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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打着“推进绿色制造”的旗号，在“贩卖”衡器的设计问题，其真实用意是针

对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电子秤》的修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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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2006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决定》对加快机械工业产业

结构调整将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有关专家分析说，《决定》对我国机械工业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

要求，低技术机械制造将进一步受到控制，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查也将更加严格。而另一方面，具有

节能技术的机械产品将被快速推向市场。而在此前，整个机械工业市场的节能状况并不乐观。 

我们衡器作为机械行业的一个小小分支，其节能状况也不容乐观。衡器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形成

销售，节能降耗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国外一些供应商却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山西省计量监督检定测试所等单位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他们制定了

DB14/T128-2005《SCS 系列汽车衡秤体》的地方标准，这对提高产品质量，保障用户利益，规范竞

争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也为衡器产品怎样走绿色制造之路，为我们今后修订国标《固定式电子

秤》，进一步规范产品设计给出了一点启发。本文就一些的个人想法写出来与同行交流。 

二、目前情况 

以下以目前国内销售量最大的衡器产品——电子汽车衡为例。 

1．产品情况 

（1）规格问题 

电子汽车衡最大秤量已经从当初的 30t，发展到 150t、180t 等多种大秤量的产品；其外形尺寸

分别为：宽度有 3m、3.2m、3.5m、4m、4.5m；长度有 7m～21m（模块组合）。 

（2）材料问题 

我国制造电子汽车衡承载器所用材料，绝大部分企业采用的是钢材，尽管其使用的规格有所不

同。只有少数企业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承载器，但是在市场上也鲜见踪影。 



2．使用情况 

市场上对于电子汽车衡选择存在几种不正常倾向： 

（1）越大越好 

在国家标准 GB1589-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中规定，汽车外廓尺寸的最

大限值：货车和客车车宽为 2.5m，运送不可拆解物体的低平板挂车列车车宽限值为 3m；最长的三

轴半挂车长度也限制在 18m 之内。可是我们经常在现场看到，使用宽度 4m（甚至 4.5m）、长度 18m

（甚至 21m）的汽车衡称量这些汽车。如果问起如此选择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即：害

怕汽车掉下承载器。 

设想，城市中的汽车限速 40km/h 时，车道宽度一般只有 3m 左右；高速公路收费通道宽度一

般也只有 3.2m。如果按这种逻辑，就会经常看到车辆之间的刮蹭现象了。 

实际，对于车身宽 2.5m 的汽车来讲，其同一轴轮胎外部尺寸也就在 2.2m 左右；对于长度 18m

的半挂车来讲，其前后轴距也不会超过 15m。在这种情况下，当司机驾驶一辆时速 5km/h 左右的汽

车，驶上宽度 3m、长度 18m 的承载器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当然，矿山用于上对电动轮汽车称量的汽车衡就应另当别论了。 

（2）越重越好 

由于我国电子汽车衡没有统一的图纸，再加上产品标准中又没有相应规定，汽车衡承载器的设

计是各显其能（当然这个问题在电子汽车衡出现之初，业内有关领导和某些专家也想规范。但是，

由于受到当时思路的限制，没有想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作罢）。这样一些设计能力较差的企业和一

些偷工减料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使用时，不断产生质量问题影响正常称量。由于这些产品普遍表

现为重量较轻，使得用户产生了汽车衡承载器“越重越好”的不正常印象，采购者总是选择承载器重

量大的产品购买。 

（3）副作用 

正是由于以上的几种不正常现象，才出现目前汽车衡产品的规格比较多。而也正是由于这些大

规格的产品，使我国在汽车衡的制造过程中产生了浪费现象。 

同时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承载器运输中的超限。交通部 2000 年关于《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的第 2 号令中，车货总宽度 2.5m 以上即为超宽；同样铁道部规定被运输的货物宽

度 3.2m 以上为超宽。这样承载器宽度超过以上尺寸的产品，在运输时就受到很多限制，甚至出现

交通事故，也给购买者多花费更多的运费。 

三、今后任务 

1．完善标准 

针对目前以上的这些情况，我想首要任务是要完善产品标准，应该在原来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有关能源的使用标准，达不到标准，不能销售。 

在国家标准 GB/T7723-2002《固定式电子秤》中，技术定性的要求比较多，定量的内容太少；



而对计量要求和试验方法成为主要内容。这自然就使各个制造企业有了各显其能环境。 

实际上，衡器行业有一个原轻工业部的部颁标准 QB842-82《轻工机械衡器通用技术条件》。它

分别从“基本技术要求”、“铸铁件”、“锻件”、“焊接件”、“机械加工件”、“装配”、“油漆”和“包装”，

八个方面对衡器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进行了规范。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标准多年没有人提及。在

这里提及《轻工机械衡器通用技术条件》这个标准，我不是要求重新修订它，因为北京有色冶金设

计研究总院编纂的《机械设计手册》第 1 卷中，对铸件、锻件和冲压件、焊接和铆接件、零部件冷

加工件的设计工艺性，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工艺性等方面的规定，远远多于和优于《轻工机械

衡器通用技术条件》中的规定。所以我多次向青年工程设计人员推荐这部手册：只有会使用这部手

册的人，才是一名真正的工程师。 

山西省计量监督检定测试所等单位制定的 DB14/T128-2005《SCS 系列汽车衡秤体》地方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从“结构”、“秤体相对变形”、“焊接”等方面对汽车衡的承载器进行了规范，并且针对

性的提出了相关的试验方法。这个标准的思路与我从事汽车衡设计的思路不谋而合，因为我从 90

年代初设计汽车衡承载器时，就是采用集中加载试验的方法，用于校核承载器计算的数据正确与否。

因为单单采用测试计量准确度的方法，有时可能会因为加载方法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干扰

了设计者的判断。所以我个人认为，尽管该地方标准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给我们下一步修订

GB/T7723-2002《固定式电子秤》国家标准，指出了一个思路。 

2．开拓思路 

（1）对于钢结构产品 

既然国家标准 GB1589-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中，对汽车等车辆有了明

确的规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承载器的宽度尺寸确定为 3m 呢？（当然对于特种车辆所需要的衡

器可以不包括在内。）因为不论是从国外进口的汽车衡产品，还是我们在国外看到的，绝大部分汽

车衡的承载器宽都是 3m。 

从国外的产品样本上，我们看到一种类似船用跳板样的汽车衡承载器，它是由两块长条形钢梁

组成，宽度正好能使汽车一组轮对通过，这种秤体所使用的钢材比传统秤体就大大节约了。对于某

些对计量准确度要求不高、使用不频繁的地方，是否可以建议他们使用这类产品。但是如果企业要

制造这类产品，请注意 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中关于对“多承载器”的有关规定。 

（2）积极采用其他材料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已有少数企业在尝试生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器，其实这是一个一举多

得的方法。第一，混凝土台面的防滑性能比较好；第二，混凝土台面防腐性能比较好，特别是在海

边使用的产品；第三，制造成本比较低廉。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使用这类产品比较多的原因

吧。但其问题是，如在工厂生产，存在重量较大，运输费用较高；如在使用现场制造，存在施工周

期较长且维护质量相对差。 

（3）加强管理 



各个制造企业应该通过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工艺、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回收等方

法，并且结合 ISO9000 系列国际质量标准和 ISO14000 国际环保标准的实施，使各自企业生产的产

品对环境的影响最小，资源利用率最高。 
（4）完善服务 
服务是推广使用新产品的关键，国外一些先进制造商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为用户提供几乎

“从头到脚”的服务。这里讲的服务，应该是从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全方位的。 
四、结束语 

1．加强宣传 
加强“绿色制造”活动的宣传工作，必须用数据说话。我们初步计算一下。一台宽度 3.5m、长度

18m 的最大秤量为 60t 的汽车衡，如果将宽度改为 3m，大约钢材可以少用一吨左右。而采用钢筋

混凝土材料制造同样一个承载器，大约比钢结构承载器节约 5～6 吨钢材。每生产一吨钢大约需消

耗 3～8 吨水、600～800 公斤煤炭、1.5 吨以上的矿石，和排出 2 立方米的二氧化碳。以我国年生产

1 万台汽车衡计算，这样一改进就能节约 1 万吨钢。当然这个数字与 2005 年全年 3.5 亿吨钢产量比

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请不要忘记，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加强宣传工作应考虑两方面。一是告诉制造企业采用“绿色制造”这个观念，从设计开始时在充

分满足用户利益前提下，就应注意节约资源；二是要在售前服务与用户交流时，全面向用户介绍有

关情况，以取得用户支持并接受。当然行业领导在业内的大力倡导，和我国计量管理机构的积极支

持，是推行“绿色制造”的关键之关键。 

2．积极学习 
学习是“绿色制造”的源泉。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需要学习，改进产品结构的设计需要

学习，向用户宣传和沟通也同样需要学习。例如，钢筋混凝土承载器为什么在我国没有得到推广，

为什么衡器行业内的企业很多没有使用这种材料？据我知道其关键在于，对该材料的性能特点不了

解，不会设计、不会施工、不会养护等。 

3．系统工程 
电子汽车衡在我国已经使用近 20 年的今天，要从结构上对其进行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必须得到方方面面的重视和支持。这也就是国务院为什么要发布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原因

吧。如果我们都能在“绿色制造”活动中，从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因为这样不但节约了能源，同时还减少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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