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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关于 2022 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

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协秘字〔2022〕25 号）要求，由中车长江运输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单位，负责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中车长江运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中车株洲车辆有

限公司、中车长江铜陵车辆有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规范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设计、试验和验收，标准

化智能装卸设备的作业场景和作业流程，形成行业规范。本标准适用于铁路棚车、保温

车、公路厢式货车、栅栏车等运输工具和集装箱与存放场地（仓库）间标准包装单元货

物的智能化装卸。从国内相关标准调研来看，月台装卸机械及其作业规范的相关标准少，

有必要制定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技术标准，促进智能装卸产品的推进和产业化

的发展，填补国内相关行业标准的空缺。

三、主要工作过程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的标准编制工作流程要求，2023 年 10 月 12

日通过标准大纲审查，根据评审意见结合智能化、自动化装卸、搬运和输送设备的相关

标准规范和设计经验，以及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试验验证和试运用情况，进行

标准征求意见草案稿的编制。2024 年 5 月 22 日通过标准征求意见草案稿审查，根据评

审专家意见，完成标准征求意见草案稿，2024 年 6 月底挂网征求意见。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相关智能化设备的国家规

范、标准，针对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 1部分：机器人》（GB 11291.1-2011）

2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GB/T 3766-2015 ）

3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GB/T 7932-2017）
4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5226.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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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业机器人 验收规则》（JB/T 8896-1999）

6 《码垛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GB/T 34038-2017）

7 《物流术语》（GB/T 18354-2021）

8 《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装备 词汇》（GB/T 12643-2013）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设备分类及构成、功能要求、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本文件适用于铁路棚车、保温车，公路厢式货车、栅栏车等运输工具

和集装箱内标准包装单元货物的智能化装卸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标准和规范。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根据标准编制进行包装单元、智能化装卸设备、装卸机构、走行机构、输送机构、

拆码机构、控制系统、拆垛、码垛、装卸、装卸时间等术语的定义。

4 设备分类及构成

4.1 设备分类

明确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以下简称“装卸设备”），按结构形式可分问为

一体式和分体式标准包装单元智能化装卸设备。

4.2 构成

明确标准包装单元智能化装卸设备的构成。

5 功能要求

5.1 基本要求

根据智能化装卸设备的应用场景和现场装卸作业需求，规定了设备拆垛、码垛、输

送、整形和装卸的基本功能。

5.2 机器视觉

根据装卸设备需适应不用类型包装单元货物和不同运输工具的实际装卸需求，提出

设备应具备感知功能，及机器视觉识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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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作业规划

装卸设备作业过程为无人化全自动作业，针对不同货物和运输工具，提出装卸设备

应具备自动规划作业路径和装卸箱方案的功能。

5.4 自主导航

装卸设备前端进入运输工具车厢的装卸机构需随装卸作业进程，实时调节设备与货

物的距离，以保障作业安全可靠，因此提出设备前端装卸机构具备自主导航功能要求。

5.5 运动控制

根据装卸设备调试试验、手动和全自动化作业要求，提出设备具备手、自动控制模

式，以及设备各功能模块之间如输送机构需跟随装卸机构运行情况，自动协同作业的要

求。

5.6 自主决策

针对不同货物混装和不同运输工具的实际需求，提出设备自主决策功能。

5.7 自诊断、故障报警

装卸作业过程无人化操作，为保证作业安全性，提出设备自诊断、作业异常报警等

异常作业工况处理的需求。

5.8 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及存储

根据仓储和用户智能化、数字化管理要求，以及设备操作维护的需求，提出设备数

据采集、分析处理和存储等功能要求。

5.9 人机交互

根据装卸设备可操作性和安全性要求，提出人机交互和操作权限等要求。

5.10 信息交互

根据仓储管理系统应用需求，提出设备与远程监控平台、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

系统进行信息交互要求。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环境要求

根据装卸设备的一般使用场景及环境条件，提出海拔不超过2000m，温度为-20℃～

50℃，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RH（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的要求。对于其他特殊环

境使用的设备，环境条件按需求另行确定。

6.1.2 外观要求



5

根据用户对设备表面质量、可视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提出设备基本外观要求。

6.1.3 结构要求

根据设备循环装载、卸载重载货物作业需求，为保证运动机构的运动精度和作业可

靠性，提出设备结构应有足够的刚度、强度，以满足装卸作业要求；提出结构布局应合

理，作业过程无干涉的要求。

根据安全可靠作业需要，提出紧固件安装准确、无松动的基本要求。

6.1.4 气动系统

规定设备的气动系统应符合 GB/T 7932 的规定。

6.1.5 液压系统

规定设备的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3766 的规定。

6.1.6 电气系统

规定设备的电气系统应符合 GB/T 5226.1 的规定。

6.1.7 电气防护等级要求

装卸设备作业场地为仓储月台、物流园区站台等，基本都有遮雨棚，但有少量雨淋

可能，电气系统的防护等级应至少满足GB/T 4208中IP54的要求。

6.1.8 噪声要求

参考标准GB/T 34038《码垛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的噪声要求，提出装卸设备噪声

要求不大于85dB。

6.2 性能要求

6.2.1 装卸机构

装卸机构的作业流程复杂是影响设备装卸效率的关键，根据意向客户的要求，结合

智能装卸设备试验和试运行的情况，参考装卸机械手效率，规定了轻型和重型装卸设备

装卸机构的单次装卸时间要求。

根据前期调研日化生产企业、物流园区和场站仓库的调研，对标准包装单元货物类

型及尺寸进行统计，物流运输的标准包装单元货物约90%左右的综合尺寸在500mm～

1400mm范围内，规定智能装卸设备的装卸货物的综合尺寸范围为500mm～1400mm，其中

最小尺寸不小于100mm。

6.2.2 输送机构

根据运输工具和集装箱的最大内部长度尺寸，结合前端装卸机构的最小尺寸，计算

出输送机构需满足的调节长度不小于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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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月台调节板可调节的高度尺寸，提出输送机构在装卸结构端的调节高度不小于

0.5m的要求。

装卸过程中输送的货物需要有一定的间距，因此建议采用两级输送机构，可通过调

节速度差满足输送货物需预留一定间距的要求。

6.2.3 拆码机构

根据市场需求和运输工具内部高度，提出最大拆码货垛高度≤2200mm的要求。

标准托盘最大尺寸1200mm×1200mm，市场客户需求上货物托盘最大尺寸可达

1500mm×1500mm，规定拆码垛的托盘尺寸范围不大于1500mm×1500mm的要求。

6.2.4 走行机构

提出走行机构的性能要求：

运动底盘带动装卸机构根据作业进度前进后退，以保障设备与运输工具内货物安全

距离，规定工作步进速度0m/s～0.5m/s范围可调，最大行走速度应不小于1m/s，以满足

装卸效率要求。

参照WB/T 1081.2018《液压高度调节板》规定处于最大调节幅度时承载板所形成的

角度应不大于7°，规定装卸设备运动底盘最大爬坡能力不小于7°。

6.2.5 控制系统

根据现有设备现场试运用可达到的控制精确，结合客户的需求，规定装卸机构控制

精度±20mm的要求。

根据现有无线局域网络控制能满足要求，提出响应时间要求不超过100ms的要求。

根据仓储管理系统需求和试运用设备的实际存储能力，提出作业日志、状态信息等

数据存储时间应不低于一个月。

6.3 安全要求

6.3.1 基本要求

规定设备的安全应符合GB 11291.1的要求。

规定设备不损坏货物和机械急停的安全要求。

6.3.2 接地

规定设备电气系统的接地要求。

6.3.3 绝缘电阻

0.6/1kV 以下电源电路与壳体之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 MΩ要求。

6.3.4 介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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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设备介电强度要求。

7 检验方法

根据技术要求项点，进行一般检验、功能检验、性能检验、安全检验、噪声和电气

系统检验。

8 检验项目

根据设备检验实际需求，提出检验分类。

规定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项目。

参考JB/T 8896-1999中第3章，提出检验规则的要求。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引用GB/T 34038-2017中第10章的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装卸搬运是物流各阶段之间相互转换的桥梁，直接影响物流效率、货物周转率、车

辆运输成本等。随着我国物流市场规模日益增大，在物流行业，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

装卸人员的日趋老龄、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紧缺、以及装卸效率低等问题的日益凸显，人

工装卸已经逐渐成为物流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和痛点。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适用

于集装箱、铁路货车和厢式货车等载运工具至仓储之间包装货物的自动化装卸，可替代

恶劣环境下高强度的人工作业，减少物流运输作业不安全因素。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对涉及的设计、制造、使用和维护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明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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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类型及功能模块，以及各功能模块和试验验证等的技术要求，

指导标准包装单元智能装卸设备的实际运用，有效推进智能装卸设备的产业化发展。

（2）组织相关单位和技术人员到应用现场学习，进一步理解和吸收技术标准的具

体要求。

（3）定期组织研发、制造、应用、检验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进行智

能装卸设备的改进和优化，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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