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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JT/T XXXX《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分为两部分： 

——第1部分：载货汽车； 

——第2部分：牵引车辆与挂车。 

本部分为JT/T XXXX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1）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国

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通州）、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

阳）、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济南汽车检测中心、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

商用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

司、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董金松、张浩、高博、张红卫、宗成强、张学礼、区传金、曹磊、李强、龙军、

晋杰、万科、王晓友、牛超、高鹏、陈创、孙建苍、张明、韩睿、汪波、周维林、何进、张艳杰、姚新

艳、范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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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载货汽车 

1 范围 

JT/T 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营运货车中载货汽车的术语和定义，以及整车、制动系统、安全防护装

置、载荷布置与系固点、报警与提示功能、其他等安全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N1类、N2类、N3类的营运货车，不适用于牵引货车、半挂牵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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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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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 5922  汽车和挂车气压制动装置压力测试连接器 

GB/T 6323-2014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1567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GB 12676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4172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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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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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309  道路车辆制动衬片盘式制动块总成和鼓式制动蹄总成剪切强度试验方法 

GB/T 22311  道路车辆制动衬片压缩应变试验方法 

GB 26511  商用车前下部防护要求 

GB 26512-2016  商用车驾驶室成员保护 

JT 230  汽车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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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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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T 480  汽车操纵稳定性指标限值与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GB/T 6323、GB/T 1508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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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营运货车 commercial vehicle for cargos transportation  

用于营业性货物运输的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列车)、牵引货车(列车) 。 

[JT/T 719—2016，定义3.1] 

3.2  

载货汽车 goods vehicle 

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也包括： 

a）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以载运货物为主要目的的汽车；b）由非封闭式货车改装的，虽装置有

专用设备或器具，但不属于专项作业车的汽车。 

注：封闭式货车是指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封闭厢体且与驾驶室联成一体，车身结构为一厢式或两厢式的。 

[GB 7258—2017，定义3.2.2] 

3.3  

牵引货车 tractor truck 

具有特殊装置用于牵引牵引杆挂车、中置轴挂车的货车。 

[JT/T 719—2016，定义3.2] 

4 整车 

4.1 载货汽车的比功率应大于等于 6.3kW/t。 

4.2 按照 GB/T 14172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侧倾稳定性台架试验，载货汽车（罐式汽车除外）在空载/

满载、静态条件下，向左侧和右侧倾斜的侧倾稳定角均应大于等于 35°/25°。 

4.3 载货汽车按 GB/T 6323-2014 第 10章的规定进行满载状态下的稳态回转试验，不足转向度应小于

等于 1.0°/（m/s
2）。 

4.4 载货汽车按 GB/T 6323-2014第 5条的规定进行满载状态下的蛇形试验，其平均横摆角速度峰值应

小于 QC/T 480对应标桩间距和基准车速的下限值要求；按 JT/T 884规定的方法进行满载状态下的抗侧

翻稳定性试验，车辆质心处的向心加速度达到 0.4g时车辆不发生侧翻或侧滑。 

4.5 载货汽车应安装符合 JT/T 794 和 JT/T 808 规定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4.6 N3类载货汽车应装备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符合 JT/T 1094-2016 附录 A的要求。ESC的电磁

兼容性应符合 GB/T 18655第 3级及 GB/T 17619的规定。 

4.7 N3类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的非转向轴应装备空气悬架。 

4.8 载货汽车的所有转向轮应安装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并能通过仪表台向驾驶员显示。爆胎应急安全

装置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 

4.9 按照附录 B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载货汽车在空载状态下的转弯通道最大宽度应小于等于

5.0m。 

4.10 冷链运输车辆应安装温度监控装置，车辆及其温度监控装置、制冷设备的性能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5 制动系统 

5.1 载货汽车的气压制动系统应安装保持压缩空气干燥、油水分离装置。 

5.2 载货汽车所有的行车制动器应具备制动间隙自动调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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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载货货车的储气筒和制动气室应安装符合 GB/T 5922 要求的连接器。 

5.4 载货汽车应安装符合 GB/T 13594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并配备防抱制动装置失效时用于报警的信

号装置。 

5.5 载货汽车按照 GB 1267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制动系统响应时间应小于等于 0.6s。 

5.6 满载载货汽车在附着系数不大于 0.5、车道中心线半径 150m、宽3.7m的平坦圆弧车道上，以 50 km/h

的初始车速进行全力制动的过程中，车辆应保持在车道内。 

5.7 载货汽车的制动蹄总成和制动衬片，应满足以下要求： 

——按GB/T 22309进行试验，制动蹄总成和制动衬块总成的最小剪切强度应不小于2.5MPa； 

——按GB/T 22311进行试验，制动衬块总成常温压缩量不应大于2%，400℃时的压缩量不应大于5%； 

——按GB/T 22311进行试验，制动蹄总成常温压缩量不应大于2%，200℃时的压缩量不应大于4%。 

5.8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所有车轮应安装备盘式制动器。盘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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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驾驶座上的驾驶员报警，报警信号符合 GB 12676的要求。 

5.9 N3类载货汽车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辅助制动装置性能应使整车满足 GB 12676规定

的Ⅱ型或ⅡA型试验要求。 

5.10 N3类载货汽车采用气压制动时，储气筒的额定工作气压应大于等于 1000kPa。 

5.11 N3类载货汽车应装备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 

6 安全防护要求 

6.1 载货汽车应安装符合 GB 11567要求的侧面防护和后下部防护。 

6.2 总质量大于 7500kg的载货汽车应安装符合 GB 26511要求的前下部防护。 

6.3 安装悬臂式、垂直升降式起重尾板的载货汽车，起重尾板背部应设置有警示旗，且警示旗应能摆

动，警示旗上的反光标识应朝向车辆外侧。 

6.4 载货汽车驾驶室成员保护应符合 ECE R29 的要求，其中后围强度应符合 GB 26512-2016 附录 C.3

的规定。 

6.5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安装单胎的车轮应安装符合 GB/T 26149规定的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6.6 罐式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的保险杠尾部到罐壁最后端面的间距应不小于 200mm。 

7 载荷布置与系固点 

7.1 载货汽车应在车辆易见部位上设置能永久保持的符合附录 C要求的载荷布置规划标识。 

7.2 车辆系固点的数量、安装位置与强度应符合附录 D的要求。 

8 报警与提示功能 

8.1 N3类载货汽车应具备符合 GB 7258的 10.5条规定的超速报警功能或限速功能。 

8.2 N3类载货汽车应安装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 

8.3 N3类载货汽车应装备符合 JT/T 883规定的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和前撞预警装置。 

9 其他 

9.1 载货汽车应配备 1 件反光背心和至少 2个停车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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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运油载货汽车宜使用符合 JT/T 1046要求的阻隔防爆技术。 

9.3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应安装符合 JT 230技术要求的汽车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10 标准实施的过渡期 

10.1 第 4.7、4.10、5.8、5.10、6.4、6.5条及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13个月开始对新生产

车型实施： 

——4.8 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的转向轮应安装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并能通过仪表台向驾驶员显示。

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应满足附录A的相关要求。 

——8.3 N3类危险品运输载货汽车应装备符合JT/T 883规定的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和前撞预警装置。 

10.2 第 4.6、5.11条及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 25个月开始对新生产车型实施： 

——4.8 载货汽车的转向轮应安装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并能通过仪表台向驾驶员显示。爆胎应急安

全装置应满足附录A的相关要求。 

——8.3 N3类载货汽车应装备符合JT/T 883规定的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和前撞预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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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汽车爆胎应急安全装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A.1 性能要求 

A.1.1 爆胎后转向性能 

车辆爆胎后转向性能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车辆直线及弯道行驶过程中转向轴一侧轮胎发生爆胎时，汽车应能通过方向盘操纵维持在爆胎

前的预定轨迹上行驶，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于方向盘外沿上的切向力增量不大于50N； 

b) 爆胎后驾驶员操纵方向盘以规定的速度行驶，能够有效规避前方障碍物，且转向操纵力应不大

于245N。 

A.1.2 爆胎后制动性能 

车辆转向轮爆胎后，在规定初速度（偏差应在规定值的±2%之内）下的制动距离及制动稳定性应符

合表A.1规定。 

表A.1 制动距离及制动稳定性要求 

制动项 制动初速度（km/h） 
发动机接合的 O型试验制动

距离要求（m） 
制动稳定性要求 

直线制动 60km/h 40 
车辆不超处 3.0m宽度的试验通道

边缘线。 

弯道制动 50 km/h 30 
车辆不超处 3.7m宽度的试验通道

边缘线。 

A.1.3 爆胎后汽车续行距离 

车辆转向轮某一轮胎爆胎后，汽车爆胎应急安全装置应能维持车辆可控行驶不小于1.0km。 

A.2 试验方法 

A.2.1 转向性能试验 

A.2.1.1 试验车辆沿直线以60km/h车速匀速行驶，模拟转向轴一侧轮胎发生爆胎，确认试验车辆是否能

够继续维持直线行驶，用方向盘测力计测量车辆爆胎前后维持直线行驶过程中施加于方向盘外缘最大切

向力值并计算爆胎后最大切向力增量。 

A.2.1.2 爆胎前、后分别驾驶试验车辆以50km/h的车速绕桩行驶，标桩布置和标桩间距分别按图A.1和

表A.2布置，测量行驶过程中施加于方向盘外缘的切向力，计算爆胎前、后方向盘左转及右转时三次转

向力峰值的平均值，并分别计算爆胎后方向盘左转及右转时转向力平均值的增量。试验过程中车辆不得

碰倒标桩。 

A.2.1.3 试验车辆沿半径为150m的弯道以50km/h车速等速行驶，模拟转向轴一侧轮胎发生爆胎，确认试

验车辆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弯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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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标桩布置 

 

表A.2 标桩间距 

汽车类型 标桩间距L(m) 

N1和N2类 30 

N3类 50 

A.2.2 制动性能试验 

A.2.2.1 试验车辆爆胎后以60km/h初始车速（当汽车最高车速低于80 km/h时，按实际最高车速向下圆

整到10km/h的整倍数，速度偏差控制在±2%之内）进行发动机接合的O型试验，测量并记录车速、制动

距离等参数，确认试验车辆是否超出试验通道边缘线。 

A.2.2.1 试验车辆爆胎后沿半径为150m的弯道以50km/h匀速行驶并在此车速下进行发动机接合O型试验，

测量并记录车速、制动距离等参数，并确认试验车辆是否超出试验通道边缘线。 

A.2.3 爆胎后续行能力试验 

装有爆胎应急安全装置的车辆爆胎后继续行驶不低于1.0km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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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车辆直角弯道通过性测量方法 

B.1 试验道路 

试验路面应为平坦、干燥、整洁的铺装路面。试验规定的路线由三部分组成：直线驶入路段、半径

为12.5m的90°圆弧路段以及直线驶出路段，两直线路段分别在与圆弧路段的交点处与圆弧相切,如图

B.1所示。 

 

图B.1 直角弯道通过性测试示意图 

B.2 试验方法 

B.2.1 车辆水平静止在弯道前，以直线行驶状态停于试验路面上。沿车辆最外侧部位向地面做投影，

并做与车辆纵向中心线平行的投影线，该投影线为试验规定路线中直线驶入路段。 

B.2.2 车辆起步，车速应不超过5km/h，由直线行驶过渡到图B.1所述的直角弯道。 

B.2.3 转弯结束后，试验车辆应沿直线驶出路段继续行驶一段距离，以保证试验能够测得车辆的转弯

通道最大宽度。 

B.2.4 在驶入、转弯和驶出过程中应保证车辆前外侧在地面上的参考点与规定路线一致，轨迹偏差不

应超过50mm。 

B.2.5 记录车辆内侧在地面投影的运动轨迹。上述过程顺时针及逆时针各进行一次。 

B.3 试验结果 

测量车辆在试验过程中的转弯通道最大宽度，试验结果取顺时针和逆时针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按GB/T 8170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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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载荷布置规划要求 

C.1 载荷分布要求 

车辆装载后，总质量和轴荷应满足GB 1589规定及车辆制造企业设计要求，且应满足以下条件： 

——应不超出前轴最大允许轴荷限值； 

——应不超出后轴（组）最大允许轴荷限值； 

——应不超出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 

——转向轴的最小轴荷应满足车辆设计要求； 

——驱动轴（组）的最小轴荷应满足车辆设计要求。 

根据以上五个条件绘制出相应的线段，线段交点下方区域即为实际装载质量与货物总质心位置应坐

落的区域。 

C.2 曲线求解 

C.2.1 力与物理符号 

本附录中求解曲线所用到的符号及对应的物理量和单位见表C.1。 

表 C.1  计算所需质量、轴载与尺寸参数 

符号 代表项目 单位 

mF 车辆整备质量 t 

VAunladen 未装载时前轴轴荷 t 

VAladen 满载时前轴轴荷 t 

HAunladen 未装载时，后轴轴荷 t 

HAladen 满载时，后轴轴荷 t 

R 前后轴间距离 m 

l1 空载时货物质心 m 

S 货物前轴与前厢板间的距离 m 

SLx 
为保证操纵稳定性，转向轴最低载

荷（按百分比计算%） 
% 

ST 
为保证牵引力，驱动轴最低载荷

（按百分比计算%） 
m 

x 
变量，代表从货箱前端到货箱后端

的距离 
m 

C.2.2 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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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曲线“a”示意图 

图C.1中的前曲线“a”根据公式（C.1）求解： 

…………………………(C.1) 

C.2.3 后曲线 

 

图 C.2  曲线“a”和曲线“b”示意图 

图C.2中的后曲线“b”根据公式（C.2）求解，后部结束点为后轴最大允许载荷（需将自重扣除）。 

…………………………(C.2) 

C.2.4 前后曲线之间的连接线 

图C.3中的连接线“c”为前曲线与后曲线的连接线段，为直线，即最大允许装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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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曲线“a”至曲线“c”示意图 

C.2.5 转向轴最小载荷曲线 

根据车型不同，至少有20%～35%的瞬时质量需要进行考虑，以确保转向轴载荷满足最低要求。车辆

瞬时质量需要由车辆生产商提供（最低垂直载荷为18%～25%）。图C.3中转向轴最小载荷曲线“d”根据

公式（C.3）求解： 

 

图 C.4  曲线“a”至曲线“d”示意图 

…………………(C.3) 

C.2.6 后轴最小负载曲线 

图C.4中的曲线“e”为后轴最小负载曲线，后轴或驱动轴的最低载荷应为车辆瞬时质量的20～25%，

围绕前轴根据公式（C.4）求解，并与曲线a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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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5  曲线“a”至曲线“e”示意图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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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车辆系固点的数量、安装位置与强度要求 

D.1 设计要求 

D.1.1 系固点的设计应能够将受力传递至车身。 

D.1.2 系固点应布置在车辆货厢承载面和前墙上，非工作状态下，不应突出货厢承载面以及前墙。 

注：货厢承载面上用于放置系固点的凹槽应尽可能小。 

D.1.3 系固点应设计成便于从图3中的锥形区域向任何方向施加的栓紧力，应分别满足以下要求： 

a) 倾斜角α为单向 0°到 60°，侧壁和系固点的横向距离应不大于 50mm； 

b) 倾斜角α为双向 0°到 60°，侧壁和系固点的横向距离应大于等于 50mm且小于等于 250mm； 

c) 旋转角β为 0°到 180°时，侧壁和系固点的横向距离应不大于 50mm； 

d) 旋转角β为0°至360°时，侧壁和系固点的横向距离应大于等于50mm且小于等于250mm。 

D.1.4 系固点的内部轮廓若为圆形，内部轮廓直径应大于等于40mm；若为椭圆形，则在其转到最不利

的角度时，其与承载面之间在长度方向上的间隙应不小于40mm，在宽度方向上的间隙应不小于25mm。系

固点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系固点的横截面的尺寸应能保证其放入一个直径不大于 18mm 的圆形区域（见图 D.1）。 

b) 系固点的构成圆环（或椭圆环）在未栓紧时，可沿其周向进行转动。 

 

图 D.1 系固点截面尺寸图 

D.1.5 系固点的设计与安装位置应不影响载货区域的防溅保护和海关安全监管。 

D.2 系固点的数量与布置要求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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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水平承载面上的系固点 

D.2.1.1 系固点的数量应为以下计算结果的最高值： 

a) 货物有效装载长度要求（见 D.2.12）； 

b) 系固点之间的最大距离要求（见 D.2.1.3）； 

c) 允许拉伸载荷要求（见 D.2.1.4）。 

D.2.1.2 货物有效装载长度不超过 2200mm的车辆，应至少有 4个系固点，每侧至少 2个；有效货物装

载长度超过 2200mm的车辆，应至少有 6个系固点，每侧至少 3个。 

D.2.1.3 系固点的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除了后轴上方的区域外，单侧两个相邻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1200mm。后轴上方区域，两

个相邻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宜在 1200mm附近，但不应大于 1500mm； 

b) 系固点与车辆前墙或后墙的距离应不大于 500 mm； 

c) 系固点与车厢侧墙内侧的距离应尽量小，且不应大于 250mm。 

D.2.1.4 不同最大设计装载质量的车辆，系固点数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最大设计装载质量大于12t的车辆，系固点的数量X应按公式（D.1）计算： 

 
20

5.1 P
X


  ..................................... (D.1) 

式中： 

P——最大设计装载质量对应的重量，单位千牛（kN）。 

b) 最大设计装载质量大于7.5t但小于等于12t的车辆，系固点的数量X应按公式（D.2）计算： 

 
10

5.1 P
X


  ..................................... (D.2) 

c) 最大设计装载质量大于3.5t但小于等于7.5t的车辆，系固点的数量X应按公式（D.3）计算： 

 
8

5.1 P
X


  ..................................... (D.3) 

D.2.2 前墙上的系固点 

货厢前墙应至少安装2个系固点，系固点以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对称分布，系固点的位置应满足以下

要求： 

a）系固点距离承载面的的垂直距离为1000mm±200mm； 

b）系固点到侧墙的距离应尽可能小，且应不超过250mm。 

D.3 系固点的强度要求 

D.3.1 承载面上系固点的允许拉力应满足表D.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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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与系固点允许拉力对应关系 

车辆的最大设计总质量 m（t） 系固点的允许拉力（kN） 

3.5＜m≤7.5 8 

7.5＜m≤12 10 

M＞12 20 

D.3.2 前墙上系固点的允许拉力应为10k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