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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转运站布局设计
在降低运营成本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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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煤炭、 矿石码头因货物通过量大ꎬ 设备专业化程度高而导致其生产运营成本高ꎮ 通过适当降低转运站内皮

带机爬坡高度、 创新转运站布局模式来减少皮带机生产能耗和设备维修成本ꎬ 从而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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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目背景 １￣２ 

丹东港大东港区专业化散货堆场工程陆域总

面积约 ５５ 万 ｍ２ꎬ 为丹东港专业化堆场二期工程ꎬ

是已建一期工程的衔接工程ꎮ 主要建设内容为:

皮带机输送系统、 堆场堆取料系统以及相配套的

地基处理、 轨道梁基础、 皮带机钢栈桥、 转运站结

构、 供电、 控制和给排水消防系统等ꎮ 总体装卸工

艺流程有: 卸船进堆场、 卸火车进堆场、 卸船去往

华能电厂、 堆场取料装船、 堆场取料装火车等ꎮ

项目总体转运站布置的难点主要体现在皮带

机线束较多(４ 线进堆场和 ３ 线出堆场)ꎬ 而物料

进出堆场位置又处在同一侧ꎬ 进场皮带机和出场

皮带机平行布置ꎬ 反向作业ꎬ 皮带机线束太多ꎬ

存在自身布置干涉情况ꎬ 给转运站平面和高程布

置带来困难ꎮ

针对已建一期工程存在的设计问题ꎬ 二期堆

场工程需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ꎬ 尽量减少转

运站建筑规模ꎬ 节省工程投资ꎮ 合理布置皮带机ꎬ

减少设备维修难度ꎬ 降低运营和维修成本ꎮ

２　 二期堆场工程转运站总平面布局 ３￣４ 

结合一期堆场工程建设情况ꎬ 针对皮带机进

堆场和出堆场两个流程方向ꎬ 对二期堆场工程转

运站平面布局进行了 ２ 个方案比选ꎮ

１) 方案 １: 进堆场、 出堆场采用合一大型转

运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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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已建一期堆场工程布置特点ꎬ 进堆场、

出堆场采用合一大型转运站ꎬ 此平面布置共有转

运站 ７ 座ꎮ 方案 １ 中 Ｔ０８￣Ｔ１４ 转运站总体布局见

图 １ꎬ 转运站参数见表 １ꎮ

图 １　 方案 １ 转运站总体布局 (单位: ｍꎮ 下同 )

表 １　 方案 １ 转运站参数

转运站

编号

转运站平面

长度∕ｍ
转运站平面

宽度∕ｍ
转运站

层数

转运站

面积∕ｍ２

Ｔ０８ ４２ ０ ３５ ０ ４ ０ ５ ８８０ ０

Ｔ０９ ３５ ０ ３３ ５ ４ ０ ４ ６９０ ０

Ｔ１０ ３２ ８ １１ ０ ４ ５ １ ６２３ ６

Ｔ１１ ３２ ８ １１ ０ ４ ５ １ ６２３ ６

Ｔ１２ ３２ ８ １１ ０ ４ ５ １ ６２３ ６

Ｔ１３ ３２ ８ １１ ０ ４ ５ １ ６２３ ６

Ｔ１４ ３２ ８ １１ ０ ４ ５ １ ６２３ ６

合计 １８ ６８８ ０　

　 　 ２) 方案 ２: 进堆场、 出堆场采用拆分小型转

运站ꎮ

将进二期堆场皮带机及转运站单独布置ꎬ 同

时将出二期堆场皮带机及转运站也单独布置ꎬ 此

平面布置进出堆场共有转运站 １４ 座ꎮ 方案 ２ 中进

堆场线 Ｔ０８Ａ￣Ｔ１４Ａ 转运站以及出堆场线 Ｔ０８Ｂ￣

Ｔ１４Ｂ 转运站总体布局见图 ２ꎬ 转运站参数见表 ２ꎮ

表 ２　 方案 ２ 转运站总体布局

转运站

编号

转运站平面

长度∕ｍ
转运站平面

宽度∕ｍ
转运站

层数

转运站

面积∕ｍ２

Ｔ０８Ａ ２１ ５ １９ ５ ４ １ ６７７ ０

Ｔ０９Ａ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３ ８６４ ０

Ｔ１０Ａ １７ ５ １０ ５ ３ ５５１ ３

Ｔ１１Ａ １７ ５ １１ ０ ３ ５７７ ５

Ｔ１２Ａ １７ ５ １２ ５ ３ ６５６ ３

Ｔ１３Ａ １７ ５ １２ ５ ３ ６５６ ３

Ｔ１４Ａ １７ ５ １２ ５ ３ ６５６ ３

Ｔ０８Ｂ １８ ６ １８ ０ ３ １ ００４ ４

Ｔ０９Ｂ １６ ５ １５ ０ ２ ４９５ ０

Ｔ１０Ｂ ２６ ０ ７ ０ ３ ５４６ ０

Ｔ１１Ｂ ２６ ０ ７ ０ ３ ５４６ ０

Ｔ１２Ｂ ２６ ０ ７ ０ ３ ５４６ ０

Ｔ１３Ｂ ２６ ０ ７ ０ ３ ５４６ ０

Ｔ１４Ｂ ２６ ０ ７ ０ ３ ５４６ ０

合计 ９ ８６７ 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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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方案 ２ 转运站总体布局

３　 转运站布局

以 Ｔ０８ 转运站为例ꎬ 方案 １ 设置 Ｔ０８ 转运站

平面尺度为 ４２ ｍ × ３５ ｍꎻ 方案 ２ 拆分为 Ｔ０８Ａ 和

Ｔ０８Ｂ 两座小转运站ꎬ 平面尺度分别为 ２１ ５ ｍ ×

１９ ５ ｍ 和 １８ ６ ｍ×１８ ｍꎮ 转运站总面积方案 １ 为

５ ８８０ ｍ２ꎬ 方案 ２ 为 ２ ６８１ ４ ｍ２ꎮ 方案 ２ 转运站面

积约为方案 １ 转运站面积的 １∕２ꎬ 此处转运站合并

和拆分布置优劣比较明显ꎮ Ｔ０８ 合并方案见图 ３ꎬ

Ｔ０８Ａ 和 Ｔ０８Ｂ 拆分方案见图 ４ꎮ

图 ３　 Ｔ０８ 合并方案

图 ４　 Ｔ０８Ａ 和 Ｔ０８Ｂ 拆分方案

从表 ２ 直观统计数据看ꎬ 转运站拆分方案总

面积较合并方案优化减少约 ９ ０００ ｍ２ꎬ 主要表现

在降低了转运站建筑体量ꎬ 提高了转运站的利用

率ꎮ 按转运站每平方米造价 ２ ５００ 元计ꎬ 转运站钢

结构部分可减少工程直接投资约 ２ ２５０ 万元ꎮ 从降

低工程投资角度出发ꎬ 采用方案 ２ꎬ 即进堆场和出

堆场转运站拆分方案是更加合理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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