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铁路货车装载货物不规范造成的超载和偏载，

是铁路货物运输安全的重大隐患，是影响铁路安全

的重要因素。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以下简称

超偏载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运输途中铁路货车超

载、偏载、偏重装载状况，是重要的铁路货运安全

检测设备。JJG（铁道）129-2004《铁道货车超偏载

检测装置》检定规程（以下简称超偏载规程），是

检定超偏载检测装置的依据。该规程自发布以来，

已经执行10 多年的时间，随着铁路新技术的发展，

该规程已经不能满足现有超偏载检测装置的检定需

求，有必要对该规程进行一次修订，提出以下修订

建议。

1  修订建议

1.1  偏载率变更为偏离量

《铁路货物装载加固规则》（铁总运〔2015〕

296 号）第十二条规定：“装车后货物总重心的投

影应位于货车纵、横中心线的交叉点上。必须偏离

时，横向偏离量不得超过100mm……”《铁路货物装

载加固规则》中，偏载指标采用的是长度量纲mm，

超偏载规程中的横向偏载指标——偏载率，采用的

是相对误差，即百分比形式。两者之间不统一，建

议超偏载规程中的偏载指标用重心偏离量表示，量

纲为mm。

1.2  建立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

超偏载规程将检衡车视为理想刚体，根据车内

砝码的摆放、布置情况，按照力矩平衡原理进行理

论计算，得到检衡车的偏重差及偏载率。由于制造

水平的限制，理论计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JJG 

2053-2006《质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的要求，

质量计量标准器具及工作计量器具，都需溯源到国

家质量计量基准，通过质量标准量具的检定，获得

相应的质量量值。为了进一步优化铁道货车超偏载

检测装置的检定方法，保障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

置的量值准确可靠，建议采用量值溯源和传递过程

取得检衡车的偏重差及偏载率，代替理论计算的方

式。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制定了JJG

（铁道）208—2017《超偏载装置计量车》、JJG（铁

道）209-2017《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两项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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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在筹划建立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铁

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装置两项计量标准，为

建立超偏载检测装置的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提供了

保障。

1.2.1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用于对超偏载装置

计量车进行检定，计量标准器由标准超偏载检测装

置、标准轨道衡、机车车辆轮对内距尺等组成。

用标准轨道衡对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进行称量，

得到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整车总重。

用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分别称量出超偏载装置

计量车的前、后转向架重量值，重复称量3 次，取3

次称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重量值，再经计算得出

偏重差。

用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分别称量出超偏载装置

计量车的前转向架左侧、右侧，后转向架左侧、右

侧，整车左侧、右侧重量值，重复称量3 次，取3 次

称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重量值。使用机车车辆轮

对内距尺测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轮缘内侧距离，再

经计算得出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心偏离量等

技术参数。

1.2.2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装置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装置用于对超偏

载装置进行检定，计量标准器由超偏载装置计量车

组成。

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如图所示。

图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量值溯源和传递框图

右侧重量值，重复称量 3 次，取 3 次称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重量值；使用机车车辆轮对内距尺测量超偏载装置计

量车轮缘内侧距离；再经计算得出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心偏离量等技术参数。

2.2.2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装置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装置用于对超偏载装置进行检定，计量标准器由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组成。

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量值溯源和传递框图

2.3 加入高速段评判指标

随着货运列车运行速度的提高，通过超偏载检测装置安装区段运行速度高于 60km/h 的铁路货车大量增加。由

于现有超偏载检测装置是在检测速度低于 60km/h 的背景下研制的，现行的超偏载检测装置标准 TB/T 3096-2004《铁

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和超偏载规程仅对检测速度低于 60km/h 的情况进行了规定，高于 60km/h 时的检测性能没

有技术依据及评判标准，为此有必要加入高于 60km/h 时的评断指标。

随着超偏载检测装置技术的进步，部分生产厂家研制出了新型超偏载检测装置，适应于 100km/h 以下速度段铁

路货车装载状态的检测。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先后在苏集站、北板桥站、阳城站、西宁西站对安装的新型超偏载检测

装置进行了试验，根据前期试验数据分析结果，建议误差指标如下（为与超偏载规程进行对比，误差指标中的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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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入高速段评判指标

随着货运列车运行速度的提高，通过超偏载检

测装置安装区段运行速度高于60km/h 的铁路货车大

量增加。由于现有超偏载检测装置是在检测速度低

于60km/h 的背景下研制的，现行的超偏载检测装置

标准TB/T 3096-2004《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和

超偏载规程仅对检测速度低于60km/h 的情况进行了规

定，高于60km/h 时的检测性能没有技术依据及评判标

准，为此有必要加入高于60km/h 时的评断指标。

随着超偏载检测装置技术的进步，部分生产厂

家研制出了新型超偏载检测装置，适应于100km/h 以

下速度段铁路货车装载状态的检测。国家轨道衡计

量站先后在苏集站、北板桥站、阳城站、西宁西站

对安装的新型超偏载检测装置进行了试验。根据前

期试验数据分析结果，建议误差指标如下（为与超偏

载规程进行对比，误差指标中的偏载率仍采用百分

比形式，建议修订后的规程中采用mm）：

（1）车辆总重（超载测试能力）的最大允许误

差应符合表1

表1  车辆总重最大允许误差

速度v（km/h） 最大允许误差 (%)

v ≤40 ±0.5

40 ＜v ≤60 ±1.0

60 ＜v ≤80 ±1.5

80 ＜v ≤100 ±2.0

（2）车辆偏载测试能力的最大允许误差

设偏转向架偏载率平均值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

合表2。

表2  设偏转向架偏载率平均值的最大允许误差

速度v（km/h） 最大允许误差(%)

v ≤100 ±5

名义质量为68t或76t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中未设偏

整车初始偏载率平均值的绝对值应小于或等于5％。

（3）车辆偏重测试能力的最大允许误差

前后转向架偏重差平均值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

合表3。

表3  车辆前后转向架偏重差平均值的最大允许误差

速度v（km/h） 最大允许误差（kg）

v ≤60 ±500

60 ＜v ≤100 ±1000

前后转向架偏重差变动范围的最大允许误差应

符合表4。

表4  车辆前后转向架偏重差变动范围

速度v（km/h） 最大允许误差（kg）

v ≤40 ≤400

40 ＜v ≤60 ≤800

60 ＜v ≤100 ≤1200

1.4  试验方法

超偏载检测装置多安装于铁路正线，存在检定

高速度段时所需施工天窗点时间较长，检定难以组

织的情况，为此考虑结合JJF（铁道）606-2011《铁

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期间核查规范》（以下简称期

间核查）的核查情况，给出不同的检定方案。

1.4.1  首次检定

安装于日常通过速度≤60km/h 速度段的超偏载

检测装置，首次检定依照超偏载规程执行。安装于

日常通过速度>60km/h 速度段的超偏载检测装置，首

次检定根据过车速度的情况按表5 的速度分段检定。

表5  检定速度分段（间隔20km/h）及往返次数

方案
速度v（km/h）

A B C D E F G

v ≤40 往返2 次 往返3 次 —— —— —— —— ——

40 ＜v ≤60 往返2 次 往返3 次 往返3 次 往返5 次 —— —— ——

60 ＜v ≤80 往返3 次 往返4 次 往返3 次 往返5 次 往返5 次 往返10 次 ——

80 ＜v ≤100 往返3 次 —— 往返4 次 —— 往返5 次 —— 往返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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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后续检定

对于通过首次检定后的超偏载检测装置，结合

期间核查进行后续检定。以经过该超偏载检测装置

的检衡车作为核查标准，检定周期内检衡车至少通

过该超偏载检测装置3 次及以上，且到期前3 个月内

至少1 次。根据期间核查数据的情况，分别制定后续

检定方案。

（1）期间核查数据均在1 倍误差以内时，以动

态检衡车组（5 节）按日常通过车速通过超偏载检测

装置至少3 次。或每个速度段，各1 个往返〔如日常

速度为（40 ～80）km/h，方案D〕，两者以多者进

行。超载、偏载、偏重数据均达到要求的，检定合

格。

（2）期间核查数据有超出一倍误差且均在二倍

误差以内时，以动态检衡车组（5 节）调试后，以正

常速度通过超偏载装置至少5 次。或按日常通过车速

的每个速度段各2 个往返（如日常速度为（40 ～80）

km/h，方案D），两者以多者进行。超载、偏载、偏

重数据均达到要求的，检定合格。

（3）期间核查数据有超出二倍误差、设备大修

后、检定周期内期间核查少于3 次时，按照首次检定

要求进行检定。

2  修订基本思路

修订应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基本修订思路如下：

（1）以现行超偏载检测装置标准TB/T3096-

2004《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和超偏载规程为参

考，保留60km/h 以下速度段超偏载检测装置的计量

性能要求和部分技术要求。

（2）通过对新型超偏载检测装置专项试验后的

数据分析，拟定（60 ～100）km/h 速度段超偏载检测

装置的计量性能要求。

（3）明确超偏载检测装置的承载机构需满足铁

路大型养路机械正常作业要求，所用轨枕需经有资

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疲劳试验等相关性能检验，

并出具相关报告。

（4）依据前期各项试验结果和现行标准的要

求，在尽量减少对铁路运输影响的前提下，拟定

（60 ～100）km/h 速度段超偏载检测装置计量性能试

验方法，并拟定100km/h 以下速度段超偏载检测装置

环境试验、承载平台、抗干扰等各项试验方法及技

术审查要求。

3  结语

超偏载检测装置是检测运输中铁路货车装载状

况的重要设备，是保证运输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手

段。修订超偏载规程，通过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代

替理论计算标准值的方式，加入高速段超偏载检测

装置的评断标准，以及通过期间核查调整检定方案

的方式，将会进一步推动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工作

的开展，进一步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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