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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科学合理的进行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这

一项工作，可以有效的节约用地，并能减少业主方的投

资成本，为企业发展争取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垃圾

焚烧发电企业总图运输设计就是综合考虑生产流程、交

通运输、物料输送、环境保护、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职工生活以及消防等因素，合理进行功能分区，力求工

艺简洁流畅，物料输送距离最短，交通组织合理，运行管

理便捷、设备联系良好的过程。本文以涞水某垃圾焚烧发

电厂为例，根据地形地貌对该厂区进行了总图运输设计。

一、厂区场地概况

本厂区位于涞水县，厂址西侧紧邻连接涞水县与定

兴县的涞定路，厂址向南 6.3km 为易定线（易县 - 定兴

县），厂址向北 5km 为规划南环路。项目建成后，涞定路

将成为连接本厂与外部的道路。

厂 区 内 地 势 较 为 平 坦， 区 域 内 地 坪 高 程 约 33.3-

34.1m；厂区总用地面积为 45353.71m2。

二、焚烧厂生产工艺分析

1. 项目规模

本焚烧厂日处理垃圾量 1000 吨，年运行 8000 小时，

年处理垃圾总量 36.5 万吨。

2. 处理工艺

本焚烧厂处理工艺为机械炉排式焚烧炉 + 汽轮发电

机组；综合主厂房余热锅炉采用中温次高压蒸汽锅炉

（430℃，5.4MPa（a）），并配置有 1 台 25MW 凝汽式汽轮

机和 1 台 25MW 发电机组，蒸汽冷凝方式采用水冷。

三、总图运输设计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总图运输设计由总平面布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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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设计、厂区竖向设计、管线综合与景观绿化组成。

1. 设计原则

（1）根据垃圾焚烧系统组成和各工艺流程的不同使

用要求合理布置总图；

（2）交通运输方便，满足消防、物料输送及人流通

行疏散需求；

（3）合理利用地形，竖向设计合理，便于场地排水，

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

（4）合理布置厂区管网，力求管网短捷顺畅；

（5）妥善处理好厂区与周边环境的适应性，与其上

位规划相协调；

（6）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生活绿化，以降低各类

污染；

（7）工程造价低，运行费用小，经济效益高；

（8）方便施工，总图设计有利于后期扩建。

2. 总平面布置

按照功能分区的原则确定本厂区的土地利用和空间

布局形式，将生产厂房、辅助设施、办公生活服务设施

等进行分区布置，并根据各自区域间的联系进行组合、

划分，组成一个互相联系、布局合理的有机整体。全厂

共分为 3 个功能区：主要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管理区。

主要生产区：包括焚烧综合主厂房、烟囱及上料坡

道，布置在厂区中央，为主要空间、生产核心。综合主

厂房作为焚烧发电厂的核心设施和主体建筑，考虑垃圾

运输情况、工艺流程及当地主导风向等因素，布置在厂

区的中部，焚烧工艺流程由东向西延伸，烟囱设置在主

厂房西侧，形成厂区主要生产区。综合主厂房四周设置

环形场内主干道路，以满足车辆运输和消防要求，垃圾

经上料坡道进入卸料大厅。

辅助生产区：由水工区（综合水泵房、工业消防水

池和冷却塔、中水处理站）、油库油泵房、换热站（预

留）、渗沥液处理站组成。作为厂区安全生产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该区的建、构筑物和配套设施都是为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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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交通设计

（1）厂区出入口布置

利用厂区规划进场道路，分别开设垃圾运输物流出

入口、参观人流出入口，人流与物流分开，互不干扰。

（2）厂区道路

在综合主厂房周围设置的环行道路作为厂区主要道

路，在环行道路周边配置辅助道路以形成道路网，以满

足物料运输、灰渣运出、消防的要求。

上料坡道布置在主厂房南面，路面净宽度为 7.0m。

考虑垃圾车通过上料坡道时容易发生渗沥液遗漏导致恶

臭扩散，拟将坡道加盖，并在坡道两边内侧增加照明。

主厂房四周环形道路采用城市型道路，路面宽度

7m，保证物流车辆通行；人行道路采用 7 米宽双向车道。

道路转弯半径采用 12 米，次要道路转弯半径采用 6 米，

车间引道转弯半径为 3 米。

5. 管线综合

工程管线种类较多，布置时为方便施工、检修和不

影响交通，地下管线尽可能不布置在交通频繁的机动车

道下面，在用地紧张地段，部分管线布置在道路路面以

下，但其管线埋深满足道路荷载和冰冻线的要求，管线

按从建筑基础开始向外由近及远、由浅至深的顺序布置，

且与场地总平面的建筑物、道路、广场、停车场和绿化

景观相协调，管线之间也相互协调、紧凑合理，不影响

交通、采光、景观与建筑安全。

区服务，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布置原则，布置在厂

区西侧。根据不同工艺和服务性能分别形成独立区域，

并合理布置路网，保证各区域交通流畅。

管理区：包括综合楼、生态停车场、附属绿地景观、

人流门卫，布置在厂区南侧。本区域是厂区内比较洁净

的分区，要兼顾管理区的使用功能，更要注重环境和景

观设计，形成绿化屏障，隔离来自物流运输通道和上料

坡道的空气污染，并充分考虑人流集散、空间过渡。

3. 竖向设计

（1）本厂区因地制宜的处理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创

造灵活的建筑空间，高低错落，使整个布局紧凑、活泼，

并使建筑具备良好的视觉形象。

（2）厂区地势较为平坦，自然坡度在 3% 以下，因

此进行平坡式的竖向，建构筑物根据各自功能进行布置。

本厂址 50 年一遇洪水位为 34.54m，主厂房范围内的室外

地坪设计标高应高于本厂区 50 年一遇洪水位的 0.5m，设

计为 35.05m，其他区域 34.55m。

（3）场地采用暗管排水的方式。

（4）厂区内建、构筑物层次分明，道路最大纵坡、

坡长满足规范要求，利于运行管理、物流运输。水平展

开的主厂房与高耸的烟囱形成强烈对比，构成了一纵一

横独特美丽的建筑天际线。

图1　总平面与竖向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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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线敷设交叉打架时，应该根据规范进行避让，

一些压力管道应该让重力自流管道、可进行弯曲管线应

让难以弯曲或不容易弯曲管线、分支的管线应让主要干

管线。

6. 景观绿化

（1）主要生产区：常绿树种为基调树种，道路两侧

栽植行道树白蜡，间植小龙柏球，防尘除燥。还可以配

置开花植物，如海棠，增加美色。整个设计简洁通透。

（2）辅助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含水分多的四季常青

的草皮，在具有易燃、易爆的油库油泵房区域布置枝叶

繁茂、水分含量较大、防火防爆效果优良的大乔木及小

灌木，冷却塔附近绿化布置注意通风。

（3）管理区：作为职工上下班的密集地，是参观人

员进入厂区的第一场所，是对外的一个形象展示，其景

观绿化尤其重要。以简洁的设计构图手法为主，考虑植

物造景，同时设计流畅的园路，布置具有休闲功能的仿

木花架以及亭子，为职工创造休闲的场所；同时在休闲

场地设置旱喷泉，伴随着“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音乐，

旱泉则相对变化，时而天女散花，纷纷扬扬，时而玉蝶

飞舞，时隐时现。

植物配置以常绿树雪松、大龙柏为背景，形成绿色

背景，以雪松挺拔、苍翠、永不屈服的精神象征垃圾焚

烧发电厂发展前景的广阔。雪松下种植草坪，配置丁香、

西府海棠、紫荆等花灌木，形成一定的层次感。

四、总图运输设计优化措施

进行总图运输设计时，设计师要在给定条件下，科

学合理的进行总图的总体规划，为甲方提供最佳的设计

方案。方案设计过程中，优化布置这一单元尤为重要。

垃圾焚烧发电厂总图运输设计时首先要全面整理和

分析原始资料，尤其是厂区的地形条件，应对厂区内原

始地形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厂区内的竖

向设计，争取做到土石方工程量最小，以节约企业的建

设投资。

其次是厂区交通运输设计，要对垃圾进场的物流进

行综合性的分析，才能更好的进行厂区出入口与道路交

通流线的设计，将总平面布置与运输系统紧密结合，这

样才能更好的保证物流运输科学合理，从而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总图运输设计是一项综合复杂多专业配

合的工作。开展焚烧发电厂总图运输设计这一项工作时，

要做到全局统筹考虑，以其工艺流程为中心，保障物流

运输流线通畅，总图功能分区科学合理，并要充分关注

总图布置的优化措施，做到多方案择优选一，降低企业

建设成本争取最大效益，以实现垃圾焚烧发电企业长远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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