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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开展 2017 年第二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

（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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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邮编：100191；电话：010-82010998；传真：010-62370567；

电子邮箱：104289990@qq.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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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的设计、施工、检测、维护，提高公

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的建设水平，延长计重系统的使用寿命，制定本规范。 

1.0.2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对货车进行不停车计重的公路场景，其他场景和方式

可参考执行。 

1.0.3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的术语与符号、一般规定、系统构成、系统功

能、系统性能、系统流程、土建基础要求、维护要求。 

1.0.4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执行时，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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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语  

2.1.1 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 weighing system 

在公路场景，以不停车方式参与被称载荷质量检测的软、硬件装置总和，包

括称重设备（称重平台、称重传感器、称重控制器）、轮轴识别器、车辆分离器

（可选）、检测线圈（可选）、称重显示屏（可选）等。 

2.1.2 动态称量 weighing in motion  

对行驶中的车辆轮载荷进行动态检测和分析，获得车辆总重量或轴（轴组）

重量的过程。 

2.1.3 分度值(d) scale interval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相邻两个动态称量示值或打印值之间的差值。 

2.1.4 称量时间 weighing time     

从车辆完全驶入称重平台到计算出车辆总重量的时间。 

2.1.5 计量检定 metrological verification  

由计量机构查明和确认称重设备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程序，包括检查、标记

和（或）出具鉴定证书。 

2.1.6 最大称量速度(vmax) maximum operating speed    

按称重设备设计规定的能保证车辆称重准确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允许车辆通

过的最高行驶速度。 

2.1.7 载荷 load     

各车轮、单轴或轴组受到的部分车辆质量由于重力作用地面或承载器的垂直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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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无故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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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应实现不停车、连续获取称重检测数据，可

进行自检，实现数据传输、防作弊、防护、在线监测等功能。 

3.0.2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宜采用整车式、轴组式、石英式、窄条式、

移动式等称重设备。 

3.0.3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可应用于收费广场前、收费入口车道、收费

出口车道、主线、超限检测站等场景。 

3.0.4  收费广场前、收费入口车道、收费出口车道等应用场景，最大称量速

度宜不大于 20km/h。 

3.0.5  主线应用场景最大称量速度宜不大于 80km/h。 

3.0.6  称重设备的计量检定频次不应少于 1次/年，结合使用频次和环境可增

加检定频次或期间检查次数。 

3.0.7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信息安全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

定。 

3.0.8  称重平台长度、宽度、称量值宜与布设位置相适应，应满足应用场景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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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构成 

4.1 系统构成 

4.1.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由称重平台、称重传感器、称重控制器、车

辆分离器（可选）、轮胎（轴）识别器（可选）、车辆检测线圈（可选）等硬件

设施及基础、配套软件组成。 

条文说明 

车辆检测线圈可根据称重设备技术要求选配。车辆分离器、轮胎（轴）识别

器等设施可根据布设位置选配。称重显示屏、车牌识别摄像机、自动栏杆、通行

信号灯等配套设施可根据管理需求选配。 

4.1.2  称重平台应包括模块化称台及预埋件、限位装置、防尘装置（可选）、

防滑装置（可选）、接线盒（可选）、信号线缆等。 

4.1.3  称重传感器宜包括弹性体、电阻应变计、测量电路、密封装置（材料）

等。 

条文说明 

称重传感器分为柱式、桥式、悬臂梁式等。本条构成为柱式传感器的系统构

成，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称重传感器。 

4.1.4  称重控制器应由电子称重仪表、开关电源、空气开关、控制柜等组成。 

4.1.5  车辆分离器应由发射模块、控制模块、分车模块等组成。按工作原理

可分为红外车辆分离器、激光车辆分离器、环形线圈车辆分离器、微波车辆分离

器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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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收费广场前布局 

4.2.1  收费广场前布局可将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布设在收费广场右侧区

域，距离收费车道距离宜不小于4m，宜设置专用车道，车道宽度不小于4m，称重

设备前端至掉头区不小于22m，宜设置计重岛，计重岛长不小于28m，不设置专用

车道时，应采用安全隔离设施进行隔离，相关设施部署在路侧。 

条文说明 

可根据应用场景，将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布设在收费入口车道前收费广场右

侧区域，或收费出口车道前收费广场右侧区域。收费广场面积较小，可在收费站

入口前的普通公路或匝道布设。 

4.2.2  收费广场前布局的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宜由称重平台、称重传感

器、称重控制器、车辆分离器、车辆检测线圈（可选）、轮胎（轴）识别器等硬

件设施及基础、软件设施组成。 

条文说明 

车辆检测线圈可根据称重设备技术要求选配。称重显示屏、车牌识别摄像机、

自动栏杆、安全设施、车辆外廓尺寸自动检测设备、RSU、雾灯等配套设施可根

据管理需求选配。 

4.2.3  收费广场前布局如下图 4.2.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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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

≥22m

 

图 4.2.3 收费广场前布局示意图 

4.3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 

4.3.1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将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布设在入口车道适当位

置。 

条文说明 

称重设备部署在收费入口车道，并满足应用场景的要求。 

4.3.2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的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宜由称重平台、称重传

感器、称重控制器、车辆分离器、车辆检测线圈、轮胎（轴）识别器等硬件设施

及基础、软件设施组成。 

条文说明 

称重显示屏、车牌识别摄像机、自动栏杆、安全设施、通行信号灯、RSU、

雾灯等配套设施可根据管理需求选配。 

4.3.3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按照车道类型可分为入口 ETC 车道和入口混合车道

两种布局类型，如图 4.3.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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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入口 ETC 车道布局 

 

(b) 入口混合车道布局 

图 4.3.3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示意图 

4.4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 

4.4.1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将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布设在出口车道适当位

置。 

条文说明 

称重设备部署在收费出口车道，并满足应用场景的要求。 

4.4.2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的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宜由称重平台、称重传

感器、称重控制器、车辆分离器、车辆检测线圈、轮胎（轴）识别器等硬件设施

及基础、软件设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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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称重显示屏、车牌识别摄像机、自动栏杆、安全设施、通行信号灯、RSU、

雾灯等配套设施可根据管理需求选配。 

4.4.3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按照车道类型可分为出口 ETC 车道和出口混合车道

两种布局类型，如图 4.3.3 所示 。 

 

(a) 出口 ETC 车道布局 

 

(b) 出口混合车道布局 

图 4.4.3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示意图 

4.5 主线布局 

4.5.1  主线布局将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布设在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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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主线布局的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宜由称重平台、称重传感器、称

重控制器、车辆分离器（可选）、车辆检测线圈（可选）、轮胎（轴）识别器等

硬件设施及基础、软件设施组成。 

条文说明 

车辆检测线圈可根据称重设备技术要求选配。称重显示屏、车牌识别摄像机、

安全设施等设施可根据管理要求选配。 

4.5.3  主线布局如下图 4.5.3 所示。 

图 4.5.3 主线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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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功能 

5.1 总体要求 

5.1.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应支持连续过车模式，车辆连续通过称重平

台，系统不需要人工干预，能够准确计量连续通过的每辆车的数据。 

5.1.2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可检测和自动识别车辆单轴（轴组）重、总

重，显示/打印检测时间、车型、轴数、重量等车辆数据。 

5.1.3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可实现被称重车辆的自动分离。 

5.1.4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可自动重新启动，

所有数据能够恢复。 

5.1.5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具有故障自我诊断、数据恢复、故障信息报

警等功能。 

5.2 系统自检 

5.2.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应具有开机自检、空闲时定时自检、零点校

正和自动温度补充功能。 

5.3 传输要求 

5.3.1  车辆全部进入称重平台后，称重传感器自动将重量信息信号转化为电

压信号输出至称重控制器，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传输至相关业务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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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防作弊要求 

5.5.1  整车式计重系统应具有减少下列防作弊的功能： 

1  防止S行、点刹车、跳秤、擦边等不规范行驶行为。 

2  防止使用液压泵、千斤顶等不规范操作行为。 

 

5.5.2  轴组式计重系统应具有减少下列防作弊的功能： 

1  防止S行、擦边等不规范行驶行为。 

2  减少跳秤、点刹车等不规范行驶行为。 

3  减少使用液压泵、千斤顶等不规范操作行为。 

 

5.5.3  其他计重系统应具有减少下列防作弊的功能： 

1  减少跳秤、点刹车等不规范行驶行为。 

2  减少使用液压泵、千斤顶等不规范操作行为。 

5.5 防护要求 

5.5.1  防腐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台整体抛丸或喷砂处理，除锈等级达到Sa2.5级，增强油漆的附着力及

防腐效果。 

2  漆层不得有刷纹、流挂、起皱、气泡、起皮脱落等缺陷，涂漆后表面应

完整无漏漆。 

5.5.2  整车式或轴组式称重平台防滑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防滑措施可采取花纹板、防滑涂料等方式。 

2  采用花纹板防滑，花纹板厚度不小于6mm，贴紧秤面，四周全焊接，中间

钻孔塞焊，焊缝平整，焊接牢靠。 

3  如采用防滑涂料，应按工艺要求的材料配比、搅拌时间等进行施工，施

工前秤台表面应进行抛丸处理，涂料层应连续铺满整个秤台表面，厚度宜大于

3mm，涂层应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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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其他称重平台防滑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表面应进行防滑处理。 

2  宜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材料。 

3  防滑设施失效时可在维护中更换。 

5.5.4 线缆防鼠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线缆应在金属线管内敷设，与设备连接的引线采用金属软管保护，尽量

无裸线。 

2  在使用或施工过程中新开的孔洞应及时进行封堵。 

3  线缆可采用直埋方式。 

4  可采用防鼠线缆。 

5  电缆沟入出口填沙，设置防鼠板。 

5.5.5  计重系统宜与其他设施共用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Ω，单独设置

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宜大于4Ω。 

5.5.6  称重平台和基坑之间有缝隙时应设置防尘装置，防尘装置的材料宜采

用橡胶、帆布带、尼龙带或其他材料等。 

5.6 在线监测要求 

5.6.1  称重控制器应实现实时状态监测。 

5.6.2  在线监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具有监测汇总、分析、报警等功能。 

2  可对称重传感器供电、零点输出信号进行监测。 

3  可对轮轴识别器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 

4  可对车辆分离器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 

5  通过数据接口实时上报设备监测数据。 

5.6.3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收费系统应能在称重软件或后台相关的软件中实

现实时监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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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其他要求 

5.7.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称重设备的计量检定

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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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性能 

6.1 计量性能要求 

6.1.1  计量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GB/T 21296）

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6.1.2  动态车辆整车总重量准确度等级应符合现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GB/T 21296）规定中的 1、2、5准确度等级。 

条文说明 

整车式称重系统应符合 1级准确度等级，轴组式称重系统应符合 2级准确度

等级，整车式称重系统应符合 2、5级准确度等级。 

6.1.2  动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差宜小于±2.5%。 

2  主线布局称重设备最大大允许误差宜小于±5%。 

3  异常行驶行为的最大允许误差应小于±5%。 

6.2 分度值（d) 

6.2.1  计重系统所有的称量指示装置和打印装置应具有相同的分度值（e=d)。 

6.3 其他要求 

6.3.1  最大称量时间不大于 3s。 

6.3.2  称重控制器存储称重信息容量：≥10 车次。 

6.3.2   提供 7×24 小时稳定运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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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不小于 1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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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流程 

7.1  基本流程 

7.1.1  基本计重流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计重车道开通，计重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2  车辆驶入称重平台。 

3  车辆分离器检测到车辆进入。 

4  轮轴识别器检测到该车已通过轮轴识别器。 

5  称重控制器记录该车的称重信息。 

6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收尾。 

7  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上传到业务终端。 

8  系统完成一辆车的称重过程。 

9  系统等待下一轮车辆称重。 

10 基本流程如图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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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基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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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应用场景计重流程 

7.2.1  收费广场前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计重车道开通，计重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2  车辆驶入。 

3  车辆分离器检测到车辆进入。 

4  轮轴识别器检测到该车已通过轮轴识别器。 

5  称重控制器记录该车的称重信息。 

6  车牌识别摄像机抓拍车牌信息。 

7  车型识别设备识别车型信息。 

8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收尾。 

9  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上传到业务处理终端。 

10  系统完成一辆车的称重过程。 

11  经业务处理终端判别，合法装载车辆信息传输至收费车道，栏杆抬起，

车辆可以正常驶入收费车道。反之，栏杆不抬，违法装载车辆进行调头劝返。 

12  系统等待下一轮车辆称重。 

13 计重流程如图 7.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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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收费广场前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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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计重车道开通，计重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2  车辆驶入。 

3  车辆分离器检测到车辆进入。 

4  轮轴识别器检测到该车已通过轮轴识别器。 

5  称重控制器记录该车的称重信息。 

6  车牌识别摄像机抓拍车牌信息。 

7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收尾。 

8  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上传到车道控制器。 

9  系统完成一辆车的称重过程。 

10  RSU 读写 OBU 内车辆信息，经车道控制器判断为合法装载车辆，自动栏

杆抬起，车辆顺利通过；反之，对超载车辆自动拦截，进行特情处理。 

11  系统等待下一轮车辆称重。 

12 计重流程如图 7.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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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收费入口车道布局计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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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计重车道开通，计重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2  车辆驶入。 

3  车辆分离器检测到车辆进入。 

4  轮轴识别器检测到该车已通过轮轴识别器。 

5  称重控制器记录该车的称重信息。 

6  车牌识别摄像机抓拍车牌信息。 

7  车型识别设备识别车型信息。 

8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收尾。 

9  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上传到车道控制器。 

10  系统完成一辆车的称重过程。 

11  RSU 读写 OBU 内车辆信息，经车道控制器判断为合法装载车辆，自动栏

杆抬起，车辆顺利通过；反之，对超载车辆自动拦截，进行特情处理。 

12  系统等待下一轮车辆称重。 

13 计重流程如图 7.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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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收费出口车道布局计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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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主线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计重功能开启，计重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2  车辆驶入。 

3  车辆分离器检测到车辆进入。 

4  轮轴识别器检测到该车已通过轮轴识别器。 

5  称重控制器记录该车的称重信息。 

6  车牌识别摄像机抓拍车牌信息。 

7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收尾。 

8  称重控制器通过数据接口将称重信息上传到后台系统，可进行非现场执

法等操作。 

9  系统完成一辆车的称重过程。 

10  系统等待下一轮车辆称重。 

11 计重流程如图 7.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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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主线布局应用场景计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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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建基础要求 

8.1  总体要求 

8.1.1  计重车道路面宜采用素混凝土板块覆盖，避免其他材质对计重系统的

信号干扰。 

8.1.2  称重平台基础应避开路面混凝土板块接缝处，确保施工工艺和施工质

量满足称重平台要求。 

8.1.3  收费广场前布局模式，收费广场渐变率宜小于 1/6，收费广场渐变段

长度和宽度满足外广场调头且有条件的收费站，可进行拓宽广场以便于布设称重

设备。 

8.2  混凝土路面 

8.2.1  混凝土路面厚度应≥26cm，路面高度应保持一致。 

8.2.2  称重平台与混凝土路面衔接顺畅、平直。 

8.2.3  若称重平台台面与收费车道混凝土路面高差≥1cm，应对称重平台两端

各 3～4m 范围混凝土路面板块进行破除，重新浇注混凝土路面。 

8.3  设备基础要求 

8.3.1 整车式称重平台基坑开挖的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重平台基础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或具有同等承压能力的耐用材料，结构

应稳固并可承受相应的载荷。 

2  基坑开挖深度不小于 1.7m。 

3  基础的高度应一致，误差≤3mm，与称重平台的间隙应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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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实施应与现有设施协调一致，避免冲突。 

5  基础换填层以下持力层应选用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FK≥100Kpa 的稳定土

层。 

6  基础挖方的坑壁暴露时间应≤15 天。 

7  基础开挖与回填作业，应符合 JTG/T F50 的要求外，还应与称重系统的

安装要求配合。 

8  基础挖方应无积水。 

9  基础浇注应确保施工质量。 

10  基础实施时应与现有设施协调一致，避免冲突。 

11  基础考虑排水功能，施工时基坑底部向排水口处应有不小于 2%的散水

坡，且排水口处需要不小于 1m2的泛水处理，下水管道排水管应低于基坑排水底

面 50cm 以上，排水管排水纵坡不得小于 2%。 

12  基础的排水口位置与称重传感器基础墩的位置应错开一定距离，保证排

水通畅，不得导致杂物淤积。 

13  对原有设施有破损的应进行恢复。 

14  基础的设置应考虑设备穿线的要求。 

15  基础开挖位置应避开地下通道、涵洞、桥梁、天棚立柱等障碍物。 

 

条文说明 

基坑尺寸和实施工程量应满足设备安装要求。 

8.3.2 轴组式称重平台基坑开挖的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重平台基础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或具有同等承压能力的耐用材料，结构

应稳固并可承受相应的载荷。 

2  基坑开挖深度不小于 1.2m。 

3  基础的高度应一致，误差≤3mm，与称重平台的间隙应均匀一致。 

4  基础挖方的坑壁暴露时间应≤15 天。 

5  基础实施应与现有设施协调一致，避免冲突。 

6  基础换填层以下持力层应选用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FK≥100Kpa 的稳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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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7  基础开挖与回填作业，应符合 JTG/T F50 的要求外，还应与称重系统的

安装要求配合。 

8  基础挖方应无积水。 

9  基础浇注应确保施工质量。 

10  基础实施时应与现有设施协调一致，避免冲突。 

11  基础过水面应有 1%～2%的散水坡排水，排水口有防堵、防漏、防淤积

性能。 

12  对原有设施有破损的应进行恢复。 

13  基础的设置应考虑设备穿线的要求。 

14  基础开挖位置应避开地下通道、涵洞、桥梁等设施。 

8.3.3 涉及基坑开挖的称重平台设备基础接地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地引线和接地极均应进行镀锌处理，接地装置不应任意联接或断开，接

地引线数量不得任意改变及减少。 

2  所有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接地引线应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 

3  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应符合热稳定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4  接地体埋设深度和间距应符合要求，角钢接地体应垂直设置。 

5  除接地体外，接地体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装置焊接部位应作防腐处

理,在作防腐处理前，表面必须除锈并去掉焊接处残留的焊药。 

6  接地线应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在能使接地线遭受损伤处，应用

管道或角钢等加以保护。 

7  接地体（线）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 

8.3.4  秤台式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基础的强度、厚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相关规范要求。 

2  基础前后路 20 米范围内应确保平整度良好，无开裂、车辙、拱包等情形。 

3  基坑开挖深度小于 80cm。 

4  线槽和排水管的开挖深度 100-110mm，可通过排水管顺利排入排水沟或

路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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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的设置宜考虑设备穿线的要求。 

8.3.5  弯板式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基础的强度、厚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相关规范要求。 

2  基础应放置整齐，基础相互贯通。 

3  基础前后路 20m 范围内应确保平整度良好，无开裂、车辙、拱包等情形。 

4  基础的设置宜考虑设备穿线的要求。 

5  按划线进行定位切割，开挖框架沟槽，并清除沟槽内的渣土。 

6  基础开挖深度小于 60mm。 

7  线槽和排水管的开挖深度 100-110mm，可通过排水管顺利排入排水沟或

路基外。 

8.3.6  石英式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基础的强度、厚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相关规范要求。 

2  基础应满足称重平台安装的要求。 

3  基础前后路 50m 范围内应确保平整度良好，无开裂、车辙、拱包等情形。 

4  基础的设置宜考虑设备穿线的要求。 

8.3.7  便携式称重平台基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基础的强度、厚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相关规范要求。 

2  基础前后路 20m 范围内应确保平整度良好，无开裂、车辙、拱包等情形。 

3  便于便携式称重平台布设。 

8.3.8  称重控制器、车辆分离器等设备基础，应设置安装基础板，将设备安

装于基础板上，以保证安装牢固和垂直、对齐等质量要求。 

8.3.9  基础设置位置要与现有设施协调一致，避免相互干扰。 

8.3.10  设备及基础前可增加防护设施，确保设备不被剐蹭。 

条文说明 

红外光栅分离器前，可加保护装置。设备基础可做在岛上或护栏外侧，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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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避免货车冲撞。 

8.3.11  涉及实施多条车道时，宜分别实施，做好施工组织，避免道路拥堵。 

8.3.12  当基础需要做在桥梁上时，应核实桥梁的强度和桥面的厚度，选择适

合安装的称重设备。 

8.3.13  基础浇筑应注意施工工艺，基础强度应符合标准要求。 

8.3.14  当路面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应对路面进行加固。 

8.3.15  基础浇筑宜采用 C40 混凝土。 

8.4  坡度要求 

8.4.1  整车式称重设备坡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重平台一般布设在专用车道。 

2  横向宜采用水平安装，宜小于 2%。 

3  纵向宜采用水平安装。有纵向坡度时不宜超过 1%，特殊情况下不应大于

1.5%，采用随坡安装方式。 

4  称重平台布设后置坡度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坡度调整，横坡、纵坡调整

到规定范围内。 

8.4.2  轴组式称重设备坡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重平台一般布设在专用车道。 

2  称重平台基础有横向坡度时，横向坡度宜小于 2%。 

3  称重平台安装的路面纵向坡度应小于 3%。 

4  称重平台布设后置坡度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坡度调整。 

8.4.3  秤台式称重设备坡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称重平台基础有横向坡度时，横向坡度宜小于 2%。 

2  称重平台安装的路面纵向坡度应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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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弯板式、石英式、便携式称重设备对坡度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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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要求 

9.1  总体要求 

9.1.1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验收前

应进行连通性测试。 

9.1.2  应建立维护机制、应急处置预案、维护台账，确保计重系统平稳运行。 

9.1.3  定期维护周期宜不超过 6个月。 

9.1.4  公路货车不停车计重系统应按计量检定规定参与计量检定，检定工作

应在有效期截止日前 1个月内完成。 

9.1.5  因停电、设备故障等非人为原因，造成系统无法工作时，应及时发布

信息，并尽快恢复系统。 

 

9.2  日常维护 

9.2.1  带基坑的称重平台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经常检查称重平台与基础之间的间隙，发现有不均等现象或与初始安

装位置偏差过大，应进行调整。  

2  检查密封装置是否有断裂、挣开凸起、掉落等现象，根据情况及时进行

维护。 

3  为避免因融雪剂除雪对称重平台产生腐蚀，宜采取传统除雪法除雪，并

检查称重平台是否有积水、积淤的现象，及时处理干净，使用排水管的应确保排

水顺畅。 

4  应经常检查称重平台连接处的螺丝稳定性，称重平台连接间隙稳定性，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5  应经常检查称重平台的基础情况，是否有开裂、表面脱落、倾斜等现象，

发生问题应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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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称重平台的限位装置间隙是否合理，宜为 3～5mm。限位装置可调部

分应做涂油保护。检查频次一般不小于 1次/3 个月。 

7  检查称重平台表面油漆是否有脱落现象，防滑装置是否有开裂、变形，

称重平台表面是否有变形造成积水，平台的面板是否有开裂，发现问题应及时处

理。 

8  检查与称重平台相连接的插头，应保持良好接触，避免接口部分松动或

脱落。  

9  检查外接电源是否稳定。 

10  检查路面沉降情况，确保称重平台保持在同一平面。 

9.2.2  不带基坑的称重平台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检查与称重平台相连接的插头，应保持良好接触，避免接口部分松

动或脱落。  

2  定期检查称重平台，要确保外表清洁。 

3  定期检查外接电源是否稳定。 

4  定期检查路面沉降情况，确保称重平台保持在同一平面 

9.2.3  经常检查红外车辆分离器或激光车辆分离器的防护罩是否有损坏，发

射接收是否正常，确保车辆分离器外壳整洁，检查车辆分离器状态，确保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9.2.4  经常检查埋设检测线圈的路面是否出现凹陷、破损等现象，以免影响

线圈正常工作。 

9.2.5  在大风、下雨、下雪等特殊气象条件下，红外车辆分离器会凝集水滴，

应及时擦干净。 

 

9.3  定期维护 

9.3.1  定期维护周期宜不超过 6个月。 

9.3.2  带基坑的称重平台定期维护包括称重传感器基础墩维护、基础内部淤

积维护、电器连接状况维护、接地电阻维护，应满足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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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检查称重平台的基础是否发生下沉、排水堵塞、开裂渗漏现象，发

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和维修。 

2  定期检查清理传感器周围泥沙堵塞、冬天传感器周围冰冻封堵现象。 

3  定期维护检查传感器、传感器支撑板、压头是否有间隙、松动、移位、

缺损，及时调整复位，修复或更新。 

4  检查各功能部件的电器连接端子是否牢固、螺丝有无松动，当发现有数

据不稳、执行动作不畅、信号传输不稳等现象时，应及时处理，或报生产厂家维

护。 

5  定期检查接地电阻的连接是否牢固，接地电阻是否满足要求。定期进行

维护（如泼洒盐水，减小接地电阻等）。 

9.3.3  不带基坑的称重平台定期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检查与称重平台相连接的插头，应保持良好接触，避免接口部分松

动或脱落。  

2  定期检查称重平台，要确保外表清洁。  

3  定期检查外接电源是否稳定。 

4  定期检查路面沉降情况，确保称重平台保持在同一平面 

9.3.4  定期对车辆分离器、轮轴识别器等进行功能维护，使系统达到初始安

装状态。 

9.3.5  定期检查设备之间的信号线缆，应避免接口部分松动或脱落，及时进

行加固。 

9.3.6  定期清除轮胎识别器表面及周边杂物。 

9.3.7  软件维护，对系统功能扩充，编程改进，提高处理效率等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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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和接口要求 

10.1 数据要求 

10.1.1 称重系统应配备必要的接口，以满足数据传输的需要。 

10.1.2 数据传输应清晰、正确。 

10.1.3 数据通讯采用统一的通讯协议和动态库接口。 

 

10.2 接口要求 

10.2.1  系统提供标准 RS232 或 RJ45 接口。 

10.2.2  数据接口应采用统一的动态库接口和通信协议。 

10.2.3  使用接口时，称重设备应保证正常无误地工作，且保证计量性能不受

影响。 

 

10.3 数据格式要求 

10.3.1  计重系统输出数据应包括单轴（轴组）重、总重、车型、轴数、检测

时间、称重设备编号、称重设备状态、最大允许重量、车牌号码（可选）、车货

总长度（可选）、车货总宽度（可选）、车货总高度（可选）、超限量（可选）、

超限超载率（可选）等。 

10.3.2  计重数据记录见表 10.3.2。 

表 10.3.2 计重数据记录表 

序号 字段说明 类型 备注 

1 单轴（轴组）重 string 单位：kg 

2 总重 string 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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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说明 类型 备注 

3 车型 string  

4 轴数 string 不小于 2 

5 检测时间 string  

6 称重设备编号 string  

7 称重设备状态 string  

8 最大允许重量 string 可选,单位：kg 

9 车牌号码 string 可选 

10 车货总长度 string 可选 

11 车货总宽度 string 可选 

12 车货总高度 string 可选 

13 超限量 string 可选 

14 超限超载率 string 可选 

15 记录类型 string 可选 

16 车速 string  可选，精确到个位，单位：km/h 

 

10.3.3  可根据应用场景对上述数据进行扩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