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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增加港口吞吐能力，我国南方某液体化工码头将单侧靠船改造为双侧靠船，并通过技术、管理等手段

实现满足相关规范和控制风险的要求。本文首先介绍了双侧靠船的背景和该码头的基本情况，评价了其平面布置规范的

符合性，提出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相关做法对港口企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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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我国原油、成品

油与液态化工品的进出口量日益增加，但是现有的码头

吞吐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码

头通过扩建泊位增加吞吐量，但是这样会增加投资和运

营成本，还有通过将传统的单船停靠改造为双侧停靠。

我国南方某液体化工码头初期为单侧靠泊作业，后期通

过进行完善安全设施，改造为双侧泊位同时靠泊进行危

险货物作业。

传统的船舶靠泊通常采用单船靠泊的方式进行，即

仅考虑系缆状态下的单一船只在风浪环境作用下与固定

岸壁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双侧泊位同时停靠作业，节约

岸线资源，还可以减少项目投资和运营成本，以及提高

航线的利用率。但是采用双侧泊位停靠作业后，相应的

风险因素也会增多，例如在作业过程中船舶受到风、浪、

流的作用会对船舶运动量、系缆力和撞击力产生影响，

运动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双侧靠船安全距离可能

不满足规范要求，需要通过技术等手段以达到规范要求。

例如目前在国外的 FSRU 项目多采用双船并靠的

形式，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码头岸线、降低工程造价，

并且通过缩短管线距离还可以增加安全性 [1]。江苏滨海

LNG 码头是国内在侵蚀性粉沙质海岸上拟建的第一个

LNG 码头，采用了双侧靠船布置，码头与栈桥呈“L”

型 [2]。黄骅港是我国北方第二大煤炭下水港，其三四期

工程采用了“双侧靠船、装船机全回转作业”的新模式，

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作业能力 [3]。

1 建港条件
1.1 气象

该区域属于亚热带气候，季风气候明显，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高温多雨干湿分明。年平均气温在 22.7℃，

降水主要集中在 5 ～ 9 月份，该港区属季节性地区，冬

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春秋季节是南北风向转换

季节。该地区平均每年约受台风影响 1.5 个，雾在一年

四季均有出现，多发生在冬春两季，夏季雾出现机率最

小，年平均相对湿度 78%。该地区灾害性天气主要为台

风、暴风、强冷空气、雷暴。

1.2 水文

潮位：潮汐类型属于正规全日潮；波浪：该区域

的波浪主要由风浪，涌浪和混合浪组成；海流：该港潮

流类型以全日潮流为主，仅在小潮期间出现不正规半日

潮流，潮流在海流中占主导地位。

2 平面布置及装卸工艺
2.1 平面布置

该码头总平面布置包括码头前沿水域布置、码头平

面布置。码头前沿高程为 8.50m，码头长 310m，码头内

外两侧均设港池，水域布置包括停泊水域和回旋水域。

外侧港池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长度 310m，宽 84m，

底 高 程 － 14.1m； 内 侧 港 池 码 头 前 沿 停 泊 水 域 长 度

153.5m，宽度 30.4m，底高程－ 7.0m。

码头外侧回旋水域为圆形，直径为 486m，底高程

－ 9.7m。码头内侧回旋水域为圆形，港池直径 198m，

底高程为－ 4.6m。

码头的工作平台长 310m，宽 20m。通过一座长

527.4m、宽 7m 的引桥与后方陆域连接。引桥宽 7m，其

中用于化工（油）品管架宽度 3.5m，其余 3.5m 用于道路，

道路上空无遮挡物，车辆限重 6t，面层为混凝土材料，

引桥与工作平台交接处设有回车场。

2.2 装卸工艺

（1）卸船工艺流程：船→船泵→装卸臂（或软管）

→引桥管线→陆域储罐。

（2）装船工艺流程：陆域储罐→陆域储罐区泵房

→引桥管线→装卸臂（或软管）→船。

3 码头平面布置规范符合性研究

3.1 码头水域布置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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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

该码头水域风、流条件稳定，因此码头前沿停泊

水域宽度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第

5.3.4 条取设计船宽的两倍。以上述标准设计船型对内

侧船舶停泊水域宽度进行评价，外侧泊位船舶停泊水域

宽 84m，内侧泊位船舶停泊水域宽 30.4m，符合设计要求。

该码头外侧泊位前沿停泊水域底高程为－ 14.1m，

码头外侧泊位前沿水域设计水深能满足设计代表船型

靠泊的要求。码头内侧泊位前沿停泊水域底高程为－

6.9m，码头内侧泊位前沿停泊水域基本可满足船舶停靠

要求。

3.1.2 码头回旋水域

外侧泊位（8 万吨级，减载靠泊）靠泊 80000DWT

油船代表船型长 243m。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165-2013 第 5.3.3 条的规定，掩护条件较好、水流

不大、有港作拖轮协助的情况下，船舶回旋水域回旋圆

直径可取 1.5 倍～ 2 倍设计船长。其回旋圆直径 2 倍设

计船长为 486m，码头回旋水域回旋圆直径为 486m，可

以满足 80000DWT 油船舶的调头要求。

内 侧 泊 位 靠 泊 3000DWT 化 学 品 船 代 表 船 型 长

99m。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第 5.3.3

条的规定，掩护条件较好、水流不大、有港作拖轮协助

的情况下，船舶回旋水域回旋圆直径可取 1.5 倍～ 2 倍

设计船长。3000DWT 码头回旋水域回旋圆直径 198m，

可以满足 3000DWT 船舶的调头要求。

3.2 码头泊位布置安全性研究

3.2.1 泊位长度

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第 5.4.22

条的规定：单个蝶形布置泊位长度可取 1.1 ～ 1.3 倍设

计船长。该液体化工码头泊位长度为 310m，能满足船

舶安全靠离作业和系缆要求。

3.2.2 码头平面尺度及顶高程

码头为蝶形布置，工作平台长 310m，宽 20m。

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第 5.6.4.2

条规定危险分类为甲类的危险品码头的船舶净间距不应

小于 25m，该液体化工码头的作业物种为甲类危险品，

码头设计宽度为 20m，通过在其内侧的 3000 吨级船舶

的作业平台（2 ＃、3 ＃墩）加装宽度为 5m 的浮筒护

舷结构件，使两侧船舶间距加宽至 25m。后来又将内侧

泊位 2 个钢结构的浮筒护舷更换为 3 个气囊护舷，以满

足上述双侧靠船船舶净间距不小于 25m 的规定。

该码头所在区域设计高水位：4.64m（理论深度基

准面）；极端高水位：5.69m（理论深度基准面）。该

码头前沿顶高程详见下表。

表 1   码头前沿顶高程（理论深度基准面）

基本标准 复核标准

项目 实际情况 项目 实际情况

计算水位
设计高水位（高潮累
积频率 10% 的潮位）

4.64 计算水位
极端高水位（重现期
为50年极值高水位）

5.69

超高值（m） 1.0-2.0 1.0-2.0 超高值（m） 0-0.5 0-0.5

计算水位与超高值之和 5.64-6.64 计算水位与超高值之和 5.69-6.19

基本标准和复核标准分别计算，并取大值 6.64

该码头面高程为 8.5m，大于基本标准和复核标准

计算值，因此该码头高程能满足在高潮位时，码头面不

被淹没的要求。但不排除极端特大潮情况下及台风，码

头前沿作业平台被潮水淹没的危险，应及时掌握潮汛，

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4 双侧靠船安全管理
该公司针对码头双侧靠泊作业制定印发了《液体

化工码头双侧靠泊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所制定的安全

管理规定为码头双侧靠泊作业提供了安全保证。

制订了《液体化工码头浮筒护舷作业安全操作规

程》《液体化工码头浮筒护舷管理操作规定》，对浮筒

护舷的日常检查维护保养、双侧船舶靠泊时的准备工作、

靠泊作业过程操作及现场监护要求、浮筒护舷系解缆作

业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增加了《液体化工码头双侧靠船

专项应急预案》《液体化工码头两侧靠船船舶油品作业

泄露事故现场处置方案》《液体化工码头两侧靠船磷酸、

硫酸、液碱泄漏现场处置方案》，预案内容符合实际，

能满足双侧靠船突发事故的应急要求。

5 结语
该码头通过改造将传统的单船停靠改为了双侧泊

位同时靠船作业，这样可以节约岸线资源，减少项目投

资和运营成本，以及提高航线的利用率。通过对其码头

平面布置规范符合性研究可以发现，都满足标准规范的

要求，尤其在初始码头宽度设计不合格的情况下，通过

在内侧泊位加装 3 个宽度为 5m 的气囊护舷，实现了码

头的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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