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是一种可以直接放置在路面

上使用的自动衡器，当车辆经过其承载器后能自行

指示车辆总质量和单轴（轴组）载荷的重量。通常

主要由相互分离的两个台面组成的承载器和称重指

示器等组成，具有质量轻、体积小、方便移动等特

点，通常用于对低速行驶的公路车辆的总质量和单

轴（轴组）载荷的测量。同时，便携式动态轴重仪因

其移动方便，通常置于路面之上进行动态称重，易

产生水平位移等现象，使用该产品进行称重时无法

得到较高的准确度。新修订的JJF1212-2023《便携式

动态轴产生重仪校准规范》即将在2024 年4 月12 日

开始实施，为了提高相关技术人员对规范的理解和

掌握，本文详细阐述了JJF1212-2023《便携式动态轴

重仪校准规范》与旧版JJF1212-2008《便携式动态轴

重仪校准规范》的区别和变化，并结合实际工作阐

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期对同行技术人员提供

技术参考。

1  规范主要内容变化

1.1  术语的变化

术语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动态轴

重衡的定义及英文对应词进行了修改。新规范定义

增了“轴组”词语的描述，使得定义更加规范。以六

轴半挂车为例，目前市面上使用的便携式动态轴重

仪对六轴半挂车进行称重检测时，部分厂商生产的

轴重仪称重仪表只显示单轴（每一个轴）载荷的重

量，还有其他厂商生产的轴重仪称重仪表显示的是

单轴或轴组载荷的重量。从实际产品的使用情况来

说，新规范的定义变化更切近实际。（2）便携式动

态轴重仪的定义发生变化。新定义为“被设计成方

便移动的动态轴重衡。其特点是两个分离台面分别

承受车辆轴两端的车轮载荷，组成一个完整的承载

器”，相比旧定义，新定义的表述更加完整，符合

产品的实际，且语言表述更加规范。（3）删除了“承

载器”的定义。主要的考虑是“承载器”是衡器的

结构的名词性术语，是一个通用性的术语，且在JJF 

907 中术语部分已有表述，加之新规范术语部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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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JJF 907中的术语适用于本规范，且“承载器”

不是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特有的术语词语，因而笔者

认为在新规范的术语章节删除也是恰当的。（4）新

规范中“轴载荷”的定义完全发生了变化。新规范的

表述为“称量时经承载器上的轴支撑的部分车辆质

量”。而在JJF 1181 和GB/T 14250 中的轴载荷的定义

表述为“由车辆的一根轴上的所有轮子传递到承载器

上的全部轮载荷”，此定义是基于轮载荷定义的轴

载荷，而在JJF 1212-2023 中的轴载荷的定义是一全

新的定义。（5）“轴（轴组）载荷修正平均值”定

义发生变化。新定义为 “经过修正系数修正后的轴

（轴组）载荷的平均值。将轴（轴组）载荷修正平均

值作为轴载荷约定真值”。此表述对便携式动态轴

重仪的轴载荷约定真值进行了约定。这种约定是基

于新规范中删除了静态校准后的对轴载荷的约定真

值进行重新约定的。在旧规范JJF 1212-2008 中因为

有静态校准称量，轴载荷的修正平均值是静态参考

单轴载荷的约定真值。

1.2  概述的变化

概述部分主要对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用途和定

义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旧规范相比，删除了“通常

仅用于对公路车辆的超载检测”的文字描述，其他

部分的表述基本没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语言上进行

了调整。

1.3  计量特性的变化

此部分发生了较大的删减和变化。新规范中只

有“车辆总质量的示值误差”和“单轴（轴组）载荷

的示值误差（若有必要）”这两个计量特性的要求。

和旧规范相比，删除了“准确度等级（含轴载荷的

准确度等级和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度等级）”、“静

态技术指标”和“动态技术指标”中最大允许误差

和其与准确度等级之间关系等内容。这部分相比于

旧规范变化较大。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考虑：（1）

从送校至计量院所或计量技术机构校准的便携式动

态轴重仪来说，其铭牌信息上基本没有“轴载荷的

准确度等级”、 “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度等级”及“准

确度等级”这些表述，表述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计

量性能的指标常见的为“动态精度”、“静态精度”

等。既然产品的计量性能没有了“轴载荷的准确度等

级”、 “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度等级”及“准确度等

级”等这些表述，那么最大允许误差和其与准确度

等级之间关系这些内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无从

谈起。（2）从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概述或者定义角

度来说，其通常用于对低速行驶的公路车辆的总质

量和单轴（轴组）载荷的测量。在实际工作中，绝

大多数是用于对车辆的总质量的称量，对车辆单轴

（轴组）载荷的称量基本上很少用到。目前，便携

式动态轴重仪通常是由相互分离的两个台面组成的

承载器和称重指示器等组成，两个承载器的规格最

大可为（900×500）mm，对于两轴以上的车辆来说，

在静态称量条件下，无法称量整车总质量，只能测

量静态条件下单轴或轴组的质量，而轴重仪很多场

景是测量整车总质量，故静态测量校准实质是没有

必要，删除静态校准及其静态校准技术指标是合理

合乎实际情况的，这样既能减少实际校准工作的时

间，提高了校准人员工作效率，也能满足轴重仪计

量性能的校准要求，节约人力物力成本。（3）从笔

者多年从事衡器计量一线工作来看，便携式动态轴

重仪的使用者大多数为交警、路政等执法部门用于

公路行驶车辆的超载检测，且大多数为载重较大的

四轴及以上的车辆。对这些车辆的称重检测，执法

人员很大程度上只关注车辆整车总重量是否超过国

家相关限定标准，不关注车辆单轴（轴组）载荷的质

量。使用便携式动态轴重仪对车辆进行超载称量检

测，车辆的总质量只能是在车辆动态行驶过程中通

过称量单轴（轴组）载荷质量进行累加而得出的车辆

总重值。故从使用者的角度考虑，静态校准及其技

术指标存在的实际意义不大。

1.4  校准条件的变化

新规范中的校准条件章节主要是环境条件和测

量标准及其他设备两个方面，与JJF 1212-2008 中的

相关内容相比，其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环境条件方面对校准路面条件进行了规范，强调校

准期间的操作应保证轴重仪的承载器与路面全面接

触，确保车辆通过承载器时不会造成承载器与路面

发生相对运动。与旧规范比，取消了校准工作区域

的要求（工作区域单边纵向路面平直长度不得少于

被称车辆的两倍车身长度）。新规范中强调的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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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期间的操作应保证轴重仪的承载器与路面全面接

触，目的是为了确保车辆在动态行驶经过承载器台

面时不发生颠簸、倾斜、相对运动等，避免称重不

准确。（2）新规范中对测量标准“砝码”进行了规

定。要求用于确认有载参考车辆总质量约定真值的

砝码应符合JJG99 中M1 等级或中M12 等级砝码的要

求。此要求明确了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校准用标准砝

码的等级，在工作中，不能是低于M12等级的砝码。

（3）对控制衡器做了新要求，要求控制衡器应为中

准确度等级或更高等级的静态汽车衡。这就是说在

实际校准工作中，我们确定参考车辆的总质量和单

轴（轴组）载荷的控制衡器应为中准确度等级或更

高等级的静态汽车衡。（4）对校准用的参考车辆的

要求做了改变。新规范要求用于校准的参考车辆应

是轴重仪预期称量的车辆，参考车辆的选择应尽可

能地覆盖轴重仪的称量范围，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

确定参考车辆类型和数量。和JJF 1212-2008 中的内

容相比，不再是旧规范中要求的“必须得有双轴刚

性车辆，除此之外，至少还应有一种其他类型的参

考车辆（例如：三轴/ 四轴的刚性车辆、四轴的铰接

挂车）”，从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使用场景来看，

其称量的预期车辆基本是载重较大的货车，校准

人员使用与之相对应载重的参考车辆进行校准试验

更为合理恰当，能够更准确的测量轴重仪的误差，

两轴参考车辆的载重较小，用两轴参考车辆校准用

于称量载重较大的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效果不明显，

且无法校准轴重仪的大秤量。因而实际工作中使用

两轴刚性车辆实际意义不大，且校准费时耗力。新

规范本着从实际需求和校准工作出发，对参考车辆

的要求更加切合实际校准工作，具有适用性和灵活

性。（5）对参考车辆称量时的运行速度没有做特定

要求，新规范的表述为“以规定的速度”“尽可能

保持匀速通过承载器”。这是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

轴重仪，其称量时运行的速度范围不同，有些轴重

仪要求运行速度≤5km/h，有些轴重仪要求运行速度

为≤10km/h。实际的校准工作应该按照产品标注的

要求进行，因而新规范中不在要求运行速度为大于0

km/h，且不大于 5 km/h 速度匀速通过。（6）取消了

“测速装置”的要求。因为规范中要求参考车辆以规

定的速度（根据便携式动态轴重仪规定的运行速度）

匀速运行，这个速度是没有限定的具体值，而在JJF 

1212-2008 中要求的大于0 km/h，且不大于 5 km/h 速

度，这个运行范围是规定的，为了规范中对应内容

的统一，进而删除了“测速装置”的要求。

1.5  校准项目的变化

校准项目发生的变化主要有：（1）删除了静态

校准的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在规范的计量性能章节，删除了“准确度等级

（含轴载荷的准确度等级和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度等

级）”、“静态技术指标”等内容，既然没有静态指

标的要求，那么对轴重仪静态校准的要求就无从谈

起，是为了做到规范内容的对应统一。二是从便携

式动态轴重仪的使用场景来讲，其通常是由相互分

离的两个台面组成的承载器和称重指示器等组成，

两个承载器的规格最大可为（900×500）mm，对于

两轴以上的车辆来说，在静态称量条件下，无法称

量整车总质量，只能测量静态条件下单轴或轴组的

质量，而轴重仪很多场景是测量整车总质量，故静

态测量校准实质是没有必要，删除静态校准项是合

理合乎实际情况的。（2）新规范中双轴刚性参考车

辆单轴载荷约定真值的确定、其他参考车辆单轴（轴

组）载荷修正平均值的确定及单轴（轴组）载荷示值

误差的校准并不是必须项，表述为“若有必要”的

字样，也就是说这些值的确定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的，而旧规范中是必须要做的。在实际的工作中，

使用便携式动态轴重仪进行动态称重，很多时候称

量的是载重较大的车辆，使用者关心的是车辆总重

量，几乎不关注单轴（轴组）载荷重量。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进行单轴（轴组）载荷的校准并无太大的

实际效果，且费时耗力，在众多技术机构实际校准

时，只是对车辆总质量的示值误差进行校准。此次

规范修改更加切近实际，有利于规范的实际操作。

1.6  附录的变化

附录章节主要是依据规范中内容的变化对相应

的表格及内容进行了调整。在“附录A 校准记录格

式”一节，与JJF 1212-2008 相比较，主要删除了静

态校准的内容，在“附录B 校准内页证书”一节，依

据规范内容的变化，对应的删除了“总重量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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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轴载荷准确度等级”及静态校准项内容，

只建议给出“车辆总质量的示值误差”及“单轴（轴

组）载荷的示值误差（如有必要）”的校准结果及

其测量不确定度。附录C 为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

例，在这里规范仅是以参考车辆总质量示值误差的

校准为例，只以最大秤量30t 的便携式动态轴重仪在

16t 左右的量值进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规范的主

要起草人仅是给出了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某一秤量点

的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通常来说，校准是确

定由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的关系，

并用此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其具

有测量的不确定度。以文中的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校

准为例，在对其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时，要在便

携式动态轴重仪有效称量范围（最小秤量（最小轴载

荷）到最大秤量（最大轴载荷））内进行测量不确定

度的评定， 其测量不确定度的值是一个范围，这样

才是完整的，并不是评定某一个秤量点。

2  重点注意事项

（1）对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校准，校准项目为

车辆总质量的示值误差和单轴（轴组）载荷的示值误

差（如有必要）。这两个计量特性中，车辆总质量的

示值误差的校准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单轴（轴组）载

荷的示值误差的校准则是根据实际校准情况而定，

并非必须要进行的校准项。

（2）参考车辆的选择是轴重仪预期称量的车

辆，其选择应尽可能覆盖轴重仪的称量范围。没有

指明参考车辆类型和数量，由校准人员自行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一般情况下，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称量

的车辆大多数为载重较大的货车（四轴、五轴及六轴

车等），故建议在实际校准工作中，校准人员使用

与之对应的计量检衡车进行校准，最好能使用装有

标准砝码的六轴计量检衡车，校准的最大秤量能够

达到轴重仪预期称量的车辆总重量，且从实际工作

来说使用大称量检衡车校准的称重设备在各称量范

围内具有较好的计量性能，能够满足称重设备的计

量性能要求。

（3）用于确定参考车辆总质量约定真值的控

制衡器应为中准确度或更高等级的静态汽车衡。同

时，用于确认有载参考车辆总质量约定真值的砝码

应符合JJG99 中M1 等级或中M12 等级砝码的要求。

（4）校准过程中，需注意参考车辆动态行驶的

运行速度，要根据便携式动态轴重仪铭牌信息上标

注的运行速度按要求进行。例如便携式动态轴重仪

铭牌信息显示运行速度 ≤10km/h，则在动态校准过

程中，车辆的行驶速度要从1km/h 至10km/h 范围内，

每个速度值都运行1 次，这样才能确保校准的准确

性。

（5）在对便携式动态轴重仪进行校准时，要对

其有效称量范围（最小秤量到最大秤量）均进行测量

不确定度的评定，只对其某一秤量点进行测量不确

定度的评定是不完整的。

3  结语

JJF1212-2023《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校准规范》

的修订旨在为便携式动态轴重仪的校准提供溯源依

据，确保轴重仪测量准确可靠。文中对即将实施的

新规范JJF1212-2023《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校准规范》

相比JJF1212-2008 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说明，并

阐述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同时对校准过程中

的重点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本文对新规范的释义

更有利同行技术人员加强对规范的理解，并为校准

人员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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