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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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天津环科瞻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环科瞻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

司、天津港汇盛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焦炭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远航矿石国际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

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天津市环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文栋、安国利、宋天威、杜浚铭、王建、杨忠、杨成良、刘峰、吴菲、姜涛、

梁岑、张林、张亮、刘志波、王俊、赵杨、桑换新、张洪铭、张旭平、董昊鑫、尚建程、刘秀丽、李博

轩。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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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分级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分级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及评价

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企业上级管理部门或企业对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水平进行绩

效分级。 

评价对象在开展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分级工作的前一年内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失去参评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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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 110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码头》 

JTS 156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 

JTS 149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T 105-4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干散货码头 Dry bulk terminal 

指供装载各种初级产品、原材料等散货船舶停靠、装卸作业的码头。 

 

码头扬尘 Pier dust 

指码头各工业料堆（如煤堆、沙石堆以及矿石堆等）由于堆积、装卸、传送等操作以及风蚀作用等 

造成的扬尘。 

 

专业化码头 Special-purpose wharf 

为特定用途而设计的码头，服务于特定种类的船舶、货物或旅客。 

 

通用码头 Bulk and General Cargo Terminal 

适用于普通件杂货、散货货种装卸作业的码头。 

 

绩效分级 Performance grading 

表征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水平的差异。 

4 生产工艺及主要污染产排环节 

露天干散货码头通常有泊位、堆场、输送系统三个主要生产单元，在此三个生产单元中，干散货码

头按工艺大致分为装、卸、堆、存、取等五个作业环节。 

专业化干散货码头、通用散货码头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主要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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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业化干散货码头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及生产设施、产排污环节一览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设施参数 产排污环节 

泊位 

装船 散货连续装船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装船作业 

卸船 

桥式抓斗卸船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卸船作业 

链斗式连续卸船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卸船作业 

其他卸船设备 数量（台） 卸船作业 

堆场 

储存 

露天堆场 
散货堆场面积（m2） 

堆场容量（t） 
堆存作业 

条形仓/筒仓/球形仓 
数量（座） 

单仓容量（m3） 
堆存作业 

堆取料 

堆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斗轮取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斗轮堆取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其他堆取料机 数量（台） 堆取作业 

输送系统 

卸车 
翻车机房 翻卸能力（t/h） 卸车作业 

其他卸车设备 数量（台） 卸车作业 

装车 

装车楼 装车效率（t/h） 装车作业 

装车机 装车效率（t/h） 装车作业 

抓斗起重机、装载机等 数量（台） 装车作业 

输送 

转运站 数量（座） 转运作业 

带式输送机 
最大单条设计输送能力

（t/h） 
转运作业 

自卸汽车等 数量（台） 转运作业 

表2 通用散货码头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产排污环节一览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设施参数 产排污环节 

泊位 

装船 
港口门座起重机 数量（台） 装船作业 

其他装船设施 数量（台） 装船作业 

卸船 
港口门座起重机 数量（台） 卸船作业 

其他卸船设备 数量（台） 卸船作业 

堆场 

储存 露天堆场 
散货堆场面积（m2） 

堆场容量（t） 
堆存作业 

堆取料 

堆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斗轮取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斗轮堆取料机 额定台时效率（t/h） 堆取作业 

装载机 数量（台） 堆取作业 

其他堆取料设备 数量（台） 堆取作业 

输送系统 

卸车 
火车卸车设备 卸车能力（t/h） 卸车作业 

其他卸车设备 数量（台） 卸车作业 

装车 

装车楼、装车机 装车效率（t/h） 装车作业 

抓斗起重机、装载机等 数量（台） 装车作业 

其他装车设备 数量（台） 装车作业 

输送 

转运站 数量（座） 转运作业 

带式输送机 
最大单条设计输送能力

（t/h） 
转运作业 

自卸汽车等 数量（台） 转运作业 

5 主要技术内容 

评价指标 

装备及工艺水平、污染防治水平、环境管理水平及运输方式。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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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评价原则 

1) 规范性原则。评价指标的设定，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

绩效分级评价。 

2) 差异性原则。评价结果应具有层次性，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应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管理水

平较高和管理水平一般的企业应进行有效区分，使评价工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 适用性原则。评价指标的设置应与企业实际生产作业环节相结合，绩效评级技术指南应

对干散货码头普遍适用，充分开展指南设置前的调研工作。 

5.2.2 指标赋分占比 

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评价总分为 100分。提升项设置三项，分别占 1 分。装备及工艺水平、

污染防治水平、环境管理水平及运输方式环境绩效评价指标所占分值见表 3。 

表3 评价指标所占分值 

评价指标 所占分值 

装备及工艺水平 25分 

污染防治水平 40分 

环境管理水平 20分 

运输方式 15分 

5.2.3 评价标准 

表4 评价标准 

差异化指标 评价标准 

装备及工艺水平 

（满分25） 

主要生产单元 专业化码头 通用散货码头 

泊位 

1.采用散货连续装船机装船，

得3分；采用散货非连续装船

机装船，得1分。 

2.采用散货连续卸船机卸船，

得3分；采用散货非连续卸船

机卸船，得1分。 

1.采用散货连续装船机装船，

得3分；采用散货非连续装船

机装船，得2分。 

2.采用散货连续卸船机卸船，

得3分；采用散货非连续卸船

机卸船，得2分。 

堆场 

1.采用斗轮式堆取料机，得3分；采用非斗轮式堆取料机，

得2分；采用其他方式堆取料，得1分。 

2.采用全封闭或半封闭式堆存，得2分；采用露天堆场堆存，

得1分。 

输送系统 

1.采用翻车机卸车，得3分；采用火车卸车机卸车，得2分；

采用其他方式卸车，得1分。 

2.采用连续式装车（装车楼、移动式火车装车机等），得2

分；采用非连续式装车（装载机、挖掘机等），得1分。 

3.水平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得2分；采用自卸汽车、

装载机等运输，得1分。 

其他 

1.实现码头全流程作业智能化、物流信息化和管理数字化水

平，得2分；不具备条件，不得分。 

2.新能源、清洁能源和国三及以上排放水平港作机械占比

90%以上，得2分；占比不低于70%，得1分；占比低于70%，

不得分。 

3.清洁运输（铁路、水运、管道、新能源）比例高于55%，

得3分；占比介于20%-55%，得2分，占比介于10%-20%，得1

分；低于10%，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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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评价标准（续） 

差异化指标 评价标准 

污染防控水平（满分40） 

1.装卸船、装卸车等装卸环节根据物料特性采取密闭、湿法或干法等抑尘措施。 

2.物料转运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和防尘帘等，且满足相关设计规范。 

3.水平运输按照要求采取密闭措施、物料防洒落设施或抑尘措施。 

4.露天堆场建设防风抑尘网、围墙、防护林等防尘屏障且满足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5.堆场采用覆盖或其他有效抑尘措施。 

6.堆场设置固定式喷淋抑尘系统且具有数据记录功能，喷枪喷洒频率满足相关设计规范要

求。 

7.粉尘在线监测系统与喷淋、喷雾等除尘抑尘设施联动。 

8.港区内道路、码头和堆场地面均进行硬化处理且破损路面及时修复。 

9.港区出口处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设施，运输车辆驶离作业场所前100%进行冲洗。 

10.堆场和道路采用机械化清扫方式，配置有流动清扫车、洒水车或喷扫两用车、真空吸

尘车等，堆场出入口冲洗频次不低于2次/天，清扫频次不低于3次/天，场地内硬化道路冲

洗频次不低于1次/天，清扫频次不低于2次/天。 

11.定期清洁港口设备设施。 

注：满足10条及以上，得32分；满足9条，得27分；满足8条，得24分；否则，不得分。 

1.港区周界粉尘浓度不大于相关排放标准规定限值的85%，得2分；符合相关排放排放标准

要求，得1分。 

2.含尘废水经处理后满足回用水标准并全部回用，得2分；部分回用，得1分；没有回用，

不得分。 

3.具备靠港船舶岸电供应能力，船舶在港口泊位靠泊超过3小时的，岸电使用率达100%，

得2分；具备靠港船舶岸电供应能力，船舶在港口泊位靠泊超过3小时的，岸电使用率不足

100%，得1分；不具备靠港船舶岸电供应能力的，不得分。 

4.港区可绿化区域绿化率达到100%，得2分；绿化率达到85%以上，得1分，低于85%，不得

分。 

备注：相关标准及设计规范如下： 

1.《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JTS156-2015）； 

2.《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S149-2018）； 

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如地方有更严格要求的，从其规定。 

环境管理水平（满分20） 

1.环保档案齐全（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及年度执行报告、竣工验收文件、扬尘治理

设施运行管理规程、自行监测报告、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制度、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

得3分；环保档案不全，不得分。 

2.企业环保管理机构健全，设置环保部门，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

力，得2分；企业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得1分。 

3.建立港口码头扬尘污染控制管理制度，确保扬尘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得2分。 

4.制定监测方案（单位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其限值、监

测频次、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并开展

自行监测，如实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得2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5.未采取封闭措施的堆场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并与政府环保部门扬尘监控系统联网，

监控系统数据本地存储保留时间不少于30天，得2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6.易扬尘环节（喷淋、洗车台、厂区道路、生产车间等）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得2分；不

满足条件，不得分。 

7.台账记录： 

（1）生产工况信息（按照泊位、堆场、输送系统等不同生产单元分别填写，记录不同生

产作业货类名称及作业量等内容。）得3分；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不得分。 

（2）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废气：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名称、编码及是否正常运行

等信息；废水：废水治理设施名称及编码、废水类别、运行状态及排放去向等）得2分；

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不得分。 

（3）监测记录信息（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记录满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得2分；

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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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评价标准（续） 

差异化指标 评价标准 

运输方式（满分15分） 

1.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柴油、燃气货车或其他清洁能源集疏港，得3分；使用含

有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柴油、燃气货车或其他清洁能源集疏港占比不低于80%，其他车辆

达到国四排放标准；得2分；使用含有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柴油、燃气货车或其他清洁能

源集疏港占比不低于50%，得1分；使用含有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柴油、燃气货车或其他清

洁能源集疏港占比低于50%，不得分。 

2.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信息编码登记工作，得3分；未登记，不得分。 

3.企业参照有关规定，建立门禁系统，对车辆进出进行识别监控，得3分；不满足条件，

不得分。 

4.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得3分；厂内非

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比例不低于80%，得2分；厂

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比例不低于50%，得1

分；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比例低于50%，

不得分。 

5.建立完整的运输车辆、场内运输车辆电子台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子台账，得3分；未

建立台账，不得分。 

提升项 

1.获得绿色发展“领跑者”称号的企业，得1分。 

2.获得“无废企业”称号的企业，得1分。 

3.获得“智慧港口”称号的企业，得1分。 

评估等级确定 

拟将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分为A、B、C、D四个级别。从A级到D级，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

控绩效水平逐渐降低，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分级，指导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指标计分方法中分值范围应体现评价标准细则差异，根据当前干散货码头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及地

方相关分级要求，拟将本技术指南绩效等级得分情况确定如下： 

表5 等级得分情况 

绩效水平 分值 确定原则 

A级企业 大于等于95分 
充分按照国家及地方标准规范要求，根

据干散货码头发展水平情况，以引领型

高水平企业作为标准，拟将评价标准细

则得分95以上时，确定为A级企业；以环

境水平较高企业作为标准，拟将评价标

准细则得分85（含85分）-95分时，确定

为B级企业；以环境水平一般企业作为标

准，拟将评价标准细则得分70（含70分）

-85分时，确定为C级企业；以环境需进

一步提升企业作为标准，拟将评价标准

细则得分小于70分时，确定为D级企业。 

B级企业 85（含85分）-95分 

C级企业 70（含70分）-85分 

D级企业 小于70分 

6 支持证明材料 

干散货码头扬尘综合管控绩效分级自评价支持性材料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支持性材料指导，支持性材

料按照评价标准中的计分条款逐条准备，并需满足响应的要求。 

装备及工艺水平 

1) 装船：提供装船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料； 

2) 卸船：提供卸船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料； 

3) 堆取料：提供堆取料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料； 

4) 堆场：提供堆场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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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车：提供卸车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料； 

6) 装车：提供装车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料； 

7) 水平运输：提供水平运输设备的全部数量、现场图片、使用记录、技术说明书等有关材

料； 

8) 码头全流程作业智能化，物流信息化和管理数字化水平：提供码头全流程作业工作流程

图、现场图片等材料。 

9) 港作机械水平：提供现场所有使用的港作机械数量及其环保标准，计算出新能源、清洁

能源和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港作机械占比。 

10) 清洁运输（铁路、水运、管道、新能源）水平：企业提供 2 年内各运输系统的作业量。 

污染防控水平 

1) 装卸船、装卸车等装卸环节：根据物料特性，提供装卸船、装卸车过程中采取的抑尘措

施及扬尘防治设备清单及现场图片、扬尘防治相关设计方案或防治措施防治效率的证明

材料等。 

2) 物料转运处：提供物料转运处设备清单及现场图片、设备的技术要求的证明材料等。 

3) 水平运输：提供干散货水平运输过程中采取的扬尘防治措施及粉尘防治设备清单及现场

图片、扬尘防治有关设计方案或防治措施防治效率的证明材料等。 

4) 露天堆场：提供干散货堆场堆存及堆取作业过程中采取的扬尘防治措施及扬尘防治设备

清单及现场图片、扬尘防治有关设计方案或防治效率的证明材料等。 

5) 堆场：提供堆场采取的扬尘防治措施、扬尘防治设备清单及现场图片、扬尘防治有关设

计方案或防治效率的证明，证明可以有效抑尘； 

6) 堆场固定式喷淋抑尘系统：提供固定式喷淋系统清单、型号、功能及技术规范、现场照

片等证明材料。 

7) 粉尘在线监测系统：提供粉尘在线监测系统与抑尘设施联动的设计方案、现场照片及使

用台账记录。 

8) 港区内道路、码头和堆场地面：提供港区平面图、现场照片及维护记录等证明路面硬化

处理修复的材料。 

9) 港区出口处车辆自动冲洗设施：提供车辆自动冲洗设施现场照片、设计方案及冲洗记录、

视频等材料来证明运输车辆驶离作业场所前 100%进行冲洗； 

10) 现场清扫、冲洗频次：提供现场清扫设备清单、清扫冲洗台账记录及现场工作照片等材

料。 

11) 定期清洁港口设备设施：提供港口设备清单及清洁台账记录等材料。 

12) 港区周界粉尘浓度：提供港区周界粉尘浓度监测报告等材料证明港区周界粉尘浓度不大

于相关排放标准规定限值； 

13) 含尘废水回用情况：提供含尘废水处理方式证明材料及能证明含尘废水回用证明材料。 

14) 靠港船舶岸电供应能力及岸电使用率：提供岸电建设设计文件、技术说明书或检测证明

材料、船舶使用岸电记录、现场照片等。岸电使用记录表参见下表。 

表6 岸电使用记录表 

船名 泊位 靠泊时间 离泊时间 
岸电使用

结束时间 

船舶是否

具备接电

设施 

电压 频率 容量 
是否接电

作业 

岸电供电

量（kWh） 

           

15) 港区可绿化区域绿化率：提供绿化设计方案、工程设计资料或其中涉及陆域、堆场道路、

建构筑物站地面积等的证明材料；港区绿化现场图片。 

环境管理水平 

1) 环保档案：提供有效的环保档案（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及年度执行报告、竣工验

收文件、自行监测报告、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制度、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复

印件等证明材料； 



T/TJSES XXXX—2023 

7 

2) 企业环保管理：提供企业架构图，并证明环保人员具有环境管理能力资质证明等材料。 

3) 港口码头扬尘污染控制管理制度：提供港口码头扬尘污染控制管理制度复印件及证明扬

尘防治措施落实到位相关证明材料。 

4) 监测方案：提供监测方案（单位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

其限值、监测频次、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等），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截图等证明材料。 

5) 监测系统：提供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型号、功能及技术规范、现场照片等证明材料。 

6) 易扬尘环节视频监控设备：提供易扬尘环节（喷淋、洗车台、厂区道路、生产车间等）

视频监控设备型号、功能、技术规范及现场照片等证明材料。 

7) 台账记录：提供近两年生产工况信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的台 

账。 

运输方式 

1) 柴油、燃气货车或其他清洁能源集疏港占比：提供现场所有使用的标准柴油、燃气货车

或其他清洁能源等数量及环保标准，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 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核发管理标识、排放检测结果及非道路移动

机械清单、现场照片及管理台账。 

3) 车牌识别、门禁系统：提供可以证明车牌识别系统的材料及门禁系统数据。 

4)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比例：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数量及排放标准。 

5) 车辆电子台账：提供近 2 年完整的运输车辆、场内运输车辆电子台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电子台账。 

7 绩效评估流程 

1) 企业委托有关单位或专业机构对其开展核查工作，根据支持性材料，形成评价报告。 

2) 根据评价报告，对照评价标准，形成预评估结果。 

3) 为体现评估结果的专业性，政府监管部门或企业上级管理部门组织有关单位或委托专业

机构对评估结果开展认定并进行分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