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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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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6109/T 314《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技术规范》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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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安康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康市交通运输局、长安大学、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安康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安康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康启云智慧供应链产业有限公司、安康市九洲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安康市宝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安康市民荣实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安康青创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安康市韵达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欣、代亮、李臣富、秦雯、杨泊轩、李卫成、夏天平、杨厚锋、刘康、吕小

军、汪军、汪轩、方磊、张吉财、王本军、庞开勇、田林、刘誌、罗翼成、张伟隆、余建芳、吴永健、

朱青、冉磊、田恒、蒋勇、李鑫、程韵菡、罗钊、陈玮、胡瑞、王龙。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安康市交通运输局

电话：0915-3186226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28号

邮编：7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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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技术规范 第1部分：站点建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站点的建设原则、基本要求、功能、选址和布局。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站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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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8581 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

在中心城区范围内，通过优先选择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优化运输路线、高效利用车辆，采用统

一配送、集中配送、共同配送等模式，降低环境污染和能耗，实现环保、节能、高效的配送方式。

3.2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三级网络体系

由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和末端配送站所构成的绿色货运配送三级网络

体系。

3.3

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承担中心城区城市快消品、家电、快递、冷链、医药、烟草等社会消费品的仓储、分拨、配载、配

送、信息服务、中转换装等服务，可通过干线甩挂运输、多式联运与末端城市共同配送有机衔接，实现

干线规模化运输与支线集散分拨一体化操作的场站。

3.4

公共配送中心

承担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节点（物流园区）与末端共同配送站之间的各类物资的中转、仓储、分拨、

集中分拣、共同配送等服务的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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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末端配送站

承担末端配送站业务范围内物流资源集散和便捷配送的终端，有条件的终端宜具有零售和便民服务

功能，支持配备公共自助提货柜。

4 建设原则

4.1 基本原则

城市货运配送应贯彻绿色节约、绿色清洁、绿色效益、绿色安全、绿色先进的管理理念，坚持生态

环境保护、物流资源节约、低碳经济、配送组织优化、包装循环利用的原则。应在站点建设、货运配送

运营和管理过程中使用能够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的技术和材料。

4.2 整合创新

按照“绿色、智能、集约、高效”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服务体系要求，促进现有物流节点实现资源

共享、信息共享、衔接顺畅、安全有序，健全现代城市配送物流体系和信息化服务监管平台。

4.3 市场运作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吸引社会资本和要素资源投入，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体

系建设。

4.4 因地制宜

结合城市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科学布局节点体系，有效促进城市货运配送

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新能源资源禀赋强的地区宜在园区配备新能源发电设施和储能设施，并为新能源配

送车辆配备充电设施。

5 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5.1 选址

5.1.1 宜在国土空间规划、物流业发展规划、国家产业政策及用途管制要求基础上充分利用园区基础

设施布局建设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设施。

5.1.2 交通快捷便利、物流高效畅通，与高速公路、国省道、铁路、机场等节点有效衔接，并具备两

种及以上的衔接方式。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可通过干线甩挂运输、多式联运与公共配送中

心和末端共同配送点有机衔接，实现干线规模化运输与支线集散分拨一体化操作。

5.2 功能布局

5.2.1 应具备仓储、分拨、配载、配送、信息服务、中转换装等功能，可通过干线甩挂运输、多式联

运与公共配送中心和末端共同配送点有机衔接，实现干线规模化运输与支线集散分拨一体化操作。

5.2.2 对新能源资源禀赋强的地区宜在园区配备新能源发电设施和储能设施，并为新能源配送车辆配

备充电设施。

5.2.3 物流园区宜建有共享性配送管理信息系统，具备车货信息收集、发布、匹配和交易等与园区智

慧化运营管理相适应的功能，为配送服务组织之间业务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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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宜具备流通加工、包装、金融、保险、人才培养等物流增值服务和停车、餐饮、住宿，车辆检

测、保养、清洗等配套服务。

5.2.5 交通条件应满足多式联运的需要,以适应多种交通方式的连接,符合（或达到）GB/T 21334要求。

5.2.6 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条件、地形条件，布局紧凑，节约集约用地，并留有发展余地。

5.2.7 根据需求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并通过分析各功能区与外部环境、内部道路的关系以及各功能

区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空间布局。宜在符合条件的区域部署清洁能源设施。

5.2.8 合理组织各种流线，使场内外车流、货流、机械流、人流便捷通畅，互不干扰，并支持统一配

送、集中配送、共同配送等先进配送模式。

6 公共配送中心

6.1 选址

6.1.1 选址应考虑土地的可利用性和承载能力，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与周围建筑和用地规划相协调，

确保能够满足公共配送中心的需求并进行必要的扩展。

6.1.2 宜选择在交通便利、具有停车、货物堆存等便于物流作业的区域，以确保货物能够高效、快速

地运输到目的地，同时减少交通拥堵和碳排放。

6.1.3 宜优先选择现有的客/货运站场、基层交管站、电商服务中心、邮政网点、商业超市，按照客运、

物流、邮政、电商、快递、政务等“多站合一”的模式，对站场和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6.1.4 由国家特许经营的专业型公共配送中心可在交通便利的各类园区、厂区等内部选址。综合性公

共配送中心应在商贸物流园区内选址。

6.1.5 对新能源资源禀赋强的地区宜在园区基础设施配备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设施，并重点为新能源配

送车辆配备充电设施。

6.2 功能布局

6.2.1 具备产品收储、预冷、物流上行、物资和消费品分拨配送、快递包裹收寄、“站对点”的直供式

物流配送、产品代购代储、信息收集与发布等功能。

6.2.2 公共配送中心联接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与末端共同配送站，能满足物流分拨的服

务功能。

6.2.3 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宜划分为快递包裹作业区、电商服务区、货物堆存中转区、物流信息交易

区、便民服务区等。

6.2.4 主城区公共配送中心应在城市规划的物流聚集区内布局，有市级物流分拨中心的宜一并布局；

综合性公共配送中心宜与城乡电子商务物流、专业市场等相关设施结合布局。

7 末端配送站

7.1 选址

7.1.1 宜结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和快递流量分析，在中心城区商业区、居住区、生产区、大型公共活动

场地等区域建设。可依托既有的邮政综合服务平台、邮政服务网点、电商扶贫服务站、便利店、贸易市

场等场地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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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应合理设置中心城区商业区、居住区、生产区、大型公共活动场地等区域专用卸货场地和道路

范围内配送车辆的临时停车泊位。

7.2 功能布局

7.2.1 应具备产品网上接单、分拨、集收打包，物资和消费品定点配送，邮件和快递包裹的收寄、分

拣、存储、派送、客服服务和管理等功能。

7.2.2 可提供物流信息的及时采集、发布、查询、咨询和售后服务，为用户提供全程物流跟踪和支持。

7.2.3 宜建设集揽货、零售和便民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物流配送终端和公用自助提货柜。

7.2.4 根据功能需求，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宜划分收件区、分拣区、派件区等区域，以实现流程的顺

畅和效率的提高。

7.2.5 设置车辆停靠区，为快递配送车辆提供停靠和装卸货物的空间。

8 建设要求

8.1 库（棚）设施

8.1.1 通用要求

8.1.1.1 库（棚）设施主要包括中转库、零担库、普通仓储库。

8.1.1.2 仓库设施建设要求应符合GB/T 28581、GB/T 30134的要求。

8.1.2 中转库

8.1.2.1 中转库一般用于货物在中转过程中的短期存放。

8.1.2.2 中转、换装作业量大的一级物流配送中心，可设置具有监控、传送、分拣设备的中转库。

8.1.2.3 具有铁路专用线的一级物流配送中心，中转库一侧宜设铁路装卸站台，宽度应不小于13.5m;

另一侧或多侧设汽车装卸站台，站台高度1.1m～1.45m，宽度应不小于3m。

8.1.3 零担库

8.1.3.1 零担库用于零担货物临时存放。

8.1.3.2 宜建成高站台仓库，站台宽度不小于3m，站台高度1.1m～1.45m，两端设置斜坡。站台装卸货

位可设置升降平台。

8.1.4 仓储库

8.1.4.1 仓库建筑可按需要建设单层或多层库，有条件的企业可布局建设智能化立体仓库。

8.1.4.2 仓储区物资需实行分区存放、分类保管，存放外形尺寸较小、单件质量较小货物的仓储可建

成高架库。

8.1.4.3 冷库应因地制宜。按需施策，可建冷冻库或冷藏库、保鲜库，也可推广可拆卸、可拼装、可

移动的库房设施、提高物流作业效率。

8.1.4.4 仓储区应根据需要留有足够的装卸空间及人行横道，确保人行横道畅通，用以完成货物出库

入库、场所内货物和集装箱的转场移动等作业服务。

8.1.5 货棚

8.1.5.1 可按需要建设钢结构屋顶，立柱采用圆形或多边形钢铁。

8.1.5.2 屋顶必须可以承受突发性的暴风雨雪。地面平整，承重一般要求大于15t/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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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3 零担货棚和仓储货棚应与相应仓库位于同一区域。货棚与库房面积比不宜超过20%。

8.2 场地设施

8.2.1 货场（堆场)

8.2.1.1 货场(堆场)与仓储库应位于同一仓储作业区内。

8.2.1.2 地面结构应根据货物性质、荷载、水文地质等因素和就地取材原则，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2.1.3 排水应与站场总体排水系统衔接。

8.2.2 装卸（作业）场

8.2.2.1 各类仓库、货场、铁路专用线一侧或两侧应设置装卸（作业）场，并与主要道路衔接。

8.2.2.2 铁路专用线装卸场宽度不宜小于13.5m，汽车装卸货场宽度应满足车辆调头、装卸作业要求。

8.2.3 停车场

8.2.3.1 停车场可集中设置，也可在不同作业区域内分别设置，站内自备车辆和外来车辆应分区停放。

8.2.3.2 停车场宜临近装卸作业场布置。

8.2.4 循环共用体系

8.2.4.1 积极推进托盘、循环袋、周转筐（箱）循环共用体系建设，推广标准托盘应用及带托运输。

8.2.4.2 推广以托盘（周转筐、周转箱）作为装载单元、计量单元和信息单元的标准化运作模式。

8.2.4.3 对配送所使用的包装宜采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减少物流过程中的二次包

装，推动货物包装和物流器具绿色化、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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