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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一）起草背景

随着公路的发展，车辆为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便利的驾驶和运输，同时受利益驱动，车辆

超载超限行驶也成了社会治理的顽疾。不少车辆通过改装车辆护栏来加高、加宽、加长车辆

运货箱体的体积，使得每次车辆能多装货物，最终导致一次性运送成本降低，随之增加盈利；

然而，车辆超限严重损坏了公路基础设施，严重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阻碍运输市场的发

展，诱使交通事故频发，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交通部门统计 70%的道路交通事故是由

于车辆超载超限引发的；50%的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与车辆超载超限有直接关系。

目前，交通运输行业没有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检验规范的相关技术标准，本标

准的制定，是弥补交通行业标准体系的重要举措，也为后续的产品标准、计量技术规范的制

定奠定基础。

（二）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

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其它参与起草单位：苏州思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杭州卫

蓝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21 年 6 月到 2021 年 7 月，编制申请书。

2、2021 年 8 月到 2021 年 9 月，编制工作大纲并讨论、修改：

3、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4 月，大纲评审。

4、2022 年 5 月到 2022 年 9 月，根据分工起草，通稿后形成《初稿》。

5、2022 年 10 月，经讨论、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6、2022 年 11 月到 2022 年 12 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所反馈的意见，

召开起草组讨论、完善，形成《送审稿》和《征求意见汇总表》。

7、2023 年 1 月到 2023 年 2 月，召开专家技术审查会对送审稿进行审查。根据专家意

见，补充、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

8、2023 年 3 月，《报批稿》及相关资料呈报协会批准。必要时，召开报批稿审查会。

根据审查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报批稿。



（四）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序号 单位 姓名 分工

1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陶杰、王长华、吴尧才、

李保、郑于海、朱熙豪

执笔人。标准编制工作的总

体协调，试验方法论证，标

准文件编写等

2 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马丙辉，裘尧华，陈洁，

赵志灏

执笔人，标准统筹。标准编

制工作的总体协调，验证试

验实施，产品试验测试等

3
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

测所有限公司
杨全、张月莹 产品应用推广，试验验证等

4
苏州思卡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
张小磊，徐锦锦 产品应用推广，试验验证等

5
杭州卫蓝智能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王晖，姜卫，王绪林，

余利峰
产品应用推广，试验验证等

6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

限公司

胡小波，冯洪亮，许军

立
产品应用推广，试验验证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原则一：标准应确定合理的标准化对象。本标准把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标准中还涉及到系统的标定和检验等。

原则二：标准中技术内容应具有前瞻性。本标准中确立的主要研究对象车货外廓尺寸不

停车测量系统对于交通道路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尚未在交通管理中大量采用，原

因之一就是缺少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原则三：标准结构应合理，要素表述应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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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本标准中的结构和要素，并进行规范化编写。

原则四：标准的制订程序应符合法律法规。本标准的制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并归口协会标委会管理，并在协会统一管理下，按照相关规定，依次履行了标准立项、

标准大纲、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和送审稿等流程的管理。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

0、标准名称



本文件为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标定检验的技术规定，以其名称来命名“车货外

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检验规范”。

1、范围

规定了产品标准的内容以及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根据实际需求引用和参考了国内外最新标准，主要引用文件有GB 1589 汽车、挂

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T 3730.3 汽车和挂车的术语及其定义 车辆

尺寸；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

要求；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

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8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GB/T 22239 信

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JJF 1749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校准规范；JT/T 1012 汽车

外廓尺寸检测仪；JTG/T 367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主要定义了适用于本文件的六个术语：车货、车货外廓尺寸、车货总长度、车货总宽度、

车货总高度、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

4、系统组成与功能

4.1 系统组成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主要由金属支架（门架式或悬臂杆式）、传感单元（包括，

但不限于激光、雷达、光幕等原理）、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

标引序号说明：

1——金属支架；

2——传感单元及数据处理单元。



图1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示意图

4.2 系统功能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可以测量出车货总长度、车货总宽度、车货总高度等，并

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输出。

5、技术要求

5.1 技术指标

5.1.1 准确度等级

按照车货总长度和车货总宽度、车货总高度划分，准确度等级可表述为：

表1 准确度等级

（0~40）km/h （40~80）km/h （80~100）km/h

车货总长度 ±1%、±2%、±3% ±2%、±3%、±4% ±3%、±4%、±5%

车货总宽度
±20mm、±50mm、

±100mm、±200mm

±50mm、±100mm、±

200mm、±300mm

±100mm、±200mm、

±300mm、±400mm

车货总高度
±20mm、±50mm、

±100mm、±200mm

±50mm、±100mm、±

200mm、±300mm

±100mm、±200mm、

±300mm、±400mm

5.1.2 测量能力

车货总长度测量能力：需覆盖3200~26000mm；

车货总宽度测量能力：需覆盖1100~3300mm；

车货总高度测量能力：需覆盖1400~5200mm。

5.1.3 使用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40℃~+60℃；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RH。

5.1.4 速度范围

按照使用环境和使用条件，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可分为：

低速测量系统：（0~40）km/h；
中速测量系统：（40~80）km/h；
高速测量系统：（80~100）km/h。

5.1.5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不大于50ms。

5.2 系统安全性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不应对人身健康安全有影响。

5.3 安装要求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安装要求如下：

（1）检测区域应为平直路面，且行驶方向长度不小于26m；

（2）检测区域周围不得有树枝、电线、建筑物等遮挡住传感器扫描空间；

（3）外廓尺寸检测设备的安装位置距地面宜不小于6m；

（4）外廓尺寸检测设备的安装角度根据实际现场环境，保证雷达能完全覆盖到检测区

域；

（5）外廓尺寸检测设备宜优先采用门架安装；

（6）门架的宽度宜不小于4m；

（7）门架的安装应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中的相关规定；

（8）门架的安装还综合考虑外廓尺寸检测设备的工作环境、安装空间、承重、整体安

全性、稳定性等因素进行设计，满足外廓尺寸检测设备正常工作需求。

5.4 系统的保护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的保护要求如下：

（1）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信息安全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269、GB/T 20282 和

GB/T20270 中的相关规定；

（2）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和使用的保密性，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应符合 GB/T 22239的相关规定，且不低于二级；

（3）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应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通信方式；

（4）数据传输过程中，应采用加密或其他保护措施，实现数据的保密性；

（5）还应符合系统安全、信息安全、共享安全、通信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要求。

6、检验方法

6.1 检验前的准备

6.1.1 技术指标确认

目测检查其外观、铭牌，使用说明书等，确认是否具备5.1要求内容。

6.1.2 安装环境确认

目测检查和确认安装是否符合5.3要求。

6.1.3 系统标定

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可在检验前进行标定，标定后不允许对系统参数进行调整。

无论是硬件装置标定或软件方式标定，标定后，系统应得到充分保护。未经允许，不得随意

改变影响测量结果的系统参数。

6.2 检验设备

检验设备应包含：

（1）距离测量设备，例如：激光测距仪、钢卷尺等；

（2）辅助测量设备，例如：标尺、铅垂、水平尺、水准仪、辅助测量杆等。



6.3 检验车辆

6.3.1 检验车辆确认

检验车辆必须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的相关规定，且是预期使

用的车辆。检验车辆至少符合以下车型的一种：

（1）四轴汽车；

（2）四轴汽车列车；

（3）五轴汽车列车。

6.4 检验方法

检验车辆应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对车辆的长宽高进

行测量作为参考值。

检验车辆总长度、总宽度、总高度的测量是将检验车辆停放在平整、硬实的地面上，在

车辆前后、两侧、上下极端点位置，用检验设备分别测出长、宽、高的直线距离，作为整车

的车长、车宽、车高。测量方法：

（1）长宽测量方法：为防止车辆前后突出位置不在同一中心线上，影响测试准确度，

使用辅助测量设备在地面画出“十”字标记，可将车辆移走，在地面的长宽标记点上分别画

出平行线，在地面形成一个长方形框架，从而利用距离测量设备对长、宽进行测量。

（2）高度测量方法：将辅助测量设备放在车辆的最高处并保持与地面水平，并在地面

画出“十”字标记，用距离测量设备测量该端点与地面“十”字标记之间的距离示值即为该

车的实际高度。

6.5 示值误差检验

在接近最高速度、接近最低速度和接近中间速度情况下，检验车辆分别正常通过车道路

面10次，计算车货总长度、车货总宽度和车货总高度的示值误差。

检验中应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应确保检验车辆处于安全隔离的区域内，以便于车辆

的前进和后退。车辆速度应符合系统速度范围，或道路限速，或现场检验可实现的速度等。

EL=L-L0 （1）
EW=W-W0 （2）
EH=H-H0 （3）

式中：

L——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测量所得的车货长度；

L0——检验车辆的参考长度；

W——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测量所得的车货宽度；

W0——检验车辆的参考宽度；

H——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测量所得的车货高度；

H0——检验车辆的参考高度。

EL、EW、EH应满足相对应准确度等级或测量误差要求。

7、检验报告

检验后出具检验报告，报告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1）标题：“检验报告”；

（2）检验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进行检验的地点；

（4）检验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5）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6）被测对象的名称、型号、主要技术指标、出厂编号等；

（7）进行检验的日期；

（8）检验依据，包括名称及代号；

（9）本次检验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10）检验环境的描述；

（11）检验结果的格式可参照附录B完成；

（12）报告签发人的签名或等效标识；

（13）检验结果仅是对被测对象有效的声明；

（14）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验报告的声明。

8、检验时间间隔

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可根据实际使用要求进行检验时间间隔的调整。

附录 A

检验记录参考格式

1、基本信息

2、检验结果

（1）车货轮廓尺寸参考值

检验车辆类型 长度（mm） 宽度（mm） 高度（mm）

委托单位： 制造单位：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设备出厂编号：

运行速度范围： 使用单位编号（如有）：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检验地点： 检验时间



（2）检验数据

序号 速度（km/h） 长度测量值（mm） 宽度测量值（mm） 高度测量值（mm）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录 B

检验报告内页参考格式

（1）参考车辆

参考车辆 长度（mm） 宽度（mm） 高度（mm）

（2）检验数据

序号
长度测量值

（mm）

准确度等

级

宽度测量值

（mm）

准确度等

级

高度测量值

（mm）

准确度等

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编写标准的意义

（一）试验内容综述

按照文件中试验方法要求，起草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了试验项目的验证工作，实施的试

验项目包括：测量示值误差试验、测量重复性试验、速度影响误差试验、环境光照影响误差

试验、测量数据安全性试验、测量活动安全性试验和环境可靠性试验（包括：耐低温试验、

耐高温试验、耐湿热试验、耐振动试验、外壳防护试验）。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制订了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

测量系统检验规范，并实施了动态测量误差、测量重复性、速度影响误差、环境光照影响误

差试验，校准结果符合本文件中基本参数要求。

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实施了耐低温、耐高温、耐湿热和耐振动试验。



苏州思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实施了测量数据安全性试验。

杭州卫蓝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了测量活动安全性试验。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实施了外壳防护试验。

（二）编写标准的意义

近几年来，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发展迅速，已经有很多公司聚焦到该领域，开

发出相关产品，并为交通行业的“科技治超”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受限于缺少相应

的产品测量数据、产品技术规范等，目前该产品仅处于试点、示范等阶段。我国《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

在公路、公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超过汽车渡船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

不得使用汽车渡船。

制定《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检验规范》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可以有效地检测

不同厂家外廓测量系统的技术水准，合理凝练产品的技术指标，为道路安全治理提供技术保

障，更好地支撑道路管理，保障科技治超工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3个月后实施。本标准发布后，应向厂家、检测单位进行宣传、

贯彻，向从产品设计、使用、管理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个人推荐执行本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证明材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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