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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仓储业务实施

  出入库作业流程认知

  堆码策略的基本知识

  库存控制策略基本理论

  储位分配原理

出入库常见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措施        

就地堆码方法

托盘组托方法

物动量分析法

库存状态分析

盘点方法   

储位分配方法及应用

知识部分 实施部分



任
务
四

   理解储位管理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解储位编码的要求和方法。

  熟悉三号定位法、四号定位法。

  理解储位分配中各存储策略的概念。

  熟悉各种存储策略的优缺点。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能够合理运用储位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关联要素。

  能够根据案例情景应用储位编码方法并演练。

  能够根据库房、货场、货架的属性编制储位号。

  熟悉并掌握存储策略的适用条件。

  能够根据案例情景模拟存储策略并得出优化结论。

    培养自主探究能力和动手能力。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储
位
管
理
与
储
位
分
配



情景一：

某物资供应站仓库平面图、货位编码规则、货位层与列的示意图及商品储位情况等详细资料

见任务四活页区。

要求：( 1 )填写四号定位法的应用。

           ( 2 ) 请找出所列商品所在的仓位编码(见任务四活页区) 。

           ( 3 )请找出所列货位中存放的商品(见任务四活页区)。

任务情景

情景二：

兰州京东仓的地堆区、托盘货架区、电子标签货架区现各有一批新到的货物要进行入库上架

活动(情景资料见图1、 图2、 图3 )。李海担任主管一职，试同李海 一起分析和探索：如何

确定上架摆放位置才能提高出库时的分拣效率？









知识链接
一、储位管理

      利用储位来使商品处于“被保管状态”并且能够明确显示所储存的位置，同时当商品

的位置发生变化时能够准确记录，使管理者能够随时掌握商品的数量、位置及去向。

(一)储位管理的基本目标

1、空间利用的最大化。

2、劳动力和设备的有效使用。

3、货物的方便存取。

4、货物的有效移动。

5、货物的良好保养。

6、便于管理。

(二)储位管理的原则

1、储位标识明确

2、商品定位有效

3、变动更新及时



(三)储位管理的对象

1．保管商品

       例如托盘、箱、散装 等，这些商品虽然在保管单位上有很大差异，但都必

须用储位管理的方式加以管理。

2．非保管商品

  （1）包装材料。包装材料主要是指一些标签、包装纸等包装用的材料。

    (2) 辅助材料。辅助材料主要是指一些托盘、箱、容器等搬运器具。

    (3)回收材料。回收材料主要是指经补货或拣货作业拆箱后剩下的空纸箱。



(四)储位管理的要素

1 ．储位管理的基本要素

( 1)储位空间。

       仓库从功能上可分为仓储型仓库和流通型仓库，所以在储位空间的分配上，对

于仓储型仓库， 主要是仓库保管空间的储位分配；

       而对于流通型仓库， 则为便于拣货及补货进行储位分配。在进行储位分配时，

首先要确定储位空间， 考虑空间大 小、柱子排列、梁下高度、过道、设备作业半

径等基本因素，再结合其他因素，才能合理安排储存商品。 



(2)货品。

要考虑商品本身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1)供应商。商品的供货渠道，是自己生产的还是购入的，有没有行业特点。       

   2)商品特性。商品的体积大小、重量、单位、包装、周转率、季节性的分布及自然

属性，温湿度的要求，气味的影响等。

3)数量的影响。如生产量、进货量、库存量、安全库存量等。

4)进货要求。采购前置时间，采购作业特殊要求。

5)品种种类。商品类别、规格大小等。



Ø 然后决定如何放置，摆放时应该考虑：

  储位单位(单个、箱、托盘)。

  储位策略(定位存储、随机存储、分类存储、还是分类随机存储，或是其他的分级、

分区存储)。

  储位分配原则；以周转率为基础，方便存取。

  商品特性。

  补货的方便性。

  单位在库时间。

  订购频率。



( 3)人员。人员包括仓管人员、搬运人员、拣货补货人员等。仓管人员负责管理

及 盘点作业， 拣货人员负责拣货作业，补货人员负责补货作业，搬运人员负责入

库、出库 作业及翻堆作业(为了商品先进先出、通风、气味避免混合等目的)。

2 ．储位管理的关联要素

( 1 )搬运与输送设备。在选择搬运设备时，要考虑商品特性、商品的单位、容器、

托盘等因素， 以及仓储作业的流程、储位空间的分配等， 还要考虑设备成本与人

员操作 的方便性。

( 2)存放设备。选择存放设备时同选择搬运输送设备时考虑的要素基本一致，如

先 考虑货品的特性、货品的单位、容器、托盘等基本条件，再选择适当的设备配合

使用。

( 3 )资金。资金要有预算，如果超出预算，要看是否能够产生相应效益。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37156136034006055

https://d.book118.com/637156136034006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