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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及《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由货车和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组

成的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将成为中国汽车整车物流市场的主力车型。文中从中置轴车辆运输挂

车的结构特点、外廓尺寸检验方法及记录等入手，分析了设备自动检验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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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１２《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中置轴挂车是指受载时挂车质心位于紧靠车轴

位置（均匀载荷），牵引装置相对于挂车不能垂直移

动、与牵引车连接时只有较小的垂直载荷（不超过相

当于挂车最大设计总质量的１０％或１００００Ｎ，取两

者中较小者）作用于牵引车的挂车。货车和中置轴

挂车可组成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

鉴于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在高速公路运输的技

术优势及在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成熟运营，２０１６年

７月２６日正式发布实施的 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汽车、

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中增加

了中置轴、牵引杆挂车这一新车辆类型，规定中置

轴、牵引杆挂车的长度最大限值为１２０００ｍｍ、宽度

最大限值为２５５０ｍｍ、高度最大限值为４０００ｍｍ，

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长度最大限值为２２０００ｍｍ，

是目前中国所允许的汽车列车的最大长度。

１　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在中国的需求现状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０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五部

委联合发布交办运〔２０１６〕１０７号《车辆运输车治理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要求加快中置轴

车辆运输车的生产研发和公告进程，督促车辆运输

车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及产能储备、按照新标准申报

公告和组织生产，尽快形成符合新标准要求的车辆

运输车规模产能；明确治理工作进度安排为２０１７年

底前完成６０％不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改造，２０１８

年７月１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基

于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发布的契机及《工作方案》的大

力推广扶持，国内各厂家纷纷推出中置轴车辆运输

车新车型。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６日，在工信部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第２８９批）公告中，中置轴车辆运

输挂车首次进入公告，生产厂家有天津劳尔工业有

限公司、安徽开乐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集车辆

（集团）有限公司、青岛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江苏海

鹏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根据五部委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进度安排，目

前离２０１７年底更新６０％不合规车辆的时限越来越

近，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的需求量及上市量必然越

来越大，需进行注册登记检验取得车辆行驶证的中

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必然也会越来越多。

２　外廓尺寸检验及问题

依据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截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底标

准实施的２５个月过渡期已结束，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

开始重中型货车、装箱作业车及挂车应使用外廓尺

寸自动测量装置。

挂车外廓尺寸自动检验过程：引车员驾驶汽车

列车（牵引车带挂车）沿检验区域地面引导线以３～

５ｋｍ／ｈ的速度平稳驶过检测通道，车辆行驶中，安

装在检测通道龙门架上的３个光学测量传感器按照

检测软件指令自动对汽车列车进行非接触高速动态

扫描，得到汽车列车截面轮廓完整扫描图后，检测软

件对扫描图进行快速分析，找出测量挂车长度的起

点及终点，得到挂车外廓尺寸测量值，并自动判定其

是否满足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规定的最大限值及误差

要求，再按照ＧＡ１１８６－２０１４等标准要求完成检验

数据、结果及图像、机动车外廓尺寸检验表的上传。

依据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作

为挂车的一种，要取得车辆行驶证合法上路，就必须

使用外廓尺寸自动测量装置进行检测，其长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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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度检测结果需满足标准规定及限值要求，在满

足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最大允许尺寸的前提下，外廓尺

寸测量值应与车辆产品公告和出厂合格证相符，且

挂车误差满足不超过±１％或±５０ｍｍ的要求。

根据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是指

具有单层或多层货台，用于装载运输车辆的中置轴挂

车；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是指由货车和中置轴挂车组

成，具有单层或多层货台，用于装载运输车辆的汽车

列车。依据该定义，在结构上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既

不属于半挂车也不是全挂车，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需

通过牵引杆与牵引车（车辆运输车）的牵引钩相连，牵

引车的牵引钩位于车架下方，这样中置轴车辆运输挂

车在与牵引车连接时挂车牵引杆需有一定的深入量

（见图１）。牵引杆深入量与各厂家的设计有关，中集车

辆（集团）有限公司的ＺＪＶ９１５０ＴＣＬ、天津劳尔工业有

限公司的ＬＲ９１５６ＴＣＬ、江苏海鹏特种车辆有限公

司的ＪＨＰ９１７１ＴＣＬ的牵引杆深入量分别为２０００、

４６０、８５０ｍｍ。

图１　某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牵引杆的深入量

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牵引杆深入量的存在导致

测量时挂车牵引杆被牵引车（车辆运输车）所遮挡，

设备传感器无法扫描到该牵引杆，造成中置轴车辆

运输挂车的车辆长度测量值与车辆长度公告数值相

差甚远，远超过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项目和方法》规定的误差限值范围，车辆被自动

判定为外廓尺寸不合格。某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设

备测量值及结果判定见表１。

表１　某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设备测量值及结果判定

检验项目
产品公告

数据／ｍｍ
测量值／ｍｍ

绝对误

差／ｍｍ
相对误差／％

最大限

值／ｍｍ
误差范围 项目判定

挂车长度 １２０００ ９２７８ －２７２２ －２２．６８ ≤１２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不合格

挂车宽度 ２５５０ ２５５０ ０ 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１％或≤±５０ｍｍ 合格

挂车高度 ３９００ ３９２６ ２６ ０．６７ ≤４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合格

　　针对外廓尺寸的自动检验，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规

定外廓尺寸自动检测仪不得具有人工修改测量数据

和照片的功能。这样，由于检验结果为不合格，这些

新型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就不能通过注册登记检

验，无法取得车辆行驶证。拿不到车辆行驶证，企业

新进的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就无法上路投入运营，

给运输企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加之国家要求淘汰

原不合规车辆的时间越来越紧，这种情况不解决，会

激化企业与车辆管理部门的矛盾。因此，需对标准、

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的外廓尺寸自动检验过程及检

验记录等进行研究分析，拿出切合实际且符合标准

规定的解决方案。

３　对策

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发布实施时，中置轴车辆运输

挂车还未进入产品公告，故该标准并未考虑到中置

轴车辆运输挂车长度因牵引杆存在一定深入量而造

成的车辆长度自动测量值过小这一与实际不符的问

题。针对此情况，借鉴 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附录 Ａ．３

的规定：“对于需要人工确认不计入车长、车宽的，应

记录修改日志”，通过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标准规定的

人工方式，使用钢卷尺、水平尺及铅锤再次进行测

量、确认，记录测量数据形成确认记录表，并上传人

工测量确认录入的数据及检验结果。前述某中置轴

车辆运输挂车人工测量值及结果判定见表２。

为了确保人工测量的真实有效，杜绝人工作假，

人工测量及确认过程应在外检区域进行并全程录像，

同时在安检机构存储备查。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人

工检验记录分为三部分，分别为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

外廓尺寸人工测量记录与确认表（见表３，需通过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上传至当地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机动车外廓尺寸人工测量记录与确认

操作日志（见表４，安检机构留存备查，该表也可用于

其他需要人工确认的车辆）和人工测量与确认全过程

录像（安检机构留存备查），从而实现原始记录可追

溯，责任到人，严把车辆外廓尺寸检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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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某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人工测量值及结果判定

检验项目
产品公告

数据／ｍｍ

人工测量值／

ｍｍ

绝对误

差／ｍｍ

相对误

差／％

最大限

值／ｍｍ
误差范围 项目判定

挂车长度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９７０ ３０ ０．２５ ≤１２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不合格

挂车宽度 ２５５０ ２５５０ ０ 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１％或≤±５０ｍｍ 合格

挂车高度 ３９００ ３９２４ ２４ ０．６２ ≤４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合格

表３　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外廓尺寸人工测量记录与确认表

检验机构名称 检验报告编号

号牌号码 挂 检验类别

车架号（ＶＩＮ） 厂牌型号

检验项目
产品公告

数据／ｍｍ

人工测

量值／ｍｍ

绝对

误差／ｍｍ

相对误

差／％

最大限

值／ｍｍ
误差范围

项目

判定

挂车长度 ≤１２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挂车宽度（ｍｍ） ≤２５５０ ≤±１％或≤±５０ｍｍ

挂车高度（ｍｍ） ≤４０００ ≤±１％或≤±５０ｍｍ

人工修改原因

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的牵引杆深入量为　　 ｍｍ

确认人签字：

确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验结论 引车员

检验依据：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ＧＢ１５８９－２０１６

表４　机动车外廓尺寸人工测量记录与确认操作日志

检验机

构名称
日 期 年　　 月　　日

序号
号牌

号码

车辆

类型

厂牌

型号

车辆长

度／ｍｍ

车辆宽

度／ｍｍ

车辆高

度／ｍｍ
确认原因

确认人

签字

确认

时间

１

２

…

４　结语

设备自动检验与人工检验确认相结合，既满足

ＧＢ２１８６１－２０１４《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

法》关于挂车外廓尺寸采用设备自动检验的要求，又

可通过人工检验及确认解决中置轴运输车辆挂车因

牵引杆深入量的存在所造成的车辆长度检验不合格

的问题，检验过程通过３份检验原始记录及全过程

录像控制其真实有效，并实现检验数据及结果的可

追溯性。

２０１７年８月下旬，该中置轴车辆运输挂车外廓

尺寸检验方案在西安市某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

并得到西安市车辆管理部门及全国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监管系统监管平台的认可。方案实施后，截至

８月底，西安市已解决某运输公司首批所购买的５０

台中置轴运输车辆挂车的注册登记检验，并顺利取

得车辆行驶证，这些新车已经因为车辆长度检验不

合格而停放了近１个月。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坚定

了企业购买中置轴运输车辆挂车的信心，推进了五

部委要求的运输车辆治理工作进度安排，加速了中

国轿运市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步伐。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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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承受的最大应力小于材料的最大许用应力２３５

ＭＰａ，满足玻璃升降器堵转时的强度要求。

图７　玻璃升降器应力分布（单位：１０８Ｐａ）

５　玻璃升降器可靠性试验

对该玻璃升降器进行可靠性试验，验证其是否

满足使用可靠性要求。试验条件如下：１）将玻璃升

降器按安装工艺要求安装在与之匹配的前左、右车

门总成上；２）对前左、右车门玻璃升降器分别进行

２００００次升、降循环试验，玻璃每完成１次升、降循

环记为１次；３）试验前安装自动计数装置和自动报

警装置，避免试验次数不足造成试验结果不准确；４）

试验完成后对玻璃升降器进行全方位检查，要求其

能正常平稳工作，零部件不出现变形、开裂等现象。

玻璃升降器通过电动控制系统实现玻璃自动升

降，试验现场见图８。根据工艺要求将叉臂式玻璃

升降器安装到车门总成上，要求车门总成为最新状

态。在室温条件下对车门玻璃升降器进行２００００

次耐久试验，完成连续升、降循环试验后仍能正常工

作，其中零部件未出现开裂、变形等现象，表明设计

的玻璃升降器满足使用可靠性要求。

图８　玻璃升降器升降试验现场

６　结语

该文对某商用车玻璃升降器进行了结构分析、

计算机仿真和２００００次连续升、降循环可靠性试

验，验证该款玻璃升降系统满足设计强度要求和可

靠性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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