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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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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干散货码头粉尘污染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专业化干散货码头粉尘污染防控的基本流程、技术要求、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装卸储运煤炭、矿石等货种的专业化干散货码头在运营作业过程中的粉尘污染防控。

铝矾土、焦炭、石油焦等货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487 港口装卸术语

GB/T 50186 港口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HJ 1107 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码头

JTS 156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

JTS 149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T/ESSD 001 港口散装物料堆场抑尘剂及应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8487和GB/T 50186中规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干散货 dry bulk cargo

不加包装，可以直接装于船舱的大批量块状、颗粒状、粉末状的货物，包括煤炭、矿石等。

3.2 干散货码头 dry bulk cargo port

装卸储运煤炭、矿石等干散货的码头的统称。

3.3 湿式除尘 wet dust removal measures

利用洗涤液（一般为水）作为介质与含尘气体充分接触，对含尘气体中的粉尘粒子进行洗涤，使气

体净化的方法。

3.4 微雾抑尘 tiny water droplets dust removal measures

微雾抑尘系统利用特殊的雾化技术，产生颗粒非常细的微雾，雾粒径100%小于10微米，平均为7
微米。这些超细的雾滴能吸附（凝聚）大小相近的粉尘颗粒，使尘埃粒子规模和质量不断增长，凝聚成

为较大和较重的粉体，然后通过自身的重力加速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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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干雾抑尘： micro water droplets dust removal measures

对水和压缩空气以设定的流量和压力，经过管道输送至双流体喷嘴处混合，使水高度雾化产生10μm
以下的细微水颗粒，通过电控系统实现手动和自动干雾抑尘。

3.6 开孔率 opening rate

防尘网上透风的孔隙在整个防风网面积上所占的比例。

3.7 抑尘剂 dust suppressant

抑尘剂的主要作用机理是通过改变粉尘表面的分子结构，使其变得疏水，从而抑制粉尘的产生和扩

散。具体来说，抑尘剂中含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和憎水剂等成分，它们可以与粉尘分子相互作用，使粉尘

表面变得疏水，形成一层水膜，从而抑制粉尘的飞扬和扩散。抑尘剂是一种新型的环保产品，它的主要

作用是抑制粉尘的产生和扩散，具有高效、环保、易操作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煤炭、矿山、港口、码

头、垃圾处理等场所。

3.8 干式除尘 dry dust removal measures

无需洗涤液作为介质，通过除尘装置对含尘气体中的粉尘粒子进行捕集，使气体净化的方法。

4 总体要求

坚持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全过程综合防治原则，推广先进、环保的技术和装备，减少港

口粉尘污染产生和排放。港口场界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和总量控

制要求。

煤炭、矿石等专业化干散货码头，综合考虑建设性质、运营方式、货种等特点，针对物料装卸、输

送和堆场储存采取必要可行的封闭工艺抑尘措施，以及防风抑尘网、喷淋湿式抑尘等措施。

湿式抑尘水源应采用港区中水，当港区中水回用能力不能满足抑尘作业用水需求时，优先采用市政

污水处理厂中水进行作业。

本文件根据不同货种在各产尘节点分别采取针对性的抑尘防尘措施及工艺，实现港口粉尘达标排放

的目标。

专业化干散货码头作业流程及产污节点见附录A。

5 粉尘控制

5.1 泊位装卸作业

5.1.1 装船机

5.1.1.1 装船机尾车漏斗和悬臂皮带溜筒处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微雾抑尘系统。

5.1.1.2 装船作业时溜筒头距船舱口的高度差应不大于 1.5 m，移仓作业时应放净悬臂皮带上的物料。

5.1.1.3 舱口上方目视可见明显起尘时，应加大抑尘装置的喷水量。

5.1.2 门座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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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门座起重机的漏斗处装备微雾抑尘系统，抑制门机作业中产生的粉尘外溢污染环境。微雾抑

尘设备布置在移动漏斗单独的设备平台上。

5.1.2.2 门座起重机漏斗上口设挡风板；漏斗至受料皮带转运处设密闭溜槽和密闭导料槽，进、出口

设橡胶帘。

5.1.2.3 微雾抑尘系统由上水泵、水箱、微米级微雾机、储气罐、空压机、水气管道、微雾箱和微雾

喷嘴，以及电控系统、保温伴热系统组成。

5.1.2.4 在门座起重机漏斗上部安装微雾箱和微雾箱控制器，微雾箱布置在漏斗两侧对向喷雾，产生

的微雾形成雾池覆盖漏斗口，抑制抓斗卸料时产生的粉尘。在给料机落料口的受料带式输送机导料槽上

设置微雾喷嘴，抑制粉尘溢出。以上部位设置足够数量的喷雾箱和微雾喷嘴，产生的微雾有效抑制卸料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5.1.3 卸船机

5.1.3.1 卸船机应在皮带机头部设置密闭罩，在物料转运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和防尘帘。

5.1.3.2 卸船机应在尾车皮带机两侧和臂架皮带机两侧设置防风板，在臂架皮带机下方设置撒料接料

板，并在漏斗、导料槽等部位设置喷淋系统。

5.1.3.3 抓斗式卸船机应采用防泄漏抓斗，并在接料斗上口和向码头皮带机供料的导料槽处设置喷嘴

组。

当卸船机抑尘采用供水槽供水方式时，供水槽宜结合皮带机支撑结构、挡风板等设施架空布置。

5.2 堆场堆存作业

5.2.1 露天堆场

5.2.1.1 码头露天堆场应配置固定式喷枪洒水抑尘系统。小型堆场也可采用移动式洒水设施或高杆喷

雾抑尘设施。

5.2.1.2 堆场喷枪宜按矩形或菱形布置。喷枪布置方式和数量应根据堆场面积、堆垛高度、喷枪性能、

喷洒强度、布水均匀性及风力、风向等气象条件综合确定。

5.2.1.3 喷枪宜布置在堆取料机轨道梁基础上。对外侧较窄的堆垛也可根据堆垛宽度单侧布置喷枪。

5.2.1.4 喷枪应选用雾化好、性能稳定的产品。喷枪喷出的水雾流射程轨迹应能覆盖整个堆垛表面。

5.2.1.5 喷枪喷洒频率应根据货物性质和气候条件确定。对于露天堆场中周转频率低的堆垛可采用苫

盖、抑尘剂喷洒覆盖等辅助抑尘措施。针对不同特性货种，采取的措施见附录 B。
5.2.1.6 堆场抑尘洒水量及每次洒水时间可按 JTS 156-2015附录 A中公式计算。

5.2.1.7 有防冻要求的港口，喷枪在冬季应采取放空措施，冻土层以上部分的供水支管应采取电伴热

等防冻措施。

5.2.1.8 露天堆场除设置喷枪洒水抑尘系统外，根据当地气候及堆场条件，可设置高杆喷雾抑尘设施。

5.2.1.9 提升堆存智能化水平，优化堆存方案，减少转运频次，缩短转运路线。

5.2.1.10 堆垛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港口生态环境智能管控平台，打造抑尘剂使用溯源平台，实时掌

握到港干散货货种、建垛情况，形成下单—接单—喷洒的抑尘剂应用流程。同时创建“垛位二维码”查

询机制，每个垛位单独形成一个二维码，手机扫一扫，便可实时掌握垛位抑尘剂使用情况，提升了货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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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尘喷洒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时根据生产作业情况，及时更新改良垛位牌信息，运用信息化技术，建

立堆场货垛专属二维码，借助无线终端生产管理系统，让货物拥有“电子身份证”。

5.2.2 防风抑尘网

5.2.2.1 防风抑尘网的设置不应影响港区内设备运行和堆场的正常作业，并应考虑整体视觉效果。

5.2.2.2 防风抑尘网平面布置应考虑堆场规模、设网条件、气象条件、地形条件、工艺流程、防护距

离、环境保护目标等影响因素，有条件时宜闭合布置。

5.2.2.3 防风抑尘网应根据堆场货物性质、堆垛高度以及附近已有工程使用效果等条件，确定合理的

高度、开孔率、板型、开孔方式等参数，必要时应通过数学模型或物理模型试验确定。一般情况，防风

抑尘网高度宜取 1.1~1.5倍的堆垛高度，且高出堆垛部分不应小于 l m；开孔率宜取 30 %~40 %。

5.2.2.4 防风抑尘网可根据工程情况、气象条件及后期维护条件等选用刚性网或柔性网，防风抑尘网

挡风板尺度可参考 JTS 156-2015附录 B选取。

5.2.2.5 沿防风抑尘网根部宜设置排水沟，冲洗防风抑尘网产生的污水应经排水沟收集后纳入港区污

水处理系统。

5.2.3 堆取料机

5.2.3.1 堆取料机悬臂皮带头部设密闭头罩和足够长度的溜筒。堆取料机上设微雾抑尘系统。

5.2.3.2 堆取料机尾车头部、臂架头部、取料机斗轮和中心漏斗处应设置微雾抑尘装置，应可调节洗

涤液喷洒射程，至有效覆盖起尘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可配置抑尘剂喷洒系统，针对易起尘货种启动。

5.2.3.3 堆取料机尾部回程皮带处宜设置接料板和导料槽。

5.2.3.4 堆取料作业应与流程信号连锁控制，并设有手动控制模式。

5.2.3.5 堆取料设备出料口四周应安装柔性防尘帘，堆料作业时落料口与落料点的高度差宜不大于 2m。

5.2.3.6 堆取料作业速度不应超过设计能力上限。风力较大或货种易起尘时，应降低堆取料设备的运

行速度。

5.3 输运系统作业

5.3.1 翻车机系统

5.3.1.1 翻车机应设置干雾抑尘系统。

5.3.1.2 翻车机应可调节倾翻速度、角度和倾翻后的停顿时间。

5.3.1.3 翻车机房各作业面应配置冲洗栓等清扫设施，下部给料机和受料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封闭装置

和除尘抑尘装置。

5.3.1.4 翻车机平台的倾翻侧产尘部位应安装抑尘喷嘴。

5.3.1.5 干雾抑尘装置应与翻车机连锁控制，翻车作业启动时湿式抑尘装置同时启动，翻车机返回到

一定角度时湿式抑尘装置自动停止。

5.3.1.6 干雾抑尘装置应设有手动控制模式。

5.3.2 火车装车楼

5.3.2.1 火车装车楼设置微雾抑尘系统消除粉尘污染。

5.3.2.2 在装车楼进线带式输送机头部设微雾喷嘴，装车楼溜槽四周安装微雾箱，微雾箱喷雾方向沿

溜槽切线方向倾斜向下，喷向卸料车厢内，抑制物料由溜槽下落时产生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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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带式输送机

5.3.3.1 带式输送机转接机房物料转运处首先采取密闭措施，设置密闭溜筒和密闭导料槽，物料进、

出口设橡胶帘，带式输送机设密闭防尘罩；在每个转接机房的落料点设相应的微雾抑尘系统。

5.3.3.2 沿线采样站应全封闭；驱动站宜全封闭，合理位置宜设置洒落货种收集装置。

5.3.3.3 头部卸料滚筒处应设置清扫器，离开卸料滚筒的位置宜设置二级清扫器，改向滚筒前以及驱

动装置第一个改向滚筒前应设置空段清扫器。

5.3.3.4 尾部滚筒、驱动站、回程皮带处宜设置皮带清洗装置。

5.3.3.5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皮带纠偏装置。

5.3.3.6 转接点宜根据抛料轨迹设置迎料板、转接溜槽和封闭导料槽，各转接点料斗抛料口处、导料

槽出口处应设置湿式抑尘装置或干式除尘装置。

5.3.3.7 移动装卸机械带式输送机转运处设密闭溜槽和密闭导料槽，物料进、出口设橡胶帘。

5.3.3.8 当装卸工艺上不允许采用防尘罩时，装船线码头带式输送机应在陆侧沿线设置挡风板，挡风

板的高度应不小于 2.5 m。

5.3.4 装卸车

5.3.4.1 码头区域内进行汽车装、卸车作业时，宜配备移动式远程射雾器对装卸点进行喷雾抑尘。

5.3.4.2 射雾器配置数量及规格应根据可能同时作业的装卸点的数量及作业范围确定，并应保证对所

有同时作业的装卸点均进行喷洒抑尘保护。射雾器产生的雾滴颗粒直径宜小于 150 μm。

5.3.5 车辆

5.3.5.1 运输车辆宜采用封闭车型，采用敞车时，应对车厢进行全覆盖。

5.3.5.2 运输车辆驶离作业区前应在冲洗点进行车辆冲洗，冲洗点宜配置自动冲洗设施。

5.3.5.3 自动冲洗设施尺度应按照港区运输作业的最大车型设置，并应满足下列要求：冲洗设施数量

应能适应港区车流量的需求，不应影响生产区出口通行效率。冲洗设施应从两侧同时冲洗车辆，冲洗范

围应包括车轮和车架。冲洗供水强度宜为 15 m3/h~20 m3/h，每辆车的冲洗时间宜为 10 s~15 s。

5.3.6 道路

5.3.6.1 港区主干道及辅助道路均应进行硬化处理，道路面层宜采用易于清理的结构。

5.3.6.2 对港内道路应加强维护，对破损路面应及时修复。

5.3.6.3 港区主干道路及辅助道路宜采用机械化清扫方式，清扫同时应配以洒水。

5.3.6.4 有条件的港区，可在易起尘路段两侧设置固定式洒水装置，保持路面湿润。

5.3.6.5 港区主干道路两侧宜布置绿化带，绿化树种应为适合当地土壤条件的常见树种，应满足吸尘

和减弱风速的要求。在道路交叉口的视距三角形内，绿化高度不应超过 0.75 m。

6 环境管理

6.1 管理制度

规范建设港口粉尘防治设施，加强港口装卸储存环节粉尘管控。港口涉尘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推进专业化干散货码头物料堆场实现封闭式皮带廊道运输系统全覆盖。通过港口粉尘在线监测系统

实时数据，定期评估控尘抑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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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行港口工艺改进，堆存方式逐步推广封闭式堆存形式，鼓励推行散改集工艺，鼓励连续式卸

船工艺。

加强港口粉尘监测系统管理，优化调整港口粉尘在线监测点位和建设内容，做好粉尘在线监测系统

正常运行和日常维护工作。

6.2 在线监测

港口在新、改、扩建码头工程中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建设港口粉尘在线监测设施，并将监测数

据接入港口粉尘在线监测平台。

定期做好粉尘污染防治设备和粉尘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保养，并做好保养记录的台账。

立足于管控长效机制，定期自评，根据评估结果长期优化监测点位布置。

6.3 应急响应

在线监测指标超过预警值时，应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降低现场起尘，必要时停止装卸作业。

在空气重污染期间，根据应急响应指令级别要求，做好相应的抑尘措施，必要时停止装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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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专业化干散货码头工艺流程及粉尘排放源

表 A.0.1 专业化干散货码头粉尘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一览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产污环节 排放形式

泊位

装船 散货连续装船机 装船作业 无组织

卸船
桥式抓斗卸船机、链斗式连续卸船机 卸船作业 无组织

其他卸船设备 卸船作业 无组织

堆场

储存
露天堆场 堆存作业 无组织

条形仓/筒仓/球形仓 堆存作业 无组织/有组织

堆取料
堆料机、斗轮取料机、斗轮堆取料机 堆取作业 无组织

其他堆取料设备 堆取作业 无组织

输运系统

卸车
翻车机房 卸车作业 无组织/有组织

其他卸车设备 卸车作业 无组织

装车

装车楼 装车作业 无组织/有组织

装车机 装车作业 无组织

抓斗起重机、装载机等 装车作业 无组织

输送

转运站 转运作业 无组织/有组织

带式输送机 转运作业 无组织

自卸汽车 转运作业 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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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常见干散货堆场适用的抑尘措施

附表 B.0.1 常见干散货堆场针对不同货种特性抑尘措施清单

货种特性 货种类别 货种名称 货种含水率 抑尘措施

易起尘货

种

煤炭

原煤 水分<9.0%

a.堆料作业降低悬臂高度，与垛位顶部高度控制在 1米左右，堆取料机控制在 2米左右。

b.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洒水喷淋装置。

c.每 1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 1次，每次喷淋时间 2分钟以上，必要时进行持续喷淋覆盖。

d.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扬尘无法控制立即停机。

e.垛位作业完毕后立刻采用抑尘剂喷淋覆盖。

长焰煤 水分<9.0%

褐煤 水分<9.0%

混煤 水分<5.0%

贫煤 水分<5.0%

末煤 水分<5.0%

矿石、铝矾土

伊朗粉矿 水分<1.0%

（1）堆料作业环节

a.堆取料机降低俯仰高度，斗轮底部距地面不得高于2米，悬臂头部距货面不得高于1米。

b.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洒水喷淋装置。

c.每1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1次，每次喷淋时间2分钟以上，必要时进行持续喷淋覆盖。

d.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扬尘无法控制立即停机。

e.垛位作业完毕后立刻安排计划落实苫盖或采用抑尘剂喷淋覆盖。

（2）取料作业环节

a.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漏斗洒水喷淋装置。

b.每2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1次，每次喷淋时间2分钟以上，必要时进行持续喷淋覆盖。

c.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扬尘无法控制立即停机。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伊朗球团 水分<1.0%

伊朗块矿 水分<1.0%

毛里塔尼亚块 水分<1.0%

毛里塔尼亚粉 水分<1.0%

几内亚铝矾土等非

洲矿
水分<1.0%

纽曼块 水分<5.0%

FMG块 水分<5.0%

罗伊山块 水分<5.0%

SP10块 水分<5.0%

PB块 水分<5.0%

一钢块 水分<5.0%

乌克兰球团 水分<5.0%

俄罗斯球团 水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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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块 水分<5.0%

俄罗斯精粉 水分<5.0%

乌克兰精粉 水分<5.0%

库兰粉 水分<5.0%

南非粉 水分<5.0%

加拿大精粉 水分<5.0%

焦炭

干熄焦 水分<3.0% （1）堆场建垛环节

a.作业前，提前顺风架设射雾器，架设点离作业点 5m-20m并调整好射雾器喷淋角度。

b.作业中，装载机采取边缘平推，紧贴货堆进行加高，严格落实一车一清；射雾车持续喷淋抑尘，

作业区域严格落实边干边清，防止粘带。

c.曲臂吊加高过程中，根据风向“顺风转向”，同时采用“慢挖慢撒”的方式加高。

d.垛位作业完毕立刻安排人员对货垛采用抑尘剂喷淋抑尘。

（2）货垛卸车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碾压；提前安排汽运车辆在固定加水点对货物进

行灌水，保证货物全部湿润。

b.作业严格落实“一车一清”，清车后的物料要及时归拢货垛；要加强洒水抑尘，冬季 2小时一次，

春秋季 1小时一次，夏季 0.5-1小时一次，极易扬尘时要保持持续洒水抑尘。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焦末 水分<5.0%

石油焦

弹丸焦 水分＜5.0 （1）堆场建垛环节

a.作业前，提前顺风架设射雾器，架设点离作业点 5m-20m并调整好射雾器喷淋角度。

b.作业中，装载机采取边缘平推，紧贴货堆进行加高，严格落实一车一清；射雾车持续喷淋抑尘，

作业区域严格落实边干边清，防止粘带。

c.挖掘机加高过程中，根据风向“顺风转向”，同时采用“慢挖慢撒”的方式加高。

d.建垛时出现风吹扬尘现象的，需采用抑尘剂对已建成的货垛面进行喷洒抑尘，应急情况下需采用

洒水车对货垛面持续洒水抑尘，必要时采用苫盖方式覆盖。

e.垛位作业完毕立刻安排人员对货垛进行苫盖。

（2）货垛装车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粘带；提前顺风架设射雾器，架设点离作业点

5m-20m并调整好射雾器喷淋角度。

b.作业中，装载机平行取垛，并开启射雾持续喷淋抑尘；要加强洒水抑尘，冬季 2小时一次，春秋

季 1小时一次，夏季 0.5-1小时一次，极易扬尘时要保持持续洒水抑尘。

c.作业严格落实“一车一清”，及时将场地洒落物料归拢货垛。

海绵焦 水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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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垛位当班次作业完毕立刻安排人员对作业面进行苫盖或采用抑尘剂喷淋抑尘。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不易起尘

货种

煤炭

无烟煤 水分>5.0%

a.堆料作业降低悬臂高度，与垛位顶部高度控制在 1米左右，堆取料机控制在 2米左右。

b.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洒水喷淋装置。

c.每 4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 1次，每次喷淋时间 1分钟以上。

d.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扬尘无法控制立即停机。

e.垛位作业完毕后立刻安排计划采用抑尘剂喷淋覆盖。

主焦煤 水分>5.0%

精煤 水分>5.0%

焦煤 水分>5.0%

中粘煤 水分>5.0%

瘦煤 水分>5.0%

肥煤 水分>5.0%

气肥煤 水分>5.0%

矿石、铝矾土

一钢粉
7.0%<水分
<9.0%

（1）堆料作业环节

a.堆取料机降低俯仰高度，斗轮底部距地面不得高于2米，并根据货面高度及时调整俯仰角度。

b.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洒水喷淋装置，控制出水量不高于50%，湿粘货物可暂

时关闭。

c.每4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1次，每次喷淋时间1分钟以上，作业过程中发现有起尘现象立即开启喷淋。

d.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等无法控制时立即停机。

（2）取料作业环节

a.作业过程中同步启动中心漏斗和悬臂头部漏斗洒水喷淋装置，控制出水量不高于50%，湿粘货物

可暂时关闭。

b.每40分钟开启精准喷淋1次，每次喷淋时间1分钟以上，作业过程中发现有起尘现象立即开启喷淋。

c.作业过程中密切观察现场情况，出现皮带跑偏撒漏等无法控制时立即停机。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纽曼粉
7.0%<水分
<9.0%

麦克粉
7.0%<水分
<9.0%

杨迪粉
7.0%<水分
<9.0%

PB粉 7.0%<水分
<9.0%

超特粉
7.0%<水分
<9.0%

印度粗粉
7.0%<水分
<9.0%

澳混合粉
7.0%<水分
<9.0%

金布巴粉
7.0%<水分
<9.0%

罗伊山粉
7.0%<水分
<9.0%

SP10粉 7.0%<水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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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卡粉 水分>9.0%

巴西粗粉 水分>9.0%

巴西低铝粉 水分>9.0%

托克粉 水分>9.0%

印度粗粉 水分>9.0%

巴西块矿 水分<6.0%

印尼铝矾土 水分>6.0%

马来西亚铝土 水分>6.0%

所罗门铝矾土 水分>6.0%

焦炭

焦炭（水洗焦） 水分>3.0% （1）堆场建垛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粘带。

b.作业中，装载机采取边缘平推，紧贴货堆进行加高，严格落实一车一清、边干边清，防止碾压粘

带。

c.作业区域要加强洒水抑尘，冬季2小时一次，春秋季1小时一次，夏季0.5-1小时一次，车辆行驶产

生扬尘时立即落实洒水措施。

d.垛位作业完毕后，于24h内采用抑尘剂喷淋抑尘。

（2）货垛装车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粘带。

b.作业中，要加强洒水抑尘，冬季2小时一次，春秋季1小时一次，夏季0.5-1小时一次，发生扬尘时

要立即进行洒水抑尘。

c.装载机严格落实平行取垛，做到“一车一清”，及时将场地洒落物料归拢货垛。

d.垛位作业完毕后，于24h内采用抑尘剂喷淋抑尘。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焦粒 水分>3.0%

焦末 水分>5.0%

石油焦

弹丸焦 水分>5.0% （1）堆场建垛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粘带。

b.作业中，装载机采取边缘平推，紧贴货堆进行加高，严格落实一车一清、边干边清，防止粘带。

c.挖掘机采用“慢挖慢撒”的方式加高。

d.垛位作业完毕后立刻安排人员对货垛进行苫盖。

（2）货垛装车环节

a.作业前装载机应对场地积料进行清刮，避免轮胎粘带。

b.作业中，要加强洒水抑尘，冬季2小时一次，春秋季1小时一次，夏季0.5-1小时一次，出现扬尘时

海绵焦 水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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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即进行洒水抑尘。

c.装载机严格落实平行取垛，做到“一车一清”，及时将场地洒落物料归拢货垛。

d.垛位当班次作业完毕立刻安排人员对作业面进行苫盖或采用抑尘剂喷淋抑尘。

（3）作业后需对周边货物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喷淋覆盖抑尘或洒水车喷洒抑尘，采用清扫装

载机对场地进行深度清理，清理完的货物按要求归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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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4　在门座起重机漏斗上部安装微雾箱和微雾箱控制器，微雾箱布置在漏斗两侧对向喷雾，产生的微雾形成雾池覆盖漏

	5.1.3　卸船机
	5.1.3.1　卸船机应在皮带机头部设置密闭罩，在物料转运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和防尘帘。
	5.1.3.2　卸船机应在尾车皮带机两侧和臂架皮带机两侧设置防风板，在臂架皮带机下方设置撒料接料板，并在漏斗、导料槽
	5.1.3.3　抓斗式卸船机应采用防泄漏抓斗，并在接料斗上口和向码头皮带机供料的导料槽处设置喷嘴组。


	5.2　堆场堆存作业
	5.2.1　露天堆场
	5.2.1.1　码头露天堆场应配置固定式喷枪洒水抑尘系统。小型堆场也可采用移动式洒水设施或高杆喷雾抑尘设施。
	5.2.1.2　堆场喷枪宜按矩形或菱形布置。喷枪布置方式和数量应根据堆场面积、堆垛高度、喷枪性能、喷洒强度、布水均匀
	5.2.1.3　喷枪宜布置在堆取料机轨道梁基础上。对外侧较窄的堆垛也可根据堆垛宽度单侧布置喷枪。
	5.2.1.4　喷枪应选用雾化好、性能稳定的产品。喷枪喷出的水雾流射程轨迹应能覆盖整个堆垛表面。
	5.2.1.5　喷枪喷洒频率应根据货物性质和气候条件确定。对于露天堆场中周转频率低的堆垛可采用苫盖、抑尘剂喷洒覆盖等
	5.2.1.6　堆场抑尘洒水量及每次洒水时间可按JTS 156-2015附录A中公式计算。
	5.2.1.7　有防冻要求的港口，喷枪在冬季应采取放空措施，冻土层以上部分的供水支管应采取电伴热等防冻措施。
	5.2.1.8　露天堆场除设置喷枪洒水抑尘系统外，根据当地气候及堆场条件，可设置高杆喷雾抑尘设施。
	5.2.1.9　提升堆存智能化水平，优化堆存方案，减少转运频次，缩短转运路线。
	5.2.1.10　堆垛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港口生态环境智能管控平台，打造抑尘剂使用溯源平台，实时掌握到港干散货货种、建

	5.2.2　防风抑尘网
	5.2.2.1　防风抑尘网的设置不应影响港区内设备运行和堆场的正常作业，并应考虑整体视觉效果。
	5.2.2.2　防风抑尘网平面布置应考虑堆场规模、设网条件、气象条件、地形条件、工艺流程、防护距离、环境保护目标等影
	5.2.2.3　防风抑尘网应根据堆场货物性质、堆垛高度以及附近已有工程使用效果等条件，确定合理的高度、开孔率、板型、
	5.2.2.4　防风抑尘网可根据工程情况、气象条件及后期维护条件等选用刚性网或柔性网，防风抑尘网挡风板尺度可参考JT
	5.2.2.5　沿防风抑尘网根部宜设置排水沟，冲洗防风抑尘网产生的污水应经排水沟收集后纳入港区污水处理系统。

	5.2.3　堆取料机
	5.2.3.1　堆取料机悬臂皮带头部设密闭头罩和足够长度的溜筒。堆取料机上设微雾抑尘系统。
	5.2.3.2　堆取料机尾车头部、臂架头部、取料机斗轮和中心漏斗处应设置微雾抑尘装置，应可调节洗涤液喷洒射程，至有效
	5.2.3.3　堆取料机尾部回程皮带处宜设置接料板和导料槽。
	5.2.3.4　堆取料作业应与流程信号连锁控制，并设有手动控制模式。
	5.2.3.5　堆取料设备出料口四周应安装柔性防尘帘，堆料作业时落料口与落料点的高度差宜不大于2m。
	5.2.3.6　堆取料作业速度不应超过设计能力上限。风力较大或货种易起尘时，应降低堆取料设备的运行速度。


	5.3　输运系统作业
	5.3.1　翻车机系统
	5.3.1.1　翻车机应设置干雾抑尘系统。
	5.3.1.2　翻车机应可调节倾翻速度、角度和倾翻后的停顿时间。
	5.3.1.3　翻车机房各作业面应配置冲洗栓等清扫设施，下部给料机和受料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封闭装置和除尘抑尘装置。
	5.3.1.4　翻车机平台的倾翻侧产尘部位应安装抑尘喷嘴。
	5.3.1.5　干雾抑尘装置应与翻车机连锁控制，翻车作业启动时湿式抑尘装置同时启动，翻车机返回到一定角度时湿式抑尘装
	5.3.1.6　干雾抑尘装置应设有手动控制模式。

	5.3.2　火车装车楼
	5.3.2.1　火车装车楼设置微雾抑尘系统消除粉尘污染。
	5.3.2.2　在装车楼进线带式输送机头部设微雾喷嘴，装车楼溜槽四周安装微雾箱，微雾箱喷雾方向沿溜槽切线方向倾斜向下

	5.3.3　带式输送机
	5.3.3.1　带式输送机转接机房物料转运处首先采取密闭措施，设置密闭溜筒和密闭导料槽，物料进、出口设橡胶帘，带式输
	5.3.3.2　沿线采样站应全封闭；驱动站宜全封闭，合理位置宜设置洒落货种收集装置。
	5.3.3.3　头部卸料滚筒处应设置清扫器，离开卸料滚筒的位置宜设置二级清扫器，改向滚筒前以及驱动装置第一个改向滚筒
	5.3.3.4　尾部滚筒、驱动站、回程皮带处宜设置皮带清洗装置。
	5.3.3.5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皮带纠偏装置。
	5.3.3.6　转接点宜根据抛料轨迹设置迎料板、转接溜槽和封闭导料槽，各转接点料斗抛料口处、导料槽出口处应设置湿式抑
	5.3.3.7　移动装卸机械带式输送机转运处设密闭溜槽和密闭导料槽，物料进、出口设橡胶帘。
	5.3.3.8　当装卸工艺上不允许采用防尘罩时，装船线码头带式输送机应在陆侧沿线设置挡风板，挡风板的高度应不小于2.

	5.3.4　装卸车
	5.3.4.1　码头区域内进行汽车装、卸车作业时，宜配备移动式远程射雾器对装卸点进行喷雾抑尘。
	5.3.4.2　射雾器配置数量及规格应根据可能同时作业的装卸点的数量及作业范围确定，并应保证对所有同时作业的装卸点均

	5.3.5　车辆
	5.3.5.1　运输车辆宜采用封闭车型，采用敞车时，应对车厢进行全覆盖。
	5.3.5.2　运输车辆驶离作业区前应在冲洗点进行车辆冲洗，冲洗点宜配置自动冲洗设施。
	5.3.5.3　自动冲洗设施尺度应按照港区运输作业的最大车型设置，并应满足下列要求：冲洗设施数量应能适应港区车流量的

	5.3.6　道路
	5.3.6.1　港区主干道及辅助道路均应进行硬化处理，道路面层宜采用易于清理的结构。
	5.3.6.2　对港内道路应加强维护，对破损路面应及时修复。
	5.3.6.3　港区主干道路及辅助道路宜采用机械化清扫方式，清扫同时应配以洒水。
	5.3.6.4　有条件的港区，可在易起尘路段两侧设置固定式洒水装置，保持路面湿润。
	5.3.6.5　港区主干道路两侧宜布置绿化带，绿化树种应为适合当地土壤条件的常见树种，应满足吸尘和减弱风速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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