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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

编制说明

风力发电场大多地处高山丘陵地带，因此风力发电设备不能直接

从生产厂运达风电场进行机组安装，通常在风电场附近的区域临时设

置一个被称为堆场的场地暂时存放。而从堆场到机位的运输是全程运

输的焦点、难点和重点，制定《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是为

了提高安全意识、降低安全风险，使风力发电设备运输获得最佳秩序，

促进风力发电建设取得最佳效益成果。

一、 任务来源及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 任务来源

《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

专业委员会、天津致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四川权兴物流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并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提交了立项申请，2021 年 3 月底通

过立项评审会。2021 年 5月 13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关于 2021

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协秘字〔2021〕20 号），

批准《风力发电设备运输规范》等 8项团体标准立项。为了更加明确

标准适用范围，结合专家意见建议，标准的标题变更为《风力发电设

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即本标准。本标准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

件物流专业委员会牵头起草。

（二）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1. 完成“十四五”风电装机规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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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是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具有环

保、效益好、可再生、不枯竭、建设周期短、装机灵活、运行维护成

本低等优点。因此，风力发电在我国能源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

比重，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组成指标。

“十三五”规划，我国风力发电装机 2.1 亿千瓦，到 2020 年底，

全国风电累计完成装机 2.5 亿千瓦，其中陆上累计装机 2.4 亿千瓦，

海上累计装机约 900 万千瓦。“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我国风电

装机将达到 5.4 亿千瓦。即在“十三五”规划完成 2.5 亿千瓦的基础

上，陆上再新增（不含海上风电装机 3000 万千瓦）2.6 亿千瓦，5年

平均年新增5000多万千瓦。2.6亿千瓦装机量转化为大件设备运输量，

以 3.0 兆瓦机组为例。2.6 亿/3 兆瓦 x 10 车次，约合为 87 万车次，年

平均 17 万车次的运输量。如此之大的风电设备运输工作量，特别是

从堆场到机位“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规划和统

一的规范流程，真正做到“安全、经济、优质、高效”，才能确保“十

四五”我国风力发电装机目标圆满实现。

2. 风力发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的客观要求

由于风力发电机组一般地处丘陵、高山地带，风力发电机组又

由叶片、机舱（主机）、塔筒、控制系统组成。所以，风力发电设备

运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一是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的道路具有复杂性。风电设备由

堆场到机位的运输，俗称“最后一公里”。然而，正是这“最后一公

里”的运输，才是全程运输的焦点、难点和重点。通常这“最后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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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都呈现为丘陵山区、人烟稀少、尚未开发的地带，且具有弯

道多、坡路多、障碍多、崎岖、路窄、非铺路状况。

二是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具有多样性。风机叶片长度一般

在 50 ~ 100 米左右，起重量在 15~30 吨左右，使用抽拉式平板车运输，

但从堆场到机位“最后一公里”的运输，必须要换用液压举升车转运。

塔筒呈圆柱形物体，通常分为三节，每节重量 25~80 吨，一般选用框

架型车辆运输。机舱属于集重货物，3.0 兆瓦以上机型的机舱重量在

100~170 吨之间，则要选择液压轴线或机械轴线车辆运输。多数情况

下由堆场向机位转运时，都要临时增加牵引车的数量，来解决牵引力

不足和克服道路不好或爬坡造成的困难。

三是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缺乏标准规范。目前，国家和行业

尚未发布过有关风电设备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的管理、技术文件。从

行业情况来看，虽然有的业主单位、设备生产制造企业也制定了一些

规章制度。遗憾的是，这些规章制度都是一般的、分散的、各自的、

只言片语的；而不是系统的、规范的、统一的。

综上所述，由于道路的复杂性，设备的多样性，以及标准规范的

缺失，经常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给风力发电建设带来损失和危害，

制定一个科学的、规范的、统一的、严谨的，针对“最后一公里”安

全运输的标准规范显得十分必要。

（二）标准编制的意义

1. 保障运输安全的基础。编制《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

保证风电设备“最后一公里”的安全运输，是为了获得风力发电设备



6

运输的最佳秩序，促进风力发电建设取得最佳效益成果；是为了规范

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市场秩序，梳理风电设备运输要素，统一风

电设备运输行为，防范发生运输的风险和事故。

2. 实现“十四五”风电装机规划的需要。“十四五”是我国能

源转型关键窗口期，国家制定的电源装机方案是着力优化电源结构和

布局，加快供应则清洁替代，大力发展风光等清洁能源。要持续提高

清洁能源的比重，到 2025 年我国电源装机总量达到 29.5 亿千瓦，清

洁能源装机达到 17亿千瓦，风电装机达到 5.4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

的 18.2%，发电量占总量的 11%，与 2019 年相比，将提高 5个百分点。

风力发电设备堆场至机位的运输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十四五”装机

规划，制定并贯彻好《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将为实现“十

四五”电力规划做出积极贡献。

3.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措施。碳达峰：就是我国承

诺在 2030 年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

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

长，达到峰值。碳中和：是指在 2060 年，我国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坚持和完善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健全用能预算等管理制度，推动能源高效配

置合理使用。二是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光伏

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三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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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加快实施综合能效提升等节能工程，深入推进

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持续提升新基建能效水平。

四是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广泛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营造有

利于节能的整体社会氛围。

二、主编、参编单位、起草组成员、任务分工

（一）主编、参编单位组成

1. 主编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会

天津致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权兴物流有限公司

2. 参编单位

风力发电设备制造 3个

风力发电设备运输车辆装备制造企业 4个

风力发电设备运输企业 6个

（二）起草组成员与任务分工

1. 起草组成员：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彭龙华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刘恒松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黄 健

徐州华邦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石 勇

菏泽京九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申福伟

山东世运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董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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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伏尔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居发洪

重庆市亚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欧承军

保定同升和风电运输有限公司 王保良

洛阳豪运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李宗勇、郭雪伟

新疆中运洁能风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何金坤

山西利邦物流有限公司 冀晓雄

四川权兴物流有限公司 何 波

徐州迅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宋 志

天津致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周建基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会 郭丙年、彭海虹

2. 任务分工：

序号 起草人员 工作内容

1 郭丙年

负责本标准整体推进并指导标准研究方向和重

点，负责标准框架体系构建，重点内容的审核，

以及各项组织管理工作。

2 彭海虹

负责与上级标准委的协调对接工作，标准申报、

标准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意见梳理和修改工

作。负责与起草组成员单位的组织联系工作和标

准撰写过程中协调推进工作。

3 周建基
负责规范的汇总撰写修改、并按标准格式进行修

订。

4 何 波 负责标准基本内容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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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 健

负责风电设备有关章节的撰写、修改、补充完善。6 彭龙华

7 刘恒松

8 申福伟

负责风电设备运输车辆装备有关章节的撰写、修

改、补充完善。

9 董效宏

10 居发洪

11 石 勇

12 欧承军

参加编制研究讨论，负责风电设备运输有关章节

内容的撰写、修改、补充完善工作。

13 王保良

14 李宗勇

15 何金坤

16 冀晓雄

17 宋 志

三、编制《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主要工作过程

编制《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我们主要的工作过程是：

调查研究→确定编标的可行性→组建起草组明确人员分工→对

初稿、二稿、三稿组织交流研讨→多次对意见建议进行分析消化吸纳

→面向行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在处理好重要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

成送审稿→召开专家评审会→结合专家评审会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

→形成报批稿→最后修改完善批准发布。

1. 调查研究。编制《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的基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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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要调查研究。首先要了解我国风力发电建设情况，掌握风力发

电设备的特性特征，熟悉风力发电设备运输车辆装备的功能结构，知

晓风力发电设备运输方案的编制与实施。特别是对运输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做到心中有数。

2. 确定编标的可行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要对编制《风电

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的必要性、重要意义进行深刻分析研究，

以及编制《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的可行性有没有把握进行

论证。我们正是在弄清了必要性和把握了可行性的基础上，才下定决

心要开展编制工作的。

3. 组建起草组，明确人员分工。为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编制《风

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的工作，我们很快组建了编制起草组。

对参加起草组的单位人员有意识的进行区别，防止一边倒。即把运输

的上游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中游的运输企业、下游为运输提供车辆装

备制造服务的企业都邀请进来，形成一个完整闭环。并对参编人员的

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

4. 对《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文稿组织多次交流研讨。

编制标准的重点工作是对形成的初稿、二稿、三稿组织多次交流研讨。

经过多次倾听意见建议和多次修改补充完善，使其更趋于标准的要

求。

5. 面向行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在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基

础上，应该面向行业进行更加广泛的征求意见建议，以保证标准的广

泛性、覆盖性和行业性、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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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召开专家评审会。在处理好重要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送审

稿，召开专家评审会对《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运输规范》进行审议。

7. 形成报批稿。结合专家评审会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最后修

改完善申请批准发布。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在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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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导则》的要求

起草，并遵循了确保运输安全、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为政策法规

提供有效补充等原则。

1. 以防范风险，确保运输安全为原则。从堆场至机位的运输俗

称“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这是全程运输的焦点、难点和重点。通常

这“最后一公里”，大都地处丘陵山区、人烟稀少、尚未开发的地带，

且具有弯道多、坡路多、障碍多、崎岖、路窄、非铺路状况。因此，

我们坚持以防范风险确保运输安全为首要原则，深刻分析不安全因

素，梳理防范风险确保安全的办法和要素。在“人、车、货、路、管”

五大要素中，按照轻重缓急的排序，分别赋以相应的内涵，精准对症

下药，从而有针对性制定出相关要求，切实解决风力发电设备在堆场

至机位的运输中存在的风险和不安全因素。

2. 以标准的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为原则。本标准在制定的过

程中，以提升大件运输企业工作能力，服务国家清洁能源发展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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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基于“十四五”时期风力发电建设新格局的需要，充分考虑未来

风力发电设备制造趋向“高、大、上”的发展方向；又要面对目前风

电场建设地所处的环境对运输的挑战，同时兼顾运输人员、运输装备

车辆、运输管理等方面，还处于循序创新提高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

新基建、互联网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发展环境变化，实现标准的前瞻

性和适用性相结合，使得标准一方面主动适应未来行业发展的新形

势，有效引领大件运输企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先

贯彻落实，确保运输安全和实现企业价值。

3. 以为政策法规提供有效补充为原则。标准是政策法规有效补

充，本标准是国家运输政策法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使本标准

对政策法规形成有效补充，更有效指导大件运输企业的管理和生产经

营活动，使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考虑的重点内容。2005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部 2016 年颁布《超限运输

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62 号令，是道路运输和大件运输管理的基

础性法律法规，在规范管理运输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标准

的制定补充了 62 号令未涉及到方面，更直接具体的规定了风电设备

堆场至机位的运输相关事宜。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结合风电设备制

造企业、风电设备运输装备企业和风电设备运输企业等在风电设备堆

场至机位的运输上的经验总结，深入研究行业发展环境、发展现状和

发展趋势，经业内专家反复论证，广泛征集社会意见，编制形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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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依据和参考的标准文件如下：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51096-2015 风力发电场设计规范

GB/T 6067.1-2010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8451.1-2012 风力发电机组 设计要求

GB/T 19568-2017 风力发电机组 装配和安装规范

GB/T 33000-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QC/T 1149-2021 大件运输专用车辆

DL/T 796-2012 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

NB/T 10209 风电场工程道路设计规范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2017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J 017-96 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T 198-2016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

JT/T 1295-2019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规范

T/CCTAS 13-2020 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技术要求

2. 依据和参考的法律法规文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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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24 号）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5号）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 12号）

3. 标准中相关条款数据的引用来源：

（1）来源于相关规范规定

如：“设备运输与带电设备安全距离”数据，依据《国家电网公

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变电站和发电厂电气部分、电力线路部分）（试

行）》的通知国家电网安监[2005]83 号规定，并根据叶片运输车运行

过车中存在颠簸上下颤动做出的放大安全距离。

（2）来源于运输实践过程中的总结

如：“叶片型号及净空要求值”、“牵引车输出动力和风场内行

驶速度”等数据数据，主要根据长期运输过程中总结出的安全运输要

求值。

（三）与现在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应遵循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部 2016 年颁布的《超

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62 号令等。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不存在冲突、重复的关系。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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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风力发电设备运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编制标准的角度

出发，我们必须抓住风电设备运输的主要要素来分析，这几个要素应

该是：风电设备特性及堆场至机位的运输特征；对承运企业、运输装

备车辆、道路、人员的要求；堆场至机位的运输全过程安全质量规范

要求。

本标准共 12 个部分：

1. 范围。本标准规定了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的运输相关术语、

流程及安全运输技术要求以及适用于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的运输的

安全技术控制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标准中引用的涉及运输车辆装备、

道路工程要求、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大件运输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

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起重机械安全规

程、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公路大件运输护送技术要求等。

3. 术语和定义。主要对风电设备、风场、堆场、机位、等术语

进行了定义。

4. 运输基本要求。对承运企业、从业人员，运输车辆，通行道

路，堆场等方面提出通用的、基本的要求。

5. 项目前期准备。风电设备运输的特殊性，在运输方案编制之

前对运输进行确认、做好运输路线勘察和路线整改是开始前非常必要

的工作。通过项目确认和路线勘察，承运企业全面掌握项目情况，为

编制运输方案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对确认项目内容、路线勘查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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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规范。

6. 运输方案编制。运输方案编制是运输的指导书，是运输途中

各环节操作处理的重要依据，要非常详实明确。本标准对运输方案中

的项目概况、运输项目范围及内容、编制依据、运输组织措施、运输

技术措施、运输实施施工方案、项目安全措施、运输应急预案、运输

工作重点、难点分析及解决措施、运输方案的审核、批准及报备等九

个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明确。

7. 运输组织实施。运输的组织实施是标准的重点内容，从实施

过程着手，对发运准备、堆场吊装、绑扎加固、设备保护措施、安全

警示标志标识、安全警示标志标识、装车后检查、运输过程管理、应

急响应等九个环节进行要求规范。

8. 项目总结。要求堆场至机位的运输项目要进行总结，要形成

书面作业指导书，便于后续运输借鉴。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对我国大件运输风电设备堆场至机位的运输提出相关

要求的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采用国际相关标准

八、 作为推荐行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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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风力发电设备运输场景各不相同，地理环境条件参差

不一，各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从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确保安

全目的，推荐学习本标准，建议参照采用本标准相关要求和安全措

施，提高风电设备运输“最后一公里”效能。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中交协大件专委会将积极组织会员企业，

对本标准进行大力宣传和认真学习，并积极推动标准的落地执行。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