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QJTS
重庆市交通运输行业推荐性标准 CQJTS/T A02-2025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

技术指南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Cargo Terminals

2025-05-26发布 2025-07-01实施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发布



前 言

根据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3 年度重庆市交通科技项目《件杂货码头智能化技术

研究及应用》（CQJT-CZKJ2023-14）的要求，由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

承担《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的编制工作。

本指南编制过程中，编写组参考了国家、行业和地方的相关标准，对重庆市及国内部

分地区的件杂货码头进行了调研，广泛征集了建设及运营管理单位的意见，经反复研究讨

论，修改完善定稿。可供我市从事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相关方参考。

本指南主要章节包括：1 总则，2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缩略语，4总体要求，5

智能管服，6 智能作业，7安防，8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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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重庆市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提升重庆市件杂货码头的智能化水平，特制

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重庆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

1.0.3 重庆市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重

庆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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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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50115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305 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JTS 149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 150 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JTS 155 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JTS/T 196 港口码头能效管理技术规程

JTS/T 243 港口能源消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规范

JTS/T 244 港口作业机械能耗监测技术规范

CQJTS/TA 01 重庆市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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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缩略语

3.1 术语

3.1.1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Cargo Terminal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件杂货码头的运营、管理、生产等各个环节进行智能化升级

和改造，以提高码头的作业效率、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实现码头的可持续发

展。

3.1.2 智能作业 intelligent operation

利用现代化技术和设备，通过对件杂货码头作业环境信息实时监测，实现自动控制、

远程操作码头前沿装卸设备、斜坡码头坡上运输设备、水平运输设备、库场作业设备等，

完成件杂货的作业。

3.2 缩略语

3.2.1 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应遵循安全可靠、运营高效、节能环保和技术先进等原则，

综合考虑建设规模、建设条件、集疏运方式、运营管理方式、技术发展情况等因素合理确

定智能化建设方案。

4.1.2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应具有货物自动化装卸、运输和生产调度智能化管理等功能，

提高生产作业效率，降低生产作业成本，实现码头高效运营。

4.1.3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应强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生产动态感知及预警能力，

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保障码头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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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应贯彻绿色港口理念，提升污水等码头环境监测及治理能力，

加强清洁能源及节能技术应用，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4.2 总体架构

4.2.1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的总体构架可以分为感知层、数据层、支撑层、应用层四个

层级，其组成关系如图 1所示：

1）感知层主要实现件杂货码头各类设备设施的数据采集，并提供数据传输及计算存

储等功能；

2）数据层主要包括件杂货码头基础数据库、业务数据库、主题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构

建以及数据的交互共享等处理功能；

3）支撑层主要包括地理信息平台、视频管理平台、物联网平台等为上层应用提供支

持的应用支撑工具；

4）应用层主要针对件杂货码头智能管服、智能作业、安防、节能环保等应用场景构

建的业务应用系统。

图 1 件杂货码头智能化建设总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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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能管服

5.1 一般规定

5.1.1 智能管服系统宜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码头生产计划精准高效编排、生

产作业全局智能调度、生产全过程实时可视监视、对外服务全流程数字化等智能化应用。

5.1.2 智能管服系统应与智能作业、安全、节能环保等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满足码头智能

化运维要求。

5.1.3 智能管服系统应包含生产管理、设备管理、库场管理、对外服务、办公管理、可视

化决策等系统。

5.2 生产管理

5.2.1 生产管理系统应包含商务管理、船舶管理、理货管理、陆运作业管理、计费管理、

统计分析管理等模块。

5.2.2 商务管理模块应具备客户信息管理、合同信息管理、业务委托管理等功能。

5.2.3 船舶管理模块应具备船舶信息管理、船舶计划管理、船舶调度管理、船舶到港作业

管理等功能。

5.2.4 理货管理模块应具备货运缆车管理、堆场理货管理、堆存状态管理、库场查询等功

能。

5.2.5 陆运作业管理模块应具备车辆管理、过磅管理、装卸车管理等功能。

5.2.6 计费管理模块应具备件杂货费用管理、杂项费管理等功能。

5.2.7 统计分析模块应具备生成统计分析报表、报表管理等功能。

5.3 设备管理

5.3.1 设备管理系统应包含设备档案、设备维修、设备保养、运行管理、设备变动等模块。

5.3.2设备档案模块应具备设备台账、设备分类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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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设备维修模块应具备设备报修、维修派工单、维修完工单等功能。

5.3.4设备保养模块应具备保养计划、保养派工单、保养完工单等功能。

5.3.5运行管理模块应具备巡检派工单、巡检完工单、巡检设备报修等功能。

5.3.6设备变动模块应具备设备报废、设备买卖、设备外借、设备租赁等功能。

5.4 库场管理

5.4.1 库场管理系统应包含库场布局、库场货物查询等模块。

5.4.2 库场布局模块应具备库场规划、库场分区、堆存计划等功能。

5.4.3 库场货物查询模块应具备货物分布、货类查询、货主查询等功能。

5.5 对外服务

5.5.1对外服务系统应包含商务管理、预约管理、结算管理等模块。

5.5.2 商务管理模块应具备对货主、货代、船代等客户提供统一商务合同的功能。

5.5.3 预约管理模块应具备船舶进港、货主提货等预约功能。

5.5.4 结算管理模块应具备订单跟踪、自动生成结算单等功能。

5.6 办公管理

5.6.1 办公管理系统应包含 OA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模块。

5.6.2 OA管理模块应具备工单派发、流程追踪等功能。

5.6.3 人事管理模块应具备组织机构、劳动合同等管理功能。

5.6.4 财务管理模块应具备款项清算、财务核算、成本管理、资产管控、预算管控等功能。

5.7 可视化决策

5.7.1 可视化决策系统应包含基础地理信息、设备运维、生产运营、电子堆场可视化等模

块。

5.7.2 基础地理信息可视化模块应采用二维平面地图或三维实景建模展示港区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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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设备运维可视化模块应实时展示主要港机设备的位置分布及运行情况。

5.7.4 生产运营可视化模块应实时展示堆场、卡口等区域的作业状态，辅助生产调度。

5.7.5 电子堆场可视化模块应实时展示堆存货物类别、堆场使用率等信息。

6 智能作业

6.1一般规定

6.1.1 件杂货码头应根据港口规模、结构型式、作业方式、货物种类等因素，通过技术经

济分析，合理选择自动控制、远程操作等智能化作业模式。

6.1.2 智能作业包括码头前沿装卸、斜坡码头坡上运输、水平运输、库场作业、智能闸口、

智能计量等。

6.1.3 主要作业设备应具有视频感知、设备定位、故障报警、安全联动、防碰撞及健康状

态监测等功能。

6.1.4 主要作业设备应开放数据接口，与智能管服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6.2 码头前沿装卸

6.2.1 码头前沿装卸设备包括门座起重机、浮式起重机、固定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等。

6.2.2 码头前沿装卸设备宜采用雷达扫描、视觉识别等方式监测人员、车辆等障碍物，具

备遇障碍物自动减速停车、语音报警提示、连锁保护等防碰撞功能。

6.2.3 码头前沿装卸设备宜实时监测设备负荷及运行速度，具备超载、超速报警等功能。

6.2.4 码头前沿装卸设备可采用机械防摇、电子防摇等技术，实现联动状态下的自动防摇

功能。

6.2.5 趸船宜安装倾斜传感器、陀螺仪等设备采集数据，建立实时姿态模型，并与浮式起

重机联锁。

6.3 斜坡码头坡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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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斜坡码头坡上运输设备包括缆车等。

6.3.2 缆车应设置减速检测开关、停车检测开关、过卷检测开关、断绳保护装置等，实现

限位保护。

6.3.3 缆车宜根据自动监测的实时水位进行自动调绳。

6.3.4 斜坡道缆车宜配置载重感知设备，监测缆车载重量，实现超载报警及联动保护功能。

6.4 水平运输

6.4.1 水平运输设备包括载重汽车、牵引平板车等。

6.4.2 水平运输设备宜配置车载终端、多级安全保护装置，实现调度信息接收、超载超速

预警、导航等功能。

6.4.3 水平运输设备宜接收来自智能管服系统的作业指令，显示作业货物信息、作业位置、

最优路径信息，并具备实时记录、查询、追溯的功能。

6.5 库场作业

6.5.1 库场作业设备包括叉车、抓料机等流动机械和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门座起重

机等库场装卸设备。

6.5.2 流动机械宜配置车载终端，并符合 6.4.2条的有关要求。

6.5.3 库场装卸设备宜安装检测传感器、定位系统、自动控制设备等，实现设备位置校验

和联锁功能。

6.5.4 库场装卸设备宜具备远程控制吊具升降的功能。

6.5.5 库场作业设备宜安装专用扫描识别装置，对目标位置货物装卸信息进行确认。

6.6 智能闸口

6.6.1 智能闸口应具备自动识别车牌号功能，并与智能地磅数据实现信息交互，对车辆实

现通行控制。

6.6.2 智能闸口应安装视频监控，具备视频实时在线显示、实时保存和回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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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智能闸口系统应具备自动计时、计费和收费功能。

6.7 智能地磅

6.7.1 智能地磅应采用无人值守方式，具备车牌号识别、自动称重等功能，并自动关联称

重数据。

6.7.2 智能地磅应按时间、货物类型、车辆等信息生成统计报表。

7 安防

7.0.1 港区应设置视频监控、门禁、周界入侵等系统，宜设置巡更系统。

7.0.2 视频监控应覆盖港区大门、堆场、主干道路、装卸作业区、进港航道、仓库、机修

间、变电所、消防泵房、网络机房等重要生产运营区，并应符合 GB/T 50115、GB/T 50395

的有关规定。

7.0.3 视频监控宜具备智能分析功能，可自动识别人员入侵、非法越界、车辆超速、货物

被盗、烟火检测、温度超高等异常行为或事件，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7.0.4 港区网络机房、中央控制室、变（配）电所等重要场所应设置门禁系统，并与视频

监控系统联动，具备对受控区域的图像监视、抓拍、录像等功能。

7.0.5 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宜具备穿越检测、区域入侵检测、徘徊检测等功能，设备可选择

智能视频、红外对射或脉冲电子围栏等类型，并应符合 GB 50394的有关规定。

7.0.6 巡更系统可选用电子巡更系统、自动巡更系统等类型，巡更范围宜包括出入口、限

制区域、重要财产和基础设施等。

8 节能环保

8.0.1 节能环保设施应包括岸电设施，宜包括清洁能源设施、给排水设施、污水监测设施、

能耗管理设施，各种设施应配备相应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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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岸电设施应具备船舶停靠期间用电计量、智能计费结算、数据传输、统计分析等功

能，并符合 GB/T 51305、JTS 155、CQJTS/TA01的有关规定。

8.0.3 宜采用清洁能源设施作为智能化件杂货码头的电能驱动，并具备实时监控、报警和

控制等功能。

8.0.4 给排水设施宜具备实时监测管网运行状态、远程控制、主动预警等功能，并符合 JTS

149、JTS 150的有关规定。

8.0.5 污水监测设施宜实时监测污水水质，并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8.0.6 能耗管理设施应具备能耗数据采集、分析功能，并自动生成能耗报表，并符合 JTS/T

196、JTS/T 243、JTS/T 244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