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工厂总平面布置及运输设计

n第一节   任务和程序 
        

        工厂的总平面及运输设计，是根据工厂的生产

性质、规模、生产过程的组织及特点，在已选定
的厂址上，对主要生产工艺设施、辅助生产设施
及办公生活设施等所进行的总体设计和竖向布置，
并全面地解决它们互相间的协调问题。
一、设计任务 

1．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条件下，经济合理地进行厂

区划分，并确定厂区内各建筑物、构筑物、堆场
及其他设施之间的相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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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程序 

1．进行厂区的划分，并确定它们之间的位置；

2．绘制各建筑物、构筑物和堆场的面积和形状；

3．选定厂内外和车间相互之间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设施；

4．在以上各项基础上，绘制总平面布置图的设计方案；

5．按照总平面设计方案，编制运输线路并确定竖向布置

的方式和方法；

6．进行方案的分析比较，在所考虑的各种方案中选定经

济合理的最佳方案；

7．在已选定方案基础上，做进一步详尽的总平面及运输

设计，即具体的总平面布置、交通运输和竖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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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总平面布置的原则 
一、基本原则 

    1．厂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交通运输线路的布置应使工艺流

程顺捷，并保证合理的生产作业线；

    2．原料、燃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运输应当是连续的短距离运输，

避免交叉和往返；

    3．适当地把厂区划分成几个地段，把生产性质、防火、卫生条

件、动力要求和交通运输等同类的建筑物、构筑物布置在一个

地段，按生产作业线分布于工厂的厂区内；

    4．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形应简单，布置应紧凑，以便厂区利用

率达到最大限度；

    5．辅助车间及仓库应尽可能地靠近所服务的主要车间；

   6．动力设施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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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厂内人行道距离应最短，并尽可能避免与货运线路

交叉，特别是在工作紧张及行人往返多的地段内；

8．厂区的管线网，除必须转弯外，应尽可能取直，不

应在铁路和道路路基下面敷设各种管线，集中埋放地

下管线地带应位于建筑物和道路之间；

9．布置建筑物时应考虑日照方位及主导风向，应保证

室内天然采光、自然通风及防止日照辐射热的投入，

若有往大气中大量排出煤气、烟、灰尘及不良气体的

建筑物，当主导风向非常明显时，该建筑物须布置在

其他建筑物的下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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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必须根据工厂的发展预先考虑将来扩建的可能，

以便在用少量的投资，不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不改

变原有总平面图的设计意图和不拆毁较大建筑物、构

筑物的条件下，达到扩建的目的；

 11．根据地形起伏、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条件，

把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布置在条件好的地段，以节约

建设投资；

12．应满足运输线路、防火卫生条件及工程技术管

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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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应使厂内外铁路、公路、动力线路、卫生工程线路

和本地区的其它设施连接合理、工厂与住宅区的联系

方便；

14．易燃、可燃和燃料仓库必须布置在生产性建筑物和

构筑物的下风侧，经常散出大量火花以及有明火源的

车间，均应布置在易燃、可燃和燃料仓库的下风侧；

15．合理地选择建筑型式，使之便于生产并缩小工厂占

地面积，缩短工程技术管线及运输线路；

16．厂区内不允许修建医疗所、消防、警卫人员宿舍和运动设

施等，但某些设施可设在厂区外的防护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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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规模较大的企业分期建设时，必须尽量缩减第一

期工程的占地面积和生产作业线长度，以降低工厂

的建设投资和经营费用；

18．工厂总平面图应有合理的艺术性，建筑物和构筑

物应与周围的环境及建筑物相配合，外观轮廓和道

路系统平直整齐，各个建筑物相互协调，适当地美

化绿化使工厂成为一个建筑艺术的整体；

19．建筑物、构筑物应作行列式或节间式布置，并应

与建设场地的长轴或短轴线平行或呈一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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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措施 

1．按功能划分厂区 

    ①主要生产区： ②辅助生产区： ③仓库、堆场区： 

④动力区： ⑤厂前区： 

2．合理组织人流、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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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建筑形式 

        工厂的厂房可分为两大类: 单层厂房与多层厂

房。多层厂房占地面积较小，可以缩短物料的运输线

路，生产工序联系较紧密。可以按照生产工艺要求适

当选用，如立体空间工艺设施较多的车间。

单层厂房的形式又可以分为分离式和联合式两种。  

      分离式厂房是将一个车间或一个工段布置于一个

建筑物中，整个工厂形成了一组整齐的建筑行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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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置紧凑 

（1）建筑物轮廓力求简单规正 

（2）沿建筑红线布置建筑物  

5．考虑扩建与改建  
（1）扩建 

（2）改建  
6．防火卫生要求

12



第三节   工厂组成及总平面布置图的内容 

一、工厂的组成 

主要生产车间，辅助及修理车间，生产服务设施。 

（一）主要生产车间

       水泥厂

       陶瓷厂

       玻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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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泥厂

（1）石灰石破碎车间 

（2）粘土烘干车间 

（3）生料粉磨车间 

（4）熟料烧成车间

（5）混合材烘干车间 

（6）水泥粉磨车间 

（7）水泥包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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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瓷厂 

（1）坯料制备车间 

（2）成型车间 

（3）烧成车间 

（4）上釉及彩饰车间 

（5）检查和装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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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玻璃厂 

（1）原料车间   将进厂的大块原料进行破碎

及精选；

（2）熔制、成型车间   将配合料熔制成玻璃

液并成型；

（3）切裁及包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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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生产车间

n陶瓷厂的匣钵、耐火材料车间 

n陶瓷厂的石膏模车间 

n实验室及试制工场 

n金工车间 

n铸锻车间 

n木工车间 

(三)动力设施 

1．锅炉房与煤气站 

2．变电所和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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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仓库设施

   总材料库 、金属材料库、油库和危险品库、

成品库和半成品库、废料堆场

(五)行政管理和生活福利设施

   厂部办公楼、食堂、托儿所、哺乳室

(六）运输设施

   汽车库、电瓶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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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平面布置图的内容
（一）初步设计
1．工厂总平面轮廓图（资料图）

2．工厂总平面布置图（初步设计成品图）
         在调整、补充、完善工厂总平面轮廓图的基础上，
绘制工厂总平面布置图（比例一般为: 1:500、1:1000
或1:2000），作为初步设计主要附图之一，由总图
专业人员完成。

图面内容：

        厂区地形测量座标网和等高线；厂区设计座标网；
所有建筑物和堆场的平面位置、名称、设计地坪标
高，铁路和道路的平面布置和设计标高等；图上标
注工厂总平面设计的主要技术指标和风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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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玫瑰图:

1、风向与总平面布置：

——厂内环境；工厂与村镇位置。
2、风向玫瑰图的画法：

1）收集气象资料，计算某方向年刮风百分数或

日数；

2）画方位坐标图（4，8，16）；

3）按某方向年刮风百分数或日数截取线段；

4）连接各线段顶端组成封闭的多边形既是风向

玫瑰图。

——风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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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风频图

全年风频图

风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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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总平面图的主要技术指标：

（1）厂区面积（m2）；

（2）建筑面积（m2）；

（3）厂区建筑系数（%）；

（4）厂区利用系数（%）；

（5）铁路长度（km）；

（6）道路长度（km）；

（7）围墙长度（km）；

（8）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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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的利用系数：

n——指建筑物、构筑物、堆场、铁路、道
路、地下管线的总占地面积占全厂面积的
百分数。

n——反映厂区面积有效利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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