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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1 年度第四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1〕34 号）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单位，

负责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 彭璐、冯笑凡、唐煜、林浩、王平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规范汽车轴型识别仪的设备要求、验证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标签、包装、运输、存储方法等内容，保障汽车轴型识别仪的安全可靠与耐久性，

制定本技术规范。本规范适用于公路、市政交通领域的汽车轴型识别仪，其他领域可参

照使用。通过本标准的制定支撑车辆轴型识别仪在复杂工况环境下的标准化生产及使

用，保障车辆轴型识别仪监测科学性、准确性的同时，改善现阶段轴型识别系统复杂工

况下可靠性差、成本高、不确定性高等问题，服务国家省界撤站的战略部署，更好的支

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收集既有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使用单位反馈

信息，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专家

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充、

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进行

补充、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会

形成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依据《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基本规定

要求，针对车辆轴形识别仪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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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型号编制

4.1 分类

4.1.1 按工作原理

轴型识别仪按工作原理分为激光式汽车轴型识别仪和视觉式汽车轴型识别仪，类型

编号如表4.1.1。

表 4.1.1 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 类型编号

激光式汽车轴型识别仪 JGZX

视觉式汽车轴型识别仪 SJZX

明确了汽车轴形识别仪的测量原理。

5.2 性能

5.2.1 轴型识别仪性能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有关规定。

5.3 检测精度

5.3.1 依据《GB/T 1589-2016道路车辆外轮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选取轴数、

轴型、驱动轴数作为主要检测指标。轴型识别仪的检测精度应符合表5.3.1的要求。

表 5.3.1 轴型识别仪检测精度

参数 指标 （车速≤50km/h）

轴数 ≥99.5%

轴型 ≥99.5%

驱动轴数 ≥99.5%

明确了针对轴数、轴型和驱动轴数的辨识准确率。主要针对软件处理端。

5.6 环境适应性

5.6.1 耐低温性能

在环境温度为-20℃(-40℃、-55℃、-55℃)条件下，轴型识别仪应启动正常，逻辑

正确。

5.6.2 耐高温性能

在环境温度为+75℃(+55℃、+45℃、+75℃)条件下，轴型识别仪应启动正常，逻辑

正确。

5.6.3 耐湿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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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温度为40℃±1℃、相对湿度98%±2%，轴型识别仪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5.6.4 耐温度交变性能

产品应能耐受温度由-20℃～+75℃或-40℃～+55℃或-55℃～+45℃或-55℃～

+75℃的变化，在温度循环变化后，试验结束后产品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产品的结

构件等不应产生变形和其它损伤。

明确了汽车轴形识别仪野外对于温度变化应的适应性。

5.7 可靠性

5.7.1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轴型识别仪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应不小于

30000h。

明确了汽车轴型识别仪野外工作的可靠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随着交通强国的建设，道路运输安全日益被关注。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高速公路入口治超工作的通知》（交办公路〔2019〕29 号）中指出规范监测设施（设

备）建设安装，明确轮轴识别设备的重要性。现阶段，收费口统一依照轴型区别车辆车

型进行收费，并按照车型确定可运输货物总量。其中，汽车轴型识别仪作为重要的判断

设备，常被安装在高速收费点用以实时监测过往车辆的轴型、轴数等信息，可以有效减

少人工识别造成的人力物力消耗并提高工作效率，为省界收费站撤销、ETC 收费推行等

工作的有效进行提供帮助，然而关于此类设备的标准化、防护等级、数据溯源性、真实

性、可靠性的难题也日益凸现。汽车轴型识别仪具有持续运行需求、高集成性、状态跟

踪连续性、不可拆分性、现场环境复杂性等因素，增加了此类检测设备标准化工作的迫

切和必要性。



5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

准宣贯会，对涉及的业主、设计、运营、设备厂家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

明确汽车轴形识别仪的各项技术指标，指导汽车轴型识别仪的实施，有效推动贯标工作

的开展及落实。

（2）定期组织科研、生产、应用、检验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汽车

轴形识别仪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价格合理。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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