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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9部分：车辆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全社会对危险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量种类有 2000 多个品种，覆盖《危险货

物品名表》（GB12268）中的全部 9 类。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事故明显下降，安全运输状况总体趋于好转，但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危险货物安全运输一直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在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量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已迫切需要

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技术标准等，完善管理体制，强化管理手段，推

进管理工作规范化。 

为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交通运输部以《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和《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为制定依据，组织制定了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 617-2004），从标准制定的初衷、发布实施到应用

情况来看，有效保障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安全，且社会效益显著。 

10 年多来，与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相关的多部法律法规及标准均针对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市场新出现的问题及特征进行了相应修订和完善，尤其是与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相关的内容，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生产、登记、使用、检验负有管理责

任的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保证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安全，对车辆的结

构、安全装置、外观、罐体等方面提出了要求，针对近年来重大事故暴露出来的

问题，对旧法律法规及标准在执行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力求

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标准体系改革，对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标准梳理，发现广泛存在多头管理，标准繁多，碎片化严重等问

题，以及原行业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为车辆生产企业、运输企业

及管理部门利用标准带来了不便，迫切需要对标准进行较为全面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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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是我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标准，

是广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和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准则。通过规范危险货物

运输过程中的托运、承运、运输装备、运输过程、货物交付、从业人员要求、劳

动防护和环保、安全生产管理等涉及到危险货物运输各个环节的要求，达到保障

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的目标。 

本标准是在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617-2004 的基础上，根据行业管理的要求

进行的修订。项目组向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报了 2015 年标准制修

订计划，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5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

技发〔2015〕114 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共同承担该标准，计划号：JT 2015-57，类型为修

订，标准性质为推荐性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完成年限为 2016 年。 

2016 年 3 月-4 月，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要求，根据

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部科技司《关于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的

部署安排，本标准归口的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本标准计划进行了评

估，评估结论为：该标准的计划应与《汽车运输、装卸危 险货物作业规程》（计

划号 JT 2015-58）整合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征求第 2 批 3217 项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意见的

通知》中的《强制性标准项目整合精简结论清单》，《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计

划号 JT 2015-57）的整合精简结论为“整合(与 JT 2015-58 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

准计划)”。虽然标准的性质已经确定为强制性，但因国家标准计划未下达，无法

按照标准制修订的工作程序进行征求意见等工作，因此，在标准起草过程中，项

目组按照“性质强制，级别行标”的原则，起草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待国家标

准委发布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后，再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进行开展相关工

作。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实用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能够真正

解决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标准内容科学、合理，标准起草

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 借鉴国外成熟标准并确定标准结构。 

为保证标准修订能够对我国危险货物运输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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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准起草组对《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2015 版）（以下简称 ADR）

进行了系统的汉化编译与研讨学习，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JT 617 标准的结构为系

列标准，标准各部分按照 ADR 的章节内容进行划分，共分为 9 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则； 

——第 2 部分：分类； 

——第 3 部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一览表； 

——第 4 部分：包装和罐体使用规定； 

——第 5 部分：托运程序； 

——第 6 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的制造与试验； 

——第 7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8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9 部分：车辆技术要求。 

（2） 多次召开编制组会议，研讨标准内容。 

2015 年底，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对在用危险货物运输罐车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研讨，邀请了罐车制造企业、运输企业、罐体检验单位及运输管理机构

等方面的代表进行了研讨，明确了需要应对的问题。 

2016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项目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标准修订的研讨

会，在翻译 ADR 的基础上，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原则，并对共同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研讨。 

2016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在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项目组组织

专家对前期形成的标准初稿逐条进行了研讨，根据专家意见形成了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 

（3） 与欧洲专家就 ADR 进行交流 

为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标准牵头单位 2014 年 12 月邀请了德国

交通运输部专家进行了研讨，明确 ADR 在欧洲的应用情况，明确采用该规

范为蓝本能够对困扰行业的大量为题进行有效应对，2016 年 5 月邀请了德

国巴斯夫的专家与标准编写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交流，确定 ADR 在企业实

际生产操作中的适用情况，相关成员就各自部分的内容与德国专家进行了进

一步的研讨。 

本部分为标准的第 9 部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注重与其他各部分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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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协调，内容上不存在交叉重复和矛盾之处。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相关论据 

1、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本着内容科学、合理、协调、可行，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操作性等，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立足于国内标准，在充分借鉴 ADR 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危险

货物运输管理的实际情况相应调整标准的内容，在标准有一定前瞻性的基础上着

力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 

2、相关论据 

本部分参照了 ADR 2015 版的第 9 部分“车辆制造和批准的要求”，在

ADR2015 版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调整。 

（1） 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的范围中根据标准规范的内容，明确了本部分规定的内容。本部分规定

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其内容适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 N 类、O

类车辆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即适用于所有的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 

（2） 要求 

在本章中，借鉴 ADR2015 及我国国家标准 GB 21668《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

构要求》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电气装置、制动系统、防火要求、限速装置、挂

车耦合装置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总体技术指标与 ADR 2015 保持一致，框架结

构与 ADR 及 GB 21668 保持一致。 

我国现行的 GB 21668-2008 参照的技术法规是 ECE R105：2000 及 ADR 

2003，时间较早，且未将制动性要求的内容纳入标准。因此，在 JT 617.9 中，借

鉴 ECE R13 附录 5 的内容及 ADR 2015 的内容，将制动性要求加入本标准，且

加入了缓速器的配备要求，体现在附录 A 中。 

限速装置的要求除了将装置（功能）的要求变更为我国标准之外，还将速度

上限调整为与行业监管要求及其他强制性标准一致的 80km/h。 

（3）爆炸品包件运输车特殊要求 

爆炸品包件运输车辆的特殊要求是根据 ADR 制定的，其内容与我国现行的

国家标准 GB 20300《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没有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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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运输爆炸品包件的车辆在车辆制造材料、燃油加热器、车辆结构、车体

材料防火、发动机和货舱、外部热源和货舱、电气装置等方面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主要目的是对货舱温度进行控制，对车辆制造材料进行把控，降低产生着火、产

生火星或高温的风险，进而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 

（4）危险货物包件（不含爆炸品）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主要对燃油加热器设置、车厢内的温度控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与 JT 617

的其他部分进行了衔接。其目的是降低发生火灾或产生高温的风险，进而提升安

全水平。 

（5）散货固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主要对燃油加热器设置、车厢内的温度控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与 JT 617

的其他部分进行了衔接。其目的是降低发生火灾或产生高温的风险，进而提升安

全水平。其与第（4）部分的不同在于适用货类不同，主要是由危险货物的特性

决定。 

（6）温度控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目前我国标准中尚缺乏针对温度控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技术标准，车辆生

产企业和运输企业在车辆生产和购置中都没有依据可循，行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标

准体系保障，因此根据 ADR 提出本部分的规定。JT 617 主要对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的温度控制能力、车辆防护能力、温度控制功能、排气要求等进行了规定。 

（7）用于运输可卸式罐体、罐式集装箱、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车辆、

罐车、管束式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本部分根据 ADR，主要针对罐体与车辆走行机构配合的固紧件、接地、稳

定性、后防护、燃油加热器、电气装置及 EX/Ⅲ型特殊要求进行了规定。 

ADR 提出罐车后部需要具备能够有效阻挡后部碰撞的保险杠要求，我国并

无此要求，但 GB 7258 等标准对后下部防护装置的防护距离要求是 150mm，ADR

后部防护装置的防护距离要求是 100mm，为与我国标准统一，在此将防护距离

提高到了 150mm。 

（8）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参照 ADR 认证证书的格式，制定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目的是保证

车辆在多个管理部门、管理环节之间信息的一致性，尤其是关乎运输货物介质等

信息的内容，便于托运方、运输企业及管理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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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实验分析、技术论证和相关经济问题。 

四、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的相关技术要求不涉及产品专利。 

五、预期社会效益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是我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标准，

是广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和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准则。《汽车运输危险货

物规则 第 9 部分 车辆技术要求》通过分车型规范运输车辆结构要求及特定用

途车辆的要求，提升车辆安全技术水平，达到保障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的目标。 

六、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水平差距 

无。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交通运输部《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规定》相关，与下列强制性标准存在相关关系。 

GB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 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 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 3836.9 爆炸性环境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GB 3836.1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606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 50 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T 4607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 90 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T 4781 道路车辆 50 毫米牵引杆挂环的互换性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267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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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0 道路车辆 牵引座互换性 

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 20716.1 道路车辆 牵引车和挂车之间的电连接器 第1部分：24V标称电压车辆的制

动系统和行走系的连接 

GB/T 20717 道路车辆 牵引车和挂车之间的电连接器 24V15芯型 

GB/T 24545 车辆车速限值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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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8373 N类和O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 

GB/T 31879 道路车辆 牵引座通用技术条件 

JB/T 4782 液体危险货物罐式集装箱 

JB/T 8127 内燃机燃油加热器 

JT 617.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1部分：通则 

JT 617.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2部分：分类和分项 

J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3部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 

JT 617.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4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使用 

JT 617.6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6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的制造与试验 

JT 617.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7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QC/T 518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IMDG Code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九、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宜作为强制性标准。 

（1）危险货物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危险货物运输需求快速增长，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行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事故明显

下降，安全运输状况总体趋于好转，但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经过多次行业调研，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合规性仍然有

待进一步提升，极易成为导致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为行业安全生

产带来较大隐患，且部分类型的车辆尚无明确的标准要求，缺乏对其有效的管理

与监督，例如包件运输车辆、温度控制车辆等。 

（2）本标准是强制性行业标准的延续 

本标准的内容和范围延续了强制性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617，JT617 在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行业内一直是强制性标准，JT617 标准在规范危险货物运输上具有

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家标准化改革的要求，强制性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强制性标

准，有一定的延续性。 

（3） 符合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强制性标准范围要求 

本标准的强制内容属于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范围之内，属于国务

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强制性标准范围要求。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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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相关内容的实施，需要在交通运输部以及各省交通主管部门配合，进

行广泛的标准培训和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废止《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 617-2004）。 

本标准与 GB 21668《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要求》进行整合。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