可满足

车间引道纵坡要求，又有利于铁路路基排水。

6.3 台阶式布置

6.3.2 台阶按生产区划分是因为生产区内车间联系密切，布置在

一个台阶上有利于该区内车间之间生产、运输的联系及管线布置。

西南山坡地带新建及改建、扩建的钢铁厂都尽量按生产区划分台

阶。铁水运输要求线路坡度小，故炼铁、炼钢生产区宜布置在一个

台阶上，四川山坡地带所建的某厂就是如此布置的。

6.3.3 根据实践经验，山坡地带建厂，常常由于车间外铁路轨面

与车间内地坪高差较大，使车间外铁路与车间内铁路之间的连接

难以满足纵坡要求。这时，可通过抬高或降低车间内铁路标高来

满足铁路纵坡要求和减少土方工程量。因车厢地板一般高出轨顶

1.lm，故当铁路轨顶低于室内地坪时，高差不宜大于1.lm。

6.3.6 设置挡土墙虽将增加投资，有时还会延长工期，但可节约

用地。在本条所列地段的台阶如不设置挡土墙往往会带来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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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后果，所付出的代价常超出挡土墙的费用。例如西南某特钢

工厂编组站建在弃土场地上，由于未及时设置挡土墙，一场大雨使

大量弃土下滑，后加做了挡土墙，才得以稳定。当初如及时设置挡

土墙，既可事半功倍，又可少占土地。

6.3.7 台阶边坡的防护对山区建厂很重要，防护不好，往往会造

成水土流失或陡坡崩塌，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我国西南地区

钢铁厂大都进行了边坡防护，例如四川A厂及某特钢厂对易风化

流失的土壤、自然悬崖、陡坡等均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三合土、四合

土、水泥砂浆、水泥石灰砂浆等进行了防护。

6.3.8 本条所规定的自然放坡边坡坡率适用于地质良好、地质勘

察部门的建议坡率值在表列值范围内的地段。当地质条件差，高

度超过边坡坡率表列数值或地质勘查部门建议坡率值在表列值以

外时，应依具体情况进行个别设计。

    表6.3.8一1中的巨粒土、粗粒土分类详见表14，细粒土填料分

类见表15。挖方地段岩石边坡坡率表中的岩体分类详见表16，Rc

与定性划分的岩石坚硬程度的对应关系见表 17，K，与定性划分

的岩体完整程度的对应关系见表18。

                      表 14 巨粒土、粗粒土分类表

一 级 定 名 二 级 定 名

类别 名称 说明 细粒含量
颗粒

级 配
名 称

巨

粒

土

碎

石

类
土

块

石

类

块

石

土

硬

块

石

土

    粒 径 大 于

Zoomm，颗粒质
量超过总质量的
5。%(不易风化，
尖棱状为主)

硬块石

软

块

石

土

    粒 径 大 于
Zoomm，颗粒质
量超过总质量的
50肠(易风化，尖
棱状为主)

R。>15MPa的

不易风化软块石

R。板15MPa的

不易风化软块石

易风化软块石

风化软块石



续表 14

一级 定名

类别 名称 说明 细粒含量
颗粒

级 配
名 称

巨

粒

土

碎

石

类

土

块

石

类

    粒 径 大 于

200mm，颗 粒 质

量超过总质量的

50%(浑圆或圆棱
状为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漂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漂石

5%~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漂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漂石

1写%~30%
土质漂石

>30%

碎

石

类

歹日

石

土

    粒 径 大 于

6omm，颗粒质量
超过 总质 量的
50%(浑圆或圆棱
状为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卵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卵石

5%~巧%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卵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卵石

15肠~30肠
土质卵石

>30%

碎

石

土

    粒 径 大 于

6Omm，颗粒质量
超过 总质量 的
5。%(尖棱状为
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碎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碎石

5%一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碎石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碎石

15%~30%
土质碎石

>30%

砾

石

类

粗

砾

土

粗

圆

砾

土

    粒 径 大 于

20mm，颗粒质量
超过 总质量 的
50%(浑圆或圆棱
状为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粗圆砾

粗

粒

土

不良 级配不好的粗圆砾

5%~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粗圆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

含土粗圆砾

15%一30%
土质粗圆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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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一 级 定 名 二 级定 名

类别 名称 说明 细粒含量
颗粒

级 配
名 称

粗

粒

土

碎

石

类

土

砾

石

类

粗

砾

土

粗

角

砾

土

    粒 径 大 于

Zomm，颗粒质员
超过 总质量 的

5。%(尖棱状为
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粗角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粗角砾

5写~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粗角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
含土粗角砾

15%~30% 土质粗角砾

>30写 土质粗角砾

细

砾

土

细

圆

砾

土

    粒 径 大 于

Zmm，颗粒质量
超 过 总 质 量 的

50%(浑圆或圆棱
状为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细圆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细圆砾

5%~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细圆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

含土细圆砾

15肠~30% 土质细圆砾

细

角

砾

土

    粒 径 大 于

Zmm，颗粒 质量
超过 总质 量 的

50%(尖棱状 为
主)

<5%

良好 级配好的细角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细角砾

5%一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细角砾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细角砾

15%~30%

土质细角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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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一 级 定名 二 级 定 名

类别 名称 说明 细粒含量 颗拉
级 配

名 称

粗

粒

土

砂

类

土

砾

砂

    粒 径 大 于

Zmm，颗粒质量
占 总 质  量 的
25写~50%

<5%
良好 级配好的砾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砾砂

5%一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砾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砾砂

>巧肠 土质砾砂

粗

砂

    粒 径 大 于

0.smm，颗粒 质
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5%
良好 级配好的粗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粗砂

5%一15%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粗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粗砂

>巧% 土质粗砂

中

砂

    粒 径 大 于
0.25mm，颗粒质
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5%
良好 级配好的中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中砂

5%一巧%
良好 级配好的含土中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含土中砂

>15% 土质中砂

细

砂

    粒 径 大 于

0.075mm，颗 粒
质量超过总质量
的85%

<5%
良好 级配好的细砂

不良 级配不好的细砂

5%一15肠 含土细砂

粉

砂

    粒 径 大 于

0.075mm，颗 粒

质量超过总质量
的50%

粉砂

注:1 颗粒级配分为良好(C。)5，并且C。=1一3)和不良(C。<5，并且 C。护1~

    _ ._. _、。，_ d。。 二_一，_ d弓。
3)，共甲小均匀杀致‘。=二-，曰革系狱 七。=万-长丁了一，al。、由。、禹。甘利刀

                                                “10 “ 10/、“60

颗粒级配曲线上相应于10%、30%、60%含量的颗粒;

硬块石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R。>30MPa;

细粒含量指细粒(d簇0.O75mm)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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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细粒土填料分类表

二 级 定 名

液限含水率 名称

细
粒
土

粉土
Ip镇10，且粒径大于0.075mm颗粒

的质量不超过全部质量50%的土

wL<40% 低液限粉土

‘L)40% 高液限粉土

钻
性
土

10<Ip(17

低液限

粉质茹土

高液限

粉质私土

Ip>17
wL<40% 低液限勃土

wL)40% 高液限勃土

注:液限含水率试验采用圆锥仪法，圆锥仪总质量为769，人土深度为10mm。

                    表16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基本

质量级别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BQ)

> 550

H

皿

V

较软岩，岩体破碎;

软岩，岩体较破碎一破碎;
全部极软岩及全部极破碎岩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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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R。与定性划分的岩石坚硬程度的对应关系

R。(MPa) 1 >60 1 60~30 } 30~15 } 15~5 1 <5

坚硬程度 } 坚硬岩 }较坚硬岩 } 较软岩 } 软岩 1 极软岩

表 18 K、与定性划分的岩体完整程度的对应关系

Kv(MPa)

完整程度

> 0 75 }0 75~ 0 55 10.55~ 0.35 }0.35~ 0.15 } < 0.15

完整 } 较完整 } 较破碎 1 破碎 1 极破碎

    注: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应由表17和表18所确定的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

        整程度组合确定。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BQ)应根据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R。的兆

帕数值和K，，按下式计算:BQ=90+3尺。+25oK、。
    当使用该公式时，应遵循下列限制条件:

    当R。>90Kv+30时，应以R。=goK，+30和K，代人该公式

计算BQ值。

    当Kv>0.O4R。+0.4时，应以K，=0.04R。+0.4和R。代人

该公式计算BQ值。

6.3.9、6.3.10 这两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GB 50007中的有关规定及设计经验制定的。

6.4 土 方 工 程

6.4.1 实践证明，土方工程量的平衡除应考虑场地整平的土方

外，还应包括本条规定中所列出的建筑物、构筑物基槽余土等其他

土方工程量。否则，就会造成土方搬运工作量的浪费。如辽宁某

厂扩建时，由于对上述其他土方量考虑不周，造成了先从厂外运土

进厂，后又将土从厂内外运的现象。据有关资料分析，其他土方工

程量是相当大的，约占厂区平土总土方量的10%一15%。如湖南

某厂仅建筑物、设备、管线基槽等余土就占该厂区平土总土方量的

10%左右。

    进行土方工程量平衡时不同种类的土石松散系数可参照表

19中的数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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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土石松散系数

土石
土 石 名 称

松 散 系 数

等级 类别 最初 最后

1 松土

砂、亚猫土、泥炭 1.08~ 1.17 1.01~ 1.03

植物性土壤 1.20~ 1.30 1.03~ 1.04

  轻型的及黄土质砂赫土，潮湿的及松散的
黄土，软的重、轻盐土，小于 15mm的中、小
圆砾，密实的含草根的种植土，含直径小于
3omm树根的泥炭及种植土，夹有砂、卵石
及碎石片的砂及种植土，混有碎、卵石及工
程废料的杂填土等

1。14~ 1.28 1.02~ 1.05

ll
普通

  土

  轻艘的粘土、重砂私土、粒径 15mm~
4Omm的大圆砾、干燥黄土、含圆砾或卵石
的天然含水量的黄土、含直径不小于 30mm

的树根的泥炭及种植土等

1.24~ 1.30 1.04~ 1.07

m 硬土

除泥炭石、软石灰石以外的各种硬土 1.26~ 1.32 1.06~ 1.09

泥灰石、软石灰石 1。33~ 1.37 1.11~1.15

W 软石
  泥岩、泥质砾岩、泥质页岩、泥质砂岩、云
母片岩、煤、千枚岩等

1.30~ 1.45 1.10~1.20

V
次坚

  石

  砂岩、白云岩、石灰岩、片岩、片麻岩、花岗
岩、软玄武岩等

1.45~ 1.50 1 20一1.30

VI 坚石
  硬玄武岩、大理岩、石英岩、闪长岩、细粒
花岗岩、正长岩等

1 45~ 1.50 1.20~ 1.30

    注:第工至Vl级土壤，挖方转化为虚方时，乘以最初松散系数;挖方转化为填方时，

        乘以最后松散系数。

6.4.2 本条是参照《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中的

有关内容，并结合设计经验制定的。

6.4.3 本条是参照《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现

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厂矿道

路设计规范》GBJ 22 及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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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Bol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6.5 场 地排 水

6.5.1 本条是根据设计、生产实践经验制定的。

    1 本款根据辽宁、四川、云南等厂的实际经验制定。

    2 在多尘地区采用盖板明沟既易排水又少占地，且有利于明

沟清理。铁路调车繁忙地区采用盖板明沟有利于安全。

    3 钢铁厂一般建筑密度较高，场地平坦的炼钢区、轧钢及生

产管理区采用城市型道路及暗管排水方式，20世纪70年代后投

产的钢铁厂更是如此，实践证明效果较好。

    4 近年来，在缺水地区，雨水的收集利用得到了重视，并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6.5.2 场地排水坡度的确定除应考虑保证雨水能及时排出外，还

应考虑不冲刷场地和不影响交通。坡度越大，越能迅速排出雨水，

但越容易对场地造成冲刷，坡度大到一定程度还会影响交通。因

此，本规范规定了场地排水坡度的取值范围。

6.5.5 矩形明沟的底宽不宜小于0.4m，梯形断面底宽不宜小于

。.3m，沟深不宜大于1.lm的规定是为了方便施工和清理。

6.5.6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6.5.8一6.5.10 这几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

范》GB 5001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7 管线综合布置

7.1 一 般 规 定

7.1.1 管线综合设计是总图运输设计的组成部分，在优化总平面

设计中起着重要作用。管线综合设计是一项多专业密切配合协作

的工作，是各管线自身合理性与管线综合总体合理性的有机结合，

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总体、综合考虑，

做出经济合理、布置紧凑，有利于施工、检修和安全生产的设计。

7.1.2 管线的敷设方式可分为地上式及地下式两大类，地上式主

要有管廊式，管架式，低架式，沿地面敷设式，建筑物，构筑物墙面

支撑式;地下式有直埋式、管沟式及共沟式。在选择敷设方式时，

应根据本条规定所列的各种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管线输送介质的性质可分为一般性质和危险性两大类。一般

性介质分压力和自流两种，前者如蒸汽，压缩空气，氮气，高、低压

消防水等，压力一般在0.4MPa一1.SMPa，一旦发生事故，以介质

性质来说危害不大，但由于是压力管，故仍有一定危害。危害性介

质主要指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及助燃性的物质，如煤气、天

然气、液化气、乙炔、氢酸、液碱、氯、氧等，这类物质大多为压力输

送，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会产生较大的危害。对于发生事故后会产

生危害的管道，如果敷设方式不当，会增加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或

增大事故的危害程度。如危险性介质管线不应选择建筑物支撑

式，以避免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影响建筑物的安全。

    在选择管线敷设方式时，还应考虑场地自然条件及交通运输、

生产安全、施工检修和厂区绿化等条件。如在汽车运输量较大的

厂区，不宜采用低支架或沿地面敷设的方式。

7.1.3 采用共架、共杆、共沟及多层布置方式是管线综合设计中
                                                                                235



节约用地的有效途径，共架、共沟比单架、直埋在节约用地方面效

果 明显 。

    管廊(架)下布置地下直埋管线、管沟及电缆隧道可节约管线

用地。

    关于有煤气管道的管廊(架)下布置电缆隧道(电力电缆)的问

题，本次调研了内蒙古A厂、上海A厂、湖北 A厂等厂，它们均有

采用这种方式的实例，至今均未发生安全事故。以下为调研报告:

    1 内蒙古A厂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管廊(架)下布置 2.6m

宽电缆隧道，全长约350m，电缆隧道通风口设在管廊(架)正下方，

管廊(架)上有混合煤气管、焦炉煤气管、转炉煤气管、蒸汽管、采暖

热水和压缩空气管等，2001年建成使用。

    2 上海A厂3杯高炉工程，纬二西路南侧、铸铁机室北侧的

管廊(架)下布置有电缆隧道，全长约140m，有通风口2个，未做偏

移处理。

    3 上海A厂厚板连铸工程管廊(架)下布置有电缆隧道，全

长约36Om，有通风口8个，其中吸风口偏移中心避开了煤气管廊

(架)，出风口在煤气管廊(架)下。

    4 湖北 A厂三炼钢中二路南侧、中三路东侧、东路西侧的管

廊(架)下布置有电缆隧道，全长约1300m;管廊(架)上有高炉煤气

管、焦炉煤气管及转炉煤气管等，电缆隧道有进风口n个，出风口

n个，1995年建成使用。

    5 湖北 A厂炼铁路管廊(架)下布置有电缆隧道，全长约

552m，有进风口3个，出风口3个，1976年建成使用。

    6 湖北A厂炼铁南路管廊(架)下布置有电缆隧道，全长约

30Om，有进风口2个，出风口2个，1958年建成使用。

7.1.4 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的有关规定。

    本条所列几种管道，无论是气体或液体，在长期生产运行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介质的泄漏，一旦泄漏，易酿成火灾或爆炸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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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些管线的敷设应有利于及时发现介质的泄漏，避免泄露介质

的集聚，方便修复。而采用地下敷设方式既不易发现介质泄露，也

不易修复，而且还容易造成泄露气体的集聚，酿成更大危险。故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第6.2.1.1条
的规定，本条规定几种管道不应埋地敷设。

7.1.5 管线布置在道路两侧且与道路平行是合理利用土地的有

效方法，且有利于设计、施工、检修及管理。

    干管布置在靠近主要用户或支管较多的一侧是为了减少与道

路的交叉，缩短管线长度。管线与道路交叉会使管线的检修、施工

不便，增加管线投资及介质输送能耗，且有碍交通运输。减少管线

与道路交叉是管线综合设计的重要原则。

7.1.6 有毒、可燃、易燃、易爆介质管线严禁穿越与该管线无关的

建筑物、构筑物、工艺装置、生产单元及贮罐区等是为了减少事故

发生的几率和危害。本条直接涉及人身安全，故定为强制性条文，

应严格执行。

7.1.7 本条规定是为了避免永久性管线和与其无关的工艺装置

或生产单元、露天堆场、建筑物、构筑物的相互影响。

7.1.8 管线之间及管线与铁路、道路交叉将给施工、检修带来不

便，因此要求尽量减少交叉。为了减少交叉的影响范围，管线之间

及管线与铁路、道路的交叉宜垂直相交，必须斜交时，交叉角度不

宜小于45“。

    管线集中跨越(或穿越)铁路、道路可以减少交叉点，便于集中

采取加固措施。如地上管线跨越铁路、道路处可采取桥架，地下管

线穿越铁路、道路处可采取综合管沟或涵洞等措施。

7.1.9 各类管线的附属构筑物是指地下管线的阀门井、检查井、

消防栓及架空热力管道的膨胀圈等，将它们相互交错布置可节约

用地 。

    道路交叉口一般交通量较大，地下管线附属构筑物容易遭到

破坏而影响生产;地下管线附属构筑物维修时也会影响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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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消防通道。另外，道路交叉口是地上、地下管线相互交叉部

位，各类附属构筑物集中此地会造成相互干扰，易发生事故。因

此，地下管线应尽量避开在此部位设置附属构筑物。

7.1.10 本条明确了管线分期建设的原则及近期建设应注意的问

题，以避免出现分期建设管线布置混乱，浪费土地，影响安全生产

及环境卫生等情况。

7.1.12 本条参照《石油化工企业厂区管线综合设计规范》SH

3054第2.o.n条的规定，适用于改建、扩建工程。改建、扩建工

程与新建工程不同，受限制条件多、难度大，在不能满足本规范规

定的管线间最小水平间距值时，结合具体情况，可适当减小间距，

但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施工、检修和使用安全。

7.1.13 解决好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管线综合设计的重要内容。本

条是以有利于生产、保证安全、方便施工、减少工程量、节省投资为

出发点，根据多年管线设计及施工经验，总结归纳出的主要问题及

其解决原则。

7.2 地 下 管 线

7.2.1 类别相同、埋深相近的管线合理集中布置有利于管线施工

一次开挖，同槽敷设，有利于节约用地，减少土方工程量，节省投

资。

7.2.3 地下管线或管沟敷设在铁路下面易受破坏，一旦管线断

裂，不仅影响生产，也影响铁路的正常运行。敷设在主要道路下面

的管线在检修或事故处理时，会影响交通运输。

7.2.4 铁路站场咽喉区运输作业繁忙，车流量较大，管线、管沟易

受损。一旦管线断裂，对管线的抢修工作会影响站场的正常调车

作业及货场的装卸作业。

7.2.5、7.2.6 这两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压缩空气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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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029、《乙炔站设计规范》GB 50031、《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30、《氢气站设计规范》GB 50177、《锅炉房设计规范》GB

50041、《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低压配电设计规

范》GB 50054、《35一11OkV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9、((电力工

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工业企业通信设计规范》GBJ 42及

《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7.2.7 本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地下管线受腐蚀性物质的侵蚀损坏，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厂区管线综合设计规范》SH

3054一1993第3.0.8条制定。

7.2.8 本条规定参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

压煤开采规程》(国家煤炭工业局煤行管字〔2000〕第 81号)的有关

规定制定。

7.2.9 当管线从铁路、道路下穿过时，管线处于线路上活荷载的

作用范围之内，为使管线不受损坏，管线与轨道和路面结构层间应

留有合适的距离。由于近年来铁路机车、车辆向大型化发展，机

车、车辆的自重、载重均相应提高，线路上活荷载作用范围加大，故

本条规定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厂区管线综合设计规

范》SH 3054一1993第3.0.7.1条的规定，将管顶距钢轨底垂直距

离由过去的1.Zm修改为 1.sm。

    管顶至道路路面结构层的垂直距离要求是为了使管道顶面与

道路路面结构层底面之间有一定厚度的土壤层，以缓解道路对管

道的压力。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一

2006第4.3.7条的规定，管顶至道路路面结构层底面的垂直距离

由过去采用的0.sm修改为0.7m。

7.2.n 为了避免管线之间的不利影响，满足安全、卫生、防火要

求，本条规定了地下管线交叉布置的基本要求。规定给水管道布

置在污水管道上面，可以防止给水管道被污染;可燃气体管道布置

在其他管道上面，可使可燃气体管道一旦发生事故时不至于在短

时间内危害下面的管道;电缆布置在热力管道下面，以防电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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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绝缘体老化，影响载流量;热力管道布置在可燃气体管道、给水

管道上面，可以减少这些管道的受热影响;受热后易造成体积膨胀

的介质管道、腐蚀性介质管道及含酸、碱的污水管道布置在其他管

道下面，可使这类管道一旦介质泄漏不至于影响其他管道。

7.2.13 本条规定是为了满足共沟敷设管线的防火、防爆、安全和

卫生要求及避免管线之间相互的不利影响，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

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一93 第7.2.8条、《钢铁冶金企

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414一2007第4.3.4条制定。

    1 热力管道指蒸汽管、热水管等。这类管道周围环境温度较

高，如与电缆共沟敷设，会加快电缆外包绝缘材料的老化，影响电

缆的使用寿命，同时由于环境温度越高，电缆载流量越低，电缆的

使用也将受到影响。

    2 由于油质管道泄漏时油品渗到氧气管道上有可能引发火

灾，电缆线本身也有可能发生火灾，故严禁氧气管道与油管、电缆

等同沟敷设。本款涉及人身财产安全，故为强制性条款，应严格执

行。

    3 排水管道包括污染严重的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及污染较轻

的雨水排水管道，由于管道接口常会出现泄漏现象，因此均有程度

不同的污染。为了缩小污染范围，应将排水管道设置在沟底。

    4 为防止腐蚀性介质管道一旦发生事故时，管道介质泄漏损

害其他管线，故应将其敷设在其他管线下面。

7.3 地 上 管 线

7.3.1 本条第 1款一第 3款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厂

区管线综合设计规范》SH 3054一1993第4.0.1.1一第4.0.1.3

条制定;第4款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414一2007第4.3.2条制定;第5款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

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一2005第6.2.1.2条制定;第6款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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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8一92第2.5.14条、第4.3.8条制定。本条第4款一第6款

规定直接涉及人身财产安全，故定为强制性条款，应严格执行。

7.3.3 本条第 2款规定是为了防止管道内危险性介质一旦发生

事故泄漏对与其无关的建筑物产生危害;同时也为了防止上述建

筑物或内部设备发生事故对有危险性介质的管道造成损坏，产生

严重的后果而制定。本款直接涉及人身及财产安全，故定为强制

性条款，应严格执行。

7.3.4 管廊(架)沿道路同侧布置，可减少与道路的交叉。

7.3.5 本条规定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一94第5.1.10.2条、《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一

2000第8.1.27条制定。

7.3.6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66kV及以下架空电

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工业企业通信设计规范》GBJ 42，并

参照《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制定的。22OkV及

以上的架空电力线路，因钢铁企业内较少，表中未列出相应数据，

需要时可参照《110~SOO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092中的有关规定。

    架空电力线路边导线最大计算风偏值见表20。

                    表 20 边导线最大计算风偏值〔m)

电压 杆、塔间距 杆、塔高度 最大风偏值

35kV单回路 200 15~ 19 3

35kV双回路 200 15~ 19 3

llokV单回路 250 19~ 21 5

110kV双回路 250 15~ 21 5

7.3.7 尾矿、精矿管(槽)的敷设有架空与埋地两种方式。当架空

尾矿、精矿管(槽)沿工业厂房或构筑物平行敷设时，可紧靠建筑

物、构筑物外墙敷设。如鞍钢东鞍山烧结厂一选车间尾矿流槽，本

钢南芬三选尾矿流槽，本钢南芬球团精矿管线均沿厂房外墙敷设。

                                                                                241



    尾矿、精矿管(槽)与地上管线支架基础外缘的水平净距离规

定为1.om，是考虑到埋地尾矿、精矿管(槽)的埋设深度一般小于

管线支架基础的埋设深度;为防止管(槽)被磨穿而影响支架基础，

可在厂内全线或局部采用耐磨材料。

    长度超过lokm的厂外浆体输送管线与输电线路、通信线路、

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用途管线的间距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浆体长

距离管道输送工程设计规程》CECS98 中的有关规定。

7.3.8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工业企业通信设计规范》GBJ 42，并参照《钢铁厂总图运

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的规定制定。

7.3.9 本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

计规范》GB 50061、《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并参照《110一

50o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092中的有关规定及

《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中的有关内容制定的。

对于22OkV及以上的架空电力线路，因钢铁企业内较少，表7.3.9

中未列出相应数据，需要时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110一sookV架

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092中的有关规定。

7.3.10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一2005第6.2.1.2条的规定制定。



8 绿 化

8.1 一 般 规 定

8.1.2 布置合理的绿化系统是指在全厂进行合理、全面的绿化布

置，而不是仅在生产管理区及个别主干道绿化。

8.1.3 本条根据国土资源部2008年1月31 日发布的《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有关规定，结合历年对钢铁企业绿化用地率

的调查制定。绿化植物用地及覆盖面积见表21。

                  表21 绿化植物用地及覆盖面积(m3)

绿 化 种 类 用 地 面 积 覆 盖 面 积

单株大乔木 2.25 16.0

单株中乔木 2.25 10.0

单株小乔木 2.25 6.0

单行乔木或行道树 1.SX长度
    4.Ox长度

(株距 3.om一6.om)

多行乔木 (1.5+行距总宽度)X长度 (4.0+行距总宽度)x长度

单株大灌木 1。0 4.0

单株小灌木 0.25 1.0

单行大灌木 1.0只长度 2.OX长度(株距 1.0~3.0)

单行小灌木 0.SX长度 1.oX长度(株距0.5一1.0)

单行绿篱 0.SX长度 。.SX长度

多行绿篱 (0.5+行距总宽度)只长度 (0 .8+行距总宽度)x长度

垂直绿化 不计 按实际面积

草坪、苗圃、小游园、
  水面绿化、花坛

按实际面积计算 按实际面积计算

注:表列植物用栏杆、边饰划分成树池或绿化区时，其用地面积按栏杆或边饰所围

    范围内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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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绿 化 布 置

8.2.1 现实生活中，由于沿道路、铁路以及在道路、铁路的转弯

处、平交道口处栽种乔木或绿篱时没有留出应有的视距或视距的

通透性不足而引发交通事故的例子很多，因此本条第 2款规定沿

道路、铁路栽种的树木不应侵人行车视距范围。

8.2.2 本条第2款中不妨碍卫生是指不招惹虫蝇、不散发大量絮

毛、不产生臭味及成熟时不易脱落浆果的植物。第 9款规定是为

了防止落叶影响浓缩池溢水孔的畅通。

8.2.3 表8.2.3一1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

范》GB 50187中的有关规定及《环保工作者使用手册》(1984年

版)中的有关内容制定的。

    表8.2.3一2中序号2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

全规程》GB 6222中的有关要求制定的。序号3是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氧气站设计规范》GB 50030、《乙炔站设计规范》GB 50031、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J 29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序号 4参

照现行国家标准《锅炉房设计规范》GB 50041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序号6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 50293中的有

关规定制定。其余参照《石油化工厂区绿化设计规范})S H 3008制

定 。

    表 8.2.3一3参照现行国家标准《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

计规范》GB 50061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表8.2.3一4参照现行国家标准《110一sookV架空送电线路设

计技术规程》DL/T 509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表8.2.3一5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通信设计规范》GBJ

42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9 运输方式选择

9.1 一般 规 定

9.1.1 选择运输方式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地区已有的交通状况。如已有交通线路的运输能力和交

通远景规划，接轨条件和码头的位置，企业与国家铁路、公路、通航

河流的距离等。

    2 原、燃料来源，成品去向及运输距离。钢铁厂需要的原、燃

料和产出的产品数量很大，一个年产钢 1000万t的钢铁厂的年厂

外运输量达5000万t。因此，原、燃料供应和成品销售地点，运输

距离，都是选择厂外运输方式时进行比较的重要因素。如上海 A

厂大宗原料来自国外，煤和石灰石等辅助原料来自长江沿岸，这决

定了该厂厂外原、燃料运输主要采用水路运输方式。四川 A厂离

矿山较近，还修建了专用铁路，这决定了该厂原料运输必须采用铁

路运输方式。

    3 生产工艺要求及物料的特征。选择厂内运输方式应符合

生产工艺要求，并要适应物料的特征。如高温的铁水等物料，在目

前的技术条件下多采用铁路运输方式。

    4 自然地形条件。选择矿山运输方式，除应考虑以上各项因

素以外，还应考虑自然地形条件。因为矿山地形复杂，矿山运输方

式常随地形的变化而改变。

    5 生产年限。选择矿山运输方式还应考虑矿山的生产年限，

各种运输方式的投资，成本和技术水平都必须与矿山的生产年限

相适应 。

9.1.2 合理利用既有设施，不仅是简单的利用，更需要进行改造。

利用和改造的目的是要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满足生产要求。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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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A厂连铸、热轧、冷轧带钢、硅钢片车间之间半成品的运输就是

通过改造铁路信号系统，采用大型平板车、保温车等设备提高了运

输效率，满足了生产要求。辽宁的许多使用准轨铁路运输的矿山

在扩建、改建中，利用汽车配合电铲掘沟，提高了铁路运输能力。

辽宁某大型铁矿为提高运输效率，减少非作业时间，提高铁路信号

装配水平，采取了配备无线通讯设施进行无线调度，安装工业电视

等措施 。

9.2 矿山运输方式选择

                      工    露天矿 的矿、岩运输

9.2.1 对于矿体产状复杂的露天矿，为减少开采过程中的废石混

人造成矿石贫化，采用灵活性较强的汽车运输能满足分采、分运要

求，而且可加快采掘速度，提高电铲效率。

    对于地形复杂，沟谷较多，起伏较大的露天矿，铁路布线困难，

且工程量大，而汽车爬坡能力大，并能通过较小曲线半径，因此，地

形复杂的露天矿宜采用汽车运输。

9.2.2 地形较缓是指铁路折返布线的地形坡度在 25“以下。

    采矿场较长，主要指采矿场的长度能保证在矿体上盘或下盘

满足铁路折返布线要求。用单线区间一个折返计算，两端站坪长，

包括咽喉区和竖曲线在内约为265m又2=53Om，加上区间爬坡，

按段高 15m，平均坡度 37%。(国内陡坡铁路)计算，需区间长度2=

15/0 .037、405m，共计935m。当采矿场一端水平，曲线半径为

20om时，总共1135m，取1.Zkm，当采矿场两端水平时，则为

1.4km。因此，本条所谓采矿场较长，系指有 1.Zkm一1.4km的长

度(指露天上部采矿场，而不是封闭口);如果设计双线折返还要大

于 1.4km。当采矿场两端有布线条件时，采矿场长度不受此限

制。

    采用准轨铁路运输的山坡露天矿的山头部分往往铁路线布置

不开，深凹露天矿的新水平铁路掘沟、装车也有困难。为加快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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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和新水平下降速度，宜采用汽车运输配合。目前，国内几个准

轨铁路运输的大型露天矿，一般多使用中型吨位汽车与铁路配合。

9.2.3 溜井(槽)、平铜具有利用重力运输的优点，可以节约能源，

节约土地，因此具备条件的矿山应尽量采用。

9.2.4 带式输送机爬坡能力大，运输量大，效率高，成本低，是较

先进的运输方式，国内外不少矿山已经广泛采用。采矿场内使用

汽车运输，能使产量增加，强化水平下降速度，有利于组合台阶陡

帮开采。目前，国内已经有多个大型露天矿采用汽车一带式输送机

运输，效果很好，如鞍钢齐大山铁矿。

9.2.5 我国20世纪 50年代兴建的不少大型山坡露天铁矿采用

了单一铁路运输方式。这些矿山目前基本上已转为深凹露天开

采，并大都改造成了汽车一铁路联合运输系统。汽车可以在采场内

工作面作短距离运输，而铁路可以作长距离运输，设计可以充分利

用这两种运输方式的优点。

                    11 地下矿的地表运输

9.2.9 当井下至地表采用箕斗提升时，井(碉)口一般要设置矿

仓，因此地表可采用汽车、铁路、带式输送机等运输方式。当矿仓

到卸车点之间地形较为复杂，布置铁路或道路困难时，采用带式输

送机运输可克服高差。

9.2.n 架空索道适用于在地形比较复杂的中、小型矿山运输矿

石(或粉矿)、岩石等物料。架空索道的爬坡能力大，对自然地形适

应较强，一般可直接跨越陡坡、深谷或河流;可不占或少占农田，减

少土石方及建筑工程量;可克服较大高差，使运距短捷。

                  m 原(精)矿的外部运输

9.2.12 铁路运输能力大、运输费用低，有条件的宜尽量采用铁路

运输。

9.2.13 带式输送机有钢芯、钢绳和普通胶带三种，前两种适用于

运输量大的长距离运输，后一种仅适用于车间之间短距离运输。

带式输送机适用于在地形复杂(平均坡度 12“一20“)地段，运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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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一、方向单一、物料粒度小于350mm、不易冻结且运输量大于

100 万t/年的矿石等物料。

9.3 钢铁厂运输方式选择

9.3.4 钢铁厂的耐火材料、熔剂、废钢、各种设备的备品备件等物

料的数量相对较小，但种类、形状、重量各异，且运送的地点分散，

宜采用汽车(包括特种汽车)运输。如上海A厂采用 15t、25t翻斗

车，11t、20t吊斗车等特种汽车运输不同物料，节省了劳力，效果良

好。

9.3.5 当从厂外运人的大宗原、燃料和发往厂外的成品采用铁路

运输时，铁路直达厂内装卸地点可使厂内、外运输形成连续的运输

系统，减少中间装卸，提高运输效率，我国许多钢铁厂就是如此。

而上海 A厂从厂外铁路运进的部分辅助材料须先在装卸站卸下，

再用汽车运至仓库或车间;由铁路外运的成品须先用汽车从成品

跨运至钢材仓库，再从钢材仓库装火车外运，这种运输方式须增加

一次装卸作业，造成运输成本的提高。

9.3.6 各车间成品跨或钢材仓库至码头的成品运输选择铁路还

是道路需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日本的福山、大分、扇岛等钢铁厂

厂外运输为水路运输，各厂轧钢车间成品跨均紧靠成品码头仓库，

钢材均用电动平车、叉车、过跨车或汽车等从轧钢车间成品跨运至

码头直接装船或进人码头仓库。上海 A厂的热轧、冷轧带钢车间

距码头2.7km，无缝钢管车间距码头1.6km，成品采用 60t全挂汽

车运至码头;该运输若采用铁路，运输费可能比汽车运输便宜，但

要多占地，这就需要全面比较。法国福斯钢铁厂的钢材成品有部

分由水路外运，由于轧钢车间和成品仓库距码头较远，故成品采用

铁路运至码头。

9.3.7 带式输送机运输效率高，运输能力大，且便于实现自动化

控制。焦化、烧结、炼铁车间的带式输送机连成一体，可减少中间

仓库和装卸作业，形成连续化的运输系统。国内、外钢铁厂散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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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广泛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

9.3.8 钢铁厂铁水运输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 铁水温度高，运输与生产联系紧密，要求运输安全、可靠。

    2 高炉铁水的温度在1300℃左右，转炉炼钢的铁水温度不

低于1200℃，要求在运输过程中尽量减少铁水热量的散失。

    3 大型高炉每次出铁量较大，4000m3的高炉，每次出铁

6O0t一goot，需要采用大容量的运输设备。

    4 根据炼钢对铁水质量的要求，铁水在运输过程中还需有脱

硫等作业。

    铁路运输均能较好地满足上述要求。

    当前，国内外钢铁厂铁水运输普遍采用铁路运输方式。也有

钢铁厂采用专用汽车运输铁水。

9.3.9 连铸与轧钢车间毗邻布置时，采用辊道等方式以直线的路

由和最短的距离运送连铸坯可以减少装卸工序，提高运输效率。

如日本大分钢铁厂的连铸间与厚板轧钢车间的钢坯仓库毗邻，连

铸坯由辊道直接运至钢坯仓库;上海 A厂的连铸间与热轧带钢车

间相邻，连铸坯也由辊道运至热轧带钢车间。

9.3.10 钢铁厂各种粉状和液体物料的运输方式一般采用汽车或

管道。

    如高炉煤气灰，法国敦刻尔克厂采用管道风力输送;上海 A

厂则采用25t翻斗车运输。高炉、转炉煤气洗涤的含尘污水、热电

站的粉煤灰、炼钢的生石灰、白云石粉料一般宜采用管道输送。燃

油、酸液等液体多采用管道或罐车运输。



10 矿山铁路运输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采用统一的轨距是为了减少运输环节，避免倒装;采用型

号一致的设备是为了方便备品备件的供应，便于设备检修，简化机

修设施与修理项目。

10.1.2 铁路线路等级划分根据不同铁路类型(准轨和窄轨)采用

不同的划分原则:

    准轨铁路线路等级划分:

    1 采用准轨铁路运输的矿山，铁路年运输量大都在1000万t

以上。根据线路承担的年运输量、使用年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情况:

    位于矿山站至排土站(或排土场人口)、受矿点(或破碎站)及

深凹露天矿总出人沟的线路区间为矿山运输系统的主要区间，运

输量大、存在年限长，在确定线路技术条件及轨道类型时，应采用

等级较高的标准。

    进人采场、排土场的支线存在年限短、运输量小，线路标准及

轨道类型可用较低标准。

    承担几个水平支线的生产干线的运输量、存在年限处于上述

两者之间，线路标准及轨道类型一般属中等标准。

    2 按设备配备及能力分析。目前配备载重 60t矿车的装载

设备主要为4m”、4.6m“电铲，台年效率一般为 120万t左右。

    当采场长在Ikm左右时，一般配备1台~2台电铲，进人该采

场的支线所承担的运量在120万 t~240万t，属m级线标准。

    当采场面积较大，一个水平配备 3台电铲或一条干线承担两

个水平的运量(360万t一480 万t)时，属11级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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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型矿山总出人口线路及主要生产干线的运量一般达

600万t以上，属工级线标准。

    3 按区间通过能力分析。矿山实际使用的列车组成一般为

7辆一9辆载重 60t矿车，当单线区间长为 Ikm时，年运量可达

800多万t;区间长1.skm时，年运量可达600多万t。矿山运输区

间长度，大都在 1.Okm一1.skm范围内，为此确定 1级线的年运

量为大于或等于600万t。

    4 移动线由于使用年限较短，经常随着采场、排土场的装、卸

作业而移设，且移动线运量相差不大(采场内一条移动线，按配备

两台电铲计算，所承担的运量一般为240 万t左右，排土场排土犁

作业的移动线年完成量为150 万 t左右，电铲转排作业的移动线

年完成量为270 万t左右)，一般均在 300万 t以下，因此，移动线

不划分等线。

    5 联络线、其他线使用年限较长，但运量甚少，如矿山站与工

业场地间的联络线的昼夜通过对数一般约在 10对以下，因此，不

划分等级。

    半固定线使用年限虽较短，但当所承担的运量能达到与固定

线相同时，按使用年限与固定线加以区别;确定轨道类型时与固定

线标准相同。因此，半固定线与固定线合并为同一类别。

    窄轨铁路划分是按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

计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表10.1.2是根据理论计算与我国黑色冶金矿山的生产实践

经验综合制定的，它较科学地规定了四种轨距铁路的使用范围。

它们之间的运输量划分比较明确，但也有交叉或互相衔接，这就要

求设计人员在选择轨距时应进行必要的技术经济比较。

10.1.3 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的确定:
    1 准轨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的确定:

    1)由于开拓要求，铁路两站间运距一般较短，约为0.6km一

1.Zkm，提高区间运行速度效果不显著，据生产矿山反映，铁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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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速度一般在30km/h以下。

    2)在矿山列车周转时间中，装、卸、停时间所占比例为70%左

右，而运行时间仅占30%左右，故再提高运行速度效益不大。

    3)矿山实际最高车速在 35km/h左右，为保证轨道有相应的

强度及运行平顺安全，设计行车速度应高于实际行车速度。

    4)考虑到固定线、半固定线的线路技术条件及轨道标准基本

属同一类别，所以固定线、半固定线采用相同的设计行车速度。

    2 窄轨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的确定:

    本条所规定的具体数据是根据计算与国内各矿山的生产经

验，并参考国外的资料制定的。

    窄轨铁路中的900mm与762mm轨距铁路，由于目前所生产

的运输设备对两种轨距是通用的，故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

窄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中将它们按同一标准考虑。

    60Omm轨距铁路，因其设备明显小于以上两种窄轨铁路，且

矿车都不带自动制动装置，故不允许列车以较高的速度运行。此

外，矿山内部铁路的区间长度一般在 Ikm左右，也限制了列车运

行速度的提升，因此，对于60Omm轨距铁路所规定的标准较低。

10.1.4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2 运输组织及信号

10.2.1 矿山铁路运输基本上是从采矿场到矿石受矿点或排土场

的固定流向、固定装卸地点的生产运输，因此，列车组成基本上是

固定成组运输。设计时，在各种场地的选择及线路的布置上要使

运输短捷、顺畅，使矿山铁路各站、段、线路均匀配置，使车流尽量

平衡，列车停站时间最短，以提高列车周转率，充分发挥装、运、卸

的综合效率。

10.2.2 列车组成是关系矿山采、运、排综合生产能力能否发挥，

矿山铁路各运输环节是否协调的关键技术指标，因此，在设计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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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因素认真比选，以取得最佳效益的列车组成。

    表10.2.2中所列的在不同技术条件下要求验算的项目是国

内外经验证明确定列车组成时必须验算的内容，其中贯彻了两条

原则:

    1 符合铁路技术要求。如在大坡道上运行，在各种条件下的

启动验算等。

    2 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如制动验算、电动机发热验算等。

10.2.3 将矿山列车按作业性质进行分类是为了使列车调度人员

能随时掌握各类列车的动态、作业性质、矿岩运输情况等，以便及

时调度。

    单机虽未完全具备列车条件，但都需占用区间、办理闭塞手

续，影响线路通过能力，故按列车办理。

10.2.4 在计算通过能力时，除计算生产运输列车对数外，还应计

算辅助运输与通勤列车对数。辅助运输是指矿、岩以外的其他运

输，如运送材料、设备和通行救援吊车等。通勤列车既可是单一的

运送职工上、下班的客运列车，也可是客、货连挂的混合列车。

    上述运输作业量应视矿山规模、场地布置情况以及是否有道

路运输设备等因素而定。因此，本条没有做具体规定。

10.2.5 通信设备应能保证迅速、正确地指挥行车，组织运输作业

以及其他各种业务联系，以确保行车安全。因此，应根据需要采用

下列专用通信设施，不能相互代替或兼用:

    1 列车调度电话。它是列车调度员指挥或调整列车运行的

专用通信电话。

    2 闭塞电话。它是相邻两车站值班员联系有关行车事宜的

专用电话，也称站间行车电话。

    3 行政电话。它是为运输服务的日常行政事务等联系的电

话。

    因列车调度电话为列车调度员与各站车站值班员之间调整列

车运行的专用电话，故应通达与行车有关的各基层站、段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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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种车站、电务段、机车车辆修理间、养路段等。

10.2.6 本条是根据《冶金矿山安全规程》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2.7 矿山铁路车站按作业性质一般分为矿山站、卸矿站(或破

碎站)、排土站、倒装站、交接站(接轨站)、会让站、工业场地站等。

    1 矿山站是指矿石运输的主要作业站，是铁路运输系统的调

度指挥中心。站内线路除办理列车会让外，通常还进行机车整备

及检查作业、车辆临修及待修、移道机及轨道吊车的停放等，车站

建筑物、构筑物可集中或合并布置。

    2 卸矿站(或破碎站)和工业场地站是指布置在破碎厂和工

业场地附近的车站。

    3 排土站为专供废石列车会让和停放用，一般布置在排土场

前废石运输集中的地点。

10.3 线路主要技术标准

10.3.1一10.3.5 准轨铁路最小平面曲线半径是铁路的主要技术

标准之一，它与线路等级、地形条件、工程投资、养护维修以及运输

设备等关系密切。

    规范中规定的最小曲线半径除根据列车运行和生产要求外，

还考虑了以下两点因素:

    1 小曲线半径上钢轨的磨损程度。当采用 12Om及以下的

曲线半径时，钢轨使用年限在1年左右;当采用半径为200m~

30Om时，钢轨使用年限可达4年一5年。因此规定行驶一类车型

的固定线一般地段m级线的曲线半径不小于150m。

    2 线路养护的要求。矿山工务部门普遍反映养护跟不上，主

要原因之一是曲线地段采用小半径多，造成钢轨磨损快，需频繁更

换，轨距需经常调整，增加了养护工作量。一般认为采用200m以

上的曲线半径会使线路状况有很大改善。因此规定常用二类车型

的工、n级固定线的曲线半径一般不小于200m。

    采场内环形移动线的曲线半径允许采用括号内数值，是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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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列车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列车一般以skm/h的低速通过曲线地

段)，为尽可能加快采场的掘进速度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在一

次扩帮后，环形线的半径即可加大。近年深凹露天矿的新水平准

备基本上采用了汽车运输，因此将行驶一、二类车型的采场移动线

所允许的最小半径适当加大。

    为了避免盲目采用最小的曲线半径，在采用本条规定时应比

较选取，并尽可能采用大半径。

    特别困难地段指不降低标准无法布线或经技术经济比较后证

明降低标准有利时，允许在局部地段采用，一般不推荐使用。

    改建、扩建项目应结合现有线路现状经比较确定最小的曲线

半径。在小曲线半径多的现有矿山线路改造中执行本规范标准将

引起大的工程量或严重干扰现有生产运营时，亦可保留现有曲线。

10.3.6 本条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

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3.7 准轨铁路最大坡度的确定:

    重车上坡的最大坡度在一般条件及特殊条件下分别为40%。

及45%。。理由如下:

    1 陡坡铁路运输系统研究情况:

    从 2002年8月至2003年 1月，在朱家包包铁矿先后进行了

224t电机车在固定线铁路的运行试验;150t电机车牵引 6辆一8

辆 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验;150t电机车双机车牵引9辆一

12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验;224t 电机车双机车牵引9

辆一12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验。各试验的试验情况简

介如下:

    1)224t电机车在朱矿固定线铁路的运行试验:由于湘潭电机

厂生产的224t电机车的轴重达到28t，大于规范的25t，因此进行

了此项试验。当时项目确立时只考虑在朱矿固定线和采场中运

行，所以未做排土场运行试验。从试验结果来看，224t 电机车在

朱矿采用P50及以上钢轨的固定线和采场移动线上运行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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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轨道结构强度能满足 224t电机车运行要求;但因未做排土场

运行试验，对轻散路基上的铁路移动线能否满足224t电机车运行

要求还不能确定。朱矿已经申报了“224t电机车直通土场”的科

研课题 。

    2)15ot电机车牵引6辆~8辆 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

验:150t电机车牵引6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726t)能

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动上坡;150t电机车牵引7辆 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822t)能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动上

坡，有空转情况出现;150t电机车牵引8辆 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

(牵引质量918t)需利用动能闯坡。

    3)150t电机车双机车(分别独立，一推一拉)牵引9辆一12辆

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验:150t电机车双机车牵引 9辆KF-

60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164t)能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

动上坡;150t电机车双机车牵引10辆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牵引

质量1260t)能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动上坡，有空转情况出

现;150t电机车双机车牵引n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356t)能上坡，不能在坡段上启动上坡;150t电机车双机车牵引

12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452t)需利用动能闯坡。

    4)224t电机车牵引9辆一12辆 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试

验:224t电机车牵引9辆 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164t)

能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动上坡;224t电机车牵引10辆KF-

60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260t)能轻松上坡，并能在坡段上启

动上坡，有空转情况出现;224t电机车牵引 n辆KF一60型自翻车

重车(牵引质量 1356t)能上坡，不能在坡段上启动上坡;224t电机

车牵引 12辆KF一60 型自翻车重车(牵引质量 1452t)需利用动能

闯坡。比150t电机车双机车(分别独立，一推一拉)牵引9辆一12

辆KF一60型自翻车重车上坡能力略强。

    2 “陡坡铁路运输系统研究”技术鉴定:

    2003年n月29 日，四川省科技厅在攀枝花市组织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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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铁路运输系统研究”技术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课题研

究报告、查新报告和用户意见等。专家组认为课题组所提供的鉴

定资料完整、齐全，数据可靠，鉴定意见如下:

    1)在我国露天铁矿首次建成的40%。~45%。陡坡铁路线路，参

数选取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2)用150t和224t电机车牵引重矿列车在40%。一45%。陡坡路

段进行了运行试验，对陡坡铁路结构参数、电机车参数、接触网和

变电所供电参数等进行了测试，测试数据真实可靠，结论正确。

    3)“陡坡铁路运输系统研究”项目所提出的“柔性可调节式抗

防爬理念”新颖独特，设计的“柔性可调节式防爬桩装置”结构合

理，实用性强，技术创新，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4)研究并使用的供电再分配技术有效地解决了陡坡铁路运输

供电问题。

    3 生产情况:

    朱矿第一条陡坡铁路从 2003年 2月开始投人正常生产，用

224t电机车牵引 12台KF一60 型矿用自翻车，到 2005年4月由于

采场推进被拆除，共运行2年多，运输量达320万 t。经过两年的

运行，铁路状况仍然良好，轨道几何尺寸符合规范要求，无爬行、窜

轨现象，钢轨平均总磨耗为2.smm，与坡度为20%。的P50 钢轨相

当。

    2005年 12月至2006年 2月，朱矿因生产需要，在 130Om水

平至1285m水平之间重新铺设陡坡铁路。该铁路最大坡度为

45%。，并将原来每25m轨安设3组防爬桩减少为 2组防爬桩，已

使用至今。

    4 表10. 3.7中对一般条件的规定是主要运输干线选坡时不

宜超过的数值;对困难条件的规定是在山坡露天矿的山顶部分或

深凹露天矿的深底部分选坡时不宜超过的数值。山坡露天矿的山

顶部分和深凹露天矿深底部分的特点是工程艰巨、生产时间较短、

运量小，因此在不影响运营的前提下，应力争减少基建工程量。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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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铁路可根据矿山运量、展线条件、机车性能、已生产条件下的牵

引定数(车站有效长)等条件确定限制坡度，但所采用的限制坡度

不得超过最大坡度。

    重车下坡制动是根据制动距离验算确定的。

    内燃机车限制坡度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

铁路设计规范》GBJ 1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3.8 本条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

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3.9、10.3.10 这两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

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与《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规范》

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3.11、10.3.12 铁路轨道的作用是支承机车、车辆车轮，引导

列车前进，并传递荷载至路基。为了保证列车安全运行，不间断地

完成矿山运输任务，轨道结构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

    轨道类型的选定，钢轨是主要部分，实践证明，钢轨的破坏主

要表现为疲劳损伤，影响因素除轨道结构类型、材质及养护状态

外，还与机车、车辆的轴重、轴距、行车速度、年运量等有关。

    1 准轨铁路的钢轨的确定:

    矿山线路运行速度低，但轴重大，曲线半径小，钢轨磨耗严重，

因此钢轨类型主要取决于运输量。本规范考虑到矿山线路维护条

件差，需留有一定的富余量，故采用了较重的轨型，每吨轴重所需

钢轨重为1.skg/m一2.Ikg/m，按强度验算，其应力仅达到容许应

力的60%左右。

    2 窄轨铁路的轨道类型标准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

地面窄轨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0.4 运输设备的选择及配备

10.4.2 电力机车与内燃机车相比在牵引效率、节能、环保、操作、

维修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矿山铁路应优先选用电力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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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经济比较合理时，才考虑内燃机车。

10.4.3 矿山铁路运输具有鲜明的工艺特点，矿岩体重大、运输量

大、运输周期短、装卸工作频繁。为了减少卸车时间，提高运输效

率，准轨铁路宜选用自翻车，窄轨铁路宜选用倾翻车或曲轨侧卸式

矿车。

    罐笼提升的井下矿车和选矿后运送精矿的车辆选用固定式车

辆，是为防止车辆作业过程中倾覆或漏损矿粉。

10.4.4 矿山铁路除运输矿岩外，尚担负一定的材料、设备、人员

的运输任务，故必须相应地配置一些杂用的机车、车辆。

10.4.5 为使矿山铁路的固定线、半固定线和移动线经常处于完

好状态，使列车按规定的速度安全、平稳和正常地运行，以满足采、

运、排各工艺环节的要求，延长运输设备的使用寿命，必须加强线

路养护维修。

10.5 运输能力的确定

10.5.1 矿山铁路运输贯穿矿山生产工艺采(装)、运输、排(卸)的

全过程，并与矿山生产互为制约，因此在考虑矿山铁路运输能力时

不仅要验算车站咽喉和区间的通过能力，还应使装、卸等各环节与

之协调。

10.5.2 本条所列各种系数是经过多年矿山生产实践总结出来

的。对于运输不均衡系数，当矿山运输量大、机械化程度高、运输

环节少时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10.5.3 由于各生产环节存在相互联系与制约，加之交接班、线路

养护、停电、组织管理水平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线路通过能力

不能充分利用，因此设计应为生产留有余地，考虑线路利用率。



11 钢铁厂准轨铁路运输

11.1 一 般 规 定

11.1.2 钢铁厂厂内线按运输物料性质不同分为普通货物运输线

(简称普车线)和特种货物运输线(简称冶车线)，这两类线路不同

之处为:普车运输的运行速度高于冶车运输;普车列车长度一般要

比冶车列车长度长;轮荷载分布在钢轨上的长度，平均起来冶车线

要比普车线短;冶车线轨道所承受的轴荷重要比普车线大，普车线

大多数在25t以下，而冶车线则在25t以上，最大达46t;因受车间

生产环境的影响，冶车线常年会处于水泡、尘埋、热烤、烧损等恶劣

条件下，对线路非常不利。

    本规范根据两类线路特点，对轨道结构和线路制定了不同的
标准。冶车线轨道结构标准高于普车线，以达到行车安全，有利于

保产，减少线路维修量的目的;但冶车线线路平面技术条件则低于

普车线，以节约用地。

    钢铁厂各类厂内线，除分为普车线和冶车线两类外，还分为若

干等级。确定线路等级主要依据两个要素— 运输量和机车、车

辆的轴重，现分别说明如下:

    1 普车线线路等级的划分:

    普车线线路以单向通行运输量的大小来划分线路等级。

    本条用于划分铁路等级的运输量的数量界限是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和《冶金企业铁路

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的标准制定的，其主要理由为:

    1)本条所含的线路和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

设计规范》GBJ 12所指的线路同属普通货车运行的线路，虽然在

运行速度上，厂内线路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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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GBJ 12所规定的速度，但在机车、车辆设备及线路设施

方面，厂内线(尤其是通行厂外货物的线路)都和现行国家标准《工

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所规定的条件相似，故将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划分线

路等级的运输量标准，作为划分钢铁厂厂内铁路普车线等级的依

据，但线路技术标准则根据钢铁厂厂内线所具有的特点制定，

不同于《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的相应标

准。

    2)((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一直在钢铁厂

厂内运输部门和设计单位使用，因此本条采用与《冶金企业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相同的等级划分标准。由于《冶金企业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的特重级和1级线路技术标准相

同，仅轨道类型有异，为列表简明，并与钢铁厂厂内铁路等级划分

标准相适应，故将特重级和工级，在本规范中同列为工级，并下分

两个档次，即工A和工B。

    2 冶车线等级的划分:

    冶车线线路等级的划分是以通过线路的最大冶车轴重为主，

辅以通过的运输量作为参考。

    冶车线的特点是重载、低速、轮对密集，且长期处于高温、多尘

的恶劣环境中。冶车线线路技术标准的多数指标低于普车线，唯

有轨道类型由于冶车线的特殊性而高于普车线。因此，冶车线等

级的划分以通行的冶金车辆轴重为主要依据。

    由于冶车车辆(此处指铁水罐车等)自重较大，且冶车列车的

编成数较少，通过的单机数相应增加，使得同样货物运输量，冶车

线通过的总重量要比普车线多(约多50%)。因此，冶车线的货物

运输量比同等级普车线的货物运输量相应要少。

11.1.3 本条是参照((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

第239条及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

程》GB 4387一94表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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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运 输 组 织

n.2.1 日计算运输量按下式计算:

                            aXQ年又10
365

(1)

式中:q日— 日计算运输量(t/d);

      Q年— 年运输量(万0;

        a— 铁路运输不均衡系数。

11.2.2、11.2.3 在进行普通车车流计算时，应与第n.2.5条结

合起来考虑。

    大宗原、燃料和固定流向、固定装卸地点的物料等应分别计算

以便尽量组织直达列车运输和固定成组列车运输。

    性质相同，可以使用同种车型的小运量货物可归并计算。

    普通车重车流量按下式计算:

    厂内车:

、
，
尹

、
J

尹

八
乙

，
d

zr
、

r了

、厂外车 :

NI一态

NZ一石岁睿赢
式中:Nl— 厂内重车流量(辆);

      N:— 厂外重车流量(辆);

      q日— 日计算运输量(t/d);

      %— 车辆标记载重量(t)，按设计采用的厂内车车型的车

              辆标记载重确定;

    物标— 厂外车平均标记载重量(t)，根据现行的路网车辆车

            型比例，按货车平均标记载重确定;

      卢— 车辆载重利用系数。

    空车一般按车型不同分别计算。空车流组织应充分考虑利用

卸后空车装车以缩短运输距离，尽量组织空车直达或固定使用的

循环车组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编组作业。

      262



    多余或不足空车是指车站或装卸地点，按不同车型计算的排

出或接人空车。

11.2.5 直达列车是指由厂外到达或发往厂外，在厂内车站中转

无解编作业的列车。

    固定成组列车是往返行驶于既定的装车和卸车地点之间，车

列编成固定，运行过程中不经改编的列车。

    小运转列车是指在厂内各站间运行的有摘挂作业或直达的列

车。

    特种货物有其特殊性质和要求，应单独编组成冶车列车运输。

11.2.6 冶车列车与生产工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固定区间线

路上往返运行，其编成数根据工艺生产要求确定，一般是固定的。

    普通列车的编成数与线路技术条件、线路有效长度、装卸线货

位数量、车流情况、生产要求等因素有关，设计应按上述因素进行

计算，合理确定列车编成数。重列车编成数应满足列车在区间限

制坡道上以计算速度作等速运行。列车编成数按下式确定。

    满载时:

m，一厂星丁 (4)

由于各种因素不能满载时:

_(1一:)Q
  q载+牡

(5)

式中:m车— 列车编成数;

        Q— 列车牵引重量(t);

        。— 欠吨系数;

      q载— 车辆载重量(t);

      q自— 车辆自重(t)。

    按上述公式计算列车编成数后，尚应按本条规定的不同限制

条件进行验算，以各种限制条件中最少编成数作为设计的列车编

成数，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列车均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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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列车由于单位长度重量较轻，列车长度主要受线路有效长

度限制，因此，空列车编成数应按下式根据线路有效长度进行验

算:

___L效一L机一L附11‘车一—
                      J-J车 均

(6)

式中:m车— 列车编成数;

      L效— 线路有效长度(m);

      L机— 机车长度(m);

      L附— 列车停车附加距离(m)，一般取20m;

    L车均— 每辆货车平均长度，可根据铁道部现行规定取值

              (如079铁基字 1417号规定该值为14m)。

    受装卸线货位限制时，列车编成数按下式计算:

                        m车=n货又P (7)

式中:m车— 列车编成数;

      n货— 装卸线货位数(辆);

        尸— 配车批数。

    配车批数按以下公式计算，取两个公式计算结果中的大值。

、
、‘
产

、，

产

n石

O
J

护了
、

了

、

_NXL车均
  n取送XL线

n_ q日Xt
上 — 下丁一一下，丁-丁气一分 二，一一~

    厂堆入d入乙货

式中:尸— 配车批数;

    L线— 装卸线线路长度(m);

    L货— 存放货物需要的场地长度(m);

    L车均— 车辆平均长度(m);

    尸堆— 每平方米平均堆放货位的吨数(t/m“);

      N— 每昼夜装车或卸车数量(辆);

n取送— 每昼夜取送次数(次);

  t— 货位周转时间(d);

    d— 装卸线一侧或两侧设计货位总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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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日计算装卸量(t/d)。

    小运转列车编成数应根据站间交流车数、沿途车站摘挂作业

量、区间牵引定数合理确定。

    同生产工艺有关系的列车，其编成数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11.2.7 钢铁厂铁路运输有车辆交接和货物交接两种基本交接方

式。

    生产规模大、生产程序多而复杂的厂为完成厂内繁重、复杂的

运输任务，需修建几十甚至几百千米铁路，配置几个至十几个厂内

车站，配备几十台机车，几百辆普车和冶车，并需设有机车整备设

施和机车、车辆的检修设施、线路维修设施以及相应的运输组织机

构，这使得厂内铁路运输组织亦十分复杂。这种厂铁路运输的交

接方式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

    沿海建厂，虽然由于厂外运输中的原、燃料采用水路运输，生

产技术的发展进步等原因使得厂内铁路大大减少，运输作业的复

杂程度大为简化，但需要通过路网铁路运输的零星物料以及输出

成品的数量仍比较大。这类钢铁厂的铁路运输的交接方式仍以车

辆交接方式为宜。

    如果生产对铁路运送货物的品种、数量和时间有严格要求，运

输与生产必须紧密结合，运输必须保证生产，这类钢铁厂应采用车

辆交接方式。

    有些厂，厂内运输主要采用带式输送机或汽车等运输方式，进

厂直达列车比重较大，其中固定成组循环直达列车又占相当比重，

这部分车流如能由路网机车直接送达装卸地点，可采用货物交接

方式。但其他车流采用车辆交接方式，使卸后空车有条件就近装

车外运。此种交接方式，亦称混合交接方式。

    如果钢铁厂或独立的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铁路装卸量小，

或虽装卸量大但调车作业简单，钢铁厂自备机车利用率甚低，从提

高经济效益考虑，宜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11.2.8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
                                                                                265



范》GBJ1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

    设置联合编组站的钢铁厂为了减少转线作业，节省建设投资，

一般不单独设置交接场(线)，而在到发场(线)上进行车辆交接。

11.2.9 调车作业方式与行车方式主要区别在于:

    1 行车方式要求列车牵引运行，而调车作业方式不受此限

制。

    2 行车方式的列车是按照列车编组计划和有关编组列车的

技术规定编组的，一般有编成数的要求，而调车作业方式没有严格

的编组计划和编成数要求。

    3 行车方式的运行速度一般较高，且需办理闭塞手续，而调

车作业速度较低，只需办理联系手续。

    4 行车方式要求作业地点有办理列车接发作业的设备条件。

    厂内站和作业地点尽头式线路较多，不便于机车牵引;厂内作

业地点分散，作业不均衡，不易组织固定的列车编组计划和规定列

车编成数;受区间长度和设站条件限制，列车的速度不宜提高;因

此除大规模钢铁厂的厂内站外，很多作业地点目前尚不具备接发

列车的条件。而调车作业方式限制条件少，编组、运行灵活，适合

于取送作业。因此，本条规定取送作业一般按调车作业方式办理。

    当具备本条规定的行车方式条件时，可按行车方式力、理。

11.2.10 钢铁厂铁路的调度系统有三种:

    三级调度系统(部调、站调和区调)。

    二级调度系统(部调和站调)。

    一级调度系统(部调)。

    调度是铁路运输作业的中枢，是组织运输的指挥部，为了便于

调度工作的实施，调度系统应实行分级管理。

    铁路运输量大的钢铁厂的车站和作业分区多，作业繁忙，一般

采用三级调度系统。以铁路运输为主的现有钢铁厂的调度系统实

际上也是这样设置的。近年新建的钢铁厂由于采用多种运输方

式，铁路运输比重下降，铁路车站和作业区相应减少，货物作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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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亦趋于集中，大大简化了铁路运输作业，这样的钢铁厂可以采用

二级调度系统。当铁路运输量较小，车站不多于2个，主要作业集

中于工厂编组站时，可采用一级调度系统，由运输部或车站统一进

行全厂的铁路运输调度。

11.2.n 站管范围和作业区的划分直接影响着车流组织、运输作

业以及运输设备和调度系统的设置。

    直接同车站接轨的车间、仓库、堆场的线路或车场因在运输作

业上与车站有密切关系，宜划为站管范围。在站管范围内运输工

作量较大，线路较集中的作业地点，或同生产工艺有密切联系的运

输作业地点可设车站作业区。车流量较大，运输作业地点较多的

车站，根据各作业地点车流量情况，与生产的密切程度，按照就近

划区的原则，作业量较大的作业地点可单独设区，也可将几个作业

量小的作业地点合为一个作业区。

11.3 通信、信号及照明

11.3.1 为了满足列车安全运行、组织运输作业、进行设备检修及

各种业务联系的需要，钢铁厂铁路运输系统应有完善的通信设施，

设计中可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合理地选用通信设备。

n.3.2 铁路信号设备有站内信号、区间信号、机车信号、道口信

号和翻车机信号等，每种信号设备又分成不同的类型。钢铁厂的

规模、运输量、线路特点、站场布置、行车及调车作业情况、牵引类

型和设备现状以及远期发展规划等因素与铁路信号类型选择都有

直接关系。

    铁路行车是靠信号指挥的，因此，铁路一方面要求信号设备本

身动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要求当选用的信号设备发生

故障时，能用其他方式代替，确保行车安全。

11.3.3 本条是参照《钢铁企业铁路信号设计规范》YB 9078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的。

11.3.4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和区间通过能力，钢铁厂内的单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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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线区间一般采用半自动闭塞。

    不论单线或复线区间，当区间长度小于列车制动距离时，接车

站进站信号机的接近区段要从发车站开始算起，有的出站信号机

在开放前要检查对方站进站信号机的开放状态，这些要求半自动

闭塞是不能完成的，故规定可采用区间照查闭塞。

11.3.5 本条是参照《钢铁企业铁路信号设计规范》YBgO78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的。

    上海 A厂冶车运输采用了车上转换道岔装置。该厂冶车运

输作业复杂，仅在二炼钢作业区就有4台机车同时作业，但由于制

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了安全，使得冶车运输作业情况良好。

该装置现已在国内钢铁企业推广使用。应强调的是，设置车上转

换道岔装置的作业区域必须制定安全制度，以确保运输安全。

11.3.6 本条是参照《钢铁企业铁路信号设计规范》YB 9078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的。

11.3.7 本条第1款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

路运输安全规程》GB 4387第4.1.16 的规定制定的。

11.4 接轨和交叉

11.4.1 钢铁厂铁路运输量大，取送车辆作业频繁，如果与路网正

线交叉，将使钢铁厂运输作业甚为被动，往往影响生产。例如，上

海某冶金公司厂区铁路与宁芜线上建宁站接轨点的位置在该站路

网正线的另一侧，取送车辆要与该站中路网正线交叉，因受路网正

线行车繁忙的限制，往往压车等待Zh~3h。内蒙古A厂厂区在接

轨站的东侧，而洗煤厂在接轨站的西侧，该厂到洗煤厂取送车辆作

业须与路网正线交叉，因受到路网正线行车等限制，取送作业很困

难。本条第1款借鉴以上两厂教训，做了“应避免车辆取送作业与

路网正线交叉”的规定。

    钢铁厂铁路货运量较大，当有大组车或整列车时，可在接轨站

的到发线上接轨，即接人道岔咽喉区，并与到发线有直接进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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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便于大组车和整列车进人钢铁厂。货运量较小的钢铁厂一般均

需进行解编作业，为了不影响到发线能力，钢铁厂铁路可在调车线

或不繁忙的牵出线上接轨。

11.4.2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GB 50091第3.1.9条的规定制定的。

11.4.3一11.4.5 这几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铁路道

口安全标准》GB 6389和《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4387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1.4.6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

安全规程》GB 4387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1.5 运输系统与车站配置

11.5.1 设有两个接轨站的钢铁厂，在与这两个接轨站相连的工

厂编组站之间单独设置联络线的主要目的有三:其一，便于组织接

轨站间小运转列车，避免局车在厂内迂回运行，加速车辆周转;其

二，便于与厂内各站的运输联系，当某一接轨站车站能力受限时，

可改在另一接轨站作业;其三，便于空车调整。

n.5.2 厂内普车和冶车运输线路应各成系统，避免交叉的规定

系基于保产和安全考虑。冶车运输(如铁水运输)与生产工艺密切

相关，为确保连续生产，要求冶车线铁路设计成独立运输系统。冶

金车辆一般没有制动装置，容易发生事故，因此，对冶车线线路技

术条件的要求也不同于普车线;此外，两种运输作业过程也不相

同。为了保证运输安全，合理地确定线路技术标准以及便于使用

管理，两种运输线路应各成系统，并应尽量避免交叉，必须交叉时，

在交叉处应有防护措施。

11.5.3 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联设还是分设，应根据下列主要条

件综合比较确定:

    1 钢铁厂至接轨站的距离:当钢铁厂邻近接轨站时，工厂编

组站宜和接轨站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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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出人厂铁路运输量大，直达列车，大组车多时，这些车流

一般在接轨站到发线上办理交接作业。当工厂编组站与接轨站联

设时，交接作业和列车到发的技检作业可以同时进行，同时也可避

免不必要的转线，从而可加速车辆周转。

    3 兼负路网较多中转作业的接轨站，由于出人钢铁厂车流和

路网中转车流作业性质不同，在接轨站会出现交叉干扰。若工厂

编组站与接轨站联设，这些交叉干扰会更突出。因此，兼负路网较

多中转作业的接轨站，一般不宜和工厂编组站联设。

    4 工厂编组站设于厂区内部，肩负着向厂内有关车站、作业

区或车间的取送作业，为了避免路厂间取送作业与厂内取送作业

的交叉干扰，工厂编组站不宜和接轨站联设。

    5 工厂编组站和接轨站联设时，需占用较宽、较长的场地。

当城市规划中已考虑设置接轨站的条件，接轨站附近地域比较开

阔，不受占地限制时，可采用联设布置;当接轨站位于城镇边缘或

邻近其他企业，用地紧张，或受地形条件限制，不能满足联设需要

时，可采用分设布置。

11.5.4 工厂编组站采用横列式布置，有以下优点:车场集中，布

置紧凑，联系方便，作业灵活，指挥管理条件好，有利加速车辆周

转;节省车站定员;站坪短、用地省、工程量小，工程费用低;便于

近、远期结合，分期发展条件好。

    缺点是改编列车走行距离长。为了提高改编能力，减少改编

车辆的调车作业，可组织自编列车从编组场直接发车，以弥补横列

式布置的不足。

    鉴于上述优点，工厂编组站一般采用横列式布置。纵列式和

混合式布置与横列式布置相比，具有作业流程顺、改编列车不需折

角调车、作业能力大的优点，但最大缺点是站坪长度太长，往往由

于地形难以满足纵列式或混合式布置所需站坪长度要求，限制了

纵列式和混合式布置形式的采用。因此，本条规定强调“当站坪长

度允许的条件下”可选用纵列式或混合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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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区域站靠近所服务的主要车间可使运输作业方便，但如

果靠得太近则影响彼此发展。

    区域站与所服务的主要车间呈串联布置可使车辆取送作业顺

畅，车间和车站发展条件好。根据区域站与所服务的主要车间相

互位置的不同，可分为直线串联布置和斜角串联布置。

    区域站与所服务的主要车间呈并联布置时，向车间取送车辆

须折返运行。由于受场地和进线要求的限制，区域站一般靠车间

较近，使得车间在设站一侧的发展受到限制。该布置形式适用于

受场地等条件限制，或工艺要求从车间两端或从侧面向车间进线

的情况。

    由于厂区用地条件限制和作业区(车间)分散，为节省用地，便

于向车间进线，区域站一般采用横列式布置。

    当区域站所服务的主要对象位于干线一侧时，到发场和调车

场宜布置在干线同一侧，调车场靠近车间。这样可减少区域站各

种作业(到发场的到发作业，到发场与调车场之间的调车作业及调

车场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取送车作业等)之间的干扰及对干线的干

扰。

    当区域站干线两侧均有取送作业量很大的作业区或车间，车

站两端均有列车到发，且调车量很大时，在干线两侧均设置到发场

和调车场，调车场设在到发场外侧。这样，干线两侧车场各成系

统，到发场可按线路分别使用。该布置形式车站作业能力大，取送

车辆方便，但站场设备多，股道使用灵活性小。

11.5.6 冶车站布置地点，主要考虑应使列车运行顺捷，减少走行

距离。

11.5.7 关于原料站布置要求的说明:

    1 原料站设置在厂区边缘靠近大宗原、燃料进厂人口处可以

减少空、重车流在厂内的运行距离，加速车辆周转，减少进出厂车

流交叉，减轻进出厂咽喉道岔负荷，提高区间的通过能力。

    原料站主要服务于原料场和原煤堆场，原料站靠近原料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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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堆场，可使原料的转运流程短捷，总平面和运输系统布置合

理。

    2 当钢铁厂采用车辆交接方式时，原料站作为联合编组站或

工厂编组站的一个车场，可以使在联合编组站或工厂编组站到发

线或交接线上办理车辆交接作业后的本站到达车流直接进人原料

车场;原料车场发送车流(主要是调整后的多余空车)，可直接送往

联合编组站或工厂编组站的到发线或交接线办理车辆交接作业。

这样便于管理，减少转场(线)和重复作业，加速车辆周转，节省建

设投资和运营费用。

    3 原料站的布置形式分为横列式和纵列式。

    横列式原料站为到发场(或调车场)与卸车场成并列布置。横

列式原料站布置一般适用于原、燃料车流从两个方向进人车站，或

站坪长度受地形或建筑物、构筑物限制的条件下。

    纵列式原料站为到发场(或调车场)与卸车场串联布置。纵列

式原料站布置适用于卸车作业量大，重车流从车站一端进人，空车

流从另一端排出，并有狭长地形的条件。纵列式布置的优点为作

业方便，流程顺畅，车辆在站运行距离短。

    4 翻车机卸车场的重车推送线与空车集结线的布置有贯通

式和折返式。

    贯通式翻车机车场是指重车推送线与空车溜放、集结线成纵

列式布置。当重车流从卸车场一端进入，空车流从另一端排出时，

宜采用贯通式翻车机车场。

    折返式翻车机车场是指重车推送线与空车溜放、集结线成横

列式布置。折返式翻车机车场又分为设置空车移车台的折返式车

场和空车利用溜放功能自行折返集结的折返式车场。当重、空车

流从卸车场同一端进出，或场地长度受到限制需采用折返式车场

时，从安全角度和车辆不受碰损考虑，宜优先采用设置空车移车台

的折返式翻车机车场。当采用空车利用溜放功能自行折返集结的

折返式翻车机车场时，应有可靠的制动措施(目前效果较好的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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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顶)以减缓车辆间的碰撞，保证安全。

11.5.9 小规模生产车间、辅助车间或装卸点一般运输量较小，作

业简单。在这些作业地点附近的走行干线或联络线上可根据需要

设置普车小站，就近办理空、重车辆的集结、停放、倒调货位和机车

转头等作业，以避免机车、车辆的远距离走行和对干线或联络线通

过能力的影响。该小站在调度作业上隶属邻近的某站或作业区管辖，

列车的到发和解编作业可在隶属的车站进行，以简化该小站的作业。

11.5.10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7.1.6条的规定制定的。

11.6 线路有效长度及间距

11.6.1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1.6.2~11.6.5 这几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

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区域站调车线的有效长度不小于其服务的装卸线的有效长度

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车列解编作业。

11.6.6 表n.6.6是根据国家铁路有关规定、建筑限界以及作业

需要制定的，现按普车线和冶车线分别说明如下:

    普车线:除铁路进人工业厂房大门边缘的距离为260omm是

根据《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22 条的规定

外，其余各项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

范》GBJ12一87第7.1，12条的规定制定的。

    冶车线:由于冶金车辆限界半宽为 190Omm，比普车宽

20omm，因此，改建确有困难的信号机边缘至正线中心线的距离

定为2300mm，至站线中心线距离为2150mm，比距普车线正线和

站线的距离大 200mm。冶车线中心至车库门边缘的距离定为

2200mm，比对普车线的要求宽 20Omm。冶车线中心至工业厂房

大门边缘(有调车作业通过的)的距离为 2800mm是根据《冶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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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22 条的规定。除上述几项

外，其余各项均采用普车线标准。

    信号楼外墙突出部分边缘距站线中心线的距离规定是参照

《钢铁企业铁路信号设计规范》YB 9078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对于有超出机车车辆限界的冶金车辆行驶的线路，铁路中心

线与建筑物、构筑物或设备最小距离的增加值，可参照本规范第

A.2.2条条文说明中所给方法计算。

11.6.7 表n.6.7中所列两相邻线路直线段中心线的距离是根

据机车车辆限界半宽为 1700mm，列车信号接近线路限界半宽为

1800mm，冶金车辆限界半宽为 1900mm，建筑限界半宽为

244Omm，信号机(宽为38omm)的建筑限界半宽为215omm，最大

级超限货限半宽为2225mm，接触网塔或柱宽为 1200mm等要求

制定的。由于冶车线也有运行普车的可能，故规定的冶车线线间

距均不小于普车线的标准。具体说明如下:

    复线区间线路间距，一般条件时，普车线为 4.sm，冶车线

5.om的规定是根据《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23条的规定制定的;困难条件时，冶车线为4.sm，组成因素是:

1900xZ(冶车车限宽)+700(安全余量)=4500mm，安全余量较

一般条件小500mm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站内正线、到发线、调车线的线间距及与相邻其他线路的间

距是根据《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23 条

和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一

87第7.1.13条制定的。

    普车线相邻两线只有一条线通行超限货车时的线间距，货物

线与相邻线的线间距，站修线与相邻线的线间距，牵出线与相邻线

的线间距，线间设有接触网塔式柱的线路间距以及相邻车场或

6条一8条线路的相邻线群之间的线间距，均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一87第 7.1.13 条的规

定制定的。冶车线的线间距，其组成因素及数值均未超过普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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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故与普车线采用同一标准。

    当两相邻线路上通行的冶金车辆的外形尺寸超过本规范第

A.1.2条规定的冶车车辆限界时，其直线段中心线间距离的增加

值可参照下式计算:

          “增加值”=ZX(冶金车最大半宽一1900mm)

n.7 线路技术标准

11.7.1 本条主要根据《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

版)第42条、第45条和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

计规范》GBJ 12一87 第2.2.1条、第 2.2.3条~第2.2.5条和第

2.2.7条的有关规定，并经过计算分析制定。

    1 厂内列车通过曲线允许的最高运行速度为:

                        Voa、=4了万 (10)

    而厂内线最高设计速度，普车线和冶车线分别为40km/h和

15km/h，将Vma二=4okm/h、15km/h分别代人上式，得出相应的曲

线半径R值分别为loom、15m，即满足厂内普车线和冶车线最高运行

速度要求的线路最小平曲线半径的限制值仅分别为loom和15m。

    2 曲线内、外钢轨的均匀磨耗。根据磨耗均衡原理，使内、外

轨磨耗均不偏高的计算公式为:

_ _ 11.8(V孰十一V孰，1、)
入品，t、乡一   一‘一 h欠十h过

(11)

    计算取值:V最大=40km/h;V最小=15km/h，根据《冶金工厂工

务检修规程》的规定，h欠和h过一般均为60mm~70mm。特殊情

况为gomm。本验算中取65mm。

_ ~ 11.8又(402一152) ，_，，
找品，1丫多 一一一一二;;一下，:;------= 1乙勺又mm)

  ‘ 一 b匀州一匕勺

    可见，从曲线内、外轨磨耗均匀考虑，本条所规定最小曲线半

径皆能满足要求。

    3 对于“扩建、改建项目在困难地段，冶车线在采取轨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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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护措施后可适当缩小曲线半径，但不得小于机车、车辆的通过

最小曲线半径”的说明如下:

    1)由于冶车线运行速度慢，根据上述计算，最小曲线半径还有

减少余地。

    2)在青岛钢厂、西宁钢厂、唐山国丰钢铁公司和包钢等企业的

铁水线上已经采用半径为60m、“m、100m的曲线。

    3)采用轨道加强措施中的双侧护轮轨必须满足的轮缘槽宽

度，从轮轨间的内接条件考虑，不至于出现车轮卡在内、外护轮轨

工作面之间，也不至于卡在轮缘槽内，也不能使车轮从轨头上掉

下。当然，内、外护轮轨的设置也应该做到尽量减少外轨的磨损程

度。

n.7.2 厂内线运行速度低，因此一般不设置缓和曲线。但区间

正线、联络线上列车运行速度可达40km/h，有条件时可在该线的

曲线两端设置缓和曲线。缓和曲线长度的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一87 第2.1.3条的

规定制定的。

11.7.3 关于圆曲线的最小长度的规定:

    1 货车的全轴距一般为12m，为使车辆平稳通过，圆曲线不

宜太短，故规定按20m考虑。

    2 从线路养护维修上考虑，为保证曲线圆顺，圆曲线上至少

有两个正矢桩以便绳正曲线，故圆曲线长度在一般地段不应小于

20m;在困难地段允许减至14m，此值仍大于全轴距。

11.7.4 本条是参照《黑色冶金露天矿电力机车牵引准轨铁路设

计规范》YB 9068一1995第2.1.5条的条文说明内容，结合钢铁厂

厂内线路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制定的:

    1 线路养护维修条件。为了保持两曲线间的直线段顺直，至

少应有一节钢轨的长度在直线上，以利于线路的养护维修。

    2 列车运行平顺的要求。列车在曲线上运行，为使车辆的两

转向架不同时跨在两个曲线上，并使车辆在直线段内恢复平顺，相

      276



邻两曲线间需插人长度不宜短于两个车辆长度，在困难情况下不

短于一个车辆长度的直线段。

    3 列车的运行速度和振动。列车运行速度越高，需要夹直线

长度越长。为了使在曲线上运行的车辆不产生振动叠加或共振，

夹直线最小长度按下式计算:

，、T·V .，
乙多飞万r十10 (12)

式中:1— 夹直线最小长度(m);

    V— 最高运行速度(km/h);

    T— 车辆弹簧振动消失时间，取1.55;

    1。— 缓冲距离，一般为30m;困难情况下，可以不考虑。

    按上述三个因素综合考虑的夹直线长度见表 22。

                          表 22 夹直线长度《m)

线路

类型

铁路
等级

一 般 地 段 困 难 地 段

养护

条件

通 过

平顺

速度

影 响
取值

养护

条件

通 过

平 顺

速度

影 响
取值

普

车

线

1 25 28 36。7 40 12.5 l4 16.7 20

ll 25 28 32.5 30 12.5 l4 12.5 15

班 25 l4 28.3 25 12.5 14 8.3 15

冶

车

线

I 25 20 20 12.5 10 15

ll 25 20 20 12.5 l0 15

III 25 20 20 12.5 l0 15

11.7.5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2.2.3条的有关规定，并结合钢铁厂厂内线

路具体情况制定的。

    1 车间引人线、仓库线等在建筑物前留一辆车长度的直线段

是为了保持车辆呈垂直建筑物的状态通过大门。

    2 机车修理库，在大门前留有一台机车长度的直线段是为了

机车在库内进行作业后，有时需移动到门前线路上继续进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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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如位于曲线上则不利于作业。

    3 转盘、移车台、检查坑的前、后线路各设不小于 6.sm的直

线段可以使机车或车辆在进人上述设施之前，各固定轴距的车轮

均能位于直线上，以利作业。

    4 轨道衡应在其前、后留有一个车辆的长度，以避免过磅车

辆的称量精度受曲线上车辆横向力的影响。

    当曲线进人建筑物、构筑物大门内时，机车车辆在大门处是以

曲线的内弦状态进人，从而产生内、外偏移量，故建筑物、构筑物大

「1应按曲线建筑限界加宽办法予以加宽。

11.7.6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2.1.7条和第2.2.n条~第 2.2.13条、《冶

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41条和第 43 条，并参

考《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参考资料》制定的。

11.7.7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2.1.7条和第2.2.15条的有关规定，并结合

钢铁厂厂内线路具体情况，为改善运行条件、保证行车安全制定

的。

    1 坡段长度:

    列车经过变坡点时，要产生附加力和附加速度。从行车平稳

要求出发，要求坡段长度不短于列车长度。然而，在厂区竖向布置

中，又要求以较短的坡段适应地形的变化。

      工级普车线是厂内的主要干线，运输量大、速度较高，为尽量

减少列车通过变坡点附加力的叠加影响，纵断面坡段长应大于1/2

列车长，以使整个列车下的变坡点不超过2个。

    其他各级铁路的列车长度较短，运行速度较低，为了更好地适

应地形条件，在保证相邻两竖曲线不互相重叠、列车运行平稳的条

件下，采用了较短的坡段长度。其计算如下:

    按各级铁路的最大坡度代数差(n级铁路为25%。，111级铁路

为30%。)和相应规定的竖曲线半径(11级铁路为3000m，111级铁路

      278



为2000m)进行相邻变坡点间设置竖曲线长度的计算(即满足竖曲

线不重叠的要求):

        R。
乙= 艺丈二二二.△2

          乙UUU
(13)

式中:Rs— 竖曲线半径;

      △1— 坡度代数差。

L。一ZT一ZX湍X25一75(m)

:。一ZT一2又湍又30一6。(m)
    为使竖曲线既不重叠又相隔一定距离以利维修，将11、111级铁

路的坡段长度，分别定为10om和75m。

    冶车线的坡度较小，运行速度很低，可采用较短的坡段长度标

准，1、11、111级线的坡段长度分别为10Om、SOm和som。

    2 竖曲线半径和设置竖曲线的坡度代数差:

    竖曲线半径和设置竖曲线的坡度代数差的确定，是从运行安

全和工程技术两个方面的要求考虑的。

    1)列车通过变坡点不脱轨的要求:

    因相邻坡段成折线连接时，在机车重心未过变坡点前，机车前

轮呈悬空状态，要求其最大悬空值不得超过轮缘高度。

    2)工程技术方面的要求:

    当竖曲线在纵距(妇为10mm左右时，即使施工时不按竖曲

线要求铺筑，实际上在变坡点处轨道也能自然形成纵向圆滑曲线。

因此，以纵距(必=10mm作为设置界限。

    /R。\2
    1只二:二二】△1‘ 。

      \乙UUU/ 找，
y=— 不节— 一=石不不不不不只△2

                    乙J、. OU UUUU U

因，一10mm，则△*一j产黔
代人竖曲线半径(R，)5000、3000、2000得下列数据:



R，: 5000 3000 2000

△1: 4 5.16 6.32

△1取值: 4 5 6

几种常用货车容许通过的竖曲线最小半径按下式计算:

(L+d)d

2几XI000
(14)

式中:五— 车辆两转向架中心距;

      d— 转向架中心至车钩中心距;

      几— 变坡点处相邻车辆相对倾斜引起的车钩中心线上、下

            位移允许值。

    按fd=nmm计算得:

    P13(6Ot棚车): Rs=1569m;

    C50(SOt敞车): R，=1149m;

    K4(6Ot自翻车): R:=IO87m;

    C6O(6Ot敞车): R:=1236m;

    M13(60t煤车): Rs=1278m;

    N60(6Ot平车): R，=12ism;

    KF一100自翻车: R，=1508m。

    上面计算所得尺:值皆小于2000m。

    厂内线虽然有车辆完好状态差和线路条件差等不利因素，但

有行车速度较低和列车长度较短等特点，故上述竖曲线标准适合

厂内条件。

    3 厂内线中普车线班级铁路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较大，由于

采用了较小的竖曲线半径，则有下列优点:

    1)有利于不能设置竖曲线的道岔、车间出人口、平曲线切点以

及无碴桥面的布置。

    2)由于竖曲线半径小，相应的竖曲线切线(T)短，坡段长度可

以增加，有利于行车。

    3)由于竖曲线长度短，整段线路长度缩短，可减少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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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路基及排水

11.8.2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3.1.7条的规定制定的。

11.8.3 本条是根据《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

第47条有关规定，并通过计算制定的。由于路堤路肩受到雨水冲

蚀，行人走行等因素影响不易保持，故应比路堑有较宽的路肩;但

由于m级铁路无论在行车速度或列车密度上都较工、n级铁路低，

故其路肩宽度在路堤及路堑均采用0.4m。

    机械化作业平台可设在线路一侧，也可设在线路的两侧间插

设置。由于厂内线路多处于整平后的场地上，有足够的面积供停

放养路设备之用，故位于平坦场地的路基不要求专门设置机械化

作业平台。

11.8.4 厂内线单线直线段路基面宽度计算如下:

    1 单线非渗水土路基宽度见图2:
                        C . Xl 。 A . Xl ， C .

可 {又乡 七个戈

龙 1 二个 }乃

                图2 单线非渗水土路基宽度

路基宽度的计算过程如下:

丫‘/一0·‘5/(誓一幼
:.n=(B一2.1)/0.3

X:=(A一2.1)/2

Y，=H‘+X:/n



整理为XI=m·n·Y:/(n一m)

~，_ B A
则 C=谷一等一X，
户动“ 2 2

假设一个B值试算，如所得 C值符合要求，则B值即为采用

的路基宽度 。

厂内线单线直线段非渗水土路基面宽度核算如表 23 所

一瓜
表23 厂内线单线直线段非渗水土路基宽度核算表

线

路

类

别

路

基

类

别

B n A X2 H H‘ yl X1 C B
取值

普
车

线

路

堤

I

A 6.0 13.03 3.0 0.45 0.35 0.50 0.54 0.91 0.60 6.00

B 5.9 12.67 3.0 0.45 0.30 0.45 0.49 0.83 0.62 5.90

ll 5.6 11.67 2.9 0.40 0.25 0.40 0.43 0.75 0.60 5.60

m 5.3 10.67 2.9 0.40 0.25 0.40 0.44 0.76 0.44 5.30

路
堑

I

A 5.7 12.00 3.0 0.45 0.35 0.50 0.54 0.92 0.43 5.70

B 5.5 11.33 3.0 0.45 0.30 0.45 0.49 0。85 0.40 5.50

ll 5.3 10.67 2.9 0。40 0.25 0。40 0.44 0.70 0.44 5.30

皿 5.3 10.67 2.9 0.40 0.25 0.40 0.44 0.76 0.44 5.30

冶

车

线

路
堤

1

A 6.3 14.00 3.0 0.45 0.45 0.60 0.63 1。06 0.59 6.30

B 6.0 13.03 3.0 0.45 0.35 0.50 0.54 0.91 0.60 6.00

ll 5.8 12.33 2.9 0.40 0.30 0.45 0.48 0。82 0.63 5.80

班 5.3 10.67 2.9 0.40 0.25 0.40 0.44 0.76 0.44 5.30

路

堑

I

A 6。0 13.00 3.0 0.45 0.45 0.60 0.64 1。08 0.42 6.00

B 5.7 12.00 3.0 0.45 0.35 0.50 0.54 0.92 0.43 5.70

ll 5.4 11.00 2.9 0.40 0.30 0.45 0.49 0.85 0。41 5.40

llI 5.3 10。67 2.9 0.40 0.25 0.40 0.44 0.76 0。44 5.30

注:本表内数值是按混凝土枕线路，d=。.巧m，道床边坡为1，1.5计算的。

2 单线岩石、渗水土路基宽度计算见图3及表24:



C ; 尤 A 不 C

B

    B=2[(H+d)·，n+C〕+A

图3 单线岩石、渗水土路基宽度

表24 单线岩石、渗水土路基宽度计算表(m)

线路

类别

路基

类 别
A H d 刀 2 C B B取值

立仁
曰

车

线

羹
I

A 3.0 0.30 0.15 1.5 0.6 5.55 5.60

B 3.0 0.25 0.15 1.5 0.6 5.40 5.40

ll 2.9 0.20 0.15 1.5 0.6 5。15 5.20

m 2.9 0.20 0.15 1.5 0.4 4.75 4.80

路

堑

1

A 3.0 0.30 0.15 1。5 0.4 5.15 5。20

B 3.0 0.25 0.15 1.5 0.4 5.00 5。00

ll 2.9 0.20 0。15 1.5 0.4 4.75 4.80

m 2.9 0.20 0.15 1.5 0.4 4.75 4.80

冶

车

线

路

堤

1

A 3.0 0.30 0.15 1.5 0.6 5.55 5.60

B 3.0 0.30 0.15 1.5 0.6 5.55 5.60

ll 2.9 0.25 0.15 1.5 0.6 5.30 5.30

llI 2.9 0.20 0.15 1.5 0.4 4.75 4.80

路

堑

I

A 3.0 0.30 0.15 1.5 0.4 5.15 5.20

B 3.0 0。30 0.15 1.5 0.4 5。15 5.20

H 2.9 0.25 0.15 1.5 0.4 4.90 4.90

m 2.9 0。20 0.15 1.5 0.4 4.75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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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双线地段路基宽度为单线路基宽度加线路间距值，此方法

对非渗水土和渗水土以及岩石路基皆适用。

    4 路堑自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面水平路堑边坡的距离一侧不

应小于3.sm的规定是考虑抽换轨枕工作的需要。

11.8.5 曲线地段路基加宽值按图4及下列公式计算，其加宽值

核算结果见表25。

 
 

刁
 
 

+
A

-2

丝一皿书-必
B/2+砰

图4 曲线地段路基加宽值

    7.6V孰*
hl= 一 二二=

            尺

              h:=(A/2十乙+0.75)h，/(1.5+0.15)

            h。=道床厚度

              h准=0.15(B/2+W一C一1.05)/(B/2+W一1.05)

    采用近似值h;=0.n一0.12

              H=h:+h3+执

                b=MH

              W=A/2+乙+b+c一B/2

11.8.6 本条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3.2.3条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站场路基宽度

应按配线数目及线路间距等因素确定。站线外侧的线路因受路基

横坡较长的影响使道碴厚度增加，故线路中心线至路基边缘距离

不应小于3.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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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曲线地段路基加宽核算表《m)

线路

类别
计算 参数 R lll h2 H b 凸 W

采用

值

』立
曰

车

线

1级铁路按IB级计，
V二40，A= 30，

B=5.9，C= 0.6，

hs=0.3，h4=0.11

450 0.027 0.1910.6010.902 0 0.052 0.1

400 0.0300.1970.6070.911 0.1 0.161 0.2

250 0.0480。225 0.635 0.953 0.1 0。203 0.2

200 0.0610.2460.656 0.984 0.1 0.234 0.2

180 0.0680.2570。667 1.001 0.1 0.251 0.3

140 0.0870.2860.696 1。044 0.1 0.294 0.3

125 0.0970.302 0.712 1.068 0.1 0.318 0.3

11级铁路V=30，
A=2.9，B=5。6，

C=0.6，h3=0.25，

h4导0.11

450 0。0150.172 0.532 0.798 0.1 0.048 O

400 0.017 0.176 0.536 0.804 0。1 0.154 0.2

125 0。055 0.234 0.594 0.891 0.1 0.241 0.2

皿级铁路V=20，
A=2.9，B=5.3，

C=0.4，h3=0。25，

h寸=0.11

450 0.007 0.160 0.520 0.780 0 一0.02 0

400 0.008 0.162 0.522 0。783 0.1 0.083 0.1

125 0.024 0.187 0.547 0.821 0.1 0.121 0.1

冶

车

线

工级铁路按工B级计，
V= 10，A=3.0，

B= 6.0，C=0.6，

h3=0.35，h4=0.11

450 0.002 0.153 0.613 0.920 0 0.020 0

400 0.002 0.153 0.613 0.920 0。1 0。120 0。1

125 0。006 0.159 0.619 0.929 0.1 0.129 0.1

11级铁路V=10，
A= 2.9，B=5.8，

C=0.6，h3= 0.3，

h4=0.11

450 0.002 0.153 0.563 0.845 0 一 0.印5 0

400’0.002 0.153 0.563 0.845 0.1 0.095 0.1

125 0.006 0.159 0.569 0.854 0.1 0.104 0.1

班级铁路V=10，
A= 2.9，B=5.3，

C=0.4，h3= 0.25，

h;= 0.11

450 0。002 0.153 0.513 0.770 O 一0.O3C O

400 0.002 0.153 0.513 0.770 0.1 0.070 0.1

125 0.006 0.159 0.519 0.779 0.1 0。079 0.1

11.8.8 路基边沟排除路基和附近场地雨水，起到保护路基稳定

的作用。建筑物、构筑物排出的水，即使有的水量不大，但由于是

常年排出，尤其在冬季排人路基边沟常易发生冻害，对路基非常不

利，故不允许这部分水排人路基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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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3.5.8条的有关规定，并结合钢铁厂厂内线

具体情况制定的。

    1 装水渣的车辆常带有很多水分滴落在铁路线上，流向路

基;铸铁机的生铁块装车线，因用水喷洒冷却，有大量水流到线路

上，这些线路及相邻线路的路基要加强排水。

    2 在高炉前后的冶车线，由于路基常受到各种管道跑冒滴漏

出的水的浸泡，且该处场地狭窄、粉尘大，水不易排除，故设计中应

对其加强排水。

    3 设有轨道电路的道岔咽喉区和其他地点，如果路基排水不

良，将影响设备的正常操作和信号的准确显示。

    4 暗道床低于两侧地面，易被尘土及工业垃圾淤塞，地表水

也容易汇流于道床内，如不加强排水则容易积水，产生病害，影响

路基稳定。

    5 立交桥下线路的路基一般多位于凹形断面的最低处或路

堑内，应加强排水 。

11.9 轨 道

11.9。1 本条是参照《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 年版)

第58 条，并综合参考有关文献、调查资料而制定的。此外，还对照

参考了“铁路轨道强度计算法”(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铁建所)对冶车

线轨道强度检算的结果。

    普车线和冶车线分别采用不同的组合类型。

    轨道类型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机车及车辆的轴重、运输量和运

行速度三个主要因素。但厂内线运行速度较低，尤其是冶车线的

运行速度更低。因此，厂内线轨道类型的选择主要考虑运输量和

轴重。

    本规范对轨道类型的选择基本上采用《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

理规程)}(2004年版)的标准。其中普车线中工A级和 IB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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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的特重级和工级;n

级和m级同于《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的11、扭

级标准。轨枕数量选取《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

版)所规定的上限，以加强轨道的整体强度。冶车线轨道类型是在

《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的基础上，参照上海A

厂冶车线的结构标准，湖北A厂冶车线上所做试验的成果，以及

现场人员对轨道结构提出的意见，并考虑了轨道结构的重型化和

能力储备，部件的使用寿命和安全生产，轨道养护维修工作量和费

用等因素制定。

    1 钢轨:为确保厂内铁路行车安全和工厂的正常生产，应强

化轨道结构，而提高钢轨等级则是强化轨道结构的有效措施之一。

提高钢轨等级不仅可增大钢轨本身的强度，还由于钢轨稳定性和

刚度的提高，使得传到道床上的压力减轻，可改善道床的工作条

件，提高轨道整体强度。

    由于6okg/m轨比sokg/m轨强度高且养护工作量少，在有

条件的工厂可适当提高钢轨等级，冶车线工B等级的线路可采用
60kg/m轨。

    上海A钢铁厂和包头A钢铁厂的一些厂内线虽然按运输量

定为工B级，但实际上采用了6Okg/m钢轨。

    2 轨枕:冶车线轨枕配置标准比同级普车线轨枕配置标准高

一级。

    混凝土轨枕无虫蛀、腐朽问题，坚固耐用，失效极少，采用混凝

土轨枕不仅能节约大量木材，还能提高轨道的强度和稳定性。混

凝土枕道床的基础弹性模量较木枕道床要高，因此，混凝土轨枕配

置根数皆比木枕少80根。

    线路在小半径曲线处不仅钢轨磨耗严重，且轨距、水平、方向

均难以维持，线路养护维修困难，有必要适当加强。在陡于15%。

的下坡道制动地段，为了增加轨道的抗爬力，亦需加密轨枕根数。

线路加强方法之一是增加轨枕根数，轨枕根数增加的标准根据《冶

                                                                                287



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年版)第 58 条的规定制定。为

防止轨枕根数过密对线路养护维修中的捣固作业带来困难，根据

《冶金企业铁路工务检修规程》的规定，每千米铺设的最高轨枕数

量为2000根。

    3 道床:道床是轨枕的基础，应具有足够的厚度，以保证路基

面不发生永久变形和保持轨道稳定。冶车线的道床采用较厚的厚

度可使自轨枕传来的压力传布于较大的路基面上，以减低路基顶

面的动压应力。但加大道床厚度将使路肩与轨面高差加大，对厂

区竖向布置不利，尤其在改建工程中会引起很大的工程量(土方量

增大，路基面加宽)。考虑到改建前既有线路经过多年运营，路基

已稳定，故本条规定:冶车线工;级铁路在非渗水土路基地段的道

床厚度，改建线路可根据具体条件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35cm。

11.9.2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一87第4.3.2条和《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2004年版)第58条的有关规定，并结合钢铁厂厂内线具体情况

制定的。采用混凝土枕不仅可以节约木材，还可以提高轨道的强

度和稳定性。但由于混凝土枕在结构上以及与道岔、护轨的联接

上还有问题，故在某些地段仍暂铺设木枕。

    1 本款是根据多年来各钢铁厂厂内铁路的建设和使用经验

制定的。

    当现场可以得到带护轮轨的混凝土枕时，仍应采用混凝土枕。

实际上上海A钢铁集团厂内线曲线地段均使用了混凝土轨枕，即

带有护轮轨结构的宝 n型轨枕。该轨枕适应范围是半径为

150m~300m的曲线路段，也可在半径为120m的路段上使用。

    2 设护轮轨的桥或线路可铺设木枕，主要是由于护轮轨与混

凝土枕连接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3 转盘、轨道衡、脱轨器及铁鞋制动等地段，因受设备结构和

使用条件限制，可暂铺设木枕。

    4 无渣桥的桥台挡渣墙范围内及其两端各 15根轨枕可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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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木枕是为了维持在这段线路范围内的弹性一致。

    5 使用木枕的道岔前、后两端各 15根轨枕暂不使用混凝土

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木枕与混凝土枕的过渡地段离开道岔，以

保证道岔范围内轨道稳定。道岔辙叉跟后一般均铺有若干木枕，

这些岔枕应包括在 15根轨枕的数目内。

    我国已研制试铺了一些使用混凝土岔枕的道岔。这些道岔及

与道岔连接的线路应连续铺设混凝土枕。

    6 本款规定主要是为了方便施工及维修养护工作。

11.9.3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及《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 年版)的有

关规定制定的。不同类型木枕的承载能力及与钢轨、道碴间的接

触面积不同，各级铁路的配置应有所区别。线路等级越高，不仅枕

木排列应越密，而且木枕类型也应相应提高，以保证轨道的稳定及

必要的轨道强度。

    除在高温、易损坏而需频繁更换的地段采用素木枕外，其他地

段必须采用经过注油防腐的木枕，以延长使用年限。

    为了施工和养护的方便，同类轨枕应连续铺设。

    钢轨接头处是造成列车运行中产生冲击和剧烈振动的地方。

如果两钢轨在接头处处在不同弹性的轨枕上，更会加剧列车的冲

击和振动。为了改善这种状态，规定混凝土枕与木枕分界处如遇

有钢轨接头，应保持木枕或混凝土枕延至钢轨接头外5根以上。

11.9.4 道床顶面宽度在构成轨道整体强度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道床肩应有足够的宽度，以提高轨道横向阻力，增强轨道横向稳定

性，并阻止道渣自轨枕端部下面挤出以致渣肩塌落。

    正线、车间引人线及装卸线的走行段在半径为400m及以下

的曲线外侧加宽0.lm是为了加强曲线地段轨道的横向稳定性。

11.9.5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和《冶金企业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4 年版)中的

有关规定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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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岔号数的选择除根据线路布置形式外，主要根据运行的机

车型号和速度确定。通过计算(计算公式为v=3.6丫石屯丽，其中
R为道岔导曲线半径，a。为未被平衡离心加速度参数，一般可采

用。.5)，9号和7号(曲尖轨)单开道岔的侧向容许通过速度皆为

30km/h。有路网机车进人的线路，为了与路网标准相适应，规定

道岔不小于9号。无路网机车进入的道岔一般采用 7号道岔;亦

可根据具体情况或特定要求，采用小于7号的道岔，以节约用地。

11.9.6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 1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相邻两道岔间插人钢轨的长

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列车或机车车辆通过道岔时的冲撞和摇摆。

    两对向布置的6号单开道岔间，当有固定轴距大于 2600mm

的机车通过时应插人一节短轨，主要是因为当两对向道岔直接连

接时，尖轨尖端的间距只有 2.4m一2.6m(尖轨尖端至基本轨道前

端接缝距离一般为 1.Zm一1.3m)，当固定轴距大于2600mm的机

车侧向通过时，轮对内接条件差，对尖轨挤压磨损严重。

    两顺向布置的6号单开道岔间必须插人一节不小于4.sm的

钢轨，主要是因为当两顺向道岔直接连接时，后一组道岔的转辙器

只能铺在前一组道岔辙叉跟后的长岔枕木上，为了安装转辙器基

本轨上的轨撑，要求这些长岔枕垂直于后一组道岔直股中心线。

这使得长岔枕与前组道岔另一分路中心线形成一个等于6号辙叉

角的角度，使岔枕方向调整困难。同时，与前一组道岔的辙叉跟连

接的两钢轨轨底的外侧边缘与后一组道岔尖轨尖端距离过小，以

致不能同时设置滑床垫板和相邻钢轨的普通垫板。当插入一节短

轨后，则可以改善上述道岔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道岔跟端后面两分路各顺向连接一组单开道岔时，由于道岔

结构及岔枕布置的需要，应至少有一个分路在两道岔间插人一节

短轨，其长度应根据轨枕布置和道岔结构的需要而定，但不应短于

4.sm。

11.9.7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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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J12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1.9.8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

规范》GBJ12第4.6.1条规定，并结合钢铁厂厂内线具体情况制

定的。

    车轮作用在钢轨上的横向水平力有:车辆通过曲线时的离心

力和转向力，车辆在直线地段由于蛇行运动产生的水平力，由于轮

缘急剧冲击钢轨而产生的水平冲击力。其中，以转向水平力最大，

通常约为轮重的35%。为保证轨道在横向水平力作用下的稳定

和行车安全，需设置轨距杆或轨撑予以加强。

n.9.9 本条是根据辽宁、内蒙古、湖北、山西等厂实际经验制定

的。这样可防止外轨的侧面磨损，避免外轨被推动，有利于行车安

全和线路的维护。当冶车线曲线半径为60m~10Om时，应设置

双侧护轮轨，以加强该段线路的整体强度及运行安全。

11.9.10 列车运行时，因各种原因产生的纵向力使轨道纵向移

动，称之为轨道爬行。爬行量的大小与下列因素相关:

    1 轨道爬行与列车速度、机车和车辆的轴重有关。速度越

高，轴重越大，爬行量越大。

    2 轨道爬行与列车的制动方式及坡道的大小、长度有关。电

力机车采用电阻制动的地段比内燃机车的爬行量大。

    3 轨道爬行与轨枕采用的扣件类型及其安装间隔有关。扣

件的爬行阻力和安装密度大，则轨道爬行量小。

    4 双线地段，单方向行车轨道的爬行方向与列车运行方向相

同，列车运行方向为下坡时，轨道下坡道方向爬行量较大。

    5 单线区间发生双方向爬行，在运输量不等的情况下，重车

方向的爬行量大，特别在重车下坡的方向爬行量更大。

    本条根据上述诸因素，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

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和《冶金企业铁路工务检修规程》中的有

关规定制定。

    表n.9.1于1中，普车线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
                                                                                291



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中的标准，冶车线参照《冶金企业铁路工

务检修规程》中的标准;但在单线两方向运输量显著不同地段的轻

车方向的防爬标准，是比照普车线同样地段的增减方法制定的。

    表n.9.10一2参照《冶金企业铁路工务检修规程》的标准制

定。

    混凝土枕质量较大，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防爬能力，当采用弹性

扣件时，钢轨与轨枕联接性能好，扣件阻力较大，可不安装防爬设

备。当采用非弹性扣件时，钢轨与轨枕联接性能不如采用弹性扣

件好，如果线路坡度不大(6%。及其以下时)，也可不安装防爬设备。

    目前，绝大部分道岔下铺设木枕，它又是轨道的薄弱环节。为

了保证道岔、桥梁和有关设备(如轨道衡、翻车机等)前、后的线路

有足够的防爬能力和绝缘接头的可靠性，道岔，轨道衡，翻车机，明

桥面桥以及绝缘接头前、后各25m的线路应安装防爬设备。

11.10 运输设备及附属设施

11.10.1 钢铁厂铁路运输具有运输量大、作业复杂、与生产工艺

流程密切相关的特点，因此，非自备机车、车辆不能适应生产需要。

生产单一产品的铁厂、钢厂或铁合金厂等，如果运输作业简单，并

有与路网铁路连接的厂内装卸线及场地，有条件外委路局或其他

企业机车担负本厂的铁路运输任务，可不必自备机车、车辆。

n.10.2 当厂内自备机车、车辆时，应配置机车整备和检修及辅

助设施，以保证设备的完好状态和铁路运输的正常作业。

11.10.3 限制机车型号是为了便于机车的运用保养和检修，以节

省建设投资和运营费用。



12 矿山道路运输

12.1 一 般 规 定

12.1.2 露天矿道路等级按单向交通量(辆/h)及年运输量(万 t/

年)划分。参照国外露天矿山道路分级标准，考虑到我国目前矿用

自卸汽车吨位相差悬殊，中、小吨位车型居多，难以按年运输量划

分道路等级，本条规定以单向交通量为基本指标划分道路等级。

    道路等级划分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一87第2.4.2条的规定制定的。道路等级的确定有一定的灵

活性，除考虑交通量指标外，还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道路性质、

使用要求、服务年限、车型以及开采、地形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可

适当提高或降低道路等级。

12.1.3 计算行车速度是指由一般水平的驾驶员驾驶，在天气良

好，路面干燥，交通秩序正常且无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汽车在道路

受限制部分行驶时所能保持的理论最大安全速度，不可误认为是

计算运输设备的平均运行速度。

    根据19个露天矿山汽车行车速度调查资料(见表26)，并考

虑到矿山自卸汽车构造速度一般都在 50km/h以上，本条规定将

计算行车速度上限提高到40km/h(约为构造速度的80%)。

              表 26 露天矿山汽车行车速度调查资料〔km/h)

项 目 重 车 下 坡 空 车 上 坡 重 车 上 坡 空 车 下 坡

最大车速 50 35~ 40 4O

一般车速 20~ 30 20~ 30 15~ 40 15~ 40

最小车速 l0 14 7~ 9 l5

    当设计中在困难条件下需要降低局部路段的个别技术指标

时，必须注意到计算车速也应相应降低，并采取措施保证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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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12.1.4 露天矿山道路布置包括拟定线路系统、方案比选及确定

线位三部分内容。拟定线路系统主要是按矿山具体情况，根据开

拓运输方案的要求拟定线路形式、走向，解决好线路平面和高程的

总体关系;方案比选包括各种方案的比较，如路由方案、纵坡及曲

线半径方案、回头曲线方案等;确定线位是在平面、竖向上安排线

路具体位置。上述工作都必须遵循本条规定的原则和要求，做出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道路设计。

12.2 道路技术标准

12.2.1 本条关于各级露天矿山道路路面宽度的规定是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一87条文说明中《矿山公路

路面宽度研究》专题报告所提出的会车间距(x值)，通用实验公式

和后轮外侧至路面边缘距离(y值)与x值的关系式计算而得。

    近年来，露天矿山汽车运输设备逐渐向大型化发展，一些矿山

采用的生产汽车载重吨位已达到170t以上，超出了八类车宽标

准。为满足需要，本规范将道路路面宽度中车宽类别增加了第九

类，计算车宽8.00m，该车宽基本包括了目前载重在150t至200t

之间的自卸汽车。

12.2.2 本规范计算最小圆曲线半径采用的横向力系数产值，是
参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 TG B01 并结合矿山自卸汽车运输的

特点(如行车速度低、基本上是矿岩运输)确定的。一般情况下，最

大值采用产=0.22。

    露天矿山道路的圆曲线宜采用较大半径，尽量少用表列的最

小圆曲线半径，以提高道路使用质量。当需要采用小半径时，建议

一、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的圆曲线半径分别不小于 60m、40m、

25m。

    由于六至九类车宽的双车道道路较宽，若采用表列最小圆曲

线半径，路面内边缘半径(Rml。一b/2，b为路面宽度)则更小。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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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最小圆曲线半径能满足六至九类车宽在道路内侧车道安全

行驶的要求，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应增加一个相

应的计算车宽度。

    道路服务年限较短是指道路使用时间在 3年以内。这类道路

在地形复杂地段可以适当减小最小圆曲线半径，但要相应降低计

算车速。当采用六至九类车时，减小后的圆曲线半径仍应增加一

个相应的计算车宽值。当三级露天矿山道路减小圆曲线半径时，

内侧车行道中心半径不应小于汽车最小转弯半径。各种自卸汽车

的最小转弯半径归纳为:一至五类车宽汽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取

gm，六至九类取12m。由此得知:三级露天矿山道路圆曲线半径

减小为 1.3倍汽车最小转弯半径(一至五类车宽)和1.5倍汽车最

小转弯半径(六至九类车宽)，均能满足上述条件，但应设置限制速

度标志。减小后的半径均进位取整。

    道路的平坡或下坡长直线段容易成为汽车行驶的加速段，行

驶在该路段上汽车的车速往往超过计算行车速度，如突遇小半径

圆曲线容易造成事故。因此，设计道路时在平坡或下坡长直线段

尽头处，应尽量采用等于或大于所建议的小半径圆曲线，或在长直

线段与小半径圆曲线之间插人一个缓和坡段，其长度应符合本规

范第12.2.6条的规定。

12.2.3 经调查和分析，确定视线横距按1/4双车道路面宽度(加

宽前的三级露天矿山道路路面宽度)计算;视线高按汽车高度的

75%确定。

    同时行驶几种自卸汽车的路段，视线高应按小值确定。

    本条第 2款中所说的其他设施是指反光镜、限制速度标志、鸣

笛标志等。

12.2.4 回头曲线可根据地形采用不同的形状。当回头曲线前、

后有圆曲线连接时，这两个曲线的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

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关规定，并尽可能加长曲线间的直

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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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车道路面加宽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J22中有关规定。

12.2.5 道路最大纵坡是为了使汽车按一定的速度在该坡道上行

驶的设计控制值，是一般情况下的极限值。设计时往往由于选择

的纵坡与其他技术指标组合不当而使得汽车不能在一定速度范围

内行驶。因此在满足开采工艺和工程量增加不大的情况下，最大

纵坡应尽量少用或不连续使用。

    一级露天矿山道路往往是交通量集中的生产干线，要求道路

的平面、纵坡均应有较好的技术条件，故规定最大纵坡值不大于

7%。

    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交通量相对较小，一般情况下，纵坡值

不应大于表12.2.5一1的规定，但在地形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纵坡

值可适当放宽。

    在寒冷冰冻、积雪地区，特别是冰冻和积雪时间较长的地区，

由于路面与轮胎之间的附着系数较一般干燥状态低，致使汽车的

驾驶和制动困难。因此，为了行车安全，设计在条件允许时应尽量

采用较小纵坡值，三级露天矿山道路的最大纵坡值也不应大于

8%。

    电传动自卸汽车与机械传动自卸汽车的动力特性不同，对道

路最大纵坡值与限制坡长的要求也不同。鉴于目前缺乏足够的数

据，在设计时，如有足够依据时，可不受本条规定限制。

12.2.6 表12.2.6一1是分别根据一级露天矿山道路减速范围为

22km/h一13km/h，二级露天矿山道路为 20km/h~12km/h，三级

露天矿山道路18km/h一10km/h来确定它们各种坡值下的减速

理论行程，再结合露天矿山道路实际情况及重车下坡安全等因素，

对理论值作了适当修改而得出的。

    缓和坡段对下坡车辆起减速安全作用，对上坡车辆起加速作

用。根据理论分析，若要起到以上作用，缓和坡段的坡度不得大于

3%，长度不宜小于 100m，故表 12.2.6一2中，一、二级露天矿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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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缓和坡段最小长度定为一般条件下为 100m。考虑到露天矿山

道路的特点，本规定将三级及一、二级道路在地形条件困难路段的

缓和坡段长度要求做了适当降低。

    任意相邻两个缓和坡段之间，如果是由几个不同纵坡值的坡

段组合而成时，应对其中任意两点间的纵坡或纵坡加权平均值及

其相应的长度进行检查，看其是否符合限制坡长的规定，而不

能仅检查各变坡点之间的纵坡或纵坡加权平均值及其相应的

长度。

    当露天矿矿岩运输道路由几段不同等级的路段组成时，应按

不同等级分段计算平均坡度。

12.2.7 合成坡度是指道路的纵坡与圆曲线的超高横坡(或不设

超高的道路横向坡度)组成的坡度(即流水方向的坡度)。合成坡

度计算公式如下:

                                  S=

式中:5— 合成坡度 (%);

(15)

      1卜— 超高横坡或横向坡度 (%);

      12— 纵向坡度 (%)。

    详见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一87 中第

2.2.16条的条文说明。

12.2.8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竖曲线采用理论准确、计算简单的二

次抛物线，主要要素的计算公式如下:

                                L二RW (16)

  :一合“

:一备:w一聂

(17)

(18)

、一典
      乙找

(19)

式中:L— 竖曲线曲线半径(m);



      R— 二次抛物线参数(相当于抛物线内切圆半径)，一般称

            作竖曲线半径;

      W— 相邻两个坡度代数差(%);

      T— 竖曲线切线长(m);

      E— 竖曲线外距(m);

      h— 曲线上任意的竖距(m);

      1— 曲线上任意点至竖曲线起点的距离(m)。

    为保证视距，缓和汽车行驶的冲击，按35行程规定了竖曲线

最小长度。当坡度差较小时，应以竖曲线最小长度确定竖曲线半

径值。

12.2.9 本条对道路分岔布置及由主线分出的岔线条数做了规

定。从同一分岔点分出的岔线太多会使车流交织点增加，使行车

和行人交通复杂化，不利于安全。

    分岔点路段的纵坡不大于 2%是为了方便行车、保障安全。

由于露天矿较多路段是在困难条件下建设的，很难做到所有的分

岔都设在不大于2%的平缓路段，根据对 14个厂矿的52个道路

分岔的调查，有 2。个分岔是设在纵坡超过 5%的陡坡道路上的。

这些陡坡分岔在生产中虽然未发生过恶性行车事故，但汽车起

动、制动困难，司机情绪紧张，劳动条件较差，故本规范对道路

分岔的纵坡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定，也提出需要采取安全措施的

要求。

    分岔点主线与岔线相同纵坡的最短距离及分岔点纵坡差的限

制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

关规定制定的。

12.2.10 本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642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2.3 路 面 设 计

12.3.1 路面设计，包括路面结构设计、路面厚度计算和路面材料



设计。路面结构设计应根据露天矿道路等级、使用要求、交通量及

其组成情况，全面考虑当地自然条件、路基干湿类型、材料供应情

况、施工力量、养护条件以及使用经验和当地经验等确定与之相适

应的结构形式。路面厚度计算是在路面结构设计的基础上，计算

各结构层厚度。路面材料设计是对使用材料的级配、质量和结合

料规格、用量等提出要求。

12.3.2 露天矿山道路路面等级的确定应从道路服务年限、道路

类别、生产特点、各种路面结构适用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一般来

讲，道路服务年限较长的生产干线宜采用较高等级路面，反之应采

用较低等级路面。有经常行驶履带车的道路，由于履带对高级路

面有破坏作用，因此不宜选择高级路面。

12.3.3 柔性路面典型结构与弯沉计算相结合的方法是指在设计

时先确定典型路面结构，然后根据弯沉计算确定路面厚度。

12.3.4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和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 TG DS。，并根据现有露

天矿道路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制定。在制定过程中，既尊重现实状

况和使用经验，又考虑到将来的发展与提高。当表 12.3.4中所列

路面典型结构形式不适宜时，可根据实际条件另行拟定。

    在岩石路基上，一般无需设置基层和底基层，但需要设置调平

层，调平层与基岩表面应有良好的衔接。

12.4 生产运输设备

12.4.1 汽车是露天矿运输的关键设备，选型工作至关重要。目

前，国内外车型、品种甚多，性能差异较大，因此，在露天矿道路运

输设计中必须结合露天矿具体条件进行多方案比较，全面考虑，合

理选定车型。

    1 铲车容积比值是汽车选型的主要参数之一。该参数研究

成果较多，综合国内外有关资料，其合理比值范围波动在 1，8一

1:10之间，运距长则比值高，反之则低。另外，研究表明，车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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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稍高，反之则较低，不同装车条件推荐的合理比值见表27。

                  表27 不同装车条件推荐的合理比值

汽车载重(t) 7 20 27~ 32 68 100 154

汽车容积(m”) 4.5 10.7 15~ 16 33.6 50 75.7

铲斗容积(m“) 1 2~ 4 4~ 4.6 8~ 10 10~ 12 16~ 20

合理比值 3~ 4 3~ 5 3~ 5 4~ 6 5~ 7 6~8

    考虑到目前矿山汽车运距超过skm者极少，大多在1.skm~

3.okm之间，所以铲车容积合理比值一般可按3一8选取。

    2 露天矿年运输量是生产汽车选型的直接因素。从大量资

料可以看出，汽车适用年运输量波动范围较大。美、日等国生产的

车型较大，而我国则偏小，这主要是与各国汽车制造工业水平有

关。

    根据我国露天矿实际生产情况推荐汽车适宜年运输量见

表28。

                      表28 推荐汽车适宜年运输量

汽车载重量

    (t)
20 30 45 70 100 154 及以上

适宜运输量

  (万t/年)
50~ 350 170~850 260~1250 450~ 1800 750~ 3000 1000~5000

12.5 道路养护及辅助运输设备

12.5.1 养路设备配备标准是参照《黑色冶金矿山露天矿养路设

备配套及定员设计参考资料》制定的，使用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养路工作内容包括:道路的日常养护，临时道路及路面的

修筑和整平。

2 寒冷地区、多雨地区和工程地质不良地段，养路设备的配

备视具体情况予以调整。

3 养路机械数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均应按计算确定，使设备

配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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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专用辅助运输设备是露天矿山运输设备的必要组成部

分。通过对国内61个矿山的调查分析，可以按设计规模(露天矿

山年采剥总量)配备，有特殊需要者可另适当考虑。

12.5.3 矿山备品备件及材料运输采用通用辅助运输设备完成，

当地有运输条件时，应尽量利用社会车辆。若矿山自备，可按指标

法计算其载重总吨位，根据载重总吨位按用途及设备型号进行选

型配套。

    在计算通用辅助运输设备载重总吨位时，运输量是用汽车运

输的各种材料及备品备件等的年用量的总和，但应扣除专用辅助

运输设备的运输量(包括燃油、水)。运输量原则上按有关专业提

供的数量为依据，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也可按原材料、备品备件年

消耗指标计算。

    根据载重总吨位确定车型及数量，一般以载重st~15t的汽

车为基本车型，配备少量小吨位载重汽车用在矿山内部或短距离

运送生活物质，并按散状货物的特征适当考虑部分载重为st以下

的自卸汽车。对于载重 15t以上的汽车亦少量配备，以适应运输

大件、大宗物品的需要。



13 钢铁厂道路运输

13.1 一 般 规 定

13.1.2 本条是从对四川、上海、辽宁等厂的调查资料及设计经验中归

纳、总结出的道路运输设计基本要求，道路运输设计时应遵守。第4、5

款是着眼于交通安全与顺畅;第7、8款规定是为了节约用地，并有利于

管线布置与功能分区;第9款是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中有关消防车道的要求;第10款是根据四川与上海A厂

的实践经验制定的，主要为了节约投资、加快进度，提高道路质量。

13.1.4 本条主要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第 1款规定是为了使汽车能顺利出人

建筑物、构筑物，不影响或少影响道路交通。

13.1.5 第2款规定是为了有利于排水、易于汽车起动与安全制

动;“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2m”的规定是对一般汽车而言，未包括牵

引15t以上的挂车在内。

13.2 车流 组 织

13.2.1 本条主要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设计经验，特别是依据

上海A厂的设计经验制定的。

13.2.2 本条第5款主要是考虑这类汽车有一定污染，应尽量不

经过办公人员集中的生产管理区。

13.2.3 编制车流图主要是为了确定道路行车道数量、路面宽度

及为了确定道路交叉方式(平交或立交)提供定量依据。

13.3 道路技术标准

13.3.1~13.3.3 这几条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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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GBJ 22、《公路土程技术标准》JTG Bol及近年来钢铁厂

设计及改造经验制定的。

    我国生产的有关特种汽车外形尺寸见表29。从表29 中看

出，特种车宽度一般比普通汽车宽出较多，故规定特种车道路路面

宽度应计算确定。

                        表 2， 特种汽车外形尺寸

型号 长只宽X高(mm) 用 途

TSB80 12827X3000X3634 铁水、钢水

TSB145 16500X3850X3634 铁水、钢水

PTllO 13000X4200X3215 铁水、钢水、废钢料蓝、钢卷等

PT180 1575OX4650X3600 铁水、钢水、废钢料蓝、钢卷等

BGC45 12100X4420又3800 铁渣、钢渣

BGC50 11700X 5400X 4750 铁渣、钢渣

BGC60 1045OX4210X4150 铁渣、钢渣

SKCll 8742X3200X3890 氧化铁皮、热切头、废钢等

SKC20 9100X3200又4050 氧化铁皮、热切头、废钢等

    注:本表依据长沙凯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车型，具体设计应依据订货特种

        车确定。

13.3.4~13.3.7 这几条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

计规范》GBJ 22、《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ol 中的有关规定及

设计经验制定的。第13.3.5条第 2款中所说的其他设施是指反

光镜、限制速度标志、鸣笛标志等。

13.3.8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其中补充了“扩建、改建工程有困难时，可适

当加大，但应采取安全措施”的内容，因老厂区往往建筑物、构筑物

密集，受既有条件的限制，扩建、改建时要满足表13.3.8规定的要

求往往困难较大。

13.4 道路型式及路面选择

13.4.1、13.4.2 这两条是根据钢铁企业厂内道路的设计与使用

经验制定的。第13.4.1条第1、2款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美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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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生活区及厂区中心地带的环境，并有利于行人安全。第

13.4.2条第1款是根据目前国内多数钢铁厂特别是西南山区钢

铁厂的经验制定的;第2款是为了当道路与铁路连续平交时，易于

处理道路纵断面与排水，并方便行人走行。

13.4.4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并结合设计、生产实践经验制定的。沥青路面较水泥混凝土路面

或块石类路面有利于防尘、防振、防噪声，但防火差。而水泥混凝

土、块石类路面不易于受到有侵蚀、溶解作用物质(如硫酸、盐酸、

硝酸等)的破坏。

13.5 道路运输设备

13.5.1 本条根据钢铁企业道路运输设备的使用经验制定。

13.6 道路养护维修设备

13.6.2 道路养护维修设备一般分为搬运设备、压夯设备、破碎及

搅拌(拌和)设备、洒布(油)设备及其他设备五类。养护维修设备

类别及用途按表30划分。

                    表30 养护维修设备类别及用途

设 备 类 别 设备 名 称 用 途

搬运设备

载重汽车、自卸汽车、
  翻斗车、三轮卡车

运输砂石等材料

推土机 路基施工推土，现场推集砂、石料等

装载机
  装载、倒运堆集砂、石等材料，装运土方及

清理现场等

压夯设备
压路机 路基及路面压实

打夯机(夯土机) 路基夯实

破碎及搅拌

(拌和)设备

碎石机 破碎石(渣)料

搅拌(拌和)机 用于搅拌机站及施工现场混凝土搅拌(拌和)

洒布(油)设备 洒油车(机) 洒布沥青

其他设备

移动式空压机 破坏需养护维修的旧路面

洒水车 路面洒水防尘

除雪机 寒冷地区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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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 路 运输

14.0.1 在厂址选择时，如不同时进行港址选择，往往易造成港区

布置不合理甚至无法建设港口，使得优良资源无法利用。

14.0.3 我国地少人多，节约用地是基本国策，港口的设计也必须

贯彻这一方针，避免多占或早占土地。结合码头建设要求，填海造

地在国外已是屡见不鲜，吹填造地在国内也有先例，但必须慎重对

待，只有在确保航行和泄洪不受影响且确有必要时，经有关主管部

门同意批准后方可进行。

14.0.5 因地质条件不良造成事故的实例不少，故港址应避开岸

坡、场地不稳定的地区。若确需在上述地带建港，则应经技术经济

论证确定。

14.0.6一14.0.8 钢铁厂原、燃料和辅助材料等散状料码头的陆

域堆场，起着物料的贮存、混匀、供料等作用，本身是钢铁厂一个生

产车间(厂)。因此，陆域料场的布置既要考虑码头的工艺要求，又

要考虑钢铁厂厂区的总图布置。它的位置视地域等条件，可布置

在码头附近(如湖北 A厂及安徽 A厂的江边料场)，也可布置在靠

近主要用户的厂区边缘(如上海 A厂布置在厂区西北边缘，靠近

焦化和烧结车间。)

    为了保证成品的及时装船外发，缩短转运时间，保证装船作业

的连续性和加快船舶周转，成品码头的钢材库、水渣堆场等宜靠近

码头布置，并要求四周有较为宽阔的场地，以满足装卸运输机具必

要的作业条件。

14.0.9 我国现行有关标准是指《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J TJ 211、

现行国家标准《河港工程设计规范》GB 50192及《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等。



15 其 他运 输

15.1 一 般 规 定

15.1.1、15.1.2 这两条规定了对各种运输线路定线的共性要求，

目的在于降低工程造价，节约运营费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外界

的相互干扰，以确保运输线路的施工和生产能顺利进行。

巧.1.3 本条是参照《选矿厂尾矿设施设计规范》ZBJ I及现行国

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 中有关规定制定的。

15.1.4 本条是根据以下原则制定:

    1 满足施工、生产中大量材料、设备运输的需要。

    2 方便维修和事故抢修，以避免或减少因停止运输而造成的

损失 。

15.2 索道运输

15.2.1 索道运输能力的表示方法过去没有统一规定。

    在单位时间上有每小时与每日两种表示方法。由于每 日运

输量相差可达2.6倍，因此采用每日运输量的表示方法是不合

理 的。

    在运输方向上有单方向与双方向两种表示方法。由于索道的

客流量或货流量不可能在双方向完全一致，因此采用双方向的表

示方法也是不合理的。

    本条规定索道运输能力应以每小时单方向运输量表示，以便

于开展索道工程设计工作、核定索道运输能力和比较各条索道的

单位投资及单位成本。

15.2.2 为了保证货车在装载过程中不撒料，应保证货箱上料口

宽度与物料最大块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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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本条的数据参考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矿

山采矿设计手册》“矿山机械卷”第二篇第二章的有关技术标

准。

15.2.4 装载站和卸载站是索道的主要控制点，必须全面考虑，认

真比较。本条规定中所考虑的诸因素是我国几十年设计工作主要

经验的概括。

    站房周围的地形是否平坦和有无一定的建站面积关系到站房

乃至整条索道工程造价的高低，并对建设施工和生产管理产生一

定的影响。

    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的地段是指具有一定地耐力、没有溶

洞等有害地质现象，且不受滑坡、雪崩、沼泽、泥石流及采矿崩落等

影响的地段。

15.3 带式输送机运输

15.3.1 目前设计中常选用的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有钢绳芯、钢

绳和普通胶带三种。钢绳芯胶带内含钢绳芯，所承受的拉力可达

4OkN/cm以上，能适应长距离、大运输量的运输。

15.3.2 带式输送机的提升角度，根据物料品种、块度、湿度等条

件选取。

    1 参照《钢铁厂总图运输设计手册》(1996年版)，带式输送

机最大提升角度和普通胶带带式输送机最大提升角度在设计中可

按表31、表32选取。

    2 参照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带式输送机设计手册》第

2.1节中的有关内容，带式输送机运行角选择见表33。

    近年来国内在港口等行业已经使用了大倾角带式输送机，角

度可达25。一30。。国外已研制成功一批专门爬陡坡的特别胶带，

如压带式输送机提升角可达 60“，可使矿岩在爬坡时不致滚

落，效果良好。为此带式输送机的角度需与有关专业协同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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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带式输送机最大提升角度表

胶带 种类 普 通胶 带 钢 绳 胶 带 钢 芯 胶 带

物料密度(t/m“) 0.4~ 2.5 镇1.6 0。8~ 2.5

物料块度 各种块状粒料等散状物料 < 350mm < 250mm

最大提升角度 见表 32 180 180

注:1 下运胶带机的最大倾角一般比提升角小 20~40;

    2 有特殊措施时，胶带机的提升角或倾角可不受本表最大提升角的限制。

          表32 普通胶带带式输送机最大提升角度表

提升

角度

(“)

提升

角度

(。)

        块煤

        原煤

  粉煤水洗后产品
  筛分后的焦炭
  0一25mm焦炭
  0~3mm焦炭
  0~350mm矿石

  0~120mm矿石

  0~6Omm矿石

4加加~a)1们1油母页岩

l8

20

21

17

l8

20

l6

l8

20

18

  20

  22

  20

20~ 23

  20

  l8

  l2

  15

18~ ZC

  2O

  23

  20

  24

  20

  18

  20

15~ 18

  22

表33 带式输送机运行角选择表

序号

l 烟煤(原煤) 0.85~ 1.0 20 45

2 烟煤(粉煤) 0。8~0.85 20~ 22 45

3 炼焦煤(中精尾) 0。85 20~ 22 45

4 无烟煤(块) 0.9~ 1.0 15~ 16 27

5 无烟煤(屑) 1.0 l8 27

6 焦炭 0。45~0。5 17~ 18 40

7 碎焦、焦丁 0.4~0.45 20 40

8 铁矿石 1.9~2.7 16~18 37

9 铁粉矿 1.8~ 2.2 l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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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序号 物 料 名 称
堆积密度p
(103kg/m3)

输送机允许
最大倾角叔。)

静堆积角

  a(。)

lO 铁精矿 2.0~ 2 4 20 40

1l 球团矿(铁) 2.0~ 2.2 12 30

l2 烧结矿(铁) 1.7~ 2.0 16~ 18 40

l3 烧结矿粉(铁) 1.5~ 1。6 18~20 40

l4 石灰石、白云石(块) 1.6~ 1.8 16~ 18 40

l5 石灰石、白云石(粉) 1.4~ 1.5 18~20 4O

16 活性石灰 0。8~ 1.0 16~ 18 40

l7 轻烧白云石 1.5~ 1.7 14~ 16 35

18 干砂 1.3~ 1.4 l6 30

l9 湿砂 1。4~ 1。8 20~ 24 45

20 废旧型砂 1.2~ 1.3 20 40

21 干松钻土 1.2~ 1.4 20 35

22 湿豁土 1.7~ 2.0 20~ 23 45

23 油母页岩 1。4 18~ 20 40

24 高炉渣(块) 1.3 l8 35

25 高炉渣(水渣) 1.0 20~22 35

26 钢渣(块) l8 35

27 原盐 0。8~ 1.3 18~ 20 25

28 谷物 0.7~0.85 16 24

29 化肥 0.9~ 1.2 12~ 15 l8

    注:物料的堆积密度、静堆积角和运输机允许最大角等随物料的水分、粒度、带速

        等的不同而变化，应以实测值为准。表列运行堆积角是根据对煤、石灰石和河

        砂的运转实验值推算的，仅供参考。

15.3.3 本条根据厂区总平面设计的经验制定，是为了合理利用

土地，方便施工及维护检修，并减少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干扰。

15.3.4 本条第1款一第3款，是带式输送机布置应遵循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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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第4款考虑破碎站为带式输送机的起点，不仅本身建站工

程量大，还因连接道路系统需要较大面积的卸车场地，常常影响露

天矿山边帮大量扩帮。再者，破碎站的位置适当与否还直接关系

到采矿场内汽车运距的长短，对运输成本的影响很大。故在布置

带式输送机时，不能只从带式输送机一方面考虑，而应与破碎站的

位置统一考虑。

15.4 卷 扬 运 输

15.4.1一15.4.3 卷扬运输按下列方法分类:

    按动力类别分为重力卷扬和动力卷扬;

    按牵引方式分为单钩、双钩和无极绳;

    按提升容器分为串车、台车和箕斗。

    重力卷扬运输是小型矿山常用的一种最节约的下放运输方

式，但由于它的制动机全是人工操作，制动力有限，且上、下车场一

般都采用人工推送车辆，故矿车不宜选用过大，据现有资料，一般

不超过1.2m3。

    重力卷扬运输线的“上陡”有利于重车起动加速，“下缓”有利

于重车制动减速，以保证重力运输的安全。地形坡度取25“一6“，

是根据有关设计手册推荐值和一些矿山实际情况制定的。

    表15.4.2和表15.4.3中所列各种条件均是设备性能所要

求。

    无极绳卷道纵坡，下绳式小于 15“，是一般资料所公认的数

据;而对于上绳式，有关资料标准不一，有的取小于25“，多数取小

于22“，为慎重起见，本条规定取小于22“。

    箕斗所允许装卸的最大矿岩块度小于 120omm是根据我国

目前的技术状况制定的，原因如下:

    1 矿石过大(即大于 12O0mm)，则装运设备必然相应加大

(电铲将大于8m3)，而装运设备加大，则目前的箕斗容积(最大载

重sot，容积3om3)难以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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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箕斗难于承受大块矿岩的直接冲击。

    3 如果特制更大型的箕斗，则绞车的型号也难适应(目前最

大绞车直径为6m)。鉴于箕斗运输规模似已接近极限(因其是间

断运输，提升周期长，生产能力有限)，故不宜再加大型号。

15.4.4 本条所规定的卷道间距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冶金露天

矿准轨铁路设计规范》GB 50501及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

铁路设计规范》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并综合一些矿山实践经验

制定的。

15.4.5 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所有矿山的卷道都程度不同地发生

过断绳、断钩、脱轨、飞车等恶性事故，对卷道下部有人员作业的建

筑物、构筑物等威胁很大，故制定本条文，以保证安全。

15.4.6

    1 本款是根据现场经验制定。车辆的等阻坡度通常已达

8%。左右，为了便于滑行，本款规定甩车场纵坡不宜小于10%。。

    2 本款是为了使摘挂钩工人上、下车作业方便和安全。

    3 4号和5号道岔，经矿山实践证明是既经济又安全的道

岔。

    4 表15.4.6是参照《水泥矿山设计手册》等有关资料及各单

位多年经验制定的。

15.4.7 其他方式取送车辆(包括推车器和人力推车取送车辆)

时，停车线的有效长度不得小于卷扬三次提升的车辆长度之和，主

要是为保证卷扬提升不致间断。

15.4.8 本条规定是为了便于定量漏斗向箕斗计量装载(漏斗与

箕斗的容量一般是相等的)。所谓“互成倍数”，可以是定量漏斗为

汽车的倍数，也可以是列车为漏斗的倍数关系。

15.4.9 汽车卸矿栈桥宽度与行车道宽度相等是为了保证汽车行

车安全及卸料的准确性。

巧.4.10 直接与采矿各水平连接的卸矿栈桥往往使用时间较短，

数量较多，若按永久性固定式结构设计则建设费用很大。故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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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宜做成可拆移式的，即除基础工程外，其余尽可能设计为可

拆移的。

15.4.n 本条表 15.4.n是参照《水泥矿山设计手册》有关数据

制定的，这也是各单位多年来普遍选用的数据，实践证明是可行

的。

    对纵坡大于30“的卷道进行特殊设计，一般是指设计整体道

床，以提高轨道的稳定性。

15.4.12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冶金露天矿准轨铁路设计规

范》GB 50501及现行行业标准《冶金矿山地面窄轨铁路设计规范》

YB 9065中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矿山实践经验制定的。

15.5 溜槽、溜井运输

15.5.1 制定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汽车运输距离，当

采矿场采用汽车运输时，只要地质条件许可，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5.5.2 本条是参考《黑色金属矿山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资料汇编》

第十一篇第五章中的有关数据制定的。

    1 溜槽斜倾角与所溜放的矿石及溜槽本身岩层的物理性质

有关，一般为42“一55“，常用45“一48“，为此本条规定为45”~48。。

    2 溜井分竖溜井和斜溜井，竖溜井的倾斜角为 900，斜溜井

的倾斜角为55“一900，常用60“一70。;因此本规范选用60。一70。。

15.5.3 溜槽、溜井的下口标高和平面位置，是矿山开拓运输系统

和总平面布置中的一个重要控制点，也是对施工、生产有决定意义

的重要部位，因此应综合各种因素，认真进行比较选择。本条中所

列各比较因素，是对各矿历史经验的概括。

15.5.4 采矿场外的溜槽、溜井卸载平台，由于其控制的采掘水平

较多，且不常被砍截，因此应做成永久性的;而采矿场内则与之相

反，宜做成临时性的。

15.5.5 本条规定了对汽车永久性卸载平台的外形尺寸要求。而

临时性卸载平台，因生产量较少，存在时间不长，故未作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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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单位在生产中因时、因地设置。

    本条所规定的车档高度是参照《冶金矿山安全规程》(露天部

分)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5.5.6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列车所有矿车的物料均可卸到溜口

中，同时保证人员的安全。

巧.5.8 本条对同一装车平铜(或装车平铜支线)内放矿口及放矿

闸门数量的规定是根据各矿多年生产经验制定的，以避免同一装

车平铜内有两组(或两个)以上的放矿口多处装车。同一装车平铜

内有两组(或两个)以上的放矿口往往容易使靠铜口一端的溜井发

生跑溜事故，将靠铜内一端的其他溜井堵死，迫使全矿停产。有时

甚至能将铜内正装载的列车或在溜口装车人员关在里面，非常危

险。再者，同一碉内多处设置溜井将使通风问题复杂化，容易中间

短路，影响末端的通风效果。

    曲轨侧卸式矿车一般只能一侧卸车，若卸载一侧的车帮变形，

车帮就难于启开与复位，故规定装载曲轨侧卸式矿车时，“应避免

闸门的开向直冲卸载侧的车帮”。

    “采用板式给矿机放矿时，应避免侧向装车。”意即应采用顺向

装车，其原因是侧向装车有以下缺点:

    1 容易使被矿石冲击的车帮变形。

    2 容易使列车偏载。

    3 容易将矿石洒落在铁路上。

    4 板式给矿机下部需设接受粉矿的胶带，结构复杂，难于维

修。

15.5.9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列车的所有矿车都可以装满矿。将

装车部位设置在直线上是为了对位准确和减少漏矿。

15.6 管、槽水力运输

15.6.1 管、槽水力运输一般不允许所运物料的颗粒过大，以避免

堵塞管、槽以及减少对管壁、沟槽的磨损。根据我国采用水力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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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矿的经验数据，固体物料粒径的上限均小于100mm。

巧.6.2 冰冻期较长的地区由于受气温影响，年工作时间大大缩

短，不宜选用水力运输。

15.7 链带及辊道运输

15.7.1 链带及辊道运输机与地下管线、沟渠交叉必将加深其一

的埋设深度，这不仅增加建设费用，也给生产、维修、使用带来不

利，故宜避免。当受条件限制必须交叉时，应在满足运输工艺要求

的前提下采取适当措施，兼顾有关管线的正常使用和检修的要求。

15.7.2 上海某厂由炼钢车间至轧钢车间板坯库的连铸坯运输辊

道从一条gm宽的道路下面穿过。由于道路先于辊道建设，两者

未能统筹考虑，造成通廊净高只有 1.3m，顶部钢盖还兼作道路路

面。这使得检修十分不便，且由于热钢坯严重烘烤，该路段道路运

输和行人条件很差。借鉴于此，故做本条规定。



16 排  土 场

16.1 一 般 规 定

16.1.1 我国露天铁矿生产剥采比较高，一般为3t八一6t八，岩土

外排平均运距一般比矿石运距长，岩土运输费用在整个矿山开采

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因此，在排土场设计中应着重考虑岩土

的运输流向合理，运输短捷，尽量减少近期岩土的运输距离，以取

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16.1.2 排土场留2%~5%富余量主要是考虑到地质和设计计

算的误差以及排土场可能的失稳滑坡对容积的影响而留一定的余

地。考虑到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实际情况，排土场用地能缓

占尽量缓占，但排土用地应一次规划，按排土进度计划分期购

地 。

16.1.3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 6423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16.1.4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 50197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要求，对暂不利用的低品位矿

物、建筑材料，应单独存放。在露天铁矿开采中，除铁矿石外，在矿

体中还含有其他有用矿物，尚待条件成熟时加以利用;有的矿山对

采出的部分贫矿或赤矿暂不人选，需要堆存;有的矿山对岩土拟回

收利用。如内蒙古某铁矿是一个以铁稀土和妮组成的多金属元素

的矿床，含有综合利用价值的26种元素，在该矿的近矿围岩中，稀

土、稀有金属含量也极为丰富，但在近几年内暂不能利用。因此，

要求设计对稀土，稀有金属矿石分采、分堆。设计中设置了数个排

土场，按白云岩、妮矿、混合岩和废石分别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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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用地表覆土造田，用剥离的岩石用作建筑或筑路材

料的矿山，剥离的地表土和岩石不能随便排弃，要有计划的贮存。

    本条第3款中所提的含有酸性、酚类以及微量放射性物质的

剥离物，如不采取特殊的排弃、处理措施，将污染环境，毒害或损

害人身健康，故定为强制性条款，应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有关

法规和标准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

16.1.5 《土地复垦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复垦，实行“谁破坏、谁

复垦”的原则;第六条规定:“土地复垦工作，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

不得阻挠”。在露天矿开采中，破坏土地最多的是排土场，因此，矿

山排土场应根据所在地区情况尽快进行复垦。复垦工程应本着

“因地制宜”的方针，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建设则建设，通过

复垦使被破坏了的土地重新得到有效地利用。种植农作物、造

林或种草植被能稳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和减少尘埃，改善环

境。

    排土场复垦必须与矿山开采工艺相协调，统一规划，降低复垦

成本。在几个排土场接替作业时，可以边排边复垦，充分使用排运

设备，使复垦工程分期实施。如湖北某铁矿，用十多年的时间，有

计划地在 274万m“的排土场上植树造林，创造了亚洲最大的硬

岩复垦林奇观，不仅保护环境，还提高了边坡的稳定性。

16.2 排土方式及设计要素

16.2.1 排土方式根据不同的开拓运输方式和转排方式确定，但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取决于不同的岩土剥离方式(如水力排土，

铲运机排土)、地形、地质、气象等条件。因此，排土方式实际上是

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比较后确定的。

    排土方式的确定有一定的灵活性，对某一特定的排土场，可能

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但某一具体的排土方式对岩土和排土场的

技术条件却有一定的严格要求。因此，在设计中必须充分注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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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排土方式合理。

    现将表16.2.1中所列的若干主要技术条件扼要说明如下:

    1 准轨铁路一电铲排土:

    电铲转排移道步距较大，如4m“电铲宽度可达23m左右，有

利于排土线路的安全。但因电铲本身行动迟缓，避险能力差，故对

相应的技术条件要求比较严格。

    1)岩土在受水后大量吸水，透水性不好的岩土过水后会崩

解、摩擦力大幅度降低，容易在局部滑坡和大量下沉。如广东

某铜矿、辽宁某铁矿都出现过这类问题，故要求岩土水稳定性

要好。

    2)冶金矿山一般岩土物理性质较好，排土段高常在 40m一

60m之间，如河北某铁矿投产以来，段高一直采用 40m，实践证明

是安全的，故本规范规定电铲排土段高不大于 50m。但需说明，

50m段高的界限是按 4m，电铲排土的条件规定的，多台阶排土

时，最下层台阶的个别线段可能超过50m段高，此时应注意采取

适当的安全措施。

    3)电铲转排需定点卸车，排土线要有2倍的列车长度才能保

证卸车作业顺利进行。再者，电铲转排后移道步距达20 余米，移

道周期长。因此，排土线短将使线路移道频繁，作业率大幅度下

降，电铲排土的高工效优点难以发挥。根据一些矿山的经验，排土

线以不小于3倍列车长度较为合适。

    2 准轨铁路一装载机排土:

    装载机装运轻便灵活，转排宽度大，可不定点卸车，对排土场

的自然条件和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适应性较强。这种排土方式的

排土线的有效长度可较短，排土段高不受严格限制，这在海南某铁

矿的排土实践中得到证明;但成本高，轮胎消耗大，设备维修量大。

因此，这种排土方式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采用。

    3 窄轨铁路一推土机排土:

    此排土方式与准轨铁路一装载机排土有许多共同点，但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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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活性和转排宽度上不如装载机，故未对自然技术条件提出严

格要求;根据一些矿山使用推土机的经验，仅对岩石块度和排土宽

度加以规定。

    排土线以选用 3倍列车长度为宜。当排土场地形坡度过陡

时，宜选用 1倍列车长度，以便当排土线失稳时，推土机能及时撤

出，列车能迅速避险。

    4 汽车一推土机排土:

    汽车一推土机排土是露天矿广泛采用的一种排土方式。但在

岩土风化强烈、饱水后会产生严重泥泞，致使汽车轮胎陷人排土场

无法作业的矿山，则不能采用。

    5 带式输送机一排土机排土:

    排土机与带式输送机配合排土的主要特点是运输连续作业，

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目前已在水厂铁矿、大孤山铁矿、齐大山铁

矿等一些矿山使用。

    排土机是露天矿剥离物连续化作业的重要设备，按其结构形

式分为延伸式排土机、回转式排土机和悬臂式排土机，目前国内使

用的排土机为悬臂式排土机。

    1)悬臂式排土机选用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排土机走行时的坡度不超过5%(1:20)，工作坡度为3%一

5%(1:20一1:33);

    排土机一般可在气温一25℃一+35℃，风速20m/5条件下正

常作业。

    排土机对地耐力的要求大于工作场地的地耐力。

    2)关于排土机下分台阶段高:

    由于排土机单机重量大(如ps一3000型排土机重量约800t)，

价格高，通常一座大型露天矿山排土场只有 1台一2台排土机。

因此，为保证排土过程中排土机的安全和排土场边坡稳定，排土机

作业时应将排料臂延伸到接近排土场坡底后再进行排土。因此提

出排土机下分台阶的段高小于排土机排料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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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排土线有效长度:

    排土机排土线长度短，则每个移设周期内排土量少，排土工作

面带式输送机年移设次数多，降低了破碎机一带式输送机一排土

机系统的排土能力;排土线长度过长，则造成带式输送机空载运行

部分比例增大，并且导致投资增加。根据国内外排土机使用情况，

排土机排土线长度宜为I000m一2000m。

    6 铲运机排土:

    此排土方式只适用于露天采矿场表土的剥离，剥离厚度 1.om

以上，含水量小于20%的松软岩土。据《工程机械使用手册》资

料，铲运机合理的平均运距应在10om一2000m范围内。一般铲

斗容量小则运距短，斗容量大则运距长。

16.2.2 大、中型露天矿排土场一般为多台阶排土。在排土过程

中，为保证作业安全，下部排土台阶应有足够的超前宽度。超前工

作平台宽度与排土方式、排土设备及台阶高度有关，一般由计算确

定 。

    排土场工作平台宽度(图5)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5 排土场工作平台宽度

    1 采用铁路运输时:B=A+C+D+F (20)

    2 采用汽车运输时:B=C+2(R+L)+F (21)

式中:B— 排土场工作平台宽度;

      A— 上台阶坡底至铁路中心线距离，一般大于大块石滚动

            距离加摩电线杆至铁路中心线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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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超前堆置宽度(m);

      D— 线间距离(m);

      F— 外侧铁路中心线至台阶边坡顶最小距离(m);

      R— 汽车转弯半径(。);

      L— 汽车长度(m)。

    为满足上、下两相邻堆置台阶互不影响的要求，排土场工作平

台宽度的参考值见表34。
                表34 排土场工作平台宽度参考值(m)

排 土方 式
排土 段高

< 15 15~ 25 30~ 50

准轨铁路一电铲 40~ 50 45~ 55 50~ 65

准轨铁路一装载机 35~ 45 45~55 55~ 70

汽车铁路一推土机 45~ 60 50~ 65 55~ 75

窄轨铁路一推土机 20~ 25 25~ 30 30~45

16.2.3 铁路运输的排土线随着排土宽度的增加需停产移设;平

时线路需要垫道、换枕、维修，也妨碍行车和排土;有时还要处理掉

道、扣斗、挂弓等事故。因此，除生产线路外，还应有一定数量的备

用线才能保证排土场的正常生产。根据一些矿山的经验，备用线

的数量以取生产线的20%为宜。当排土场为两处以上时，20%的

备用线难以分散配置，因此，本条规定每处排土场最少应有一条备

用排土线，以保证每个排土场都能正常生产。

16.3 排 土 计 划

16.3.1 排土计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

    1 各开采水平的岩土总量和逐年剥离量。

    2 各排土台阶的有效容积和排土场总容积。

    3 选用的排土方式、排土设备及其能力。

    4 当采用铁路运输时，铁路区间和站场通过能力及排土线的

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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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土设计是矿山开采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排土计划又是

排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地编制排土计划，对充分利用排

土场空间、节约用地、减少运距、提高排土效率、降低排土成本都具

有重要意义。

16.3.2 本条主要提出编制排土计划时一般应遵守的原则。

    1 应按岩土性质“合理安排堆排顺序”是指在开采过程中，在

不同年度和开采部位，有时是剥离表土，有时是剥离岩石，可根据

岩土要求的不同堆置台阶高度，将岩土分运分排。当采用单台阶

排弃时，可根据地形条件分别堆置;当采用多台阶时，可采用下部

排岩、上部排土的覆盖式，或先排土后排岩的压坡角式;当采用岩

土混合排岩时，应避免在堆体中形成软弱带的堆积体不稳定因素;

排弃岩石时，排土台阶高些，排弃土时就要低些，这些都是从排土

场的稳定性考虑的。“有条件时”是指当同时使用数个排土场、数

个不同的排土标高进行排土时，排土计划宜按照排土、运输过程中

的约束条件，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进行，从而达到减少岩土运距，

降低运输成本的目的。

    2 “均衡安排岩土运输量，避免出现短期高峰”主要是使道路

通过能力适中。“减少反向运输和重车上坡运输”主要是为了缩短

运距，减少燃料消耗，降低运输成本。

16.3.3 对于各种类型、规模的矿山，一般都应编制排土进度计

划，并绘制矿山排土终了平面图。规定“必要时应绘制所需年份年

末堆置平面图”是指可根据矿山的实际情况，一般间隔3年一5年

绘制一张年末堆置平面图，把制表与绘图结合起来，进而达到平衡

需要和可能的排弃能力，使不同水平岩土量合理地排弃到相应的

排土台阶上。铁路排土的矿山一般都应这样做。

16.4 排土场安全

16.4.1 本条明确了在排土场设计中的安全预防方针及要求，强

调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全面考虑，以保证排土场安全生产。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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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排土场病害及环境污染均比较严重，因此必须重视病害预防

及安全防护设计，为排土场安全生产提供良好条件。

16.4.2 滑坡是排土场的主要病害。矿山排土场大多位于山谷、

丘陵地区，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滑坡现象时有发生。表35为部分

露天矿排土场滑坡资料。

                  表 35 部分露天矿山排土场滑坡资料

矿 山

名称
滑坡位置 1 滑 坡形 式 !滑  坡 量 } 原 因 !危 害

  ‘20m会}路基下沉开裂，边
让路基，段}坡腰折滑落(1”82
高52m l年)

段高 25m，太高

  二道沟}‘983年5月，坡
筒子，段高}底线向外滑移’。
52m }次，滑 200多米远

        } 二_、___ __ } 影响生
          } 地基机积卿刁bm一}立

                1 ， 、。 一 ，_ . ‘.1)
仅 IUUm，}4m J旱，构J氏疹 水 ，地 1

3.5万m“ }基土饱水后，底鼓滑

辽宁

铁矿

(一 )

黔“;薰黔馨:;撰羚黔响·
、黛霍辫麒:卿彝燕薰产⋯

1979年列车行驶

别;碱1粼禽一兹:黔
  雨后山坡积水渗
到排土场下部，下部

岩石松软、风化

米

  一:粼1煮鞘很一麟每黛一:鼻、瑟，稠蒸要
        }百 日「 }。 、 }. 队 任U 以 」二夕 1_

而 川 1 }月 少 }dUm } 1〕亡
肚月 )11 】 1 1 1 1

铁矿

  肖家 湾

排 土 场，
1615台阶

1982年 7月排土}长 37m，

场滑坡 150m，下

5rn

葡排弃的风“土形
沉1成软弱层，雨水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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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矿 山

名称
滑坡位置 1 滑 坡形 式 }滑  坡 量 原 因 }危 害

1983年春，废石

_“排土1霍咒鱿;然森一『滑坡量较
J勿 1。 二 _:，一 。，h二 J。。‘}人

                }中U日J小 小 目压尹队 物 们曰

  坡角地基土层底
鼓Zm一3m

河 北

鉴铁矿

  十祠、，} 1983年雨季，段

场尔们F工}蒸黑雳土顺山坡
  地基陡坡(18。)，

边坡角37。一39’，地
基土层鼓起

安徽

毛铁矿
排土场

  雨季排土线路基，
局部塌方 ·霎陷·局“一篡然藻拳“

山西 } 1900

铁矿1土场 嘱蓬麒鬓羹一万沙一:墨辈一矍墓
    1、 } 11可习」

    1碑酬」 } 1

海南

鉴铁矿
排土场 坡撰盘羚滑一彝判后连续两天“雨之

    从表35 中滑坡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

    1 场址基底不良造成滑坡实例最多，有些基底下卧软弱层，

如辽宁某铁矿;有些基底坡度太大，如河北、山西某铁矿;有的基底

潮湿含水，如安徽、山西某铁矿等。

    2 岩、土混排形成软弱层面，是滑坡的另一原因，如四川某铁

矿等。

    3 水是滑坡的天敌，几乎所有滑坡都与水害有关，如辽宁、海

南某铁矿，均因最终堆置高度过大而引起滑坡。

    4 排土场高度与排土场稳定有直接关系，如辽宁、海南某铁

矿，均因最终堆置高度过大而引起滑坡。

16.4.3 水是促使滑坡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据了解，因水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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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酿成排土场滑坡事故的占总数的50%，故设计时应采取措施

消除和减轻地表水和地下水对排土场的危害。本条所列的五点设

计要求，是根据多年来设计及实践经验制定的。

16.4.4 排土场许多病害的产生都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发展过

程，就沉降压缩变形而言，往往持续多年，随着排土而沉降，在下部

产生孔隙压力，伴随着孔隙压力的扩散和消失，排土场的沉降将逐

渐减弱和稳定下来。由于松散体的压实和水分渗出，排土场出现

下沉和裂缝。如一个 50m高的排土场，其绝对下沉量可达 6m一

10m。在不断下沉的排土场上保持正常作业，需要经常垫道整平，

并保持一定的反坡。

    目前，我国排土场监测工作开展不多，往往采用经验观察法，

缺乏必要的设备、仪器进行科学的管理来指导排土场安全生产。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中的有关要求，提出了应根据有关因素，“配备必要的监测

设备和仪器，建立监测系统”的规定，其监测主要内容有:

    1 排土场边坡的变形、位移量。

    2 平台沉降和裂缝。

    3 地下水位变化和流向、流速及地表水水质分析。

    4 大气粉尘含量和小区气候变化。

    5 岩体内部应力和物理力学性质。



附录A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A.1 机车车辆限界

A.1.1 图6为现行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GB

146.1一83中规定的钢铁企业标准轨距铁路普车线设计中最常用

的机车车辆上部限界，设计中还应根据所采用机车车辆的具体情

况按现行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GB 146.1中其

他相应规定审核机车车辆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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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机车车辆上部限界(mm)

注:_ 机车车辆限界基本轮廓

    一 一 一 一   电气化铁路千线上运用的电力机车

    一 准 熊 般 麒 瓶

电力机车在距轨面高350mm~1250Inm 范
围内为1675Injn ·



A.2 建 筑 限界

A.2.1 图 7为现行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2一83中规定的钢铁企业标准轨距铁路普车线设计中最常用

的基本建筑限界(建限一1)，设计中还应根据线路具体情况执行现

行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2一83 中的其他相

关规定。

                      站内、区间及站内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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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基本建筑限界(mm)(建限一1)

  注:一x一x一一 一   信号机、水鹤的建筑接近限界 (正线不适用);

      一 站台建筑接近限界 (正线不适用);

      — 各种建筑物的基本接近限界;

      一 一 一 一   适用于电力机车牵引的线路跨线桥、天桥及雨棚等建筑物;

                        电力机车牵引的线路的跨线桥在困难条件下的最小高度

A.2.2 冶车线建筑限界最大半宽244Omm的组成因素是:

    1900mm(冶车车辆限界半宽)+100mm(罐体一侧挂渣厚)十

150mm(罐体不复零位倾斜量)+250mm(车辆走行横向摆动偏移

量)+4Omm(安全余量)=24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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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车线建筑限界最大高度5500mm的组成因素是:

    500omm(冶车车辆限界高度)十500mm(防辐射热、顶部挂渣

厚和安全余量)=5500mm。
    当设计铁路通行的冶金车辆外形尺寸超过本规范第A.1.2

条规定的冶车车辆限界时，可参照如下方法计算该铁路建筑限界:

    1 建筑限界半宽，即“限界半宽”可参照下式计算:

    “限界半宽”=(冶金车最大半宽一1900mm)+244omm。

    2 建筑限界高度可参照下式计算:

    “限界高度”=冶金车的实际高度+700mm(防辐射热、顶部

挂渣厚和安全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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