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项目介绍 

项目由来、必要性、技术路线和工作过程 

1、项目由来 

集装箱运输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它方便快捷，而且实现了多式联运，已

经成为全球化运输方式。我国是世界上集装箱第一制造大国，集装箱产销量世界

第一。 

一直以来，集装箱的超载和偏载是影响集装箱运输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也得

到国家和行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铁路部门，先后有多个文件、办法或标准发布。 

2004 年，铁道部发布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行业标准和检定规程，并且在

2005年发布《铁路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运用管理办法》，强调运用好检测装置确保

铁路运输安全。但这套标准和规程的检测对象是装载完集装箱或其它货物的铁路

货车，并没有提出对集装箱本身的检测方案。而这种检测装置属于事后检测，发

现超偏载车辆时需要把车辆退回发运站，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2006年铁道部发布《铁路货物装载加固规则》要求货物要均衡分布在货车上，

不超载，不偏载，并提出货物重心横向偏离不得超过 100mm，两转向架承受重量之

差不得大于 10t 的量化指标。该要求同样针对货车，并没有把集装箱作为检测对

象。 

2007年，铁道部标准 TB/T 3178-2007《集装箱在铁路上的装卸和栓固》提出

“在 50%的箱长内其货载量不得超过总载重量的 60%。”的要求。同年，又发布了

《铁路集装箱运输规则》，明确集装箱的装箱工作由托运人负责，并要求装载均匀，

不超载、不偏载。可以看到，铁路部门已经把检测对象从货车前移到了集装箱。

但是，这两个标准和文件并没有提供检测集装箱超偏载的方式方法。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2015年在其第 94届会议上通过了《1974 年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VI/2 条修正案（第 MSC.380(94)号决议），该修正案要求

载货集装箱在交付船舶运输前应当对其重量进行验证，并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强制生效。我国是《安全公约》的缔约国，该修正案对我国具有强制约束力。2016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专门发通知，强调了载货集装箱重量验证的规定和方法。 

综上所述，对于集装箱的检测，超载问题很容易解决，汽车衡、吊钩秤等传

统衡器就可以检测，问题焦点集中在偏载的检测上。现有的轨道衡虽然能检测货

运车辆的偏载，但是属于“事后”检测，发现偏载后会在铁道系统内通报，并把

偏载的列车退回发运站处理。这样处理起来费时费力耗费宝贵的线路资源。那么，

有没有一种从源头上控制超载和偏载的方案呢？铁路部门提出了迫切需求。他们

要求检测装置能同时检测集装箱的重量和重心，能在装车前完成检测，能在吊运

过程中完成检测，避免二次吊装，并且不改变作业流程不降低作业效率。 

2002 年，铁路部门邀请中储恒科一起研发和测试能够通过集装箱吊具来检测

集装箱重量和偏载情况的产品，期间尝试了多种方案，也走了一些弯路，到 20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6%B5%B7%E4%BA%8B%E7%BB%84%E7%BB%87


年终于有了一些突破性进展。2008 年中储恒科在成都、重庆、广州等集装箱办理

站安装了多台设备，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不断改进和升级产品，逐渐赢得了客户

认可积累了一些口碑。2013 年，国内首家申请获得了铁路专用计量器具新产品技

术认证。 

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的一般方案是在集装箱专用吊具上加装称重传

感器，直接或间接检测集装箱四角受力大小，进而获得集装箱的重量并根据力矩

平衡计算出集装箱在水平面上的重心位置。 

常见的集装箱吊具加装称重传感器方案有： 

1）对于分上吊架和下吊具的双层吊具，传感器即可以安装在上吊架锁头处也

可以安装在下吊具锁头处。 

2）对于一体式的旋转吊具或正面吊，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吊具锁头处。 

3）另外，也有定制和吊具锁头外形尺寸一样的称重传感器替换原有吊具锁头

实现检测的方案。 

2、必要性 

随着国家对铁路和港口集装箱运输安全的日益重视，对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

检测装置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该产品的研发和服务，不同型

式的产品不断出现。但目前，该类产品无相关技术规范、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也无相关的检定规程和验收标准，给客户选型、企业推广和行业发展造成一定的

不便。比如生产企业对现有铁路规范的理解和转化存在差异，偏载性能的检验缺

乏标准物和检定规程，技术监督部门一般只能按 JJG 539-2016 数字指示秤检定规

程进行计量性能的检验，无法对偏载性能做出评价。 

所以，制定《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团体标准，一方面是保障集装

箱运输安全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该产品缺乏统一产品标准和检验依据等现

状的迫切需要。 

3、可行性 

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迭代，产品性能逐渐稳定，

客户也逐渐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说明该产品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起草的《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规范》

正在报审，为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的校准和检验提供了依据，使得该产

品团体标准的制定条件更加成熟，说明该产品在技术监督方面也是可行的。 

中储恒科在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走过一

些弯路，也有一定的积累和经验，有意愿承担该产品团体标准的主起草工作，为

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 

4、协调性 

2020年底，国铁集团发布了企业标准 Q/CR 791-2020 铁路集装箱超偏载检测

装置，该标准主要结合企业自身需求对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的技术参数、数据

格式、产品功能等提出了要求。拟制定的团体标准既会考虑国铁集团对该产品的



个性化技术和功能需求，也要兼顾该产品在其他客户和行业的通用性，是面向所

有涉及集装箱吊装和运输的客户和行业，与国铁集团的企业标准不冲突、不重复。 

拟制定标准的试验检测方法部分将参考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起草

的《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规范》，为该产品的检定交付提供有利条件，使得

该产品可以像汽车衡、电子吊秤等产品一样有完备的产品标准和检定规程。 

主要技术内容和范围 

拟制定标准适用于通过悬吊方式对国际标准集装箱的重量和偏心位置进行检

测，通过直接或间接测量集装箱四角受力大小，进而获得集装箱的重量并计算出

集装箱在水平面上的重心位置。 

拟制定标准将包含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的通用术语、计量要求、技

术要求、电子衡器要求、通用功能要求、通用试验检测方法及产品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有关规定。 

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 

该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为企业的产品制造提供技术规范，为客户选型提供技

术依据，为该产品的生产、测试、检验、交付和维护等活动提供统一的规范和指

导。同时，也能提升产品竞争力、促进计量测试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对产

业的健康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相关情况简要说明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介绍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

标准的协调关系； 

2. 介绍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拟纳入本标准的技术

先进性、成熟程度以及是否涉及专利等； 

3. 根据需要，拟开展哪些必要的专题研究、试验、测试

等 

经初步查询，国外尚无该类产品及产品标准。 

涉及的部分专利情况如下： 

中储恒科公司拥有的相关专利： 

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系统装置 

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模块及安装方法 

集装箱吊具秤 

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系统装置 

车载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系统  

门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装置 

北京东方威特公司拥有的相关专利： 

集装箱重量及重心位置检测设备上的悬挂称重装置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0910227467?lx=FMSQ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110266625?lx=FMSQ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020540086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020122238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120337604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120337604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020540105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520507420


集装箱吊具及其锁头总成、称重传感装置 

移动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 

带有称重功能的集装箱吊具锁头总成及称重传感装置 

龙门式起重机集装箱重量偏载检测系统 

江苏泰力公司拥有的相关专利： 

悬吊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装置 

集成偏载检测的集装箱堆码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湖南三一港口设备有限公司拥有的相关专利： 

集装箱偏载检测系统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820180021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220344718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810104094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120026676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710619623
http://www1.soopat.com/Patent/201710941847
http://www1.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SQR%3A(%22%E6%B9%96%E5%8D%97%E4%B8%89%E4%B8%80%E6%B8%AF%E5%8F%A3%E8%AE%BE%E5%A4%87%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