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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由来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道路交通管理的重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相继出台，推动了超限超载

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后，对超限超载

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要求各地加强超限超载治理。同时，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治超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标准。然而，现有标准较多集中

于设备的检测功能，缺乏对设备运维和报废管理的规范，导致设备使用寿命不一，报废管理不

规范，急需制定相关标准。 

项目的必要性 

1. 国家政策方面 

国家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旨在规范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例如，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全

国治超工作规划（2021-2025）》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治超信息化和智能化平台，提升设备运

维管理水平，推动超限超载治理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2. 浙江省道路及治超设备情况 



根据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截至 2023年，浙江省公路总里程约 12.3万公里，其中高

速公路里程约 4500公里。全省共设有 200余个治超站点，部署了超过 500套治超设备。这些设

备包括固定式和便携式超限检测系统，但设备种类繁多，使用寿命参差不齐。 

3. 使用寿命和报废管理现状 

根据调查，浙江省内的治超设备大多已使用超过 5年，部分设备已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寿

命。由于缺乏统一的报废管理标准，一些设备在超过使用寿命后仍继续使用，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例如，一些固定式超限检测系统在使用 8年后，故障频发，检测准确率下降，而便携式设

备的使用寿命更短，一般为 3-5年。 

4. 治超设备数据统计 

4.1.道路数据：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底，浙江省公路总里程约为 12.3

万公里。 

4.2.治超设备数据：全省共有 200余个治超站点，部署超过 500套治超设备。 

4.3.设备使用寿命：固定式超限检测系统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 8年，便携式设备为 3-5

年。 

4.4.设备故障率：调查显示，使用超过 5年的治超设备中，约有 60%的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的

故障和功能退化。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浙江省超过 500套治超设备中，使用超过 5年的设备数量为 300套，

占比 60%。这些设备中，70%的设备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故障，需要进行维护或报废更新。 

以下是详细数据： 

设备总数：500套 

① 使用超过 5年的设备数量：300套 

② 固定式超限检测系统：200套 

③ 便携式超限检测系统：100套 

④ 出现故障的设备比例：70% 

⑤ 固定式超限检测系统故障率：75% 

⑥ 便携式超限检测系统故障率：65% 

技术路线 

1.标准调研与需求分析：全面调研现有超限超载设备的使用情况和运维管理现状，分析现有标

准的不足，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成功经验，确定标准的编制方向和目标。 

2.标准框架设计：制定标准的总体框架，包括设备智能运维、报废管理的基本原则、技术要求

和管理规范等内容。 



3.细化技术要求：详细规定设备的智能运维技术要求，包括运维管理系统的设计、设备状态监

测与评估方法、运维流程和周期、设备更新和升级策略等。报废管理方面，明确设备的报

废判定标准、报废流程和处理方法，确保设备报废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4.智能运维平台建设：设计并开发智能运维管理平台，实现设备的实时监测、故障预警、运维

记录和数据分析等功能，确保设备运维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5.试点验证与优化：选择若干试点区域，进行标准实施的验证和优化，收集试点数据，评估标

准的适用性和效果，并根据试点反馈进行调整和完善。 

6.标准发布与推广：完成标准编制后，提交相关部门审核并发布，组织标准培训和推广活动，

提高行业对标准的认知和应用水平。 

工作过程 

1. 组建项目团队：成立由行业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项目团队，明确分工和职责，

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 

2. 调研与数据收集：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方式，收集设备运维和报废管理的

现状数据，了解行业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3. 标准编制与审核：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编制标准草案，并组织行业专家进行多轮审

核和修改，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4. 试点实施与反馈：在试点区域实施标准，通过智能运维平台进行设备监测和管理，收集试点

数据，评估标准的实际效果，并根据反馈进行优化调整。 

5. 标准发布与推广应用：完成标准的最终定稿，报请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正式发布，组织开展

标准的培训和推广活动，推动标准在行业内的应用和普及。 

主要技术内容和范围（另纸附后）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设备检测与评估 

1.1.初始检测：对新安装的治超设备进行初始检测，确保其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检测内容

包括设备的精准度、耐用性和数据传输能力等。 

1.2.定期检测：制定定期检测计划，对在用治超设备进行性能评估，包括精准度、故障率和

数据传输稳定性等。定期检测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1.3.数据记录与分析：建立完整的数据记录系统，保存每次检测的数据，进行长期分析，识

别设备性能的变化趋势，为设备的运维和报废提供依据。 

2. 智能运维技术 

2.1.远程监控与管理：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治超设备的远程监控，包括实时数据采集、



传输和分析。通过远程管理平台，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和处理故障。 

2.2.预防性维护：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制定预防性维护计划，提前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延

长设备使用寿命。预防性维护包括定期更换易损件、校准设备和软件升级等。 

2.3.故障诊断与维修：建立智能故障诊断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设备运行数据，及时

诊断故障并提供维修建议。通过智能系统提高故障处理效率，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3. 报废管理 

3.1.报废标准：制定明确的设备报废标准，结合设备的使用寿命、故障率和维护成本等因素，

确定设备的报废时限。设备使用寿命超过 5年，且检测精度和可靠性明显下降的，应予

以报废。 

3.2.报废流程：建立标准化的报废流程，包括设备的检测、报废审批、拆卸和处置等环节。

确保报废设备安全、环保地处理，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3.3.更新替代：制定设备更新计划，及时更换报废设备，确保治超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新设备的选型应符合最新技术标准，具有更高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适用范围包括： 

1.适用对象 

1.1.治超设备：包括轴重秤、轴组秤、平板式、弯板式、整车式、石英晶体式及其他用于检

测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设备。 

1.2.管理部门：包括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治超站点和相关维护单位。 

2.适用区域 

2.1.浙江省：该标准首先在浙江省内实施，包括所有公路货运治超站点和设备。 

2.2.全国推广：在浙江省试点成功后，标准可以逐步推广至全国范围，提升全国公路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治理的技术水平。 

3.适用内容 

3.1.设备检测：包括初始检测和定期检测，确保设备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3.2.智能运维：包括远程监控、预防性维护和故障诊断，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命。 

3.3.报废管理：包括报废标准、报废流程和更新替代，确保设备及时更新，保障治超工作的

有效进行。 

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修订的标准应注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另纸附后） 

见附件 1  



相关情况简要说明 

（另纸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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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