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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工作说明 

1、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公路货物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因此治理超限超载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公路不停车称重设备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现行标准也显示出了一些缺点和不足，比如：经过型式试验

和计量检定的称重设备，在使用中常常出现计量超差现象，不能满足使用

需求。近年来，我国的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其功能、性能、技术指标也远高于国外产品。为了进一步提高

我国动态公路称重设备的技术水平，也为产品的生产和检定等提供技术指

导，满足国家建设需要，2020 年由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提议，山

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以及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积

极响应，2021 年 5 月得到中国衡器协会团标委决定立项，项目名称为《模

组整车式式动态汽车衡》团体标准。 

2、协作单位 

根据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 衡团标秘［2021］8 号文件

明确批准成立由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模组式动态汽车衡》

标准起草小组，参加起草单位包括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西众加利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

限公司、盘天（厦门）智能交通有限公司、包头申大衡器有限公司、重庆

中亚慧通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航天三沃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中航电测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力浩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成《模组整车

式动态汽车衡》团体标准起草组，负责本技术标准的撰写。 



3、主要工作过程 

从 2020 年申请立项之日起，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陕西四维衡器科

技有限公司即着手投入制定前的准备工作，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

参考标准及规范、规程、文献等资料，及时掌握相关标准的现状、发展趋

势和动态信息。经过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生产、质检、售后

服务安装等人员讨论，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了草稿第一稿，主要确定了标

准制定的整体框架思路。2021 年 3 月底，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

员会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在宝鸡召开。2021 年 5 月，《模组式动态汽车衡》

标准项目已由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对该标

准申请进行了会议审查并通过，予以立项。 

2021 年 6 月，在汇总、了解各申报单位情况的基础上，经中国衡器

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领导审查，批准成立由陕西四维衡器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的《模组式动态汽车衡》标准起草小组，正式启动该团体标

准的制定工作。2021 年 12 月，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对标准的

再次斟酌修改和整理，形成了标准草案，然后在小组内部审核，征集起草

人员意见后，准备标准启动会。由于疫情的原因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采

用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了《模组式动态汽车衡》团体标准启动及研

讨会，团标委领导以及 11 个起草单位的 12 位起草人参与了研讨会，会上

对收到的三位起草人反馈的 54 条意见进行了研讨；会后对反馈意见进行

梳理完善，对一些问题进行试验验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讨论稿，发给起

草小组人员开始收集意见。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该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军同志在本标准立项、批复之前，负责与全国

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联络，提供立项所需材料，组织陕西四维衡

器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生产、质检、售后服务安装等人员讨论修订要

点，确定修订大纲，并形成草稿。 

立项任务下达之后，负责组织标准修订启动会议的召开，主持启动会

议，确定任务分工及计划安排，确定标准编写的框架思路。 

启动会及第一次研讨会之后，把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根据

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一些问题进行试验验证。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起草

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讨论稿并发给起草小组人员开始收集意见。 

二、标准编写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以及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

标准》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制定的原则是保持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各项技术指标均能

达到国内先进标准水平。同时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的动态称重设备运行

的实际情况，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本标准所用术语与 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GB/T 

14250-2008《衡器术语》保持相一致。此外，本标准还增加了仅适用本规

范的专用术语和定义。 

三、标准技术内容说明 

1、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内容的计量和技术要求部分参考国家标准 GB/T 21296.1-2020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规范》和 GB/T 

21296.2-2020《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 部分：整车式》。 

本标准相比较 GB/T21296.1-2020、GB/T21296.2-2020 做了如下技术

修改： 

a、去掉了有关轴计量准确度的内容； 

b、增加了非匀速行驶有关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c、增加了连续称重有关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d、对连续称重、模组式动态汽车衡、非匀速行驶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在引言中说明了标准编制的由来，明确了标准的使用范围。  

2、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没有涉及到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问题。 

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该标准的制定，从技术的角度上，没有限制技术的进步和行业的发展，

给生产厂家提供了生产依据，使该产品的生产有规可循，技术机构的技术

测试方法可行，易于操作。预期经济效果及社会效益显著。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根据计量法第九条规定规定，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应该列入强制

检定目录。本产品目前主要用于货车 ETC 收费治超、站前预检预判（精准

检测）、非现场执法精准计量等，在一些需要进行快速、准确称量的场合

使用。由于本产品暂无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所以非常有必

要进行制定，制定的团体标准将是现行 GB/T 21296.1-2020《动态公路车

辆自动衡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规范》的后续与补充。将会更好地指导



模组式动态汽车衡生产厂家的设计、生产制造，杜绝不同厂家水平良莠不

齐、稳定性差、损害用户利益的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模组式动态汽车衡》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标准符合现行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要求。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关于非匀速行驶测试、连续称量

测试的测试方法分歧较大。经过国家衡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多次检测以及起草组多次讨论、聘请国

内团标委专家、国内知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达了成共识。 

八、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标准确定的指标符合我国衡器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该标准

可直接在行业内贯彻实施。本标准可提高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建

议尽早实施。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没有涉及到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问题。 

十、致谢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标准制定工作组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标

准和技术资料，对在此期间，标准起草工作组得到了各方面许多专

家和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衷心表示感谢！ 

由于受经费、时间以及其他条件所限，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希望各位专家和领导批评指正。 



请各位专家提出意见。 

模组式动态汽车衡起草小组 

2023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