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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中公高远汽车试验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山东省交通

运输厅道路运输局、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金浩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春晓、张国胜、吴金中、晋杰、董轩、宗成强、张会娜、郎华、张明、范文姬、张晓钟、

耿田、孙加龙、翁永祥、刘宏利、杜林森、姜慧夫、高国有、余绍桥、屈怀琨、田诗慧、姜莉、王文东、陈达、
陈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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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营运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营运车辆的分类以及基本要求、一般要求、特殊要求等安全技术要

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 Ｎ 类车辆、Ｏ 类半挂车、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组成的半挂

汽车列车等营运车辆。 非营运车辆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用途为爆炸品现场制造的移动式爆炸品制造单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 Ｔ 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 代码）
ＧＢ 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 ８６２４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ＧＢ １１８０６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１２６７６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１７６１９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１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 １ 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２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 ２ 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ＧＢ ／ Ｔ １８６５５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 ２０３００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 ２１６６８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要求

ＧＢ ／ Ｔ ２４５４５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

ＧＢ ２８３７３　 Ｎ 类和 Ｏ 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

ＧＢ ２９７５３　 道路运输　 食品与生物制品冷藏车　 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３３５７７　 智能运输系统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ＪＴ ／ Ｔ ２３０　 汽车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ＪＴ ／ Ｔ ７９４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ＪＴ ／ Ｔ ８８３　 营运车辆行驶危险预警系统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ＪＴ ／ Ｔ １０９４—２０１６　 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１—２０１８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 １ 部分：载货汽车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２—２０１９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 ２ 部分：牵引车辆与挂车

ＪＴ ／ Ｔ １２４２　 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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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 ／ Ｔ ４５３　 厢式运输车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１—２０１８、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２—２０１９、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 和 ＧＢ ２１６６８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３． １

危险货物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分类要求，或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或放射性等危险

特性的物质或物品。
３． ２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设计和制造用于载运危险货物或牵引危险货物半挂车的汽车。

３． ３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及设计和制造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半挂车及半挂汽车列车。
注：改写 ＧＢ ７２５８—２０１７，定义 ３． ５。

３． ４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　 ＥＸ ／ ＩＩ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 ／ ＩＩＩ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用于运输爆炸品且配载限额符合 ＧＢ ２１６６８ 要求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３． ５
ＦＬ 型车辆　 ＦＬ ｔｙｐ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用于运输易燃气体、闪点不高于 ６０℃的易燃液体、满足 ＧＢ ／ Ｔ １９１４７ 规定的车用柴油或列入联合国

编号 ＵＮ １２０２ 的油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载货容器为罐式车辆罐体、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容
器的容积应大于或等于 ３ｍ３。

注：改写 ＧＢ ２１６６８—２００８，定义 ３． ４。

３． ６
ＯＸ 型车辆　 ＯＸ ｔｙｐ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用于运输稳定的过氧化氢或其水溶液（浓度大于 ６０％ ）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载货容器为罐式车

辆罐体、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容器的容积应大于或等于 ３ｍ３。
注：改写 ＧＢ ２１６６８—２００８，定义 ３． ５。

３． ７
ＡＴ 型车辆　 ＡＴ ｔｙｐ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载货容器与 ＦＬ 型和 ＯＸ 型车辆相同的非 ＦＬ 型和 ＯＸ 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ＧＢ ２１６６８—２００８，定义 ３． ６］

３． ８
ＣＴ 型车辆　 ＣＴ ｔｙｐ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不属于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ＦＬ、ＯＸ 和 ＡＴ 型的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车辆。

４　 车辆分类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分为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ＦＬ、ＯＸ、ＡＴ 及 ＣＴ 型等类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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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基本要求

５． １　 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 Ｎ１ 类、Ｎ２ 类、Ｎ３ 类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除外）应满足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１—２０１８
中 ４． １ ～ ４． ５、４． ９、５． １ ～ ５． ８、６． １ ～ ６． ４、６． ６ ～ ６． ８、７． １、７． ２、７． ３（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除外）、８． ２ 的

要求。
５． ２　 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 Ｎ２ 类、Ｎ３ 类半挂牵引车和 Ｏ３ 类、Ｏ４ 类半挂车及其组成的半挂汽车列车应

满足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２—２０１９ 中 ４． １ ～ ４． ７、４． １０、４． １３ ～ ４． １５、５． １ ～ ５． ４、５． ７ ～ ５． １０、５． １３、６． １ ～ ６． ４、６． ６ ～
６． １１、７． １、第 ８ 章、９． １、９． ２（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除外）、１０． ２、１０． ４、１０． ６ ～ １０． ８ 的要求。

６　 一般要求

６． １　 整车

６． １． １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具有限速功能。 限速功能应符合 ＧＢ ／ Ｔ ２４５４５ 的规定，且限速功能调定的

最高车速不应超过 ８０ｋｍ ／ ｈ。
６． １． ２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及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安装电子稳定

性控制系统（ＥＳＣ）。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应符合 ＪＴ ／ Ｔ １０９４—２０１６ 附录 Ａ 的规定，电磁兼容性应

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６５５ 第 ３ 级及 ＧＢ ／ Ｔ １７６１９ 的规定。
６． １． ３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后轴（非转向轴）、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

的后轴及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的所有车轴应装备空气悬架。
６． １． ４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及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安装单胎的车

轮应配备轮胎气压监测系统（ＴＰＭＳ）或具有轮胎气压监测功能的装置。 ＴＰＭＳ 或具有轮胎气压监测功

能的装置性能应符合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２—２０１９ 附录 Ｂ 的规定，且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６５５ 第 ３ 级及

ＧＢ ／ Ｔ １７６１９ 的规定。
６． １． ５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及总质量大于 ３ ５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转向轮应安装爆胎应急

安全装置，并在驾驶室易见位置标示。 爆胎应急安全装置的性能及试验方法应满足 ＪＴ ／ Ｔ １１７８． １—２０１８
附录 Ａ 的要求。
６． １． ６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配备符合 ＪＴ ／ Ｔ ７９４ 要求的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６． ２　 制动系统

６． ２． １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转向轮以及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的所有车轮应装备盘式制动器。 行车制

动器的衬片需要更换时，应采用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向驾驶员报警，报警信号应满足 ＧＢ １２６７６ 的要求。
６． ２． ２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半挂车及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

电控制动系统（ＥＢＳ）。
６． ２． ３　 Ｎ２ 类、Ｎ３ 类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装备的缓速器或辅助制动

装置的性能应使车辆能通过 ＧＢ １２６７６ 规定的 ＩＩＡ 型试验。
６． ２． ４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 ０００ｋｇ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符合 ＪＴ ／ Ｔ １２４２ 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ＡＥＢＳ），半挂牵引车、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式货车及爆炸品运输车除外。

６． ３　 主动安全预警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具备车道偏离报警功能和前向碰撞预警功能，车道偏离报警功能应符合

ＪＴ ／ Ｔ ８８３的规定，前向碰撞预警功能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３５７７ 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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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出厂信息表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出厂应提供出厂信息表，信息表格式参见附录 Ａ。

６． ５　 选型要求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选型要求参见附录 Ｂ。

７　 特殊要求

７． １　 ＥＸ ／ ＩＩ 和 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特殊要求

７． １． １　 ＥＸ ／ ＩＩ 和 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结构应符合 ＧＢ ２１６６８ 的规定，安全性应符合 ＧＢ ２０３００ 的规定。
７． １． ２　 ＥＸ ／ ＩＩ 和 ＥＸ ／ ＩＩＩ 型货车应配备压燃式发动机。
７． １． ３　 ＥＸ ／ ＩＩ 型车辆货厢的所有开口都应具备可锁闭的门或刚性盖。
７． １． ４　 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货厢内货物承载面应为连续的，所有的开口都应能锁闭，开口应设置在连接处。
７． １． ５　 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的车厢应使用耐热阻燃材料或使用金属材料制成，当使用金属材料时，车厢整个

内表面应使用耐热阻燃材料覆盖。 材料的耐热阻燃能力应不低于 ＧＢ ８６２４ Ｂ１ （Ｂ⁃ｓ３，ｄ２），最小厚度

为 １０ｍｍ。
７． １． ６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货厢内严禁铺设电气线路。
７． １． ７　 安装于货厢内部的电气装置应至少具备 ＧＢ ／ Ｔ ４２０８ 规定的 ＩＰ４５ 防护等级。 若车辆承运范围包

括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规定的配装组 Ｊ 货物，防护能力应至少为 ＩＰ６５ 或等效的防护措施。
７． １． ８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货车不得使用电涡流缓速器。

７． ２　 罐式车辆特殊要求

７． ２． １　 罐式车辆整车要求

７． ２． １． １　 ＦＬ、ＯＸ 和 ＡＴ 型车辆结构应满足 ＧＢ ２１６６８ 的要求。
７． ２． １． ２　 用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常压罐体的设计、制造及检验应符合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１ 或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２ 的

要求。
７． ２． １． ３　 常压罐式车辆应在罐体、罐式车辆底盘或半挂车车架易见位置设置固定的铭牌，铭牌上至少

应包括罐体唯一性编码、罐体设计代码、罐体容积、生产企业名称、制造日期等信息。

７． ２． ２　 侧倾稳定性

７． ２． ２． １　 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应满足 ＧＢ ２８３７３ 的要求。
７． ２． ２． ２　 罐式车辆满载后，同一车轴轮胎接地点外侧间距与质心高度的比值应不小于 ０． ９，半挂车轴

所承载的质量不应超过列车最大总质量的 ６０％ 。

７． ２． ３　 常压罐式车辆后部防护

７． ２． ３． １　 Ｎ２、Ｎ３、Ｏ３ 和 Ｏ４ 类常压罐式车辆尾部应配备满足附录 Ｃ 要求的后部防护装置，运输粉末状

或颗粒状危险货物的且具备倾斜台面的罐式车辆除外。
７． ２． ３． ２　 常压罐式车辆罐体上的管路和管路附件不应超出车辆的后下部防护装置及后部防护装置，
且罐体后封头及罐体后封头上的管路和管路附件外端面与后部防护装置内侧、后下部防护装置内侧在

车辆长度方向垂直投影的距离均应大于等于 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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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４　 倾覆防护

罐式车辆的罐体顶部如有安全阀、通气阀组件以及检查孔、装卸料阀门、管道等附件设备设施，应设

置满足 ＧＢ ７２５８ 要求的倾覆保护装置。

７． ３　 ＣＴ 型车辆特殊要求

７． ３． １　 当 ＣＴ 型车辆设计用于运输属于多个类别、项别的危险货物包件时，车辆应满足所运输所有类

项货物对运输车辆的要求。
７． ３． ２　 ＣＴ 型车辆电气装置应符合 ＧＢ ２１６６８ 规定的 ＡＴ 型车辆的电气装置要求。

７． ４　 用于运输特定类项危险货物的车辆要求

７． ４． １　 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还应满足 ＧＢ ２０３００ 的要求。
７． ４． ２　 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还应满足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要求。
７． ４． ３　 运输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规定的第 １、２． １、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５． ２ 等类项及其他具有易燃特性危

险货物的车辆，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　 安装符合 ＪＴ ／ Ｔ ２３０ 要求的导静电橡胶拖地带，且车辆无论空、满载，导静电橡胶拖地带接地端

应始终接地。 半挂车与气体燃料半挂牵引车应分别设置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ｂ）　 排气管距燃油箱、燃油管净距离应大于等于 ２００ｍｍ，排气管出口应装在罐体 ／箱体前端面之

前、不高于车辆纵梁上平面的区域。

７． ５　 具有保温、冷冻和机械制冷功能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附加要求

具有保温、冷冻和机械制冷功能的车辆符合下列条件：
ａ）　 用于运输需控制温度的危险货物的车辆，其车厢应具有隔热能力，并采用适用的制冷措施，确

保运输过程中车厢内温度不超过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中列明的控制温度范围。 按 ＧＢ ２９７５３ 规定的隔

热性能试验要求，厢式货车、厢式半挂车总传热系数应不超过 ０． ４Ｗ ／ （ｍ２·Ｋ）；
ｂ）　 车辆应采取避免所运输介质的蒸汽及冷却剂渗入驾驶室的措施；
ｃ）　 驾驶室内应配备能够对货厢的总体温度进行控制的装置；
ｄ）　 制冷剂应不易燃；
ｅ）　 机械制冷车辆的制冷器具应能够不依赖车辆发动机而独立工作。

８　 标准实施的过渡期

８． １　 ６． １． ４、６． ２． ２ 和 ６． ３ 的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对新生产车型实施。
８． ２　 ６． １． ２、６． ２． ４、７． ２． ３． １ 及 ７． ２． ３． ２ 中关于后部防护装置的规定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对新生产

车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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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如表 Ａ． １ 所示。

表 Ａ． １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１． 车辆型号：
　

　 ２． 车辆生产商：
　

　 ３． 车辆识别号（ＶＩＮ）：
　

　 ４． 车辆描述

　 ４． １ 根据 ＧＢ ／ Ｔ １５０８９ 所确定的车辆分类：□Ｎ１ 　 □Ｎ２ 　 □Ｎ３ 　 □Ｏ２ 　 □Ｏ３ 　 □Ｏ４

　 ４． ２ 总质量：　 　 ｋｇ

　 ５． 车辆类型：
　 □ＥＸ ／ ＩＩ　 　 　 □ＥＸ ／ ＩＩＩ　 　 　 □ＦＬ　 　 　 □ＯＸ　 　 　 □ＡＴ　 　 　 □ＣＴ

　 ６． 罐式车辆信息

　 ６． １ 罐体制造商：　 　 　 　 　 　 　 　 　 　 　 　
　 ６． ２ 罐体编号：　 　 　 　 　 　 　 　 　 　 　 　
　 ６． ３ 制造年份：　 　 　 　 　 　 　 　 　 　 　 　
　 ６． ４ 依据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１ 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所确定的罐体设计代码：　 　 　 　

　 ７． 适装的危险货物信息

　 ７． １ ＥＸ ／ ＩＩ 型或 ＥＸ ／ ＩＩＩ 型：
　 　 □第 １ 类危险货物，包括配装组 Ｊ
　 　 □第 １ 类危险货物，不包括配装组 Ｊ
　 　 □只有下述货物（类别，ＵＮ 编号，类属条目还应提供包装类别及正式运输名称）可以被运输：　 　 　 　 　 　 　
　 ７． ２ 罐式车辆或管束式车辆：
　 　 □罐体代码允许的介质可以被运输

　 　 □只有下述介质（类别，ＵＮ 编号，类属条目还应提供包装类别及正式运输名称）可以被运输：　 　 　 　 　 　 　 　
　 ７． ３ ＣＴ 型车辆：
　 　 □普通 ＣＴ 型车辆

　 　 □设计用于易燃危险货物运输

　 　 □设计用于剧毒化学品运输

　 　 □设计用于温度控制危险货物运输

　 　 □只有下述货物（类别，ＵＮ 编号，类属条目还应提供包装类别及正式运输名称）可以被运输：　 　 　 　 　 　 　
　 　 □其他：　 　 　 　 　 　 　 　 　 　 　 　

　 ８． 符合 ＪＴ ／ Ｔ × × × ×的条款号（全部列出）：
　

　 ９．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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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选型要求

Ｂ． １　 选型要求

Ｂ． １． １ 　 针对具体危险货物，应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中规定的车辆类型代码确定适用的车辆类型。 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未指定某种危险货物适用的车辆类型代码，除相关法规和标准另有规定外，可以选用 ＣＴ 型

车辆运输。
Ｂ． １． ２　 运输包件的 ＥＸ ／ ＩＩ、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货厢应为独立式封闭结构，且满足 ＱＣ ／ Ｔ ４５３ 规定的淋雨试验

要求。

Ｂ． ２　 车型兼容要求

Ｂ． ２． １　 罐式车辆车型兼容要求

在罐体设计满足 ＧＢ １８５６４． １ 等标准规定的所需盛装介质安全要求的条件下，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确

定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后，按照如下要求选择罐式车辆类型：
ａ）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ＦＬ 型，可选用 ＦＬ 型车辆；
ｂ）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ＯＸ 型，可选用 ＯＸ 型或 ＦＬ 型车辆；
ｃ）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ＡＴ 型，可选用 ＦＬ 型、ＯＸ 型或 ＡＴ 型车辆。

Ｂ． ２． ２　 半挂牵引车车型兼容要求

按照如下要求选择半挂牵引车类型：
ａ）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ＦＬ 型，可选用 ＦＬ 型半挂牵引车；
ｂ）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ＯＸ 型，可选用 ＯＸ 型或 ＦＬ 型半挂牵引车；
ｃ）　 若货物所对应的车辆类型是 ＡＴ 型或 ＣＴ 型，可选用 ＦＬ 型、ＯＸ 型、ＡＴ 型或 ＣＴ 型半挂牵引车。

Ｂ． ２． ３　 用于运输包件危险货物的 ＣＴ 型车辆车型兼容要求

在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特殊要求相符合且车辆已采取措施消除危害的前提下，用于运输包

件（不含爆炸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需控制温度的货物）的车辆类型选择按照如下要求进行：
ａ）　 若货物属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规定的第 ２． １、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５． ２ 等类项，应选用满足７． ４． ３要

求的车辆；
ｂ）　 若货物不属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规定的第 ２． １、３、４． １、４． ２、４． ３、５． １、５． ２ 等类项，可选用设计和制造

用于运输易燃货物的车型，或选用普通的 ＣＴ 型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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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常压罐式车辆后部防护装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Ｃ． １　 技术要求

Ｃ． １． １　 常压罐式车辆后部防护装置（以下简称后部防护装置）宽度应不小于后下部防护装置宽度，且
不大于车辆后轴两侧车轮最外点之间的距离（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
Ｃ． １． ２　 后部防护装置横向构件两端外侧边缘应符合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中 ９． ４ 的规定。
Ｃ．１． ３　 后部防护装置应牢固固定于罐式货车的底盘或罐式半挂车的车架上，不能因罐式车辆正常使

用产生的振动而松脱。
Ｃ．１． ４　 后部防护装置应固定在罐式车辆的尾部，宜直接固定在罐式车辆纵梁尾部末端，并向罐式车辆

左右两侧水平延伸。
Ｃ． １． ５　 后部防护装置固定后，后部防护装置下端面应不低于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所规定的后下部防护装

置上端面，上端面应不低于罐式车辆纵梁上表面，防护装置上端面最高点不宜超过纵梁上表面 １５０ｍｍ。
后部防护装置的设置不应影响罐体附件的正常操作。
Ｃ． １． ６　 后部防护装置应对平行于罐式车辆纵轴的作用力具有一定的阻挡能力。 按 Ｃ． ２ 进行试验后，
后部防护装置自身及其与底盘（或车架）的连接处、罐式车辆纵梁均不发生断裂，车辆后部防护装置沿

车辆纵向方向的变形量应不超过 １５０ｍｍ。

Ｃ． ２　 试验方法

Ｃ． ２． １　 试验条件

后部防护装置的试验条件参照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中 Ｂ． １ 的要求。

Ｃ． ２． ２　 车辆试验条件

车辆试验条件参照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中 Ｂ． ２ 的要求确定。

Ｃ． ２． ３　 试验要求

Ｃ． ２． ３． １　 加载点的位置

Ｃ． ２． ３． １． １　 试验载荷应通过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所规定的加载装置将规定的载荷加载到后部防护装置

上。 按照 Ｃ． ２． ３． ２ 所规定的试验载荷进行分别和连续加载时，加载装置加载面中心离地高应位于后部

防护装置水平轮廓线以内。
Ｃ． ２． ３． １． ２　 后部防护装置固定于罐式车辆纵梁尾部时，加载点位于纵梁在后部防护装置后端面上投

影所形成的区域并沿车辆横向左右延伸至后下部防护装置两端所形成的平面上。 后部防护装置未固定

于纵梁尾部末端时，在后部防护装置水平中心线确定加载点。 加载点不应低于纵梁下表面。
Ｃ． ２． ３． １． ３　 按照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中 Ｂ． ３． １． ３ 的要求，选定左右两边最外侧两个作用点作为加载点

（ＧＢ １１５６７—２０１７ 中图 Ｂ． ２ 所示 Ｐ１ 点）。
Ｃ． ２． ３． ２　 试验载荷

每点加载力为 ２００ｋＮ 或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大小的水平载荷（取两者较小值），逐一持续作用于加

载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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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２． ３． ３　 加载方法

Ｃ． ２． ３． ３． １　 试验过程中应使用同一试验样品，逐一对加载点进行加载试验。
Ｃ． ２． ３． ３． ２　 若后部防护装置以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为轴对称，可只测左右两侧中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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