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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1.掌握装卸搬运的原则；

2.理解搬运活性指数；

3.掌握托盘装盘方法。

能力目标
1.能够识别并进行简单的操作；

2.能够根据现实操作需要选择适当的设备。

素质目标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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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双鹤医药有限公司是北京双鹤这艘“医药航母”部署在西南战区的一艘“战

舰”。虽然云南双鹤医药有限公司已形成规模化的产品生产和网络化的市场销售，

但其流通过程中物流管理严重滞后，造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不能形成价格优势，

这严重阻碍了物流服务的开拓与发展，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瓶颈”。

装卸搬运活动是衔接物流各环节活动正常进行的关键，而云南双鹤恰好忽视了

这一点，由于搬运设备的现代化程度低，只有几个小型货架和手推车，大多数作业

仍处于人工作业为主的原始状态，工作效率低，且易损坏物品。另外仓库设计的不

合理，造成长距离的搬运。并且库内作业流程混乱，形成重复搬运，大约有 70%的

无效搬运，这种过多的搬运次数，损坏了商品，也浪费了时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面对云南双鹤药业的现状，你能提出哪些改进措施？

实

施

地

点

多媒体教室

相

关

知

识

一、装卸搬运的基本原则

装卸搬运的基本原则是指装卸搬运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或要求达到的目标。根据装卸搬

运活动的特征和作用，为了提高装卸搬运作业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装卸

搬运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1）减少环节、简化流程。是指根据物流规律，设法取消、

合并装卸搬运环节和次数，杜绝重复性、不必要作业；必须进行的作业，尽可能流水作业；

（2）文明装卸，科学运营。是指杜绝“野蛮装卸”，保证货物、装卸设施、设备安全；针

对不同的装卸作业，科学组织管理；（3）集中作业，集散分工。主要是指装载点和卸载点要

尽量集中，同一类货物尽量集中在一起。“集散分工”是指成件货物集装化作业，粉粒状袋

装货物散装化作业，要作为装卸搬运作业的两个发展方向；（4）协调兼顾，标准通用。是指

装卸搬运与其他物流环节之间、装卸搬运各工序、工步之间，要相互协调，实行通用标准化

管理；（5）步步活化，省力节能。主要指提高装卸搬运工序之间的装卸活性；（6）巧装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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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稳定。是指充分利用运输工具的装载利用率；货物装上车船或在货场、仓库堆码要稳固，

减少货损。上述原则都是一些基本性要求。但落实起来涉及面广，难度很大，也不是装卸搬

运行业自身所能解决的。应当从物流系统的整体上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各个环节要紧密配

合，才有助于这些原则落实。

二、装卸搬运合理化措施

装卸搬运的合理化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防止无效装卸

无效装卸含义是消耗于有用货物必要装卸劳动之外的多余劳动。一般装卸操作中，无效

装卸具体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过多的装卸次数

物流过程中，货损发生的主要环节是装卸环节。而在整个物流过程中，装卸作业又是反

复进行的。从发生的频数来讲，超过任何其它活动，所以过多的装卸次数必然导致损失的增

加。从发生的费用来看，一次装卸的费用相当于几十公里的运输费用，因此，每增加一次装

卸，费用就会有较大比例的增加。此外，装卸又会大大阻缓整个物流的速度，装卸又是降低

物流速度的重要因素。

2.过大的包装装卸

包装过大、过重，在装卸时实际上反复在包装上消耗较大的劳动，这一消耗不是必须的，

因而形成无效劳动。

3.无效物质的装卸

进入物流过程的货物，有时混杂着没有使用价值或对用户来讲使用价值不符的各种掺杂

物，如煤炭中的矸石、矿石中的表面水分、石灰中的未烧熟石灰及过烧石灰等。在反复装卸

时，实际对这些无效物质反复消耗劳动，因而形成无效装卸。

由此可见，装卸搬运如能防止上述无效装卸，则大大节约装卸劳动，使装卸合理化。

（二）充分利用重力和消除重力影响，进行少消耗的装卸

在装卸时考虑重力因素，可以利用货物本身的重量，进行有一定落差的装卸，以减少或

根本不消耗装卸的动力，这是合理化装卸的重要方式。例如，从卡车、铁路货车卸物时，利

用卡车与地面或小搬运车之间的高度差，使用溜槽、溜板之类的简单工具，可以依靠货物本

身重量，从高处自动滑到低处，这就勿需消耗动力。如果采用吊车、叉车将货物从高处卸到

低处其动力消耗虽比从低处装到高处小，但是仍需消耗动力，两者比较，利用重力进行无动

力消耗的装卸显然是合理的。

在装卸时尽量消除或削弱重力的影响，也会求得减轻体力劳动及其它劳动消耗的合理

性。例如在进行两种运输工具的换装时，可以采取落地装卸方式，即将货物从甲工具卸下并

放到地上，一定时间之后，或搬运一定距离之后再从地上装到乙工具之上，这样起码在“装”

时，要将货物举高，这就必须消耗改变位能的动力。如果进行适当安排，将甲、乙两工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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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靠接，从而使货物平移，从甲工具转移到乙工具上，这就能有效消除重力影响，实现合理

化。

在人力装卸时，一装一卸是爆发力，而搬运一段距离，这种负重行走，要持续抵抗重力

的影响，同时还要行进，因而体力消耗很大，是出现疲劳的环节。所以，人力装卸时如果能

配合简单机具，做到“持物不步行”，则可以大大减轻劳动量，做到合理化。

（三）充分利用机械，实现规模装卸

规模效益早已是大家所接受的，在装卸时也存在规模效益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次装卸量

或连续装卸量要达到充分发挥机械最优效率的水准。为了更多降低单位装卸工作量的成本，

对装卸机械来讲，也有规模问题，装卸机械的能力达到一定规模，才会有最优效果。追求规

模效益的方法，主在是通过各种集装实现间断装卸时一次操作的最合理装卸量，从而使单位

装卸成本降低，也通过散装实现连续装卸的规模效益。

（四）提高物的装卸搬运活性

装卸搬运活性的含义是，从物的静止状态转变为装卸搬运运动状态的难易程度。如果很

容易转变为下一步的装卸搬运而不需过多做装卸搬运前的准备工作，则活性就高；如果难于

转变为下一步的装卸搬运，则活性低。为了对活性有所区别，并能有计划地提出活性要求。

使每一步装卸搬运都能按一定活性要求进行操作，对于不同放置状态的货物做了不同的活性

规定，这就是“活性指数”，分为 0—4 共 5 个等级。

散乱堆放在地面上的货物，进行下一步装卸必须要进行包装或打捆，或者只能一件件操

作处置，因而不能立即实现装卸或装卸速度很慢，这种全无预先处置的散堆状态，定为“0”

级活性；将货物包装好或捆扎好，然后放置于地面，在下一步装卸时可直接对整体货载进行

操作，因而活性有所提高，但操作时需支起、穿绳、挂索，或支垫入叉，因而装卸搬运前预

操作要占用时间。不能取得很快的装卸搬运速度，活性仍然不高，定为“1”级活性；将货

物形成集装箱或托盘的集装状态，或对已组合成捆、堆或捆扎好的货物，进行预垫或预挂，

装卸机具能立刻起吊或入叉，活性有所提高，定为“2”级活性；将货物预置在搬运车、台

车或其它可移动挂车上，动力车辆能随时将车、货拖走，这种活性更高，定为“3”级；如

果货物就预置在动力车辆或传送带上，即刻进入运动状态，而不需做任何预先准备，活性最

高，定为“4”级。

活性指数分为 0-4 共 5 个等级，

不同放置状态货物的活性指数

放置状态 需要进行的作业 活性指数

整理 架箱 提起 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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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放地上

置于一般容器

集装化

无动力车

动力车辆或传送带

需要

0

0

0

0

需要

需要

0

0

0

需要

需要

需要

0

0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0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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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物的运输活性

装卸搬运操作有时是直接为运输服务，下一步直接转入运输状态，因而只有进行合理的

装卸操作，将货物预置成容易转入运输的状态，装卸搬运才称得上合理。对这种活性的质量

用货物的运输活性指数表示。很明显，运输活性越高，货物越容易进入运输状态，可能带来

直接缩短运输时间的效果。

（六）选择最好搬运方式或节省体力消耗

在物流领域，即使是现代化水平已经很高了，也仍然避免不了要有人力搬运的配合，因

此，人力搬运合理化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七）单元化原则

所谓单元化原则是指将物品集中成一个单为进行装卸搬运的原则。单元化是实现装卸合

理化的重要手段。在物流作业中广泛使用托盘，通过叉车与托盘的结合提高装卸搬运的效率。

通过单元化不仅可以提高作业效率，而其还可以防止损坏和丢失，数量的确认也变得更加容

易。

（八）机械化原则

所谓机械化原则是指在装卸搬运作业中用机械作业代替人工作业的原则。实现作业的机

械化是实现省力化和效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机械化改善作业环境，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机械化的程度除了技术因素外，海域物流费用的承担能力等经济因素有关。机

械化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将人与机械合理的组合到一起，发挥各自的长处。在许多场合，简

单机械的配合同样可以达到省力化和提高效率的目的。片面强调全自动化会造成物流费用过

剩，在经济上增加企业的成本。

（九）系统化原则

所谓系统化原则是指将各个装卸搬运活动作为一个有机地整体实施系统化管理。也就是

说，运用综合系统化的观点，提高装卸搬运活动之间的协调性，提高装卸搬运系统的柔性，

以适应多样化、高度化物流需求，提高装卸搬运效率。

根据科学研究的结论，采用不同搬运方式和不同移动重物方式，其合理使用体力的效果

不同。科学地选择一次搬运重量和科学地确定包装重量也可促进人力装卸的合理化。



装卸搬运合理化

5

考

核

要

求

1.问题分析准确，语言逻辑清晰

2.论点明确，结构完整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