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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
( ＪＴＳ １６９—２０１７)的公告

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３ 号

　 　 现发布«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ꎮ 本«规范»为强制性行业标

准ꎬ编号为 ＪＴＳ １６９—２０１７ꎬ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 ( ＪＴＪ
２９７—２００１)同时废止ꎮ

本«规范»第 ７. １. １０ 条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度水运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
(交水发﹝ ２０１２ ﹞ ５８２ 号)要求ꎬ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水运专业委员会和中交水

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ꎬ对«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ＪＴＪ ２９７—２００１)进行

了全面修订ꎮ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ＪＴＪ ２９７—２００１)自发布实施以来ꎬ对我国水运工程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由于原规范发布实施时间较久ꎬ随着我国大型、开敞码头尤其是液化天然

气码头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ꎬ原规范已经不能满足需要ꎮ 为此ꎬ在«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

范»(ＪＴＪ ２９７—２００１)的基础上ꎬ编写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ꎬ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码头附属设

施建设的实践经验ꎬ并借鉴国外相关标准ꎬ经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意见ꎬ对«码头附

属设施技术规范»(ＪＴＪ ２９７—２００１)进行了全面修订ꎮ
本规范中第 ７. １. １０ 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本规范共分 １０ 章 ６ 个附录ꎬ并附条文说明ꎮ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增加了登船梯、

靠泊辅助系统、风浪流监测系统和缆绳张力监测系统的技术规定ꎬ对附属设施耐久性、系
靠船设施布置、涉及安全环保的技术条款进行了修订ꎮ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水运专业委员会和中交水运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ꎬ参编单位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

公司和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ꎮ 本规范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１　 总则:仉伯强　 李　 伟

２　 术语:蔡长泗　 李　 斐

３　 基本规定:杨丽民　 李　 斐

４　 系船设施:李元青　 谢长文

５　 护舷:芦志强　 杨丽民

６　 钢轨、车挡及预埋件:任增金　 芦志强

７　 登船梯、爬梯和阶梯: 魏红彤　 赵立鹏

８　 护轮槛、系网环和护栏:芦志强　 杨丽民　 张浩强

９　 辅助系统和监测系统:李元青　 谢长文　 蔡长泗

１０　 其他附属设施:杨国平　 朱忠余　 李荣庆

附录 Ａ:李元青　 谢长文

附录 Ｂ:芦志强　 杨丽民　 石　 峻

附录 Ｃ:任增金　 芦志强　 李荣庆　 张国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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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杨国平　 朱忠余　 任增金　 李荣庆

附录 Ｅ:朱忠余　 杨国平　 李荣庆

附录 Ｆ:李荣庆

本规范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通过部审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发布ꎬ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

见ꎬ请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 ２８ 号中

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ꎬ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水运专业委员会ꎬ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ꎬ以便再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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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统一码头附属设施设计与安装的技术要求ꎬ提高码头附属设施的安全性、适用

性、耐久性和经济合理性ꎬ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码头前方作业地带附属设施的设计与安装ꎻ不适用于游艇码头附属

设施的设计与安装ꎮ
１. ０. ３　 码头附属设施的设计与安装ꎬ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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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系船柱　 Ｂｏｌｌａｒｄ
供船舶靠泊、离泊和停泊码头时ꎬ栓系缆绳用的柱状设施ꎮ

２. ０. ２　 快速脱缆钩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Ｈｏｏｋ(ＱＲＨ)
安装在码头上用于船舶快速、方便解缆的专用设备ꎮ

２. ０. ３　 护舷　 Ｆｅｎｄｅｒ
安装在码头前沿ꎬ具有吸能功能并起隔离作用的防冲装置ꎮ

２. ０. ４　 登船梯　 Ｇａｎｇｗａｙ
可以适应水位和船舶吃水变化ꎬ连接船舶与码头泊位ꎬ供人员上下船舶的设备ꎮ

２. ０. ５　 激光靠泊系统　 Ｌａｓｅｒ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Ａ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ＬＤＡＳ)
利用激光测距技术、计算机软件、无线数字传输等技术的综合测控系统ꎬ用于引导船

舶安全靠泊港口ꎬ避免冲撞码头造成损坏ꎮ
２. ０. ６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　 Ｍｏｏ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ＭＬＭＳ)

通过传感器对船舶缆绳张力进行监测ꎬ以确保系泊安全的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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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 ０. １　 码头附属设施主要包括系船设施ꎬ护舷ꎬ装卸机械轨道钢轨、车挡ꎬ登船梯、爬梯和

阶梯ꎬ护轮槛、系网环和护栏ꎬ靠泊辅助系统、风浪流监测系统和缆绳张力监测系统ꎬ安全

标志等ꎮ
３. ０. ２　 码头附属设施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根据码头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附属设施类

别及其设施更换和维护的难易程度确定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３. ０. ２. １　 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的码头ꎬ系船柱柱壳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２５
年ꎬ用于固定系船柱的锚杆等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码头主体结构相同ꎮ
　 ３. ０. ２. ２　 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的码头ꎬ橡胶护舷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１０
年ꎬ用于固定橡胶护舷的螺栓、埋件等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码头主体结构相同ꎮ
　 ３. ０. ２. ３　 对于临时码头的系船柱、橡胶护舷及其埋件ꎬ其设计使用年限应与码头主体

结构相同ꎮ
３. ０. ３　 码头附属设施中的钢结构应根据其设计使用年限进行耐久性设计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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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 船 设 施

４. １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系船设施应根据泊位功能、码头结构型式、设计船型、水位和风、浪、流等情况进行

设计ꎮ
４. １. ２　 系船设施应满足船舶靠离码头、停泊、移泊和掉头等系泊作业安全可靠和使用方

便的要求ꎮ
４. １. ３　 系船设施的布置应避免对码头作业产生干扰ꎮ

４. ２　 系船柱布置

４. ２. １　 系船柱可分为普通系船柱和风暴系船柱ꎮ
４. ２. ２　 普通系船柱的布置应结合泊位功能、码头结构型式及结构分段等综合考虑ꎬ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２. ２. １　 连片式码头系船柱布置间距应满足船舶系泊作业需要ꎬ最大间距不宜超过表

４. ２. ２ 中的数值ꎬ泊位端部应设置系船柱ꎮ
表 ４. ２. ２　 普通系船柱间距

船舶总长(ｍ)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５０ > １５０

系船柱间距(ｍ) ２０ ２５ ３０

　 ４. ２. ２. ２　 连片式码头系船柱中心至码头前沿线的距离宜为 ５００ｍｍ ~１２００ｍｍꎮ
　 ４. ２. ２. ３　 墩式码头的系船柱布置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ꎮ
　 ４. ２. ２. ４　 邮轮码头和滚装码头系船柱的布置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ꎮ
　 ４. ２. ２. ５　 当需要分层设置系船柱时ꎬ分层高度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ꎬ内河直立式码头

可取 ３ｍ ~４ｍꎮ
４. ２. ３　 风暴系船柱的设置不应影响码头装卸作业ꎮ
４. ２. ４　 系船柱底盘的上表面可与码头面或护轮槛顶面齐平ꎮ

４. ３　 系船柱结构和材料

４. ３. １　 系船柱由柱壳、锚杆、锚杆定位板、螺母、垫圈、锚板和柱心填料组成ꎬ如图 ４. ３. １
所示ꎮ
４. ３. ２　 系船柱可根据使用要求选用直柱型、双柱型或曲柱型ꎬ柱头型式可选用单挡檐型、
羊角型、全挡檐型或其他型式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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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１　 系船柱的组成示意图

(ａ)锚杆下端采用锚板式ꎻ(ｂ)锚杆下端采用弯钩式

１￣柱壳ꎻ２￣锚杆ꎻ３￣螺母ꎻ４￣垫圈ꎻ５￣螺母孔填料ꎻ６￣定位板ꎻ７￣柱心填料ꎻ８￣锚板

４. ３. ３　 系船柱的材料和形状应根据系缆力标准值按附录 Ａ 表 Ａ. ０. １ 选定ꎮ 初定系船柱

主要外形尺寸时ꎬ可参照附录 Ａ 表 Ａ. ０. ２ꎮ
４. ３. ４　 系船柱檐宽及颈高应满足方便带缆和解缆作业要求ꎮ
４. ３. ５　 系船柱柱壳可采用铸铁或铸钢ꎬ当系缆力较大时宜采用铸钢ꎮ 柱壳宜采用 ＨＴ２００
铸铁或 ＺＧ２３０ ~ ＺＧ４５０ 铸钢ꎮ 锚杆宜采用 Ｑ２３５ 钢材ꎮ 各构件材料及强度取值应符合表

４. ３. ５ 的规定ꎮ
表 ４. ３. ５　 材 料 强 度 取 值

构　 件 材　 　 料 强度取值(Ｎ / ｍｍ２)

柱壳

铸铁

ＨＴ２００
容许弯曲拉应力[σ] ＝ ４５

容许剪应力[τ] ＝ ３５

铸钢

ＺＧ２３０ ~ ＺＧ４５０

抗拉、抗压、抗弯强度设计值 ｆ ＝ １８０
抗剪强度设计值 ｆｖ ＝ １０５

锚杆 钢材 Ｑ２３５ 抗拉强度设计值 ｆｔ ＝ １４０

柱心填料 ≥Ｃ２０ 素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

４. ３. ６　 系船柱柱颈壁厚ꎬ除应满足强度要求外ꎬ尚应考虑铸造工艺要求、磨损和锈蚀厚度

等因素ꎮ
４. ３. ７　 系船柱柱颈截面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７. １　 系船柱柱壳为铸铁材料时ꎬ柱颈截面应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ＮＺ

Ａ ＋ Ｍ
Ｗ≤ σ[ ] (４. ３. ７￣１)

Ｎｍａｘ

Ａ ≤ τ[ ] (４. ３. ７￣２)

式中　 ＮＺ———系缆力垂直分力(Ｎ)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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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柱颈计算圆环形截面面积(ｍｍ２)ꎻ
Ｍ———水平系缆力对柱颈产生的最大弯矩(Ｎｍｍ)ꎻ
Ｗ———柱颈计算圆环形抵抗矩(ｍｍ３)ꎻ

[σ]———铸铁容许弯曲拉应力(Ｎ / ｍｍ２)ꎬ取 ４５Ｎ / ｍｍ２ꎻ
Ｎｍａｘ———最大水平系缆力(Ｎ)ꎻ
[τ]———铸铁容许剪应力(Ｎ / ｍｍ２)ꎬ取 ３５Ｎ / ｍｍ２ꎮ

　 ４. ３. ７. ２　 系船柱柱壳为铸钢材料时ꎬ柱颈截面应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γＱＱｍａｘＳｍａｘ

Ｉｂ ≤
ｆＶ
γｄＺ

(４. ３. ７￣３)

γＱ
ＮＺ

Ａ ＋ Ｍ
Ｗ

æ

è
ç

ö

ø
÷≤ ｆ

γｄσ
(４. ３. ７￣４)

式中　 γＱ———系缆力分项系数ꎬ取 １. ４ꎻ
Ｑｍａｘ———系缆力标准值的水平分力(Ｎ)ꎻ
Ｓｍａｘ———半圆环形截面对通过圆心的中和轴的面积矩(ｍｍ３)ꎻ

Ｉ———圆环形截面对通过圆心的中和轴的惯性矩(ｍｍ４)ꎻ
ｂ———圆环形截面在通过圆心的中和轴处的宽度(ｍｍ)ꎬ取 ２ 倍壁厚ꎻ
ｆＶ———铸钢抗剪强度设计值(Ｎ / ｍｍ２)ꎬ取 １０５Ｎ / ｍｍ２ꎻ

γｄＺ———抗剪调整系数ꎬ取 ２. ０ꎻ
ＮＺ———系缆力垂直分力(Ｎ)ꎻ
Ａ———柱颈计算圆环形截面面积(ｍｍ２)ꎻ
Ｍ———水平系缆力对柱颈产生的最大弯矩(Ｎｍｍ)ꎻ
Ｗ———柱颈计算圆环形抵抗矩(ｍｍ３)ꎻ
ｆ———铸钢抗拉、抗弯强度设计值(Ｎ / ｍｍ２)ꎬ取 １８０Ｎ / ｍｍ２ꎻ

γｄσ———抗拉、抗弯调整系数ꎬ取 １. ０ꎮ
４. ３. ８　 系船柱锚杆应进行抗剪和抗拉计算ꎮ 其截面抗拉强度的确定应满足下式要求:

Ａｍ ｆｔ≥Ｒｍａｘ (４. ３. ８)
式中　 Ａｍ———一根锚杆的螺纹部分横截面面积(ｍｍ２)ꎻ

ｆｔ———锚杆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Ｎ / ｍｍ２)ꎬ取 １４０Ｎ / ｍｍ２ꎻ
Ｒｍａｘ———单根锚杆的最大拉力设计值(Ｎ)ꎮ

４. ３. ９　 锚杆最大拉力值应按底盘混凝土基础受拉区锚杆承受全部拉力ꎬ受压区混凝土

承受全部压力的原则进行计算ꎬ同时应对底盘基础受压区混凝土进行承载力验算(图
４. ３. ９)ꎮ
４. ３. １０　 锚杆下端锚固型式及尺寸和埋入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４. ３. １０. １　 当锚杆直径不大于 ３６ｍｍ 时ꎬ下端采用弯钩式ꎻ当直径大于 ３６ｍｍ 时ꎬ下端

宜采用锚板式ꎻ当水工结构允许埋深不满足弯钩型式的埋深要求时ꎬ宜采用锚板式ꎮ
　 ４. ３. １０. ２　 当采用弯钩锚杆时ꎬ埋入深度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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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９　 系船柱柱颈计算示意图

(ａ)方底盘计算示意图ꎻ(ｂ)圆底盘计算示意图

　 ４. ３. １０. ３　 当采用锚板锚杆时ꎬ锚板边长、厚度和锚杆埋入深度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４. ３. １１　 锚板与锚杆应采用等强度焊接ꎮ
４. ３. １２　 大型系船柱宜采用钢定位板ꎬ其厚度宜为 ６ｍｍ ~８ｍｍꎮ 当定位板兼作垫板时ꎬ其
平面尺寸应与系船柱底盘相同ꎬ且应与锚杆焊接ꎮ

４. ４　 系　 船　 环

４. ４. １　 系船环系缆力应按使用要求确定ꎬ系船环可通过锚筋或型钢与基础相连ꎮ
４. ４. ２　 停靠小型船舶的直立式岸壁码头ꎬ可在码头顶面设置系船环ꎬ亦可在码头岸壁的

直立面上设一排或多排系船环ꎮ 当码头岸壁的直立面上设系船环时ꎬ上排宜设在码头顶

面以下 １ｍ ~ ２ｍ 处ꎬ上、下排竖向间距宜取 １. ５ｍ ~ ２. ０ｍꎬ系船环水平间距可取 １０ｍ ~
１５ｍꎮ 斜坡式码头和其他专设系船地牛的码头ꎬ系船环间距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ꎮ
４. ４. ３　 系船环宜龛入码头顶面、直立墙面或坡面内ꎮ
４. ４. ４　 系船环可采用铸钢、Ｑ２３５Ｂ、Ｑ３４５Ｂ 钢或 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ꎬ并应进行抗拉、抗剪强度

验算ꎮ
４. ４. ５　 系船环宜采用整体制作ꎬ当焊接成型时ꎬ应采取坡口焊ꎬ且不宜采用铸钢ꎮ
４. ４. ６　 系船环内径、锚筋外露高度及环内径均应满足使用要求ꎮ 系船环内径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ꎬ当采用 Ｑ２３５Ｂ 钢、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时ꎬ内径不应小于 ３ 倍材料直径ꎻ当采用 Ｑ３４５Ｂ 钢

时ꎬ内径不应小于 ５ 倍材料直径ꎻ锚筋外露高度及环内径不应小于 ６０ｍｍ 和 ４ 倍材料

直径ꎮ
４. ４. ７　 锚筋宜采用 ＨＰＢ３００、ＨＲＢ３３５ 钢筋ꎬ亦可采用 Ｑ２３５Ｂ、Ｑ３４５Ｂ 等型钢ꎬ并应进行强

度验算和锚固长度计算ꎮ
４. ４. ８　 系船环、锚筋当采用单根不能满足要求时ꎬ可采用 ２ 根成束布置ꎮ 采用成束布置

时ꎬ系船环应双面满焊ꎬ锚筋外露部分应至少单面满焊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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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快速脱缆钩

４. ５. １　 装卸甲、乙类油气化工品防火等级为特级的码头应设置快速脱缆钩ꎻ防火等级为

一级的码头宜设置快速脱缆钩ꎮ 大型散货码头宜设置快速脱缆钩ꎮ
４. ５. ２　 快速脱缆钩的类型和数量ꎬ应根据设计船型、带缆方式、系缆力大小和缆绳数量

确定ꎮ
４. ５. ３　 快速脱缆钩最外边缘与码头结构边缘的距离应满足安全作业需要ꎮ 对于开敞式

独立系缆墩不宜小于 １. ５ｍꎮ
４. ５. ４　 快速脱缆钩的钩头旋转范围ꎬ在布置上应与系缆方向适应ꎮ
４. ５. ５　 遥控操作的快速脱缆钩ꎬ运动部分应装设适当的安全防护装置ꎮ
４. ５. ６　 快速脱缆钩的常用类型、规格和参数可见附录 Ｂꎮ
４. ５. ７　 绞盘马达和控制器应根据危险区域等级ꎬ采取相应的防爆、防火措施ꎮ
４. ５. ８　 绞盘的底面应高于码头面ꎮ

４. ６　 绞 缆 装 置

４. ６. １　 大、中型码头应根据需要设置绞缆装置ꎬ绞缆装置包括绞盘、绞车等ꎮ
４. ６. ２　 绞缆装置的规格、型式应根据设计船型、码头型式和功能要求等选定ꎮ
４. ６. ３ 　 辅助系缆用绞缆装置可采用立式电动绞盘ꎬ移船用绞缆装置可采用卧式电动

绞车ꎮ
４. ６. ４　 绞缆装置具体位置应根据码头上部结构和安全使用要求确定ꎮ 液体散货码头的

绞缆装置应布置在接驳口水平距离 １５ｍ 外ꎮ 在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内ꎬ应根据危险区域

等级ꎬ采取相应的防爆、防火措施ꎮ
４. ６. ５ 　 绞缆装置宜选用 ２ ~ ３ 倍拖缆力的变速绞缆机ꎮ 牵引速度可为 １０ｍ / ｍｉｎ ~
３０ｍ / ｍｉｎꎮ
４. ６. ６　 绞缆装置受力方向应与牵引力方向一致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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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护　 　 舷

５.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码头应设置护舷ꎬ护舷设置应根据码头结构型式、靠泊船型和靠泊方式及安装、使
用和维修等要求ꎬ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ꎮ
５. １. ２　 根据使用要求ꎬ护舷可采用固定式、浮式、转动式或平行移动式护舷ꎮ 护舷按材料

可分为橡胶护舷、聚氨酯护舷、木护舷和钢护舷等ꎮ

５. ２　 选型和布置

５. ２. １　 橡胶护舷可用于各种结构型式、船舶吨级的码头ꎬ其中模块护舷宜用于墩柱结构、
大型船舶、渡轮等码头ꎻ聚氨酯护舷可作为浮式护舷用于大水位差或有漂浮要求的码头ꎻ
木护舷和钢护舷可用于特定条件下的码头ꎮ
５. ２. ２　 护舷选型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船舶靠泊时对护舷的撞击作用ꎻ
(２)系泊船舶在波浪作用下对护舷的撞击作用ꎻ
(３)船舶三维运动对护舷产生的剪切、弯扭和挤压作用ꎻ
(４)恶劣条件下波浪对护舷的作用ꎮ

５. ２. ３　 护舷的布置应综合考虑靠泊船舶的类型和尺度、安全靠离泊和系泊方式、码头结

构型式、水位和使用要求等因素ꎬ并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５. ２. ３. １　 护舷的布置应保证船舶在设计高低水位和不同吃水条件下的安全停靠ꎮ
　 ５. ２. ３. ２　 护舷竖向间隔布置时ꎬ应采取避免卡船措施ꎻ对水位变幅大、设置多层系靠船

结构的码头ꎬ宜分层布置ꎻ根据使用要求ꎬ亦可设置浮式护舷ꎮ
　 ５. ２. ３. ３　 护舷水平向布置时ꎬ岸壁式码头宜等间距布置ꎬ高桩码头宜在对应于排架的

位置上布置ꎬ墩式码头宜在靠船墩上对称布置ꎮ
　 ５. ２. ３. ４　 护舷的水平间距ꎬ应保证护舷达到设计压缩变形量时ꎬ船舶靠离不会撞到相

邻护舷间的码头结构物ꎮ 连片式码头最大护舷水平间距可按式(５. ２. ３￣１)和式(５. ２. ３￣２)
计算ꎬ详见图 ５. ２. ３ꎮ 特殊情况经论证后护舷间距可适当增大ꎮ

ｓ≤２ Ｒ２
Ｂ － (ＲＢ － ｈ ＋ Ｃ) ２ (５. ２. ３￣１)

ＲＢ≈
１
２

Ｂ
２ ＋ Ｌ２

８Ｂ
æ

è
ç

ö

ø
÷ (５. ２. ３￣２)

式中　 ｓ———护舷间距(ｍ)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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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船首曲率半径(ｍ)ꎻ
ｈ———受压时ꎬ在护舷中心线测得的护舷突起(ｍ)ꎻ
Ｃ———船舶和码头之间的间距(ｍ)ꎬ取未变形护舷高度的 ５％ ~１５％ ꎬ其中包括防冲

板ꎬ通常不低于 ０. ３ｍꎻ
Ｂ———船舶宽度(ｍ)ꎻ
Ｌ———船舶总长(ｍ)ꎮ

图 ５. ２. ３　 计算示意图

５. ２. ４　 根据需要码头端部宜设置防护设施ꎮ

５. ３　 橡 胶 护 舷

５. ３. １　 橡胶护舷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５. ３. １. １　 对于吸能量主要由护舷吸收的码头ꎬ护舷设计吸能量应大于船舶有效撞击

能量ꎮ
　 ５. ３. １. ２　 橡胶护舷或防冲板的压强应小于船体舷侧板的容许压强ꎮ
　 ５. ３. １. ３　 橡胶护舷应满足抗剪切要求ꎮ
　 ５. ３. １. ４　 对压缩型橡胶护舷ꎬ应根据靠船角度ꎬ对护舷的吸能量和反力进行折减ꎮ
５. ３. ２　 根据使用要求ꎬ橡胶护舷可选用压缩型、充气型或充填泡沫型ꎮ 橡胶护舷常用类

型、性能特点可参见附录 Ｃꎮ
５. ３. ３　 根据使用要求ꎬ模块护舷可选用 ＭＶ 护舷、Ｖ 型护舷、ＭＩ 护舷等型号ꎮ 模块护舷

常用类型、性能特点可参见附录 Ｃꎮ
　 ５. ３. ３. １　 模块护舷的选型、布置应符合第 ５. ２ 节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３. ２　 模块护舷的安装和附属配件设置应符合第 ５. ３. ６ 条的规定ꎮ
５. ３. ４　 船体舷侧板的容许压强宜根据船舶结构确定ꎮ 当缺乏资料时ꎬ可参考表 ５. ３. ４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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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４　 船体舷侧板容许压强一览表

序　 号 船 舶 类 型 等　 　 级 船体舷侧板容许压强(ｋＮ / ｍ２)

１ 集装箱船

< １０００ＴＥＵ < ４００
< ３０００ＴＥＵ < ３００
< ８０００ＴＥＵ < ２５０
> ８０００ＴＥＵ < ２００

２ 普通货船
≤２００００ＤＷＴ ４００ ~ ７００
> ２００００ＤＷＴ < ４００

３ 油轮

≤ ２００００ＤＷＴ < ２５０
≤６００００ＤＷＴ < ３００
> ６００００ＤＷＴ １５０ ~ ２００

４
液化天然气船 /
液化石油气船

— <２００

５ 散货船 — <２００

５. ３. ５　 当护舷面压力或剪切力较大时ꎬ可在护舷外表面加设防冲板和贴面板ꎮ
５. ３. ６　 橡胶护舷附属配件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护舷的附属配件不触及靠泊船舶ꎻ
(２)护舷锚固和吊架系统结构简单、坚固ꎻ
(３)护舷锚固和吊架系统构件耐腐蚀、易维护和便于更换ꎻ

５. ３. ７　 与护舷配套的螺栓、螺母、链索、卡具和铁件ꎬ宜采用不锈钢材质ꎬ其规格满足使用要求ꎮ
５. ３. ８　 橡胶护舷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５. ３. ８. １　 固定式护舷的底面与码头结构面紧密接触ꎬ螺母满扣拧紧ꎻ浮式护舷在靠泊

或系泊船舶作用下ꎬ应始终处于码头的前沿立面ꎮ
　 ５. ３. ８. ２　 充气型橡胶护舷在安装前应进行气密性试验ꎮ
　 ５. ３. ８. ３　 护舷预埋件宜采用定位板施工ꎮ

５. ４　 聚氨酯护舷和轮胎护舷

５. ４. １　 聚氨酯护舷可用于有景观需求的码头ꎮ
５. ４. ２　 漂浮式聚氨酯护舷根据外部组装形式可分为护套式、无护套式和旋转吊耳式ꎮ
５. ４. ３　 轮胎护舷布置和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ꎮ
　 ５. ４. ３. １　 轮胎护舷可单层布置ꎻ对水位变幅大的码头ꎬ亦可多层布置ꎮ
　 ５. ４. ３. ２　 轮胎护舷可采用单轮胎螺栓垫板固定法、单轮胎锚链固定法和多轮胎锚链悬

挂法等方式进行安装ꎮ
　 ５. ４. ３. ３ 　 轮胎护舷的预埋锚链拉环不应突出码头前沿ꎬ预埋锚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３０ｍｍꎬ锚链链径不应小于 ９ｍｍꎮ
　 ５. ４. ３. ４　 轮胎护舷内的填料应具有韧性、环保性和耐腐蚀性ꎮ
　 ５. ４. ３. ５　 固定螺栓应避免碰撞船舶ꎮ 轮胎护舷的安装和附属配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５. ３. ６ 条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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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钢轨、车挡及预埋件

６. １　 一 般 规 定

６. １. １　 岸边装卸机械的轨道钢轨、车挡及预埋件ꎬ应按装卸机械有关要求设计ꎮ
６. １. ２　 预埋件的布置应结合码头平面、结构及排水系统设计确定ꎬ并应满足使用方便、流
动机械和行人行走便利的要求ꎮ

６. ２　 钢轨及联结件

６. ２. １　 装卸机械轨道钢轨的轨距、类型及型号ꎬ应根据机型或缆车型式、使用要求和作业

特点等因素确定ꎬ可选用起重机钢轨或铁路钢轨ꎮ 对吨级大、作业要求高的码头ꎬ宜采用

全长淬火钢轨ꎮ 钢轨的标准断面和主要特征尺寸见附录 Ｄꎮ
６. ２. ２　 钢轨联结可采用焊接ꎬ也可使用夹板连接ꎮ 采用焊接时ꎬ焊接方式可采用铝热焊

或手工焊ꎮ 采用夹板连接时ꎬ接头位置应离码头伸缩缝不小于 ３ｍꎮ 两条平行轨道的接头

应错开布置ꎬ其距离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ꎬ并不得与装卸机械的轮距相等ꎮ
６. ２. ３　 钢轨接头联结件和钢轨与轨道基础联结件ꎬ应根据钢轨型号和轨道基础型式参照

现行国家通用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Ｇ３２５)和
«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钢吊车梁)»(Ｇ５２５)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配置ꎮ
６. ２. ４　 当采用现行国家通用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

构)»(０４Ｇ３２５)中的钢轨与轨道基础联结件时ꎬ联结件螺栓埋深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运

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的相关规定确定ꎬ轨道槽的垫层应采用水泥基或环

氧树脂基胶泥ꎮ
６. ２. ５　 钢轨安装时应选择合适的锁定温度ꎬ锁定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Ｔｅ ＝
Ｔｍａｘ ＋ Ｔｍｉｎ

２ ＋ １０ (６. ２. ５)

式中　 Ｔｅ———锁定温度(℃)ꎬ实际锁定作业温度允许波动范围宜为 ±５℃ꎻ
Ｔｍａｘ———钢轨工作地区历年最高气温(℃)ꎻ
Ｔｍｉｎ———钢轨工作地区历年最低气温(℃)ꎮ

６. ２. ６　 钢轨安装在钢结构轨道梁上时ꎬ轨道固定件可采用焊接或螺栓联结ꎻ安装在钢筋

混凝土轨枕或轨道梁上时ꎬ联结螺栓可采用预埋式或后埋式ꎬ后埋式安装孔应采用高强黏

结材料填充ꎮ
６. ２. ７　 钢轨安装采用暗轨时ꎬ钢轨顶面高程宜与码头面齐平ꎮ
６. ２. ８　 暗轨的凹槽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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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８. １　 轨道凹槽宽度应满足起重机行走、轨道施工安装和维护调整需要ꎮ
　 ６. ２. ８. ２　 轨道凹槽外露边角宜设置护边角钢ꎮ
６. ２. ９　 轨道凹槽槽侧底部应设排水孔ꎬ排水孔的直径、间距和形状根据需要确定ꎮ
６. ２. １０　 钢轨工作一段时间后ꎬ应再次检查、调整相应部件ꎬ待变形稳定后凹槽内可填充

轨道专用沥青或其他填料ꎬ填入高度不应影响装卸机械行走ꎮ

６. ３　 车　 　 挡

６. ３. １　 轨道式起重装卸机械轨道的两端和斜坡码头缆车道底端应设置车挡ꎮ
６. ３. ２　 车挡结构应按机械配套要求进行设计、制作与安装ꎮ
６. ３. ３　 车挡结构可采用直立式或弯曲式ꎮ 直接承受水平力作用的部分宜设置橡胶垫板ꎬ
且装卸机械缓冲器应与前后轨车挡接触面在同一平面内ꎮ
６. ３. ４　 车挡应验算其结构强度ꎮ
６. ３. ５　 车挡应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ꎬ对小型装卸机械车挡或临时车挡也可安装在钢轨上ꎮ
６. ３. ６　 车挡安装在钢轨上时ꎬ可采用焊接或螺栓联结ꎮ
６. ３. ７　 车挡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时ꎬ应进行下列计算:

(１)锚固螺栓直径和锚固长度计算ꎻ
(２)受剪螺栓数目计算ꎻ
(３)独立混凝土基座抗滑、抗倾稳定性和地基承载力验算ꎮ

６. ３. ８　 锚栓直径应按机械配套选用ꎬ当无具体规定时ꎬ直立式车挡可按式(６. ３. ８)计算ꎬ
计算示意图见图 ６. ３. ８ꎮ 锚栓材料宜选用 Ｑ２３５Ｂ 钢材或 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ꎮ

图 ６. ３. ８　 车挡计算示意图

(ａ)未设置受剪螺栓的直立式车挡ꎻ(ｂ)设置受剪螺栓的直立式车挡

１￣车挡ꎻ２￣锚栓ꎻ３￣定位板ꎻ４￣橡胶板ꎻ５￣受剪螺栓ꎻ６￣混凝土基座

ｄ ＝２γｄ
ＦＬＨｈｙｍａｘ

πｆｔ∑ｙ２
ｉ

(６. ３. ８)

式中　 ｄ———锚栓直径(ｍ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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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ｄ———结构分项系数ꎬ取 １. ０５ꎻ
ＦＬＨ———作用于车挡的水平力设计值(Ｎ)ꎬ见图 ６. ３. ８ꎻ
ｈ———水平力 ＦＬＨ至车挡底的高度(ｍｍ)ꎬ见图 ６. ３. ８ꎻ

ｙｍａｘ———锚栓至车挡后趾的最远距离(ｍｍ)ꎻ
ｆｔ———锚栓抗拉强度设计值(Ｎ / ｍｍ２)ꎬ取 １４０Ｎ / ｍｍ２ꎻ
ｙｉ———第 ｉ 根锚栓至车挡后趾的距离(ｍｍ)ꎮ

６. ３. ９　 设置受剪螺栓时(图 ６. ３. ８ｂ)ꎬ螺栓数目可按下式计算:

ｎＨ ＝ γｄ
４ＦＬＨ

ｆｖｄ２π
(６. ３. ９)

式中　 ｎＨ———受剪螺栓数目(个)ꎻ
γｄ———结构分项系数ꎬ取 １. ０５ꎻ

ＦＬＨ———作用于车挡的水平力设计值(Ｎ)ꎬ见图 ６. ３. ８ꎻ
ｆｖ———受剪螺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Ｎ / ｍｍ２)ꎻ
ｄ———受剪螺栓直径(ｍｍ)ꎮ

６. ３. １０　 车挡安装于轨道梁上时ꎬ轨道梁的设计应计入车挡作用ꎮ

６. ４　 顶 升 埋 件

６. ４. １　 岸边装卸机械应根据需要设置顶升埋件ꎬ顶升埋件的位置应根据装卸机械维修、
船舶装卸作业、码头结构受力和锚碇防风拉索布置等因素确定ꎬ顶升埋件设置的套数不宜

少于装卸机械设备数ꎮ 小型码头可采用临时垫板代替顶升埋件ꎮ
６. ４. ２　 顶升埋件对桩基梁板式码头宜设在梁系上ꎻ重力式码头宜设于轨道梁上ꎻ轨道基

础为轨枕道砟时ꎬ顶升埋件应做独立的混凝土基础ꎮ
６. ４. ３　 顶升埋件应采用锚筋或锚板锚固于基础上ꎬ按«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５１)设计ꎮ
６. ４. ４　 横梁排架或轨道梁上的顶升埋件ꎬ计算码头结构内力时ꎬ作用组合应考虑顶升反

力影响ꎮ
６. ４. ５　 顶升埋件设独立基础时ꎬ应对基础进行局部承压和地基承载力验算ꎬ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应低于码头面层强度ꎮ

６. ５　 防 风 装 置

６. ５. １　 有防风要求时ꎬ码头上应设置装卸机械防风系拉装置和锚碇装置ꎮ
６. ５. ２　 防风系拉装置应与装卸机械设备配套设计与安装ꎮ 防风系拉装置每组不应少于

４ 个ꎮ 有条件时可预留防风系拉装置ꎮ
６. ５. ３　 锚碇装置应根据装卸机械要求配置ꎮ
６. ５. ４　 防风系拉装置配置组数应按下列要求布置ꎮ
　 ６. ５. ４. １　 防风系拉装置宜沿装卸机械设备纵横向对称布置ꎮ
　 ６. ５. ４. ２　 岸桥、卸船机和装船机等大型设备ꎬ防风系拉装置宜采用绞轴ꎻ对门机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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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ꎬ防风系拉装置可采用拉索ꎬ拉索在码头面上的投影与轨道的夹角宜为 ４５°ꎬ与码头面

的夹角宜为 ４５° ~ ６０°ꎮ
６. ５. ５　 防风系拉与锚碇装置具体位置应根据码头结构特点确定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６. ５. ５. １　 对高桩码头ꎬ防风系拉与锚碇装置宜设在梁系上ꎬ并可根据需要局部扩大或

加设基桩ꎮ
　 ６. ５. ５. ２　 对重力式码头ꎬ前轨一侧防风系拉与锚碇装置宜设在胸墙上ꎬ并可根据需要

局部扩大ꎮ
　 ６. ５. ５. ３　 重力式码头和板桩码头轨道采用轨枕道砟基础时ꎬ应设置独立的防风系拉和

锚碇基础ꎮ
６. ５. ６　 防风系拉装置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６. ５. ６. １　 系拉拉力应按重现期 ５０ 年的最大风速和装卸机械非工作条件下稳定的要求

确定ꎬ计算风速取 ３ｓ 时距的平均瞬时风速ꎬ并不得小于 ５５ｍ / ｓꎮ
　 ６. ５. ６. ２　 防风系拉座结构应进行锚固计算ꎮ
　 ６. ５. ６. ３　 独立混凝土基础应进行稳定性计算、锚固螺栓直径和锚固长度计算、受剪螺

栓数目计算ꎮ
　 ６. ５. ６. ４　 焊接构件应进行焊缝强度验算ꎮ
６. ５. ７　 锚碇基础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６. ５. ７. １　 插锚碇板的坑基础应进行下列计算和验算:

(１)坑槽口处混凝土的抗剪强度与局部抗压强度ꎻ
(２)独立锚碇基础的稳定性ꎮ

　 ６. ５. ７. ２　 插锚碇销的坑基础应进行下列计算和验算:
(１)焊接构件的焊缝强度ꎻ
(２)独立锚碇基础的稳定性ꎮ

６. ５. ８　 系缆座设在梁系上时ꎬ梁系设计应计入系缆的上拔力作用ꎮ
６. ５. ９　 预埋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６. ５. ９. １　 预埋件不宜高出码头面ꎮ
　 ６. ５. ９. ２　 坑槽口四周无钢板护壁时ꎬ混凝土外露边角宜设置护边角钢ꎮ
　 ６. ５. ９. ３ 　 坑槽内应设排水孔ꎬ排水孔直径不宜小于 ５０ｍｍꎬ排水出口宜与轨道排水系

统统一设计ꎮ
　 ６. ５. ９. ４　 坑槽口宜设置盖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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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登船梯、爬梯和阶梯

７. １　 登　 船　 梯

７. １. １ 　 船舶甲板高于码头面 ３ｍꎬ低于码头面 ２ｍ 或船舶离码头前沿大于 ３ｍ 的散货码

头ꎬ可根据使用要求设置登船梯ꎮ
７. １. ２　 登船梯宜设置在装卸平台上ꎮ 码头平台应留有悬梯停放和检修位置ꎮ
７. １. ３　 登船梯的工作范围应满足最小靠泊船型满载设计低水位、最大靠泊船型压载状态

设计高水位时的使用要求ꎻ同时应满足船舶最大漂移量的要求ꎻ平面工作角度不应大

于 ４５°ꎮ
７. １. ４　 登船梯的悬梯应具有俯仰、旋转的功能ꎬ当收梯时ꎬ悬梯外沿至码头前沿的距离ꎬ
应考虑人员通行安全和船舶靠泊安全的需要ꎬ且不应小于 １. ０ｍꎮ
７. １. ５　 登船梯设计使用荷载宜取 １０ｋＮ / ｍ２ꎬ工作状态风速宜按九级风设计ꎬ非工作状态

计算风速应取 ３ｓ 时距的平均瞬时风速ꎬ重现期不小于 ５０ 年ꎬ计算风速不得小于 ５５ｍ / ｓꎮ
７. １. ６　 登船梯应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要求ꎮ
７. １. ７　 平台、走道、扶梯和栏杆的设置应方便通行、安全可靠ꎮ 平台、走道、踏步宜采用钢

格栅板ꎬ栏杆高度不宜小于 １. ２ｍꎬ扶梯倾角不宜大于 ５０°ꎮ
７. １. ８　 登船梯各机构应设有自锁和过载保护、超程保护和紧急停车保护装置ꎮ 在升降、
俯仰、伸缩及旋转的极限位置应设置限位开关ꎬ并具备报警和自动停止功能ꎮ
７. １. ９　 邮轮码头和客运码头登船梯按相关规范执行ꎮ
７. １. １０　 危险品码头登船梯必须采用防爆型电器装置和防雷防静电接地措施ꎬ入口处应

设置人体静电消除装置ꎮ

７. ２　 爬　 　 梯

７. ２. １　 码头爬梯应根据需要设置ꎬ并考虑人员使用方便和安全ꎮ
７. ２. ２　 爬梯宜设置在码头前沿临水面的凹槽内ꎬ凹槽深度可取 ３００ｍｍ ~ ４００ｍｍꎬ宽度不

宜小于 ６００ｍｍꎮ 当爬梯突出码头前沿临水面时ꎬ爬梯与岸壁间距宜取 １５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ꎮ
７. ２. ３ 　 爬梯可采用钢质或橡胶材料ꎮ 爬梯宽度不应小于 ５００ｍｍꎬ横杆间距宜取

２５０ｍｍ ~ ３００ｍｍꎮ
７. ２. ４　 爬梯应在码头面上设置扶手ꎬ但不得影响系、带缆作业ꎮ
７. ２. ５　 内河水位变幅大的码头ꎬ各层系靠船平台间宜设置斜爬梯ꎮ 爬梯的宽度不宜小于

７００ｍｍꎬ两侧应设护栏ꎬ护栏高度可取 ７００ｍｍ ~１０００ｍｍꎮ 爬梯踏步宽度不宜小于 ２００ｍｍꎮ
爬梯孔口宽度宜取 ９００ｍｍ ~ １２００ｍｍꎬ长度宜取 １５００ｍｍ ~ ２２００ｍｍꎬ孔口应设置栏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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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板ꎮ

７. ３　 阶　 　 梯

７. ３. １ 　 人员上下频繁的小型码头ꎬ宜在码头前沿或端部不影响装卸作业的地段设置

阶梯ꎮ
７. ３. ２　 斜坡式客运码头坡道坡度大于 １∶７ 时应设置阶梯ꎬ其阶梯坡度不应大于 １∶２ꎻ货运

码头坡道坡度大于 １∶６ 时应设置阶梯人行通道ꎮ
７. ３. ３　 阶梯宽度应根据人员通行量确定ꎬ货运码头可取 ７００ｍｍ ~２０００ｍｍꎬ客运码头可取

２０００ｍｍ ~５０００ｍｍꎮ 踏步高度宜取 １５０ｍｍ ~ ２００ｍｍꎬ宽度宜取 ２５０ｍｍ ~ ３００ｍｍꎮ 踏步应

采取防滑措施ꎮ
７. ３. ４ 　 水位变幅大的码头ꎬ阶梯应根据需要设置中间平台ꎬ平台的宽度宜取 １５００ｍｍ ~
３０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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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护轮槛、系网环和护栏

８. １　 护　 轮　 槛

８. １. １　 码头边缘宜设置护轮槛ꎮ 护轮槛可采用连续式或非连续式ꎬ需要时亦可采用

活动式ꎮ 其断面形状可采用直角形、外坡形和内坡形等ꎬ如图 ８ . １ . １ 所示ꎬ其边角应

修圆ꎮ

图 ８. １. １　 护轮槛断面示意图

(ａ)直角形ꎻ(ｂ)外坡形ꎻ(ｃ)内坡形ꎻ(ｄ)活动式

１￣护轮槛

８. １. ２　 护轮槛应在码头结构伸缩缝处分缝ꎮ
８. １. ３　 系船柱底盘顶与码头面齐平时ꎬ护轮槛应在系船柱附近断开ꎬ断开长度应根据设

计船型及系缆角度确定ꎬ可取 １５００ｍｍ ~４０００ｍｍꎮ 系船柱底盘与护轮槛顶面齐平时ꎬ护轮

槛可连续布置ꎮ
８. １. ４　 护轮槛高度可取 １５０ｍｍ ~３００ｍｍꎬ底部宽度可取 ３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ｍꎮ
８. １. ５　 根据需要可在码头前沿护轮槛顶面设置插旗孔ꎬ间距宜为 １０ｍ ~ ２０ｍꎬ直径宜

为 ５０ｍｍꎮ
８. １. ６　 护轮槛应涂刷醒目的标志ꎮ
８. １. ７　 护轮槛可采用钢板护角ꎬ断开端部可采用圆弧形钢板全包防护ꎮ
８. １. ８　 护轮槛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ꎬ可通过计算确定ꎮ

８. ２　 系　 网　 环

８. ２. １　 杂货码头、散货码头和客运码头应在码头前沿设置系网环ꎮ 码头无护轮槛时ꎬ系
网环宜布置在距码头前沿线 ３００ｍｍ ~ ６００ｍｍ 范围的码头面凹坑内ꎻ当码头有护轮槛时ꎬ
系网环宜布置在护轮槛的内侧立面上ꎬ且宜采用螺栓式锚固ꎮ
８. ２. ２　 系网环沿码头长度方向的布置间距宜取 １０００ｍｍ ~３００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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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护　 　 栏

８. ３. １　 码头引桥、操作平台、靠船墩、系缆墩和码头其他需要防护的地方ꎬ应设置固定式

或活动式护栏ꎬ且不应影响装卸作业ꎮ
８. ３. ２　 护栏可采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ꎬ高度宜取 １０００ｍｍ ~１２００ｍｍꎮ 护栏的立柱

间距宜为 １５００ｍｍ ~２０００ｍｍꎮ
８. ３. ３　 当采用钢结构护栏时ꎬ扶手横栏和立柱钢管直径应通过计算确定ꎬ并不宜小于

４８ｍｍꎮ 下横栏钢管的直径不宜小于 ３０ｍｍꎬ采用拉链时ꎬ链径不宜小于 ８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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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辅助系统和监测系统

９. １　 靠泊辅助系统

９. １. １　 开敞式泊位、液化天然气泊位应设置靠泊辅助系统ꎬ其他泊位根据需要可设置靠

泊辅助系统ꎮ 靠泊辅助系统宜采用激光靠泊系统ꎮ
９. １. ２　 激光靠泊系统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１)监控、显示、记录船舶在靠离岸时的全过程ꎻ
(２)测量、计算和显示船舶与岸的船头距离、船尾距离ꎬ靠岸速度和角度ꎻ
(３)船舶停靠在码头岸边后ꎬ提供船舶漂移监测及报警ꎻ并在预置限值内ꎬ实时

报警ꎮ
９. １. ３　 激光靠泊系统主要设施应包括激光传感器、室外大型显示屏等ꎮ
９. １. ４　 每个泊位应安装不少于两套激光传感器ꎮ
９. １. ５　 激光传感器安装位置应考虑潮差、船型及船舶停泊方向等因素ꎮ
９. １. ６　 显示屏应全天候向船舶提供速度和距离信息ꎬ安装位置应保证船上全天候可视显

示屏信息ꎮ

９. ２　 风浪流监测系统

９. ２.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风、浪、流监测系统ꎬ危险品码头根据需要可设置风、浪、流
监测系统ꎮ
９. ２. ２　 风、浪、流监测系统主要设备应包括传感器和监控计算机等ꎮ
９. ２. ３　 风、浪、流监测系统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１)监测功能ꎬ对系泊船舶的风、浪、流、潮位等状况进行监测ꎻ
(２)显示功能ꎬ在码头控制室监控中心实时监测、显示和记录码头前沿波浪要素和潮

位、流向及流速等基本参数ꎻ
(３)报警功能ꎬ当环境因素超过允许作业条件时ꎬ立即发出警报ꎬ危险品船紧急

离泊ꎮ

９. ３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

９. ３. １　 液化天然气码头应设置缆绳张力监测系统ꎬ其他码头可根据需要设置缆绳张力监

测系统ꎬ系统应具有缆绳张力监测和快速脱缆钩控制功能ꎮ
９. ３. ２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应主要包括控制操作台和监控计算机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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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３. ３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应具备下列主要功能ꎮ
　 ９. ３. ３. １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可对大型船舶系泊时的所有缆绳的受力状况进行实时监

测ꎬ并具有缆绳张力超限报警等功能ꎮ
　 ９. ３. ３. ２　 快速脱缆钩控制应具备现场手动操作、现场控制箱电动操作和电控远距离脱

放操作等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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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其他附属设施

１０. ０. １　 其他附属设施包括指示灯、安全警示标志、拖缆槽、缆车保护装置ꎮ
１０. ０. ２　 码头前沿应根据需要设置夜间和雾天指示灯ꎬ指示灯可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ꎮ
１０. ０. ３　 码头上应设置下列安全警示标志:

(１)限制荷载标志ꎻ
(２)非作业车辆停泊标志ꎻ
(３)集装箱码头行车道标志ꎻ
(４)接电箱、上水栓井盖识别标志ꎻ
(５)其他警示标志ꎮ

１０. ０. ４　 安全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ＧＢ ２８９４)的规定ꎬ交
通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１ 部分:总则»(ＧＢ ５７６８. １)的规

定ꎮ 码头常用安全标志目录见附录 Ｅꎮ
１０. ０. ５　 拖缆槽宜采用双槽或三槽ꎬ且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０. ０. ５. １　 当电缆上下排列时ꎬ槽深不宜小于 １５０ｍｍꎻ当电缆水平排列时ꎬ槽深不宜小

于 ８５ｍｍꎮ
　 １０. ０. ５. ２　 槽底应设排水孔ꎬ 排水孔间距宜为 ５０００ｍｍ ~ １００００ｍｍꎬ 直径不宜小

于 ５０ｍｍꎮ
　 １０. ０. ５. ３　 拖缆槽边角宜设钢包角ꎬ且应做圆角处理ꎮ
１０. ０. ６　 码头宜设置水资源再利用的集水槽ꎮ
１０. ０. ７　 斜坡码头缆车道顶端宜设置缆车保护装置ꎮ 缆车道和坡顶内侧的缆绳沟内应设

置钢丝绳托辊ꎬ托辊纵向间距可取 １５ｍ ~３０ｍꎮ 缆车道坡顶应设置缆车检修系绳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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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系船柱系列和主要外形尺寸参考表

Ａ. ０. １　 系船柱系列见表 Ａ. ０. １ꎮ
表 Ａ. ０. １　 系 船 柱 系 列

序　 号 柱 头 型 式 底 盘 形 状 柱 壳 材 料 系缆力标准值(ｋＮ)

１ 单挡檐 方形、圆形

２ 全挡檐 圆形

３ 羊角型 方形、圆形

铸铁

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５０、６５０、
７５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３５０、４５０、５５０

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５０

４ 单挡檐

５ 全挡檐
圆形 铸钢 ６５０、７５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Ａ. ０. ２　 系船柱主要外形尺寸见表 Ａ.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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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０. ２　 系船柱主要外形尺寸(ｍｍ)

系缆力标准值

(ｋＮ)
颈高 帽高 柱径

檐　 　 宽 檐　 　 长 底 盘 尺 寸 锚　 　 杆

单挡檐 羊角型 全挡檐 单挡檐 羊角型 全挡檐 方形边长 圆形直径 直径 数量(个)

５０ ２００ ９０ ２００ ３２６ ４４０ — ９０ １２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 ４

１５０ ３００ １１３ ２５０ ４０８ ５５０ — １１３ １５０ — ６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３６) ４

２５０ ３５０ １４４ ３２０ ５２２ ６８８ — １４４ １８４ — ７００ ７００ ３０(３６) ７(６)

３５０ ４５０ １７１ ３８０ ６２０ ８２０ ７２２ １７１ ２２０ １７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３０(４２) ７(６)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８０ ４００ ６５２ ８６０ ７６０ １８０ ２３０ １８０ ９５０ ９５０ ３６(４２) ７(６)

５５０ ５００ ２０３ ４５０ ７３４ ９７０ ８５６ ２０３ ２６０ ２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２(４８) ７(６)

６５０ ５００ ２１６
１５２

４８０
３８０

８１６(７８４)
６２０ — ７２２ １９２

１７１ — １７１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９００ ４２(４８) １０(８)

７５０ ５００ ２２５
１６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８１６
６５２ — ７６０ ２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９５０ ４２(４８) １０(８)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８
１８０

５５０
４５０

８９８
７３４ — ８５６ ２２０

２０３ — ２０３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８(５６) １０(８)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７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９８０
８１６ — ９２４ ２４０

２１２ — ２１２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５０ ６４(７６) １０(８)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９３
２２０

６５０
５５０

１０６０
８９８ — １０００ ２６０

２２５ — ２２５ １４５０ １４５０
１２００ ７６(７６) １０(８)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圆形底盘系船柱尺寸ꎬ分母数值为铸钢系船柱的尺寸ꎮ
②系缆力标准值的选取如有内插ꎬ其主要外形尺寸必须进行计算确定ꎮ



附录 Ｂ　 快速脱缆钩常用类型、规格和参数

Ｂ. ０. １　 方底盘快速脱缆钩见图 Ｂ. ０. １ꎬ主要尺度参数见表 Ｂ. ０. １ꎮ

图 Ｂ. ０. １　 方底盘快速脱缆钩模型图

(ａ)单钩ꎻ(ｂ)双钩ꎻ(ｃ)三钩ꎻ(ｄ)四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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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１　 方底盘快速脱缆钩主要尺度参数

型　 号 钩数 ＳＷＬ Ｗｔ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Ｔ Ｈ Ｋ Ｒ Ｓ ｎ ｄ Ｌ Ｘ

ＣＢ４５￣０１ 单钩 ４５０ ３０４ ６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５ ２２５ ６９０ — ４０ ３７０ ９６ ８０ １３００ ６ ４８ １２９０ ６ × Ｍ４２

ＣＢ４５￣０２ 双钩 ４５０ ７０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２５０ ２２５ ６５６ ４２０ ４０ ４０５ ９６ ９０ １２５０ ６ ５４ １３５６ ６ × Ｍ４８

ＣＢ４５￣０３ 三钩 ４５０ １０７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３２０ ２７０ ７５０ ３２５ ４０ ４００ ９６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６ ６２ １４５０ ６ × Ｍ５６

ＣＢ４５￣０４ 四钩 ４５０ １５８０ １１７５ ７００ ２８０ ２７０ ６７０ ３００ ４５ ４００ ９６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９ ６２ １３７０ ９ × Ｍ５６

ＣＢ５５￣０１ 单钩 ５５０ ５１２ ６５０ ６５０ ２２５ ２２５ ７５０ — ４５ ４２０ １２０ ９０ １３００ ６ ５４ １４００ ６ × Ｍ４８

ＣＢ５５￣０２ 双钩 ５５０ １０００ ７６０ ７４０ ２９０ ２８０ ６７０ ４２０ ５０ ４０５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６ ６２ １４１０ ６ × Ｍ５６

ＣＢ５５￣０３ 三钩 ５５０ １５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３７０ ３２０ ７５０ ３２５ ５０ ４０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６ ７０ １５５０ ６ × Ｍ６４

ＣＢ５５￣０４ 四钩 ５５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５０ ８０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６７０ ３２５ ５０ ４０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９ ６２ １４７０ ９ × Ｍ５６

ＣＢ７５￣０１ 单钩 ７５０ ５８７ ６５０ ６５０ ２２５ ２２５ ８９０ — ４５ ４４５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０ ６ ６２ １５４０ ６ × Ｍ５６

ＣＢ７５￣０２ 双钩 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８５０ ７５０ ３２５ ２７５ ７９５ ４２０ ５０ ４４５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６ ７０ １５４５ ６ × Ｍ６４

ＣＢ７５￣０３ 三钩 ７５０ １８８０ １１００ ８５０ ４５０ ３２５ ８７０ ３８０ ５０ ４４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７ ８２ １７２０ ６ × Ｍ７６

ＣＢ７５￣０４ 四钩 ７５０ ２４８０ １３６０ ８５０ ３９０ ３２５ ８７５ ３７０ ５０ ４４５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９ ７８ １７２５ ９ × Ｍ７２

ＣＢ１００￣０１ 单钩 １０００ ７９２ ６５０ ７０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９９０ — ５０ ４８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０ ６ ６２ １６９０ ６ × Ｍ５６

ＣＢ１００￣０２ 双钩 １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９２５ ９００ ３３５ ３５０ ９００ ５２０ ６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６ ８２ １８００ ６ × Ｍ７６

ＣＢ１００￣０３ 三钩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４５０ ９８０ ４００ ６０ ４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８ ８２ ２０８０ ８ × Ｍ７６

ＣＢ１００￣０４ 四钩 １０００ ４５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３０ ４００ １０４０ ４００ ６０ ４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０ ８２ ２０４０ １０ × Ｍ７６

ＣＢ１２５￣０１ 单钩 １２５０ ８８７ ６５０ ７０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９９０ — ６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０ ６ ７０ １６９０ ６ × Ｍ６４

ＣＢ１２５￣０２ 双钩 １２５０ ２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１０４０ ５２０ ６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７ ８２ １９４０ ７ × Ｍ７６

ＣＢ１２５￣０３ 三钩 １２５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４５０ ９８０ ４００ ６０ ４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８ ８２ ２０８０ ８ × Ｍ７６

ＣＢ１２５￣０４ 四钩 １２５０ ４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３０ ４００ １０４０ ４００ ６０ ４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０ ８２ ２０４０ １０ × Ｍ７６

ＣＢ１５０￣０１ 单钩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３ ６５０ ７０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１０３０ — ６０ ５３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０ ６ ８２ １７３０ ６ × Ｍ７６

ＣＢ１５０￣０２ 双钩 １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１０４０ ５２０ ６０ ５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７ ８２ １９４０ ７ × Ｍ７６

ＣＢ１５０￣０３ 三钩 １５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 ４５０ １１００ ４７０ ６０ ５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０ ８２ ２２００ １０ × Ｍ７６

ＣＢ１５０￣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５６１０ １８５０ １０４０ ５５０ ４２０ １１００ ５００ ６０ ５３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 ８２ ２１４０ １２ × Ｍ７６

注:尺寸单位为 ｍｍꎻＳＷＬ 为单钩拉力ꎬ单位 ｋＮꎻＷｔ 为质量ꎬ单位 ｋｇꎬ不包括预埋件及绞盘质量ꎮ



Ｂ. ０. ２　 圆底盘快速脱缆钩见图 Ｂ. ０. ２ꎬ主要尺度参数见表 Ｂ. ０. ２ꎮ

图 Ｂ. ０. ２　 圆底盘快速脱缆钩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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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２　 圆底盘快速脱缆钩主要尺度参数

型号 钩数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ｎ
运输质

量(ｋｇ)

ＣＢ４５￣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６０ ５５０ ９６０ —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４ １３３０

ＣＢ４５￣０２ 双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９４５ ４３５ ９６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５ １６７０

ＣＢ４５￣０３ 三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９８０ ３００ ９６０ ５１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６ ２１９０

ＣＢ４５￣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１５０ ４４０ ９６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１０ ２９８０

ＣＢ６０￣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２０ ５５０ ９２０ —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４ １４３０

ＣＢ６０￣０２ 双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９０５ ４３５ ９２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５ １８７０

ＣＢ６０￣０３ 三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９４０ ３００ ９２０ ５１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６ ２４９０

ＣＢ６０￣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１１０ ４４０ ９２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１０ ３３８０

ＣＢ７５￣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１０ ５５０ ９２０ —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４ １４３０

ＣＢ７５￣０２ 双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９０５ ４３５ ９２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５ １８７０

ＣＢ７５￣０３ 三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９４０ ３００ ９２０ ５１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６ ２４９０

ＣＢ７５￣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１１０ ４４０ ９２０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６０ ３０５ ４３５ １０ ３３８０

ＣＢ１００￣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２５ ５５０ １０２５ —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０ ４ １５３０

ＣＢ１００￣０２ 双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３５ １０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０ ７ ２１２０

ＣＢ１００￣０３ 三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４５ ３００ １０２５ ５１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０ １０ ２８８０

ＣＢ１００￣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２１５ ４４０ １０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６０ ３０５ ４４０ １４ ３８８０

ＣＢ１２５￣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２５ ５５０ １０２５ —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５ ４ １５３０

ＣＢ１２５￣０２ 双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３５ １０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５ ７ ２１２０

ＣＢ１２５￣０３ 三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４５ ３００ １０２５ ５１０ １２１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４５ １０ ２８８０

ＣＢ１２５￣０４ 四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２１５ ４４０ １０２５ ４５０ １２１５ １６０ ３０５ ４４５ １４ ３８８０

ＣＢ１５０￣０１ 单钩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２１５０ ５７５ １０２５ — １２２０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７ １９９０

ＣＢ１５０￣０２ 双钩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４５ ３７０ １０２５ ５９０ １２６５ １２０ ３０５ ４８５ １０ ２５２０

ＣＢ１５０￣０３ 三钩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２７５ ５００ １０２５ ５９０ １２６５ １６０ ３０５ ４８０ １４ ４０４０

ＣＢ１５０￣０４ 四钩 ２０００ １７８０ ２６２５ ６００ １０２５ ５９０ １２７０ １８０ ３０５ ４９５ １４ ５４６０

注:①尺寸单位为 ｍｍꎻ
②运输质量包括钩基、绞盘、地脚螺栓和包装ꎬ此质量为参考值ꎮ

８２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ＪＴＳ １６９—２０１７)



附录 Ｃ　 常用橡胶护舷类型、性能特点

Ｃ. ０. １　 常用橡胶护舷类型、性能特点见表 Ｃ. ０. １ꎮ
表 Ｃ. ０. １　 常用橡胶护舷类型、性能特点表

类　 　 型 形　 　 状
性　 能　 特　 点

性 能 曲 线 特　 　 点

固
定
式

半圆型

(Ｄ 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小ꎬ吨橡胶吸能量

较小ꎻ作用于船舷侧板面压力大ꎻ结
构简单ꎬ安装维护方便

圆筒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小ꎻ作用于船舷侧板面压力适中ꎻ
结构简单ꎬ安装维护方便

拱型

(Ｖ 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较大ꎻ作用于船舷侧板面压力大ꎻ
采用成组安装ꎬ设防冲板时ꎬ面压力

可降低ꎻ结构简单ꎬ安装维护方便

Π 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大ꎬ吨橡胶吸能量

较大ꎻ设有防冲板ꎬ作用于船舷侧板

面压力可降低ꎻ结构复杂ꎬ安装维护

麻烦

鼓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较大ꎻ设有防冲板ꎬ作用于船舷侧

板面压力可降低ꎻ结构较复杂ꎬ安装

维护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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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 ０. １

类　 　 型 形　 　 状
性　 能　 特　 点

性 能 曲 线 特　 　 点

固
定
式

充气

帽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大ꎻ作用于船舷侧板面压力较小ꎻ
结构复杂ꎬ需经常充气ꎬ维护麻烦

超级

锥型

护舷

　 高效的几何形状ꎻ
　 在大锚泊角度的情况下不会产生

性能损失ꎻ稳定的形状可抵抗剪切

力ꎻ各种可供选择的橡胶混合物

浮
式

充气

囊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大ꎻ作用于船舷侧面板压力小ꎻ结
构较复杂ꎬ需经常充气ꎬ维护麻烦

充填

泡沫型

　 单位反力吸能量适中ꎬ吨橡胶吸能

量大ꎻ作用于船舷侧板面压力较小ꎻ
结构简单ꎬ安装维护方便

转
动
式

轮胎型
　 船舶靠泊时ꎬ护舷可转动ꎬ通过压

缩变形吸收船舶部分撞击能量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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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 ０. １

类　 　 型 形　 　 状
性　 能　 特　 点

性 能 曲 线 特　 　 点

移
动
式

平行

移动型

　 超低反力ꎻ不倾斜防冲板ꎻ即便在

大锚泊角度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性

能损失ꎻ安装简单快速ꎬ维护程度

最低

模
块
护
舷

ＭＶ
元件

　 模块化设计系统ꎻ众多标准尺寸ꎻ
高性能几何外形ꎻ隐藏式固定件ꎻ使
用寿命长ꎬ维护率低

Ｖ 型

护舷

　 低成本、简易、免维护ꎻ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的低摩擦性能降低了 Ｖ 型护

舷和固定件内的应力

ＭＩ 元件

　 模块化设计系统ꎻ长度和橡胶等级

具有多种选择ꎻ高效能、高效率ꎻ使用

寿命长ꎬ维护率低

注:Ｈ￣橡胶护舷高度ꎻＤ￣橡胶护舷直径ꎻＲ￣橡胶护舷反力ꎻδ￣橡胶护舷压缩变形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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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钢轨标准断面和主要特征尺寸

Ｄ. ０. １　 起重机钢轨标准断面见图 Ｄ. ０. １ꎬ主要特征尺寸见表 Ｄ. ０. １ꎮ
Ｄ. ０. ２　 铁路钢轨标准断面见图 Ｄ. ０. ２ꎬ主要特征尺寸见表 Ｄ. ０. ２ꎮ
Ｄ. ０. ３　 Ａ 型钢轨标准断面见图 Ｄ. ０. ３ꎬ主要特征尺寸见表 Ｄ. ０. ３ꎮ

图 Ｄ. ０. １　 起重机钢轨标准断面图

　 　 　 　

图 Ｄ. ０. ２　 铁路钢轨标准断面图

图 Ｄ. ０. ３　 Ａ 型钢轨标准断面图

表 Ｄ. ０. １　 起重机钢轨断面主要特征尺寸

标号
ｈ

(ｍｍ)
Ｓ

(ｍｍ)

ｈ１

(ｍｍ)

ｂ
(ｍｍ)

ｂ１

(ｍｍ)

ｂ２

(ｍｍ)

截面积 Ｆ

(ｃｍ２)

单位质量

(ｋｇ / ｍ)
ＱＵ７０ １２０ ２８ ３２. ５ ８０ ７６. ５ １２０ ６７. ３０ ５２. ８０
ＱＵ８０ １３０ ３２ ３５. ０ ８０ ８７. ０ １３０ ８１. １３ ６３. ６９
ＱＵ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８ ４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０ １１３. ３２ ８８. ９６
ＱＵ１２０ １７０ ４４ ４５. ０ １２０ １２９. ０ １７０ １５０. ４４ １１８. １０

注:质量密度取 ７. ８５ｇ / ｃｍ３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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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Ｄ. ０. ２　 铁路钢轨断面主要特征尺寸

钢轨型号
Ａ

(ｍｍ)
Ｂ

(ｍｍ)
Ｃ

(ｍｍ)
Ｄ

(ｍｍ)
标准长度

(ｍ)

截面积 Ｆ

(ｃｍ２)
单位质量

(ｋｇ / ｍ)

２４ｋｇ / ｍ １０７ ９２ ５１ １０. ９ １２. ５ꎬ２５. ０ ３１. ２ ２４. ４６

３８ｋｇ / ｍ １３４ １１４ ６８ １３. ０ １２. ５ꎬ２５. ０ ４９. ５ ３８. ７３

４３ｋｇ / ｍ １４０ １１４ ７０ １４. ５ １２. ５ꎬ２５. ０ ５７. ０ ４４. ６５

５０ｋｇ / ｍ １５２ １３２ ７０ １５. ５ １２. ５ꎬ２５. ０ ６５. ８ ５１. ５１

６０ｋｇ / ｍ １７６ １５０ ７３ １６. ５ １２. ５ꎬ２５. ０ ７７. ５ ６０. ６４

７５ｋｇ / ｍ １９２ １５０ ７５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９５. ０ ７４. ４１

注:质量密度取 ７. ８５ｇ / ｃｍ３ꎮ

表 Ｄ. ０. ３　 Ａ 型钢轨断面主要特征尺寸

钢轨

型号

ｋ
(ｍｍ)

ｂ１

(ｍｍ)

ｂ２

(ｍｍ)

ｂ３

(ｍｍ)

ｆ１
(ｍｍ)

ｆ２
(ｍｍ)

ｆ３
(ｍｍ)

ｈ１

(ｍｍ)

ｈ２

(ｍｍ)

ｈ３

(ｍｍ)

ｒ１
(ｍｍ)

ｒ２
(ｍｍ)

ｒ３
(ｍｍ)

ｒ４
(ｍｍ)

ｒ５
(ｍｍ)

ｒ６
(ｍｍ)

ｔ１
(ｍｍ)

ｔ２
(ｍｍ)

截面

积 Ｆ

(ｃｍ２)

单位

质量

(ｋｇ / ｍ)

Ａ１２０ １２０ ２２０ １２０ ７２ ３０. ０ ２０ １４ １０５ ５５. ５ ４７. ５ １０ ６００ ６ １０ １０ ６ ３ ０ ~ １ １２７. ４ １００. ０

Ａ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２０ — ８０ ３１. ５ — １４ １５０ ６４. ５ ５０. ０ １０ ８０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６ ３ ０ ~ １ １９１. ４ １５０. ３

注:质量密度取 ７. ８５ｇ / ｃｍ３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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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　 标 志 标 识

Ｅ. ０. １　 码头常用安全标志目录见表 Ｅ. ０. １ꎮ
表 Ｅ. ０. １　 码头常用安全标志目录

编　 　 号 类　 　 别 名　 　 　 　 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禁止标志

禁止吸烟

禁止烟火

禁止用水灭火

禁止放置易燃物

禁止堆放

禁止启动

禁止合闸

禁止转动

禁止叉车和厂内机动车辆通行

禁止靠近

禁止入内

禁止停留

禁止通行

禁止跨越

禁止触摸

禁止穿化纤服装

禁止穿钉鞋

禁止开启无线移动通信设施

禁止拍照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警告标志

注意安全

当心火灾

当心爆炸

当心腐蚀

当心中毒

当心触电

当心电缆

当心自动启动

当心机械伤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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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Ｅ. ０. １

编　 　 号 类　 　 别 名　 　 　 　 称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警告标志

当心落物

当心吊物

当心碰头

当心扎脚

当心弧光

当心高温表面

当心低温

当心电离辐射

当心叉车

当心车辆

当心火车

当心坠落

当心落水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指令标志

必须戴防护眼镜

必须配戴遮光护目镜

必须戴防尘口罩

必须戴防毒面具

必须戴护耳器

必须戴安全帽

必须系安全带

必须穿救生衣

必须穿防护服

必须戴防护手套

必须穿防护鞋

必须洗手

必须加锁

必须接地

消除人体静电标志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提示标志

紧急出口

疏散指示标志

临时集合点标志

事故报警信号

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可动火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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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Ｅ. ０. １
编　 　 号 类　 　 别 名　 　 　 　 称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警示标志

液化天然气码头警示标志

限制荷载标志 /最大安全负荷标志

限速标志

限高标志

限宽标志

非作业车辆停泊标志

接电箱井盖识别标志

上水栓井盖识别标志

滚装码头接岸设施警示标志

滚装桥无作业警示标志

熏蒸作业标志

护轮槛警示标志

管廊架、皮带机栈桥桥墩警示标志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志

消防安全标志

防火标志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危险货物类标志

集装箱危险货物标志

危险标志灯

四牌一图

危险货物集装箱分类堆放标志

８３

８４
起重机械危险部位标志

起重臂下严禁站人标志

作业半径内注意安全标志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设施、管线安全标志

设施、管线标志

管道介质名称标志

管道介质流向标志

软管最大工作压力标志

软管最高 /最低工作温度标志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交通标志、标线

行车道标线

分道线

车辆运行路线标线

人行线

引导标志

旅客通道紧急出口引导标志

停车位标志

车辆等候区标线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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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Ｆ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ꎬ非这样做不可的ꎬ正面词采用“必须”ꎬ反面词采用“严禁”ꎻ
(２)表示严格ꎬ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ꎬ正面词采用“应”ꎬ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ꎻ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ꎬ正面词采用“宜”ꎬ反面词采

用“不宜”ꎻ
(４)表示允许选择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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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ＧＢ ２８９４)
２.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
３. «港口工程基本术语标准»(ＧＢ / Ｔ ５０１８６)
４.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
５. «水运工程钢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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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２　 该条文的适用范围与原条文一致ꎬ增加了不适用的范围ꎬ主要考虑到游艇码头的

附属设施是根据码头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安全等级以及业主要求确定的ꎬ且«游艇码头

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６５—７—２０１４)已包括了此项内容ꎬ因此ꎬ本规范未予纳入ꎮ
１. ０. ３　 该条文与原规范条文 １. ０. ４ 一致ꎬ取消了原规范条文 １. ０. ３ꎮ 理由是钢结构连接

和防腐蚀设计已推行多年ꎬ已成为工程设计人员考虑的常规内容ꎬ故本次修订不再单独

强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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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本章为新增内容ꎬ针对规范编制要求ꎬ对常用的附属设施术语给予解释ꎬ基本上与

«港口工程基本术语标准»(ＧＢ / Ｔ ５０１８６—２０１３)的相应内容一致ꎬ其中爬梯、阶梯等惯用

语不再解释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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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 ０. ２　 码头附属设施的使用年限一般低于码头使用年限ꎬ根据调研情况ꎬ护舷本体的使

用年限一般在 １０ 年 ~２０ 年ꎬ钢轨的使用过程中破损更换的也较多ꎬ为此ꎬ对码头附属设

施的使用年限给出规定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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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 船 设 施

４. １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系船设施包括:系船柱、系船环、快速脱缆钩和绞缆装置等ꎮ 系船设施的设计ꎬ条
文中的波浪情况ꎬ除考虑自然因素外ꎬ还需考虑航行波对停靠船舶产生的影响ꎮ

４. ２　 系船柱布置

４. ２. １　 九级风及九级风以下ꎬ船舶系泊码头使用的系船柱为普通系船柱ꎻ九级风以上ꎬ船
舶系泊码头使用的系船柱为风暴系船柱ꎮ 风暴系船柱一般在强风为离岸风ꎬ或者是强风

向不固定ꎬ有可能为离岸风ꎬ且强风期船舶不离开码头的情况下设置ꎮ
　 ４. ２. ２. １　 船舶的首尾缆具有防止船舶前后移动和控制船体横向运动的双重作用ꎬ表
４. ２. ２. １ 是参照«港口工程荷载规范»(ＪＴＳ １４４—１—２０１０)制定的ꎮ 本款中“连片式码头”
是指平行于码头前沿方向结构是连续的ꎬ不断开ꎮ
　 ４. ２. ２. ３　 增加了墩式码头系船柱的布置要求ꎮ
４. ２. ３　 风暴系船柱一般设置于不影响码头装卸和运输的前方作业区后方ꎮ
４. ２. ４　 根据调研情况ꎬ当护轮槛不断开时ꎬ系船柱底盘的上表面通常与护轮槛顶面齐平ꎮ

４. ３　 系船柱结构和材料

４. ３. １　 柱心填料是指柱壳内填充的素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ꎬ一般不考虑参与结构受力

计算ꎮ
４. ３. ２　 增加双柱型、曲柱型系船柱ꎮ
４. ３. ４　 系船柱颈高过矮容易造成压缆ꎬ给解缆带来困难ꎮ 柱檐宽度太宽ꎬ带、解缆不方

便ꎬ过窄容易脱缆ꎮ
４. ３. ５　 本条文规定系船柱可采用铸铁ꎬ也可采用铸钢材料作柱壳ꎮ

(１)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对铸铁材料强度设计值作出规定ꎬ仍采用容许应力ꎻ本规

范系船柱壳体铸铁材料容许应力值是依据交通部通用图«系船柱» (ＧＪ—３３)采用值提

出的ꎻ
(２)铸钢系船柱采用了以可靠度理论为基础ꎬ用分项系数表达的概率极限状态设计

法ꎮ 其铸钢强度设计值为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钢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２—２０１２)中
的规定值ꎮ
４. ３. ６　 目前我国钢铁铸件的壁厚是按«机械工程师手册»１９８９ 年版有关建议值选用的ꎮ
铸造工艺对系船柱壁厚的要求ꎬ也建议采用此手册有关数值ꎮ 钢丝缆对系船柱磨损大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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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为尼龙缆ꎬ磨损小ꎮ 海港比河港腐蚀严重ꎬ锈蚀速率一般按 ０. ０５ｍｍ / ａ 计ꎮ
４. ３. ７　 系船柱柱颈截面的确定中ꎬ将系船柱视为悬臂梁ꎬ柱颈内混凝土不参加工作ꎬ只起

防腐蚀作用ꎮ
　 ４. ３. ７. １　 公式(４. ３. ７￣１)中的 ＮＺ 为系缆力垂直分力ꎬ也就是规范中系缆力标准值的垂

直分力ꎮ 因铸铁系船柱柱颈截面强度验算采用的是容许应力法ꎬ所称“系缆力垂直分力”
其值的大小也为系缆力标准值的垂直分力ꎮ
４. ３. ９　 锚杆最大拉力设计值的计算ꎬ本规范推荐采用交通部通用图«系船柱»(ＧＪ—３３)
所使用的计算原则ꎮ 通过对全国各大港口的调查ꎬ未发现一例按原交通部通用图«系船

柱»(ＧＪ—３３)设计的系船柱因锚杆等强度不够而破坏的ꎮ 由于本计算方法比较复杂ꎬ需
电算求解ꎬ条文中计算公式不再列出ꎮ

４. ４　 系　 船　 环

４. ４. １　 结合工程实际ꎬ取消了原规范关于系缆力不宜大于 １５０ｋＮ 的要求ꎬ增加了与基础

的连接方式ꎮ
４. ４. ４　 Ｑ２３５Ａ、Ｑ３４５Ａ 钢不保证冲击韧性要求ꎬ建议采用 Ｑ２３５Ｂ、Ｑ３４５Ｂ 钢ꎮ
４. ４. ５　 铸钢可焊性较差ꎬ不建议采用焊接成型方式制作ꎮ
４. ４. ６　 本条系根据«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的有关构造要求提出ꎮ
４. ４. ８　 当单根钢筋直径受限时ꎬ允许采用并筋的方式ꎮ

４. ５　 快速脱缆钩

４. ５. １　 快速脱缆钩是一种现代化码头系泊设施ꎬ解除了传统的系船柱带缆和解缆作业的

繁重劳动ꎬ节省人力和操作时间ꎬ特别是无掩护大型危险品码头ꎬ采用快速脱缆钩装置ꎬ带
缆简单方便ꎬ拖缆快捷且安全可靠ꎬ保证了船舶、码头和操作人员的安全ꎬ提高了船舶装卸

效率ꎮ 码头防火等级的分类是按现行行业标准«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ＪＴＪ ２３７—
９９)和正在编制的«油气化工码头设计防火规范»提出的ꎮ
４. ５. ８　 本文规定的绞盘底面应高于码头面主要是防积水需要ꎮ

４. ６　 绞 缆 装 置

４. ６. ３　 立式电动绞盘尺寸较小、牵引力亦相对较小ꎬ能满足辅助系缆要求ꎬ且使用较为方

便ꎻ卧式电动绞车牵引力较大ꎬ尺寸亦较大ꎬ且需布设绞车房ꎬ因而ꎬ建议在移船或牵引力

要求较大时采用ꎮ
４. ６. ４　 结合工程实际ꎬ将原规范中的“油码头”修改为“液体散货码头”、“输油口”修改

为“接驳口”ꎻ对在爆炸危险环境或火灾危险环境的设备ꎬ提出了应采取相应的防爆、防火

措施ꎮ
４. ６. ５　 牵引速度 １０ｍ / ｍｉｎ ~ ３０ｍ / ｍｉｎ 的建议值是根据对实际工程调查确定的ꎮ
４. ６. ６　 绞缆机受力方向与牵引力方向一致是为了保证绞缆机基础受力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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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护　 　 舷

５.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为减小船舶靠泊和系泊时对码头的作用力ꎬ避免船舶对码头的碰撞和摩擦ꎬ使船

体和码头结构物免受损伤ꎬ确保船体和码头的安全ꎬ在码头上设置护舷是港口工程中普遍

采用的有效措施ꎮ
５. １. ２　 固定式护舷一般指固定在码头上的橡胶护舷、轮胎护舷、聚氨酯护舷、木护舷和钢

护舷等ꎻ浮式护舷是系在码头上可随水位升降漂浮在水上的充气囊型和充填泡沫型橡胶

护舷ꎻ转动式护舷是安装在码头上的可转动的轮胎型橡胶护舷ꎻ平行移动式护舷是近年来

发展的大压缩量且不产生扭转的新型护舷ꎮ
聚氨酯护舷是利用轻质高弹性泡沫作为缓冲介质的护舷系统ꎬ目前使用经验不多ꎻ钢

护舷一般设置在浮式码头趸船前沿ꎬ高桩码头排架间距较小时ꎬ有时采用钢护舷与橡胶护

舷间隔布置ꎬ或沿码头前立面上部设置钢护舷ꎬ以防护码头结构物ꎮ

５. ２　 选型和布置

５. ２. １　 模块护舷是继木材(第一代)、轮胎(第二代)、筒形橡胶(第三代)、拱形和易弯曲

护舷(第四代)后的第五代护舷ꎬ模块式装置采用高性能聚合物模压成型ꎬ内部密封钢制

固定板ꎬ便于安装ꎮ
５. ２. ２　 船舶系泊时ꎬ船体在码头前出现的三维运动主要是由风、浪、流等自然因素及装卸

作业等人为因素产生的ꎮ 如离泊时对个别护舷的挤压等ꎮ
５. ２. ３　 护舷的布置主要是确定码头靠船面竖向和水平向的布置方式、范围和间距ꎮ
　 ５. ２. ３. ２　 护舷沿码头前立面竖向的布置ꎬ是为了避免靠泊船舶因其摇摆或水位涨落时

船舷对护舷产生的刮、卡、顶托现象ꎮ 大中型船舶ꎬ干舷较高ꎬ采用间断布置ꎬ不会发生上

述现象ꎻ小型船舶ꎬ特别是驳船ꎬ干舷较低ꎬ为避免发生上述现象ꎬ采用连续布置ꎮ 但对护

舷反力特性要格外关注ꎬ尽量避免有效吸能量增加不大的情况下反力的成倍增加ꎮ
　 ５. ２. ３. ３　 参考日本«港口设施技术标准解说»９. ２. ３ 条“直桩式顺岸码头附属设施的

布置”ꎮ 通过护舷传递的撞击力和由系船柱传递的系缆力偏心作用于码头分段上时ꎬ由
于码头分段的转动而引起的应力将增大ꎬ因此把护舷和系船柱安装在一个分段的中部ꎬ以
尽可能避免偏心外力的作用是较为合理的ꎬ如图 ５. １ 所示ꎮ
　 ５. ２. ３. ４　 船舶靠岸时ꎬ多是船首部呈曲面的舷侧段先接触码头ꎬ尤其是自靠船舶ꎮ 护舷

水平布置间距参考国际航运协会计算建议和 ＢＳ６３４９(第四部分:１９９４)ꎮ 计算公式经过核

算ꎬ杂货船护舷水平间距为 ９ｍ ~１５ｍꎬ散货船护舷水平间距为 ８ｍ ~１８ｍꎬ油船护舷水平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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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８ｍ ~１９ｍꎬ集装箱船护舷水平间距为 ９ｍ ~２１ｍꎬ与已建码头护舷布置间距基本吻合ꎮ

图　 ５. １

５. ３　 橡 胶 护 舷

　 ５. ３. １. １　 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柔性靠船墩的护舷选型ꎬ柔性靠船墩结构船舶撞击能由护

舷和结构共同吸收ꎮ
　 ５. ３. １. ４　 船舶斜向靠泊时ꎬ护舷吸能量和反力均有所降低ꎮ 根据靠船角度ꎬ对护舷吸

能量和反力进行折减ꎬ折减系数在护舷生产厂家的产品技术规格书中一般有注明ꎮ
５. ３. ２　 压缩型橡胶护舷是通过橡胶本体的压缩变形吸收船舶有效撞击能量ꎬ充气型橡胶

护舷是通过压缩空气吸收船舶有效撞击能量ꎻ充填泡沫型橡胶护舷是通过压缩特种泡沫

吸收船舶有效撞击能量ꎮ
５. ３. ４　 船舶舷侧板的容许压强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ꎬ包括船舶的类型和尺寸、护舷支承

面的性质ꎬ即刚性或柔性ꎬ以及接触面在船体结构中的位置ꎬ因此一般通过计算确定ꎮ 当

缺乏资料时ꎬ本条文建议的船舶舷侧板容许压强ꎬ是参照«开敞式码头设计与施工技术规

程»(ＪＴＪ ２９５—２０００)和国际航运协会给出的船体压强(ＰＩＡＮＣ２００２ꎻ表 ４. ４. １)建议值ꎮ
５. ３. ５　 为使撞击力不以集中荷载方式作用到船舶舷侧板ꎬ可在护舷上设置防冲板ꎬ以减

小面压力值ꎮ 为了减小作用于护舷上的剪切力ꎬ可在防冲板前面安装贴面板ꎮ

５. ４　 聚氨酯护舷和轮胎护舷

５. ４. １　 聚氨酯护舷采用一种介于橡胶和塑料之间的新型高分子合成材料ꎬ既具有塑料的

高强度又具有橡胶的高弹性ꎬ密度小、重量轻、摩擦系数小ꎬ具有漂浮性能ꎮ 其特点有:１. 耐
磨性能高ꎬ是天然橡胶的 ３ ~５ 倍ꎻ２. 耐油性能好ꎬ是丁晴橡胶的 ４ 倍ꎻ３. 机械强度高ꎬ其扯断

强度、撕裂强度及承受负荷的能力比普通橡胶高许多倍ꎻ４.耐碱性、耐低温、耐溶剂性能优异ꎻ
５.与金属骨架板的黏结强度高ꎻ６.硬度范围宽ꎬ邵 Ａ１０ －邵 Ａ１００ 的弹性范围内可任意调整ꎮ
５. ４. ３　 本条中的轮胎护舷系指各种车辆弃用的、没有割痕破损的轮胎ꎮ
　 ５. ４. ３. ４　 轮胎护舷填料主要为废旧胶皮条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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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钢轨、车挡及预埋件

６. １　 一 般 规 定

６. １. １　 装卸机械轨道是指门座起重机、装卸岸桥、装船机、卸船机和斜坡码头缆车等装卸

机械行走的轨道ꎮ “有关要求”包括装卸机械正常作业、检修及防风等工况下的设计

要求ꎮ
６. １. ２　 预埋件是指钢轨预埋件、顶升埋件、防风系拉装置、锚碇装置和车挡的预埋件等ꎮ
轨道式装卸机械ꎬ维修时用以顶升机械的预埋件ꎬ称为顶升埋件ꎮ 装卸机械防风的防风系

拉座和锚碇板的锚碇坑ꎬ统称为防风装置ꎬ其埋件分别称为防风系拉装置和锚碇装置ꎮ 本

次修订增加了预埋件的布置应结合码头结构确定ꎬ特别是对高桩码头、墩式码头等需结合

上部梁板的布置确定预埋件的位置ꎬ梁板的布置与预埋件的布置相协调ꎬ尽量避免预埋件

直接作用在板上ꎮ

６. ２　 钢轨及联结件

６. ２. １　 钢轨的型号通常根据工作级别、轮压和车轮尺寸(车轮直径、车轮踏面宽度)来确

定ꎮ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机械版)第一章第 ８ 篇第 １ 节“车轮和轨道”ꎬ根据工作级别、
车轮直径、许用轮压、车轮与轨道配合关系选取合适的钢轨型号ꎮ 通常起重机厂家在设计

起重机时会参考«起重机设计规范»(ＧＢ / Ｔ ３８１１)第 ６. ３. ４ 节“车轮与轨道”进行钢轨与

车轮的相关计算校核ꎮ
起重机钢轨的断面尺寸系依据国家现行行业标准«起重机钢轨»(ＹＢ / Ｔ ５０５５)确定ꎻ

铁路钢轨的断面尺寸系依据国家现行行业标准«铁路用热扎钢轨»(ＧＢ / Ｔ ２５８５)和«热轧

轻轨»(ＧＢ / Ｔ １１２６４) 确定ꎮ Ａ 型钢轨的断面尺寸系依据现行德国标准 ＤＩＮ５３６ ｐａｒｔ１
“ｃｒａｎｅ ｒａｉｌｓ”确定ꎮ

近年来ꎬ随着大型岸桥及卸船机等设施的出现ꎬ在某些工程中采用 ＱＵ 系列钢轨的尺

寸已不能满足要求ꎬ进口 Ａ 型钢轨已在多个工程中成功应用ꎬ为便于规范使用ꎬ本次修编

收录了 ＤＩＮ５３６ ｐａｒｔ１ 中部分钢轨的型号ꎮ 从造价来说ꎬ在对钢轨承载力等性能满足要求

时建议仍采用 ＱＵ 系列钢轨ꎬ大型设施承载力要求很高时可考虑采用 Ａ 型钢轨ꎮ
钢轨全长淬火是提高其强韧性的主要途径之一ꎮ 实践证明ꎬ在弯道上使用全长淬火

钢轨可比普轨延长寿命一倍以上ꎮ 另外ꎬ全长淬火钢轨比热轧高强轨具有更优良的安全

使用性能ꎮ 中国铁道部技术政策明确规定ꎬ凡 ６０ｋｇ / ｍ 及以上钢轨要求全部淬火ꎮ 铁道

部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究所ꎬ在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间先后研究成功 ５０ｋｇ / ｍ ~ ６０ｋｇ / ｍ、
２５ｍ ~５００ｍ 钢轨全长淬火技术ꎬ并将该技术推广应用到多数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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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各大港口断轨的情况时有发生ꎬ且随着码头吨级增大ꎬ机械设备荷载也越来

越大ꎬ对钢轨的性能要求也是越来越高ꎬ由于全长淬火钢轨强度、韧性和使用寿命等都有

显著改善ꎬ对轮压大、装卸作业频繁的码头工程推荐采用全长淬火钢轨ꎮ
缆车道的钢轨普遍采用铁路钢轨ꎬ根据缆车型式、轮压荷载和使用要求选取其型号ꎬ

常采用 ４３ｋｇ / ｍ 和 ５０ｋｇ / ｍ 钢轨ꎬ对集装箱横向缆车道需将钢轨兼作缆车水平导向装置

时ꎬ通常选用 ６０ｋｇ / ｍ 或 ７５ｋｍ 钢轨ꎮ
６. ２. ２　 钢轨的联结除伸缩缝处外ꎬ均采用焊接长轨方案ꎬ这是确保装卸机械平稳运行、减
少轨道冲击、延长机械使用寿命的有效措施ꎮ 全长焊接钢轨的实现条件受诸多约束ꎬ其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轨道系统的约束既要满足钢轨在设施行使时不会窜动ꎬ又要满足钢

轨全长范围内在温度变化下具有足够的自由度ꎮ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ꎬ目前各港口在用的钢轨绝大部分为焊接联结ꎮ 国家通用建筑标

准设计图集«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０４Ｇ３２５)中 ４. １２ 条建议吊车

轨道采用焊接联结ꎬ采用焊接接头确有困难时才允许使用夹板连接ꎬ因此本规范推荐采用

焊接连接ꎮ
常用的焊接方式有铝热焊接和手工焊接两种方式ꎬ不同钢轨类型(截面尺寸、钢材等

级)适用的最佳焊接方式会有不同ꎬ焊接顺序通常在每个项目的设计中强调ꎬ在设计文件

中建议规定“焊接方式和焊接顺序由轨道系统供应商和施工单位共同提交方案ꎬ项目设

计和用户共同审核”ꎮ 铝热焊接材料成本较高ꎬ但现场施工时间较短ꎬ焊接质量较稳定ꎬ
只有有经验的操作工人才能胜任ꎻ手工焊接材料成本低ꎬ但现场施工时间长ꎬ焊接质量取

决于焊工的技术水平ꎮ
当采用夹板连接时ꎬ为保证大机行驶平稳ꎬ避免在钢轨接头处出现晃动ꎬ规定接头位

置应离码头伸缩缝不小于 ３ｍꎮ 关于两条平行轨道的接头错开布置且距离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ꎬ是保证机械移动时任意两个轮子不能同时作用在接头位置ꎬ６００ｍｍ 是参考 ４Ｇ３２５
(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图集(混凝土轨道梁)而定ꎮ

焊接方式为参照«钢轨焊接»(ＴＢ / Ｔ １６３２—２００５)第一部分 ~ 第四部分的相关要求ꎬ
并与相关钢轨厂家技术人员交流后确定ꎮ
６. ２. ３　 钢轨与轨道基础联结扣件主要包括钢垫板、胶垫板、压板、预埋螺栓、调校螺栓及

胶泥等ꎮ
轨道基础是指支撑钢轨及埋设联结件的结构ꎬ一般是轨道梁或轨枕ꎮ 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主要是指下列标准:
«４３ｋｇ / ｍ ~ ７５ｋｇ / ｍ 钢轨接头夹板订货技术条件»(ＴＢ / Ｔ ２３４５)
«钢轨用高强度接头螺栓与螺母»(ＴＢ / Ｔ ２３４７)
«４３ ~ ７５ｋｇ / ｍ 钢轨用垫板型式尺寸»(ＴＢ / Ｔ ２３４３. １ ~ ３)
«钢轨接头用弹性防松垫圈»(ＴＢ / Ｔ ２３４８)
«弹条Ⅰ型扣件　 组装和配置»(ＴＢ / Ｔ １４９５. １)
«弹条Ⅰ型扣件　 弹条»(ＴＢ / Ｔ １４９５. ２)
«弹条Ⅰ型扣件　 轨距挡板»(ＴＢ / Ｔ １４９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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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条Ⅰ型扣件　 平垫圈»(ＴＢ / Ｔ １４９５. ４)
«弹条Ⅰ型扣件　 挡板座»(ＴＢ / Ｔ １４９５. ５)
«螺旋道钉»(ＴＢ / Ｔ ５６４)
«螺旋道钉硫磺锚固及绝缘防锈涂料»(ＴＢ / Ｚ ５)
«混凝土轨枕、混凝土枕板用每米 ５０ 公斤钢轨橡胶垫板型式尺寸»(ＴＢ １３８８)
«混凝土轨枕、混凝土枕板用每米 ４３ 公斤钢轨橡胶垫板型式尺寸»(ＴＢ １３８９)

６. ２. ４　 国家通用图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
(０４Ｇ３２５)中联结件的埋深 Ｌ 未做具体规定ꎬ原规范要求为 １０ ~ １５ 倍螺栓直径ꎬ本次修订

调整为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的相关规定确定ꎮ
«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０４Ｇ３２５)中的垫层为 ３０ ~ ５０ｍｍ 的混

凝土垫层ꎬ该垫层的做法不适合港口工程ꎬ因此本条对垫层所采用的材料作了规定ꎮ 根据

调查ꎬ现在钢轨下方轨道槽的垫层均为胶泥层ꎮ 胶泥是一种预拌型的二次灌浆材料ꎬ具有

高强度、无收缩、流动性好、施工简单、抗冲击和振动等特点ꎮ 胶泥分为水泥基和环氧树脂

基ꎬ其中水泥基胶泥相关要求可参见«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ＧＢ / Ｔ ５０４４８)ꎮ
６. ２. ５　 锁定温度即钢轨基础固定件安装紧固达到设计使用状况要求时的环境温度ꎮ 钢

轨(轨道系统)安装时对气温的要求根据施工工艺和材料选择等均有所不同ꎬ例如钢轨接

头手工焊接和铝热焊接对气候要求不同、水泥基胶泥和环氧树脂胶泥对气候要求不同ꎮ
该条规定是根据与相关厂家和施工单位多年施工资料确定ꎮ
　 ６. ２. ８. １　 卡轨器一般在斜坡式码头防止机械意外滑落而设置ꎮ 经调研ꎬ海港码头多由

卡轮器取代卡轨器ꎮ 而设有暗轨凹槽的多为海港码头ꎬ故本次修订取消卡轨器对暗轨凹

槽宽度要求的内容ꎮ
６. ２. ９　 为满足轨道凹槽内积水的及时排出ꎬ凹槽底部应设排水孔ꎮ 以往工程中ꎬ透空式

码头轨道槽内的积水往往通过排水孔直接排放ꎬ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ꎬ直接排

海的排水方式已越来越少ꎬ取而代之的是与码头排水系统相连并进行收集的做法ꎮ
从目前已运营的码头来看ꎬ轨道凹槽的排水效果并不理想ꎬ特别是对于干散货码头

等ꎬ排水孔很容易被堵造成排水不畅ꎬ排水孔常做成上小下大的锥形孔ꎮ
６. ２. １０　 目前我国大多数暗轨安装完成并经一段时间调整后都以轨道专用沥青进行填

充ꎬ填充后可以减少对车辆通行的影响、减轻轨道凹槽的积水、对钢轨形成更好的保护等ꎬ
使用效果良好ꎬ因此本次修订仍保留常用的填充方式ꎬ并考虑排水问题ꎮ

６. ３　 车　 　 挡

６. ３. ２　 车挡结构一般有焊接钢板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两种型式ꎬ其中焊接钢板结构的

车挡与钢筋混凝土结构车挡相比ꎬ一般尺寸较小ꎬ设置灵活ꎬ可承受较大水平力等ꎬ我国目

前港口工程中大型装卸机械车挡多数采用焊接钢板结构ꎮ
钢筋混凝土结构车挡一般尺寸较大ꎬ并在车挡表面涂装彩色条纹ꎬ对装卸机械操作人

员来说容易识别ꎬ对控制车挡上的作用力较为有利ꎬ因此钢筋混凝土车挡仍有一定市场ꎬ
尤其受到具体机械操作人员的欢迎ꎮ

６５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ＪＴＳ １６９—２０１７)



６. ３. ３　 原规范规定当水平力较大时ꎬ宜选用较厚的橡胶垫板或其他缓冲装置ꎮ 经现场调

研ꎬ车挡设置较厚橡胶垫板或其他缓冲装置的情况并不多见ꎬ因此本条取消了此要求ꎬ实
际设计中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缓冲装置ꎮ

本条根据«吊车轨道联结及车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０４Ｇ３２５)的相关要求ꎬ增加

了“且装卸机械缓冲器应与前后轨车挡接触面在同一平面内”的规定ꎬ强调装卸机械缓冲

器与前后轨车挡接触面应在同一平面内的要求ꎮ
６. ３. ５　 根据调研ꎬ目前绝大多数车挡都是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ꎬ仅有部分临时车挡或

小型装卸机械车挡是焊接在钢轨上的ꎬ因此本条对原规范略做调整ꎬ推荐安装在混凝土基

座上的做法ꎬ但仍保留了对小型装卸机械车挡或临时车挡也可安装在钢轨上的做法ꎮ
６. ３. ８　 原规范规定锚栓材料宜选用 Ｑ２３５ 钢材ꎬ本次修订为“锚栓材料宜选用 Ｑ２３５Ｂ 钢

材或 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ꎬ主要考虑 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具有很好的物理力学性能ꎬ本次修订增加了

ＨＰＢ３００ 钢筋作为锚栓材质ꎮ
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需根据混凝土和锚栓材质

计算来计算锚栓的锚固长度ꎬ因此本次修订取消了原规范中锚栓锚固长度的表格ꎬ并按现

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５１)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６. ３. ９ 车挡锚栓计算方法参考«钢结构设计手册»(ＧＢＪ １７—８８)中有关原则ꎬ结合港口工

程特点改编ꎮ 公式中作用于车挡的水平力 ＦＬＨ在计算时已考虑了荷载分项系数ꎬ为设计

值ꎬ故公式中不再另定ꎮ 如果采用的是作用于车挡的水平力标准值ꎬ需计入荷载分项系

数 γＱꎮ

６. ４　 顶 升 埋 件

６. ４. １　 本次修订主要是对顶升埋件的数量进行了调整ꎬ原规范规定“顶升埋件设施的套

数不宜少于泊位数加 １”ꎮ 调研现有码头顶升埋件布置情况ꎬ一般与锚碇装置、防风系拉

装置成套布置ꎬ且布置的套数均多于装卸机械设备的台数ꎬ顶升埋件与泊位数的关系相对

不容易界定ꎬ因此本次修订调整为“顶升埋件设置的套数不宜少于装卸机械设备数”ꎮ

６. ５　 防 风 装 置

６. ５. １　 根据有关要求和调研结果ꎬ港口码头大型装卸机械设置防风装置对防阵风和台风

效果较好ꎮ 防阵风和防台风装置主要包括防水平力、上拔力的装置、防滑制动等装置ꎮ
６. ５. ３　 锚碇装置大部分为 ８ 个 １ 组ꎬ也有少数进口机械要求 ４ 个 １ 组ꎮ 小型机械也有采

用 ４ 个 １ 组ꎮ
６. ５. ４　 随着船舶大型化的发展ꎬ特别是近年来 １. ８ 万 ＴＥＵ 集装箱船和 ４０ 万吨大型矿石

船舶的下水运营ꎬ对码头装卸机械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ꎮ 对岸桥、卸船机及装船机等大

型设施ꎬ防风系拉装置一般很少采用拉索ꎬ绞轴已在大型装卸机械设施中成功应用ꎬ因此

本次修订将大型设施单独拿出来ꎬ推荐采用绞轴作为防风系拉装置ꎮ 而对门机等相对较

小的装卸机械设施ꎬ防风系拉装置仍可采用拉索ꎮ
６. ５. ６　 港口装卸机械具有足够的防风能力是保障码头正常运营的基本条件ꎮ 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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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管部门特别重视港口装卸机械的防风要求ꎬ已陆续发布多版行业管理规定ꎬ目前最

主要的管理规定有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布的«港口大型机械防阵风防台风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号令)和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发布的«港口装卸机械风荷载

计算及防风安全要求»(ＪＴ / Ｔ ９０)ꎮ
基本风压按空旷地区离地 １０ｍ 高度处的阵风风速(即 ３ｓ 时距的平均瞬时风速)来确

定ꎮ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 ５０００９)附录 Ｅ 中给出了全国城市基本风压值和全国基本

风压分布图ꎮ 根据 ＪＴ / Ｔ ９０ꎬ港口装卸机械非工作状态时的计算风压可按照 ＧＢ ５０００９ 的

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中的数据再乘以 １. ４ 的增大系数进行设计ꎮ
根据调查ꎬ目前大多数港口装卸机械的防风拉索拉力按 ５５ｍ / ｓ 风速进行设计ꎮ 深

圳、小洋山等集装箱码头大型岸桥的防风拉索拉力按 ７０ｍ / ｓ 的风速进行设计ꎮ 防风装置

设计风速取当地 ３ｓ 时距的平均瞬时风速进行计算ꎬ当计算出 ３ｓ 时距的平均风速小于

５５ｍ / ｓ 时ꎬ取 ５５ｍ / 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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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登船梯、爬梯和阶梯

７. １　 登　 船　 梯

７. １. １　 登船梯的设置主要是便于船岸之间人行通行安全ꎬ条文中的散货码头是液体散货

码头和干散货码头的统称ꎮ
７. １. ３　 船舶纵横漂移量一般根据船舶操纵模拟试验确定ꎮ 工作角度是指登船梯平面旋

转角度ꎬ防止登船梯与装卸臂同时工作时发生干涉ꎬ通常根据实际工况计算确定ꎮ
７. １. ７　 平台、走道、踏步采用钢格栅板具有防滑作用ꎮ
７. １. ９　 相关规范参见«邮轮码头设计规范»(ＪＴＳ １７０—２０１５)和«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规

范»(ＪＧＪ ８６—１９９２)ꎮ
７. １. １０　 登船梯位于防爆区内ꎬ必须具有防爆、防静电措施ꎬ以保证作业和人员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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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护轮槛、系网环和护栏

８. １　 护　 轮　 槛

８. １. １　 护轮槛主要是对车辆、工作人员起安全防护作用ꎮ 对于集装箱等大型专业化码

头ꎬ采取不连续布置的形式ꎬ或在需要的地方布置活动式的护轮槛ꎮ 活动式护轮槛可做成

插拔式ꎮ 将护轮槛的边角修圆ꎬ是为了防止护轮槛磨损缆绳ꎮ
８. １. ６　 护轮槛涂刷醒目的标志一般是采用黑和黄、红和黄、红和白等颜色油漆相间搭配

标识护轮槛ꎬ或采用荧光材料标识护轮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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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辅助系统和监测系统

９. １　 靠泊辅助系统

９. １. ２　 激光靠泊系统是利用激光传感器技术ꎬ协助大型船舶靠离岸的一种先进技术ꎮ 在

监控、显示、记录船舶靠离岸的全过程时ꎬ可同时记录、显示、打印船名、日期、种类等报表ꎮ
９. １. ３ 　 系统设施通常还包括:腕式显示器、监控计算机、打印机、ＵＰＳ 电源、靠泊系统软

件、机柜等ꎮ
９. １. ４　 激光传感器提供船舶靠泊速度、船舶至泊位的距离及船舶与码头前沿线的角度等

数据ꎮ
９. １. ５　 条文中的船型因素通常包含干舷高度、船舶直线段长度等ꎬ停泊方向一般指左舷

或右舷靠泊ꎮ
９. １. ６　 显示屏安装位置到船舶的水平角通常都在 ±３５°以内ꎬ视觉清晰为宜ꎮ

９. ２　 风浪流监测系统

９. ２. ２　 风、浪、流监测系统主要设备包括声波传感器、风向传感器、风速传感器、温度传感

器、湿度传感器、压强传感器、能见度传感器、监控计算机、打印机、ＵＰＳ 电源、作业环境检

测系统软件、机柜等ꎮ 系统通过配备的打印机随时打印所需的波高、周期和流速、流向等

水文要素ꎬ用于指导船舶安全靠泊和安全作业ꎮ

９. ３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

９. ３. ２　 缆绳张力监测系统还包括快速脱缆钩远程控制操作台、便携式专用监控计算机、
快速脱缆钩、监控计算机操作台、监控计算机、打印机、ＵＰＳ 电源、缆绳张力监测系统软件、
机柜等ꎮ
　 ９. ３. ３. １　 实时监测是监控计算机对每根缆绳的负载提供稳定、连续刷新的监控画面ꎬ
超限报警功能是指出现非正常情况时系统发出声音报警并弹出报警画面ꎮ
　 ９. ３. ３. ２　 快速脱缆钩远程控制操作台具有全部、分组、单个和有序脱放使用快速脱缆

钩的脱放功能按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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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其他附属设施

１０. ０. ７　 对于有特殊使用要求的缆车ꎬ如客运缆车和集装箱缆车ꎬ为避免缆车在电气限位

开关失效造成绞车失控ꎬ钢丝绳被拉断时ꎬ直冲坡下ꎬ需在缆车道坡顶端设缆车断绳保护

装置ꎮ
缆车检修时ꎬ固定缆车的钢丝绳系在坡顶挡土墙江侧立面的拉环上或专用地牛拉

环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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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快速脱缆钩常用类型、规格和参数

Ｂ. ０. １、Ｂ. ０. ２　 本次规范修编收录了圆底盘和方底盘的两种立式快速脱缆钩常用的规格

和主要参数ꎬ供设计人员参考使用ꎬ由于目前快速脱缆钩无统一标准ꎬ各个厂家的产品会

略有差别ꎬ请设计人员注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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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常用橡胶护舷类型、性能特点

Ｃ. ０. １　 本次修编收录了浮式护舷、转动式护舷、平行移动护舷、模块护舷等新形式ꎬ是根

据调研生产厂家和码头工程应用情况作出的总结ꎬ供设计工程师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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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钢轨标准断面和主要特征尺寸

Ｄ. ０. ２　 一些小型码头或斜坡道缆车轨道的钢轨ꎬ经常会用到 ２４ｋｇ / ｍ 的轻型钢轨ꎬ因此

本次将 ２４ｋｇ / ｍ 钢轨的主要特征尺寸纳入本规范ꎮ
Ｄ. ０. ３　 我国港口工程中使用的钢轨主要为 ＱＵ 系列钢轨和铁路钢轨ꎮ 近年来ꎬ随着装卸

机械设施大型化的发展ꎬ装卸机械设施的轮压也越来越大ꎬ对有些工程ꎬ即使采用 ＱＵ１２０
型号的钢轨ꎬ钢轨应力也难以满足设计要求ꎮ 为满足大型装卸机械轮压的要求ꎬＡ１５０ 型

钢轨已在我国几个工程中成功应用ꎮ 因此本次规范修编将 Ａ１２０ 型和 Ａ１５０ 型两种钢轨

的标准断面和主要特征尺寸纳入ꎬ方便设计人员选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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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　 标 志 标 识

码头常用安全标志目录参照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印发的«港口安全设施目

录»编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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