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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外廓尺寸超限车辆行驶在道路上，严重危害了道路的通行安全，车货超高会

与各类跨越高速公路的桥梁、线缆发生碰撞；车货超宽会占用相邻车道，极易与

同向行驶的车辆发生刮擦，产生交通事故；车货超长在弯道行驶时，容易碰撞到

道路两侧的防护栏板，同时会对后方行驶车辆的驾驶员产生距离错觉，引发追尾

事故。

虽然在车辆年检时会对车辆的外廓尺寸进行检测，从而保证车辆自身能够满

足外廓尺寸的限制要求，但在实际交通流中，货车车主及货车驾驶员会采用不规

范的装载方式导致车辆实际超出外廓尺寸限值。安装在公路上的公路货运车辆外

廓尺寸动态检测仪能够对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进行动态检测，并对系统上传车辆检

测数据，辅助执法部门对超出外廓尺寸限值的车辆进行预警。当前公路货运车辆

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在各省份高速公路入口、国省道超限检测站等地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通过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安装和应用，能够对公路行驶车辆

进行超限检测，避免因车辆外廓尺寸超限产生交通事故，具有非常巨大的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

2023 年 2 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议了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

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天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三家单位共同提交的《公

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团体标准制订立项申请书，并最终通过了该申

请，批准成立团体标准编写小组。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当前关于外廓尺寸检测仪的标准有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T 1012-2015《汽车

外廓尺寸检测仪》，但该标准的制定是为了对汽车检测场安装的静态车辆外廓尺寸

检测仪的设计、生产、和检验进行规范化管理，并没有针对我们所提到的对公路

行驶车辆进行动态外廓尺寸检测的动态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由于车辆外廓的动

态检测技术和静态检测技术存在计量要求、技术要求、安装条件、试验方法和检

测规则的不同，非常有必要针对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生产、安装

和检验提供相应的规范。

此外，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1749-2019《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校准规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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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的校准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但该规范同样仅适用于静态车辆

外廓尺寸检测仪，且仅规定了校准过程中的试验方法和检测规则，无法将其推广

到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生产、安装和检验工作中。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生产、

安装和检验进行标准化的标准规范，而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在实际

的应用中对公路部门提升公路的管理质量，减少公路安全隐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当前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在各省份高速公路、国省道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非常有必要对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生产、安装和检验

进行标准化工作，团体标准《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编写工作势

在必行。

3、编制过程

2023 年初，《动态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023

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成功，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积极收集有关本标准的各类信息，并组织相关的调研和试验验证工作，联络

合作单位，最终明确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随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了标准编制计划大纲的编写，明确任务分工及各

阶段进度时间，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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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

探讨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经过广泛调研，

并结合设备属性、使用环境、安装要求和应用技术发展趋势，在充分总结国内外

技术研究与应用基础上，于 2023 年 1 月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动态公路货运车辆

外廓尺寸检测仪》的立项申请材料。2月 3日，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在北京召开立项

审查会议，对标准立项报告进行审核，通过了标准项目的申请。

立项申请获批后，起草小组加快标准编制工作节奏，着手编制标准工作大纲

和编制意见草稿的相关工作。2023 年 4 月，广州市杜格科技有限公司加入起草小

组。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立项审查会议内容，结合编制工作大纲进行认真分析、

理解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草稿的编制以及试验项目的实施工作，于

2023 年 6 月底完成了调研工作，7 月中旬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动态公路货运车

辆外廓尺寸检测仪》的初稿。

2023 年 8 月 15 日，召开了《动态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的大纲评审

会，在专家的评定下，对项目组后续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项目组随即按照专

家的指导，对后续工作做出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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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9 日，召开了《动态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征求意见

稿）的审查会，通过充分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将标准名称由《动态公路货运

车辆外廓尺寸检测仪》修改为《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

4、起草组及分工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孙铭，负责项目整体规划，标准文稿审核；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郝杰鹏，标准主要内容编写；

保定市天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吕涛，相关测试的推进，测试方法的确定；

广州市杜格科技有限公司，冯遇春，协助确定测试方法和测试，数据分析。

5、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大纲编制（2023.2～2023.8）：

（1）2023年2月，编制申请书。

（2）2023年2~7月，编制工作大纲并讨论、修改；调研、试验和测试工作

的规划和实施；

（3）2021年8月，大纲评审。

第二阶段，标准编制（2023.8～2023.9）：

（1）2023年8月，根据分工起草，通稿后形成《草稿》。

（2）2023年9月，经讨论、修改、完善形成《初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2023.9~2023.11）：

（1）2023年9月，《初稿》经专家评审形成《征求意见稿》。

（2）2023年9月~10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并讨论完善。

（3）2023年11月，召开起草组讨论、完善，形成《送审稿》和《征求意

见汇总表》。

第四阶段，送审稿审核阶段（2023.11~2023.12）：

（1）2023年11月，召开专家技术审查会对送审稿进行审查。

（2）2023年12月，根据专家意见，补充、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

第五阶段，报批审核阶段（2024.1~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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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1月，《报批稿》及相关资料呈报协会批准。召开报批稿审查

会。根据审查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报批稿。

（2）2024年3月发布标准。

6、测试数据及处理

试验 1：

试验地点：
北京房山

检测频率：
100Hz、0.5°

安装方式：
单杆/共杆 双杆√

参考车辆 1车辆外廓尺寸参考值（6 轴）

测量次数 长度（mm） 宽度（mm） 高度（mm）

1 17999 2798 4398

2 17995 2800 4396

3 17997 2799 4400

平均值 b 17997 2799 4398

参考车辆 2车辆外廓尺寸参考值（2 轴）

测量次数 长度（mm） 宽度（mm） 高度（mm）

1 9006 2550 3805

2 9005 2549 3807

3 9004 2551 3806

平均值 b 9005 2550 3806

参考车辆 1 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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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测试速度

（km/h）

长度 宽度 高度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1 15 17997 17965 -32 2799 2819 20 4398 4388 -10

2 15 17997 18033 36 2799 2817 18 4398 4422 24

3 15 17997 18042 45 2799 2795 -4 4398 4426 28

4 15 17997 18002 5 2799 2822 23 4398 4431 33

5 15 17997 18131 134 2799 2818 19 4398 4392 -6

6 15 17997 17953 -44 2799 2812 13 4398 4428 30

7 35 17997 18051 54 2799 2802 3 4398 4418 20

8 35 17997 18062 65 2799 2800 1 4398 4434 36

9 35 17997 18029 32 2799 2807 8 4398 4409 11

10 35 17997 18119 122 2799 2789 -10 4398 4400 2

11 35 17997 17940 -57 2799 2825 26 4398 4428 30

12 35 17997 18046 49 2799 2816 17 4398 4439 41

13 55 17997 18054 57 2799 2799 0 4398 4435 37

14 55 17997 18029 32 2799 2821 22 4398 4434 36

15 55 17997 18047 50 2799 2787 -12 4398 4426 28

16 55 17997 17871 -126 2799 2822 23 4398 4401 3

17 55 17997 17978 -19 2799 2812 13 4398 4432 34

18 55 17997 18050 53 2799 2793 -6 4398 4389 -9

19 75 17997 18014 17 2799 2821 22 4398 4423 25

20 75 17997 18063 66 2799 2817 18 4398 4389 -9

21 75 17997 18017 20 2799 2814 15 4398 4412 14

22 75 17997 18084 87 2799 2817 18 4398 4432 34

23 75 17997 18047 50 2799 2789 -10 4398 4411 13

24 75 17997 17881 -116 2799 2812 13 4398 4430 32

最大测量误差

（mm）
134 26 41

重复性误差

（mm）
260 38 51

参考车辆 2 测试数据

序

号

测试速度

（km/h）

长度 宽度 高度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参考值

（mm）

测量值

（mm）

误差

（mm）

1 35 9005 9055 50 2550 2543 -7 3806 3820 14

2 35 9005 9056 51 2550 2564 14 3806 3816 10

3 35 9005 9039 34 2550 2567 17 3806 3828 22

4 35 9005 8996 -9 2550 2556 6 3806 3804 -2

5 35 9005 9072 67 2550 2572 22 3806 3804 -2

6 35 9005 9021 16 2550 2558 8 3806 383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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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5 9005 9069 64 2550 2562 12 3806 3823 17

8 55 9005 8994 -11 2550 2566 16 3806 3818 12

9 55 9005 9064 59 2550 2552 2 3806 3841 35

10 55 9005 9009 4 2550 2571 21 3806 3827 21

11 55 9005 9058 53 2550 2555 5 3806 3806 0

12 55 9005 8974 -31 2550 2570 20 3806 3828 22

13 75 9005 9071 66 2550 2571 21 3806 3836 30

14 75 9005 9077 72 2550 2559 9 3806 3821 15

15 75 9005 9069 64 2550 2537 -13 3806 3792 -14

16 75 9005 9045 40 2550 2557 7 3806 3835 29

17 75 9005 9092 87 2550 2562 12 3806 3819 13

18 75 9005 8955 -50 2550 2559 9 3806 3811 5

最大测量误差

（mm）
87 22 35

重复性误差

（mm）
137 35 49

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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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严格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便于实施；以国内外最新的先进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实践为

依托，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发挥行业合力和技术优势，如

期保质完成此次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团体标准的编写工作。

本标准主要指导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生产、安装和检验。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以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JJF 1749-2019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校准规范》

JT/T 1012-2015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

T/CCTAS 20-2021《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不停车检测点系统技术规范》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2016 年第 62 号令）

三、主要条款内容

标准的主要章节如下所示，详细内容参见标准草稿。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与型号

4.1 组成

4.2 分类

4.3 型号

5 计量性能

5.1 准确度等级

5.2 最大允许误差

5.3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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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计量单位

5.5 分辨力

5.6 测量范围

5.7 检测速度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通信要求

6.2 外观要求

6.3 使用环境要求

6.4 数据输出

6.5 时间同步

6.6 非预期使用

6.7 人眼安全（如适用）

6.8 电气安全要求

6.9 防护等级 5

7 安装要求

7.1 安装区域要求

7.2 布局要求

8 试验方法

8.1 试验检测

8.2 计量单位

8.3 分辨力

8.4 测量范围

8.5 检测速度

8.6 通信

8.7 外观

8.8 使用环境试验

8.9 数据输出

8.10 时间同步

8.11 非预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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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人眼安全

8.13 电气安全

8.14 防护等级

8.15 安装检查

9 检验规则

9.1 型式检验

9.2 出厂检验

9.3 现场检验

10 包装、标志、运输与储存

10.1 包装

10.2 标志

10.3 运输

10.4 储存 9

附录 A （资料性） 激光类检测仪设备安装典型布局

参考文献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涉及到相关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服务于 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

量限值》的基础上，深化了 JJF 1749-2019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校准规范》、JT/T

1012-2015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T/CCTAS 20-2021《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

不停车检测点系统技术规范》三个校准规范和标准的技术要求在汽车外廓尺寸检

测仪动态检测的技术要求，完善了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的计量要求、技术要求、

检测规则和检验方法，使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技术体系全面完整。

团体标准《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检验规范》适用于公路、货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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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场所车货外廓尺寸不停车测量系统的设备安装、检验。该规范更为强调系统

安装到现场后的检验方法。而本文件则覆盖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的计量要求、技

术要求、检测规则和检验方法，即覆盖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的设计、生产、安装

使用和检验的全部环节，使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技术体系全面完整。

本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团体标准《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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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应用公路货运车辆外廓尺寸动态检测仪的技术管理、设

计、施工等相关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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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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