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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８５８１—２０１２《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与ＧＢ／Ｔ２８５８１—２０１２相比，除

了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不适用范围（见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增加了 “立体库”“装卸站台”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３、３．６）；更改了“通用仓库”“绿色仓库”“库

区”、“站台登车桥”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４、３．５、３．７，２０１２年版的２．２、２．３、２．７、２．８）；删除了

“作业区”“辅助作业区”“装卸作业区”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２．４、２．５、２．６）；

———删除了关于库区选址的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３章）；

———更改了库区布局规划的基本要求，补充了在库区布局中应考虑的因素（见４．１，２０１２年版的

４．１）；

———增加了库区布局规划中库外装卸作业区关于作业照明的要求（见４．３．３）；

———增加了库区布局规划中关于停车场、配套设施、办公区（生活区）的相关要求（见４．４、４．５、４．６）；

删除了库区功能区（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２）；

———增加了库区防灾的相关要求（见４．７）；

———增加了关于仓库设计的基本要求（见５．１）；

———增加了仓库设计参数与结构中关于结构形式、防火分区、尾板插槽和电梯等的要求（见５．２．１、

５．２．２、５．２．８．４、５．２．１１）；

———删除了关于仓库最小面积的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２．１）；

———增加了库区相关设施中关于库区与仓库照明、仓库温湿度与空气调节的相关要求（见６．１、

６．２）；

———增加了库区标志及标线规划设计的相关内容（见第７章）；

———增加了信息化规划设计方面的相关要求（见第８章）；

———删除了附录Ａ中的相关内容（见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９）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苏州先锋物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安博（中国）管理有限公司、法布劳格物流

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四川物联亿达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

团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商业储运有限公司、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建业

恒安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佳之兴物流有限公司、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市

仓储与配送行业协会、山东省仓储与配送协会、河南省物流协会、广东锐捷物流有限公司、湖北物资流通

技术研究所、成都市物流协会、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燕、李忠良、林震宇、李小昂、潘小军、黄瞡、刘春杰、王长林、陶蓉、张、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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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东、张跃、王文、李龙雨、李志辉、张大平、夏俊华、王?、麻竣量、张素梅、郭培林、朱冰、余光辉、客振亚、

郭建勋、杨浩雄、赵福成、胡乐乾、陈祥龙、刘忠坤、韩勇超、冯玉年、肖骏、赵香南、郑广远。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２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２８５８１—２０１２；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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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中对库区布局规划、仓库设计、相关设施设备、库区标志及

标线、信息化规划设计、绿色仓库建设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通用仓库及库区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布局规划和仓库设计。

本文件不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仓库及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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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１６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ＳＢ／Ｔ１１１６４　绿色仓库要求与评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仓库　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

用于储存货物及进行相应作业的建筑物。

３．２

通用仓库　犵犲狀犲狉犪犾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

除储存冷藏冷冻货物、危险货物等具有特殊要求货物的仓库外，能满足一般货物储存要求的仓库。

３．３

立体库　狊狋犲狉犲狅狊犮狅狆犻犮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

有装卸站台、净高大于９ｍ或能安装高度７ｍ以上货架的仓库。

３．４

绿色仓库　犵狉犲犲狀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

在仓库的全寿命周期内，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和安

全耐久，提供高效、适用、安全的存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仓库。

３．５

库区　狑犪狉犲犺狅狌狊犲犪狉犲犪

由一栋或若干栋仓库、配套设施及办公区（生活区）组成的区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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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装卸站台　犱狅犮犽

用于车辆装卸货物，与地面存在一定高度差的设施。

３．７

站台登车桥　犱狅犮犽犾犲狏犲犾犲狉狊

在装卸站台上设置的，弥补车辆底板与装卸站台高差的搭接装置。

４　库区布局规划

４．１　基本要求

应根据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限高、退红线、防灾等要求，结合客户类别、储存功能、作业流程、

外部交通与市政工程接驳条件、日照条件、风向等因素，合理规划库区内的仓库、库外装卸作业区、库区

道路与停车场、配套设施、办公区（生活区）等的布局。

４．２　仓库

应根据服务功能定位，物流动线交叉少，运输车辆装卸和进出便捷等要求，结合库区的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占地面积、与库区外道路衔接情况等，确定仓库布局。

４．３　库外装卸作业区

４．３．１　库外装卸作业区的宽度及地面承重应根据运输车辆类型、作业方式等进行规划，应满足不小于

４０ｆｔ集装箱卡车长度的作业需要。单侧装卸作业时，宽度（含车辆通道）宜不小于３０ｍ；相向作业时，

宽度（含车辆通道）宜不小于４５ｍ。

４．３．２　库外装卸作业区地面应满足车辆行驶及作业要求，并采取必要的防滑、排水措施。

４．３．３　库外装卸作业区应具有良好的照明条件。

４．４　库区道路与停车场

４．４．１　车行道

４．４．１．１　库区道路的宽度、承重、转弯半径应满足不小于４０ｆｔ集装箱卡车通行的要求，并结合消防通道

对库区主通道与库区车流走向进行规划。

４．４．１．２　库区干道应根据整个库区面积、货车流量、装卸作业、机械运行要求进行设计，应符合

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８．１的规定。

４．４．１．３　库区道路净高应满足运输车辆和消防车辆的通行要求。

４．４．１．４　库区内宜设置环形道路。

４．４．２　人行道

库区设置人行专用通道时，宽度应不小于１ｍ，并设有明确标识。

４．４．３　停车场

应根据作业需求、车流量等，合理配置停车场，停车场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

４．５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应充分利用库区的边角用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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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办公区（生活区）

４．６．１　办公区（生活区）应与作业区分区设置。

４．６．２　办公区（生活区）停车场、出入口宜独立设置。

４．７　库区防灾

４．７．１　库区规划应根据当地地质、地理、气候等条件，进行防震、防洪、防涝、防雪、防风、防山体滑坡等

防灾设计。

４．７．２　应根据ＧＢ５００５７相关要求设置防雷设施。

５　仓库设计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应从全寿命周期成本考虑，进行仓库设计。

５．１．２　应根据库区布局规划、储存货物类别和数量、进出库频率等确定仓库的建筑形式。

５．１．３　应根据规划储存物品，确定仓库火灾危险性类别，主体建筑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１６、ＧＢ５１１５７相关

要求。

５．１．４　应根据作业方式（含叉车类别）、货架类别及排列方式等因素确定仓库设计参数。

５．１．５　利用仓库内的收发货区上部空间设置办公室或其他功能区时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相关规定。

５．２　结构与参数

５．２．１　结构

５．２．１．１　单层库主体宜采用轻型钢结构。

５．２．１．２　多层立体库、楼房库主体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５．２．２　防火分区

应按照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中３．３的规定，结合货物堆码方式及货架选用类型、布置方式及作业要求，

确定防火分区的划分。

５．２．３　柱距和跨度

５．２．３．１　柱距及跨度设计时，宜综合考虑造价、货架布置、库门位置及作业规划。

５．２．３．２　单层库柱距宜为９ｍ～１２ｍ，跨度宜采用２０ｍ～３０ｍ。

５．２．３．３　柱间支撑不应对设备安装及库内作业通道造成障碍。

５．２．４　库内净高

货架区域，从仓库地面至库房顶梁下的净高宜不小于１０．５ｍ。

５．２．５　库内地面

５．２．５．１　库内地面厚度应根据静荷载、动荷载及客户要求综合计算确定，货架区域应采用整体地面。

单层库、多层库及楼房库底层地面荷载应不小于３０ｋＮ／ｍ２，楼房库２层及２层以上地面荷载可采用

２５ｋＮ／ｍ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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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２　库内地面应平整、耐磨、不起尘、防潮、防滑、清洁、易清洗。

５．２．５．３　当立体库采用多层货架或作业设备对于地面有超平要求时，应对仓库地面进行超平处理。

５．２．６　库门

５．２．６．１　库门类型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存储货物类别、货物进出库频率、作业流程与作业方式、防火要求、经济等因

素，选择库门类型，宜采用工业提升门、金属卷帘门。宽度大于４ｍ的库门不宜采用普通卷帘门。电动

控制的提升门、卷帘门应同时配置手动控制措施。

５．２．６．２　库门尺寸、数量

库门尺寸应根据高峰时吞吐量、运输工具的类型、规格和储存货物的类别、形状等因素确定，并应符

合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９．４．１０的相关要求。叉车作业的库门宽宜不小于２．７５ｍ，高度宜不小于３．５ｍ。

库门数量应根据高峰小时吞吐量进行确定，每万平方米的库门数宜不小于８个。应根据未来仓库发展

需要，预留库门位置，便于日后改造。

５．２．７　屋面系统

５．２．７．１　基本要求

屋面系统设计参数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存储货物、作业采光和防火要求等因素确定，应采用防水

性能好、有利排水的材料或构件。

５．２．７．２　坡度

应符合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９．４．１的相关要求。

５．２．７．３　防水

钢结构仓库宜采用自防水屋面系统。

５．２．７．４　排水

应符合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９．４．２的要求。当屋面采用有组织排水时，宜采用外落水管。

５．２．７．５　承重

屋面设计时，在满足常规荷载的同时，还应考虑风荷载、雪荷载等，如后期考虑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

等设施，应一并设计。

５．２．７．６　采光

屋面采光板应沿库内通道上方设置，并避免与消防洒水喷头处于同一位置。

５．２．８　装卸站台

５．２．８．１　站台高度

装卸站台高度应根据库区主要运输车辆底板高度确定，宜采用１ｍ～１．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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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２　站台宽度

装卸站台宽度应根据作业机械类型、回转半径及作业特点等进行设计，装卸站台宽度宜不小于

４．５ｍ。

５．２．８．３　站台荷载

装卸站台荷载应与同层仓库地面荷载相同。

５．２．８．４　尾板插槽

根据业务需要，可在站台登车桥下方设置尾板插槽，并做好防水、防虫处理。

５．２．８．５　下沉式站台

当采用下沉式站台时，应满足库区地面与市政排水管道的高差，并采取有效排水措施，北方地区还

应满足冬季冰雪防滑要求。

５．２．９　登车桥

仓库宜设置站台登车桥，站台登车桥数量宜与库门数量、位置相对应。宜根据未来发展需要，预留

站台登车桥的安装基础。

５．２．１０　防雨篷

５．２．１０．１　库门或装卸站台应设立防雨篷，防雨篷伸出站台边缘的挑出长度不宜小于２．５ｍ，距离地面

最小净高宜不小于５ｍ。宜采用组织排水方式设计防雨篷。

５．２．１０．２　根据作业需求，可在库外装卸作业区防雨篷设置作业安全保护装置。

５．２．１１　电梯

应根据仓库规模、吞吐量和作业方式确定电梯数量及载重。

５．３　设施保护

５．３．１　应对消防设施、库门、落水管、柱、箱柜等加装防撞设施，并外涂警示色带。

５．３．２　应在装卸站台边缘设置保护角钢，装卸站台外侧上端、站台登车桥两侧安装防撞垫等保护装置。

６　相关设施设备

６．１　照明

６．１．１　仓库照明

６．１．１．１　仓库内照明在满足物资储存和作业需求的前提下，宜利用自然光照明，并符合 ＧＢ５１１５７—

２０１６中１３．２的相关要求。

６．１．１．２　仓库内应选用长寿命、冷光源、大功率节能灯具，不宜采用热光源的灯具。

６．１．１．３　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的选择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中第３章的相关要求。

６．１．１．４　照明控制回路应与动力控制回路分开设置。

６．１．１．５　仓库应分区、分路设置照明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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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６　防雨篷下照明宜对应本防火分区分别设置控制开关。

６．１．２　库区照明

６．１．２．１　库区照明应符合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１３．２的相关要求。

６．１．２．２　库外装卸作业区照明和道路照明应分开控制。当库外装卸作业区面积较大时，应分区控制。

６．１．２．３　照明灯杆设置位置应不影响作业，库外装卸作业区内及附近灯杆应设置必要的防撞设施。

６．１．２．４　条件允许时，可在仓库墙体相应高度上设置室外照明。

６．２　仓库温湿度与空气调节

６．２．１　仓库采暖温度应满足存储货物、消防系统的最低要求，采暖系统可采用中温辐射采暖、热风采暖

等形式。

６．２．２　严寒地区采暖仓库，库门宜设置工业级侧吹风幕。

６．２．３　仓库供暖设计应满足ＧＢ５１１５７—２０１６中１２．２的有关规定。

６．２．４　应根据货物存储温湿度要求和当地气候条件、仓库结构确定仓库通风系统，优先选择自然通风。

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通风要求时，可采用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形式。

６．２．５　仓库内所有送风口、排风口的位置应合理设置，应设置防止昆虫、飞鸟、蛇鼠等动物进入的防护

措施。机械通风系统和防排烟系统的排风口应避开人行通道，并宜在高位空中排放。

６．２．６　可设置空气调节系统对仓库内环境进行温湿度调节，依据货物要求、作业工艺布局等设置局部

或集中空气调节系统。

６．３　库区配套设施

６．３．１　配电室、信息机房、锅炉房、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池等应符合各自规范的要求。

６．３．２　根据需要在库区设置卫生间、司机与装卸工休息室等。

６．３．３　库区内充电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相关消防及通风要求。

６．４　库区消防

６．４．１　库区消防应按国家有关消防设计规范要求设计，寒冷和严寒地区应对消防系统采取防冻措施。

６．４．２　仓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１６的规定。

６．４．３　仓库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装置。

７　库区标志及标线

７．１　安全标志及标线

库区与仓库内应设置作业安全、消防安全、危险源等标志、标线，标志设置要求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４的

规定。

７．２　交通与引导标志及标线

交通与引导标志及标线应包括：交通标志、总平面索引标志、车辆开行指引标志、人行指引标志、方

向指引标志、交通标线等，标志、标线设置应醒目、清晰，指引信息应当连贯、统一。

８　信息化规划设计

库区宜考虑信息化管理，应在系统对接、消防管理、安全及监控管理、人员及车辆管理、数据采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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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自动识别等方面进行预留设计。

９　绿色仓库建设

仓库及库区宜建设为绿色仓库。绿色仓库建设，应符合ＳＢ／Ｔ１１１６４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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