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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煤炭码头建设方案研究

邓 先 乔，尹 政 兴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由于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为满足中部地区的用煤需求，须在中部建立煤炭中转中心。

武汉市水陆运输条件良好，适合建立北煤南运的中转中心。在分析中部 ３省（鄂、湘、赣）的社会经济基本情

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建设的意义。对林四房港区的规划方案、总体布局储运能力等进行

了介绍。林四房港区建成后，能保证中部 ３省的用煤调运需求，以及满足突发事故情况下国家调用储备煤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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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湖南、江西 ３省（以下简称鄂湘赣）是我国
经济地理的核心区域，也是煤炭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

在全国煤炭消费需求增长的总体形势下，湖北、湖南、

江西３省的煤炭消费也呈增长势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３
省全社会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 ９．６７％，略高于全
国煤炭消费增长率９．１４％的平均水平。

在湖北省建设煤炭中转储备基地对缓解鄂湘赣地

区，尤其是湖北省煤炭运输紧张的矛盾，增加煤炭通道

系统能力，提高煤炭供应保障水平将发挥重要作用。

湖北省煤炭中转储备基地规模化、专业化的运作，还有

利于建立规范的煤炭市场，降低煤炭物流成本，提高服

务质量；有利于推广煤炭混配及清洁煤炭利用，降低煤

炭污染；对于湖北省建立安全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更

具有积极意义。

煤炭储备基地布局首先要符合相关规划，良好的

集疏运条件和充足的运输能力保障是煤炭中转储备基

地布局的基本条件。湖北省的地理位置与基础设施决

定了铁路是其最主要的调入方式，水路是其最经济的

疏运通道，因此，可供选点的煤炭储备基地均在港口。

其中，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是最为合适的选点之一。

在该港区建设煤炭储备基地，可充分依托省会城市和

铁水联运的优势，覆盖整个鄂湘赣地区。

１　建设规模

武汉新港是国内内河主要港口，煤炭运输以铁水

中转为主。根据《武汉新港总体规划》，未来煤炭码头

集中安排在林四房港区，原来位于中心城区的杨泗、舵

落口、抬船路３个煤炭码头将逐步拆除搬迁。根据长
江与国内煤炭运输格局及运输能力分析，林四房港区

将成为鄂湘赣３省煤炭供应的水路转运平台，是保障
该区域煤炭能源安全的储备基地。

根据林四房港区煤炭码头工程的功能定位和周边

地区煤炭需求，以及港区后方集疏运条件，结合货物的

流量、流向，预计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煤炭码头工程集

疏运情况为：２０１５年，港口集疏运总量达４６００万 ｔ，其
中水运吞吐量 ２４００万 ｔ，铁路装卸 ２２００万 ｔ；２０２０
年，港口集疏运总量达 ６６００万 ｔ，其中水运吞吐量
３４００万 ｔ，铁路装卸３２００万 ｔ。

预测拟建工程集疏运结果见表 １。同时，根据湖
北、江西等地区火电企业和水泥企业动力煤配煤需求，

预测２０１５年林四房港区煤炭码头工程年配煤加工能
力为１０００万 ｔ，２０２０年年配煤加工能力为２０００万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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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拟建工程集疏运量预测结果 万 ｔ

年份
到达

方式
总量

运输

方式

物流

量
流向

２０１５ 进港 ２３００ 水运 ３００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

铁路 ２０００ 河南、陕西、山西

出港

　

２３００

　

水运

　

２１００

　

西塞山电厂、鄂电、亚东水泥、华新水泥等湖北东部沿江企业，九电、

九钢等江西北部沿江企业

铁路 ２００ 蒲圻电厂、汉川电厂、大别山电厂、荆州热电、应城热电

２０２０ 进港 ３３００ 水运 ４００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

铁路 ２９００ 河南、陕西、山西、内蒙、新疆

出港

　

３３００

　

水运

　

３０００

　

西塞山电厂、鄂电、亚东水泥、华新水泥等湖北东部沿江企业，九电、

九钢等江西北部沿江企业，上海电力、海螺水泥等

铁路 ３００ 蒲圻电厂、汉川电厂、大别山电厂、荆州热电、应城热电

２　地理位置与总体布局

林四房港区煤炭码头位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镇，

长江中游武汉河段左岸，下距吴淞口航道里程约 ９８７
ｋｍ。工程陆域部分位于防汛大堤与阳大公路之间，占
地面积约 １４９．５３ｈｍ２，阳大公路北侧有正在修建中的
武汉新港江北铁路。工程拟利用长江岸线１８００ｍ，附
近河段河势稳定，岸线、深泓线、深槽及边滩位置相对

固定，岸线与水流较平顺，多年来河床基本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

受阳大公路和防汛大堤的制约，工程陆域部分呈

上游宽、下游窄的梯形，纵深 ７００～９００ｍ。根据可用
场地的形状，主要的生产区布置在靠江一侧较为规整

的场地，靠岸一侧的三角形场地布置主要生产、生活辅

助区以及洗煤设施，江侧围墙内零散场地布置污水处

理等设施。

根据工程陆域用地状况，结合武汉新港江北铁路

设计方案，铁路装卸场设在北侧阳大公路与新港江北

铁路之间。

３　铁路装卸场建设方案

林四房港区铁路专用线布置在林四房车站东端南

侧，出站后与江北铁路并行，上跨阳大公路后拐向东，

在江北铁路与阳大公路间新建装卸作业场，专用线长

８．３９ｋｍ（含装卸场正线长）。
根据煤炭码头建设规模，考虑装卸场设双车翻车

机４台，设重车线４股、空车线４股，机车走行线 ２股，
装车线２股，有效长１０５０ｍ，设车辆检修线１股，有效
长２００ｍ，机车整备线１股，有效长１００ｍ。

铁路到发装卸车场区宽度（南北向）约为１３０ｍ。

４　工艺系统及堆场布置

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在应对突发故事需要调动国

家煤炭应急储备时，其装卸系统及堆场布置必须满足

“快速反应、快速落实、快速起效”的要求。同时，堆场

区总面积较大，约为 １１０万 ｍ２，水平运输皮带机长度
较大，从节能考虑，需尽量减少空转皮带机的长度。

综合上述因素，本工程堆场从上游往下游方向依

次划分为 Ａ，Ｂ，Ｃ三个区域，各设置１套可以独立运转
的装卸系统。

运煤列车到达装卸车场后，由翻车机卸煤并运入

堆场，通过转运站后根据需要由皮带机运往上游 Ａ，Ｂ
区（上游）和 Ｃ区（下游）。

堆场处理系统可实现堆取、配煤、洗煤 ３大功能。
Ａ区堆场总面积４０．２３万 ｍ２，有效堆存面积２５万 ｍ２，
一次最大堆存量１５５万 ｔ，布置８条堆取作业线和１条
配煤作业线。Ｂ区堆场总面积 １８．６３万 ｍ２，有效堆存
面积９．７万 ｍ２，一次最大堆存量 ６０万 ｔ，布置 ３条堆
取作业线。Ｃ区堆场总面积 ３９．４９万 ｍ２，有效堆存面
积２２．５万 ｍ２，一次最大堆存量 １４０万 ｔ，布置 ７条堆
取作业线和１条配煤作业线。其中，Ａ，Ｃ两区在正常
运转的同时，可实现地区能源保障基地的功能，Ｂ区主
要作为港口中转堆场。

５　工程水域部分布置方案

码头装卸船系统包括 １０个装船泊位和 ３个卸船
泊位。对应于陆域布置方案，从上游往下游方向，依次

布置１～５号装船泊位、６～８号卸船泊位、９～１３号装
船泊位、３个工作船泊位。其中，１～５号装船泊位为连
片式高桩码头，与 Ａ区堆场配套；９～１１号泊位为浮码
头，与 Ｂ区堆场配套；１２，１３号泊位为浮码头，与 Ｃ区
堆场配套。６～８号卸船泊位为本工程公用卸煤码头，
来船卸煤后可通过转运站送至各个堆场堆存，码头采

用连片式高桩梁板结构。

根据《武汉新港林四房港区规划调整专项报告》，

本工程设置３个工作船泊位，承担工程所在的林四房
港区五房湾作业区消防和港口辅助作业功能。

６　结 语

武汉新港是国家最早规划的煤炭下水港之一，武

汉也是国家煤炭应急储备一期的选点，在武汉新港林

四房港区建设煤炭码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划。

煤炭码头的总体布局除考虑地形地貌、港区性质、

规模、装卸工艺要求等常规因素外；还需统筹兼顾，合

理设置装卸工艺系统，最大程度节约能源，必要时，应

根据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的要求，合理规划总体平面布

置，保障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系统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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