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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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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信息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公高远（北京）汽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信德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方宇、陈英昊、李法雄、刘诚、李挥剑、钱哨、东方、叶静、靖苏铜、石

则强、石慧奇、夏红伟、徐超凡、牛志强、常扣扣、夏于、孙瑶、赵雪枫、柳旭、马帅、樊杰、王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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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分类及项目、检测要求和方法、定期检测周期、检

测流程、检测记录、结论判定及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文件的条款通过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的不可或缺部分。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9753-2023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5145-2017冷链温度记录仪

GB/T 40475-2021冷藏保温车选型技术要求

JT/T 794-2019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325-2020行驶温度记录仪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运输冷藏车 road transport refrigerated trucks

指装备有隔热结构的车厢和制冷装置，用于冷藏运输的厢式专用运输汽车。

3.2

保温装备检测 inspection of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device

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对道路运输冷藏车的冷链温度记录仪、制冷装置、车厢保温装置进行检查

测试，以确保车厢保温性能达到冷链运输的安全要求。

3.3

多温区检测 inspection for multi temperature zone

指在冷藏车厢中，针对不同的温度区域或冷间内的温控系统进行独立的检测，以确保不同温度需

求的货物能够在各自适宜的温度环境中运输和保存。

4 检测分类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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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测分类

检测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种：

——测量，是指根据标准和规范，使用上述检测设备，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获得被测对象一个

或多个量值的过程；

——测试，是指通过测量获取被测对象量化数值，从而验证实际结果与标准结果之间的差异性；

——检查，主要包括观察与文件审查两种方式，主要通过观察现场或审查文件，以获取信息、发

现问题并判断符合性。

4.2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包括冷链温度记录仪、制冷装置、车辆保温装置，如表1所示：

表1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内容

检测项目 检测部位 检测内容

冷链温度记录仪

主机

外观是否受损、温度显示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是否牢固

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温度传感器

精确度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线束
连线是否良好，布线是否合理

密封性是否符合要求

门磁装置
安装是否正确

反映是否灵敏

制冷装置 制冷系统
车厢温度是否符合要求

制冷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车辆保温装置 保温系统
隔热性是否符合要求

气密性是否符合要求

检测项目的技术要求指标见附录A。

5 检测要求与方法

5.1 基本要求

在对道路运输冷藏车的保温装备进行检测之前，应对其温度调节装置的类型进行分类。道路运输

冷藏车保温装备分类首先需参照车辆外部喷涂或粘贴的识别标志中的第一位字母来确定，其中“R”代

表非机械制冷，“F”代表机械制冷;无法获取上述标志的正确、有效标志或冷藏车使用现状与上述标

志不一致时，制冷设备应符合GB 29753-2023中第4章的规定。

5.2 作业要求

现场作业的检测人员不应少于2人。检测前，检测机构应先制定检测方案，就现场作业方案与受检

单位做好沟通。

5.3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应为便携式，且符合以下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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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标准温度计

测量范围应符合GB/T 35145-2017中4.2.2节规定的可选温度测量范围。

5.3.2 温度传感器

应符合GB/T 6663.1-2007的规定。

5.3.3 标准软尺或钢卷尺

应符合GB/T 14899-2015的规定。

5.4 检测方法

5.4.1 冷链温度记录仪

通过以下测量和测试方法检查冷链温度记录仪是否符合附录A中的要求：

a) 观察主机外观，通过目测检查主机的外观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1节规定的要求；

b) 观察主机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检查是否存在松动或不正确的安装方向等，检查温度记录仪

主机的外观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2节规定的要求；

c) 通过平台指令、操作主机的方式，检查和测试主机功能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3节规定的要

求；

d) 用0℃检测法测试温度传感器准确度，查看温度传感器在0℃时的输出值与标准温度计（检测

工具）测量温度值是否一致，误差不应超过±1℃，测试温度传感器的精确度是否符合附录A
中A.1.2.1.1节规定的要求；

e) 根据冷藏车类别，通过目测观察的方式，检查温度传感器的安装数量是否符合附录A中

A.1.2.1.2节规定的要求；

f) 用软尺或钢卷尺等工具测量冷藏车厢内应配备的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并辅以目测的方式进

行检查，观察温度传感器的精确度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1.3节规定的要求；

g) 以目测的方式进行检查，并通过操作主机及发出平台指令的方式观察线束连接有效性。检查

线束连线布线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2.1节规定的要求；

h) 以目测的方式进行检查，观察线束的密封性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2.2节规定的要求；

i) 测试门磁装置是否正确安装，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3.1节规定的要求；

j) 通过多次间歇性操作开关厢门动作，测试监测平台与温度记录仪主机是否能准确检测到门磁

开关状态并发出警示音，符合附录A中A.1.2.3.2节规定的要求。

5.4.2 制冷装置

通过以下测试和测量方法检查车厢温度和制冷时间是否符合附录A中的要求：

a) 冷藏车空载制冷，环境温度应高于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的温度值，车厢内部和车厢外部

平均温度差≤2℃，地板排水孔、蒸发器排水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门和通风装置按正常方式

关闭；

b) 如果是平行六面体的机身，测量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应设在距车辆厢体内表面100mm处，在车厢

8个内顶角和具有最大面积的四个内面几何中心各1个，车辆厢体外表面1个。如果车身不是平

行六面体的，则考虑到车身的形状，13个测试点应尽可能合理的分配（具体见附录A 图

A1）；

c) 非机械制冷车厢可直接测量各测量点的温度，应达到附录A中表A.2的温度要求；

d) 机械制冷车厢，应启动制冷装置并连续工作，以标准温度计对车厢外部和内部温度进行测

量，每30min测量1次，应达到附录A中表A.3～表A.5的温度要求；

e) 不同类别冷藏车辆制冷装置开动后应能正常运转，安全保护装置应灵敏可靠，温度、电器等

控制元件的动作应正常，并能在附录A中A.2.2规定的制冷时间内达到上述温控性能要求；

f) 对于多温区温度的检测，每温区检测标准应与本标准中对车厢温度的检测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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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车辆保温装置

通过测试的方法检测车厢保温隔热性，符合附录A中A.3.1的要求，并通过观察和测试以下内容检

测车厢的气密性是否符合附录A中A.3.2的要求：

a) 地板排水孔、蒸发器排水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并封堵其它非必要孔洞，启动制冷装置并连

续工作；

b) 冷藏车车厢内平均温度达到附录A中A.2.1要求的温度后，保持制冷装置连续工作4h。在上述4

个小时期限内，车辆厢体的平均内部温度应持续符合附录A中A.2.1的要求；

c) 对于多温区温度的检测，每温区检测标准与本标准中对车厢温度的检测要求一致。

6 定期检测周期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频率应至少每年一次。

7 检测流程

检测流程宜符合本文件附录B的规定。

8 检测记录、结论判定及报告

8.1 检测记录

检测人员在现场将各项检查结果和测量数据经复核无误后，如实记入保温装备定期检测记录表，

检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签名。检测记录应作为用户档案保存。

8.2 结论判定

将经测量、测试或检查的各项数据、结果与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符合

要求。检测数值表示和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8.3 报告

应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标准化的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内容和格式见附录B，并根据测量、测试或检查结果进行结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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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测项目的技术要求

A.1 冷链温度记录仪

A.1.1 主机

A.1.1.1 外观

冷链温度记录仪主机的外表面和铭牌符合以下规定：

a) 主机外表面无锈蚀、锈斑、裂纹、污迹、变形、镀涂层脱落、明显划痕、毛刺，结构件与控

制组件应完整有效，无机械损伤。符合JT/T 1325-2020中4.1.2的要求；

b) 主机外表面的显著位置应安装清晰耐久的铭牌，标识出冷链温度记录仪的温度、湿度测量范

围，精度及允许误差，符合JT/T 1325-2020中4.1.3的要求。

A.1.1.2 固定

安装固定不应松动，应使用螺栓进行固定，不应使用胶粘工艺。

A.1.1.3 功能

冷链温度记录仪主机的功能要求符合以下规定：

a) 应与车辆的温度控制监控系统相互独立，并固定牢靠；

b) 应具备运行自检功能，并能自动记录并存储全部检测信息；

c) 应能真实反映运输过程中厢体内部的温度及对应的时间等数据，对于运输易腐食品的冷藏

车，测量精度应不低于±1℃，而运输生物制品的冷藏车测量精度应不低于±0.5℃；

d) 应准确显示记录每一路温度传感器实际测量的温度数据，显示分辨力不低于0.1℃；

e) 一般情况下，温度数据上传最大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0s，任一路温度传感器实际测量的温度

值超出温度设定范围时，温度数据上传最大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30s；
f) 主机与平台通信中断时，主机的存储时间应主机应存储不少于168h内未上传的温度数据，符

合JT/T 1325-2020中5.2.4.2的要求；

g) 支持外接温度采集器，可实现多路温度检测及上报；

h) 具备操作与建议的语音提醒功能、各种关键状态变化的语音提醒功能，可实现平台超温报警

提示和历史数据查询；

i) 液晶显示屏支持触摸按键，支持人工本地设置温度报警范围与必要的终端参数；

j) 温度范围设定可通过主机人工设定最高温度(或者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也可通过平台向主机

发送温度范围指令，通过主机人工设定的温度范围与平台下发的温度范围不一致时，以平台

发送的温度范围为准；

k) 对于安装在具有多个温区的车辆上的记录仪，应能为每个温区独立设定不同的温度范围，对

于安装在未划分温区的车辆上的记录仪，应仅能设定唯一的温度范围；

l) 具有实时定位功能，能够定时定距报送定位数据；

m) 支持采集门磁设备开闭状态的信息采集及上传功能。

A.1.2 外接装置

A.1.2.1 温度传感器

A.1.2.1.1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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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温度测量应精确，温度传感器测量值与标准温度计（检测工具）示值应保持一致，差

值应在±1℃以内。

A.1.2.1.2 数量

温度数据采集可根据车辆厢体类型及尺寸设置足够数量的温度传感器监测点数，温度传感器监测

点的数量应按照表 A.1 的要求进行部署（其中，道路运输冷藏车的车型如为多温区车型，车辆厢体检

测数量应至少保证每个温区有 1 个采集点）。

表A.1 车型及监测点数量对照表

车型 长度L（m） 载重G（kg） 车辆厢体监测点数量N（个）

微型冷藏车 L≤3.5 G≤1800 N≥1

轻卡冷藏车 L＜6 1800＜G＜4500 N≥2

中型冷藏车 L≤7 4500≤G＜8000 N≥3

大型冷藏车 L≤9.6 8000≤G≤12000 N≥3

重型冷藏车 L＞9.6 G＞12000 N≥4

A.1.2.1.3 位置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符合以下规定：

a) 1个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宜为车辆厢体回风口，2个及以上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宜为车辆厢体

回风循环区域；如采用分体式车厢结构，1个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宜为车辆厢体回风口，2个
及以上温度传感器宜安装位置应为车辆厢体冷风循环区域；

b) 温度传感器应能准确感知车辆厢体内部的实际温度，不宜紧贴着车厢壁和直接对着出风口安

装，应符合：对于仅有 1个温度传感器的车厢，温度传感器应安装在制冷装置的回风口正下方

且位于装载高度限制线上方30mm～100mm处；对于装有2~4个温度传感器的车厢，各温度传

感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GB/T 40475-2021中7.2.2~7.2.4的要求；

c) 温度传感器应固定于车辆厢体顶部，温度传感器应与车辆厢体内壁预留100～150mm空间；

d) 温度传感器应悬空固定，温度传感器感应区域应避开任何金属物体、电源线缆、冷机及厢体

外壳的接触，以免对温度传感器实测温度造成影响；

e) 移动温度转换底盒应固定于车辆厢体顶部距车门为350～450cm范围内，弹簧延长线应从转换

底盒内转接输出，固定于车辆厢体侧面。

A.1.2.2 线束

A.1.2.2.1 连线布线

温度传感器线束连线布线符合以下规定：

a) 主机、温度传感器、门磁等之间的线束连接良好；

b) 连接导线的颜色使用应符合QC/T 414-2016的相关要求；

c) 线束全程宜使用波纹管做好线束保护；

d) 主机与外接装置的连接线应整齐布置并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圈固定；

e) 车辆厢体内部走线应通过卡扣或螺丝固定在车辆厢体厢壁上方（距离顶部30～50mm），温度

传感器延长线应布置在线管/槽内；

f) 在管道内无法用扎带固定的部分，线路应用线套或胶带做好保护措施，防止线路在管道内磨

损。

A.1.2.2.2 密封性

温度传感器线束出线口密封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车辆厢体及管线的出线口应用玻璃胶密封；

b) 其他外接设备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线要求隐蔽敷设，线路所经过部位不应有尖锐和可剧烈撞击

物体，确保连接线不因外来因素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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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门磁装置

A.1.2.3.1 安装

门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车厢门锁应开关方便、灵活可靠、无卡滞现象，不应自行脱落和开启；

b) 车厢应设有车厢门打开时的固定装置，如门阻、门钩等

c) 门磁装置应牢固安装在车厢门的关闭边缘，磁铁端与主体部分对齐，确保车厢门开闭状态信

息的准确采集与上传功能。

A.1.2.3.2 灵敏性

门磁装置的灵敏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门磁装置应保持足够的灵敏度，以确保在车厢门开启或关闭时能立即被检测到；

b) 打开车厢门时，温度记录仪主机和监测系统应立刻显示厢门异常打开状态并发出警示或提示

音；

c) 关闭车厢门时，温度记录仪主机和监测系统显示厢门关闭正常状态。

A.2 制冷装置

A.2.1 车厢温度

根据 GB 19753-2023 中对冷藏车的分类，由于温度调节装置型式的不同，非机械制冷冷藏车、机

械制冷冷藏车、机械制冷及加热冷藏车的制冷性能不同，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维持在规定的温控范围

内，具体要求如下：

a) 非机械制冷冷藏车的车厢内温控范围与降温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表A.2 非机械制冷冷藏车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冷藏车类别 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 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A ≤7℃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7℃以下

B ≤-1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10℃以下

C ≤2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 20℃以下

D ≤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 0℃以下

【来源：GB 29753-2013，4.2】
b) 运输易腐食品的机械制冷冷藏车的车厢内温控范围与降温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表A.3 运输易腐食品的机械制冷冷藏车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冷藏车类别 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 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A 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0℃

B -1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10℃

C -2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20℃

D ≤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 0℃

E ≤-1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10℃

F ≤-2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20℃

I ≤-3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30℃
【来源：GB 29753-201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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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运输生物制品的机械制冷冷藏车的车厢内温控范围与降温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表A.4 运输生物制品的机械制冷冷藏车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冷藏车类别 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 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G 2 ～8℃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 2℃

H ≤-20℃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20℃
【来源：GB 29753-2013，4.3.2】
d) 机械制冷及加热冷藏车的车厢内温控范围与降温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表A.5 机械制冷及加热冷藏车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冷藏车类别 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 降温性能技术要求

A

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0℃B

C

D

E

-1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10℃
F

G

H

I

-20 ～12℃ 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应达到-20℃
J

K

L

【来源：GB 29753-2013，4.4】
A.2.2 制冷时间

根据 GB 19753-2023 中对冷藏车的分类，由于温度调节装置型式的不同，非机械制冷冷藏车、机

械制冷冷藏车、机械制冷及加热冷藏车的制冷性能不同，车厢内部平均温度保持的温度范围应符合以

下范围要求。

a) 非机械制冷冷藏车，应在检测时间内保证表A.2的温度要求即可；

b) 机械制冷冷藏车，制冷装置连续工作4h时间内，降温性能应达到表A.3～表A.5的温度性能。

A.3 车辆保温装置

A.3.1 隔热性

冷藏车辆空载状态下，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在达到 A.2.1 要求的温度后，保持制冷装置连续工作

4h，车厢内部平均温度的变化值应≤2℃。

A.3.2 气密性

气密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车厢整体应具备良好的防水密封性， 车厢顶部、侧壁、车厢门及制冷机组与车厢箱板连接处

不应有缝隙；

b) 车厢内应设置保证气密性能的排水孔，其直径应符合GB/T 40475-2021中6.2.2节的相关要求；

c) 车厢门的门封（衬垫）密封应符合GB/T 40475-2021中6.2.3节的要求；

d) 车厢内宜装有导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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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测报告内容和格式

B.1 封面

报告编号：××××-×××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报告
（注：本检测报告可根据检测单位及货方需求选择填写，其中*为必填/检项）

送检单位/个人：

检 测 人：

审 核 人：

批 准 人：

检测单位：××××××××××××××××

编制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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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目录

目次

1.编写目的························································3

2.检测环境························································X

3.送检车辆基本信息···················································X

4.主机检测····················································X

5.外接装置检测························································X

5.1 温度传感器检测····················································X

5.2 线束检测····················································X

5.3 门磁检测····················································X

6.制冷装置性能检测····················································X

7.1 测量温度传感器检测位置········································X

7.2 制冷装置降温性能检测·······································X

7.车辆厢体保温性能检测··············································X

8.1 测量温度传感器检测位置·······································X

8.2 车辆厢体保温性能检测·······································X

8.认定结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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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内容

1 编写目的

本报告根据《道路运输冷藏车温度性能装备检测技术规范》规定的要求，对冷藏车行驶温度记录

仪、制冷装置、车辆厢体保温装置的外观、关键参数、性能及精准度进行检测，确认冷藏车处于运行

状态下的设备温度性能符合《道路运输冷藏车温度性能装备检测技术规范》规定要求及货方需求。

2 检测环境

环境温度: XX ℃

相对湿度: XX %

大气压力: XX kPa

3 送检车辆基本信息

表B.1 送检车辆基本信息表（*为必填项）

分类 细项 内容

车辆

信息

生产厂家
*

车牌号码
*

制冷方式
* 机械制冷 非机械制冷

车型
*

微型冷藏车 轻卡冷藏车 中型冷藏车

大型冷藏车 重型冷藏车 多温区车型

医药冷藏车 其他冷藏车

出厂日期
* ______年___月___日

温控范围
*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车厢参数
* 车厢长(m) 车厢宽(m) 车厢高(m) 车厢容积(m3)

车厢保温材料 __________________

主机

信息

品牌

生产厂家

型号

生产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温/湿度传感器连接方式

* 有线 无线

温度范围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基础功能
背光功能 支持数字显示 触摸按键

语音提醒功能

温度监控功能

平台超温报警提示 历史数据查询

显示每一路温度数据 显示定位状态

记录最大时间间隔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状态

温度数据上传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 常规温度上传功能 超温上传功能

温度范围设定功能

设置温度报警范围 设置终端参数

最高/低温度 接受平台发送温度范围指令

多温区温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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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监控功能
* 有实时定位 无实时定位

车门开关检测功能
* 采集门磁设备开闭状态

记录并上传车厢门开闭状态

外 接

装 置

信息

温度传感器数量
* _______个

线束

固定状况 紧实 松动

绑扎方式 线夹 电缆套 电缆圈 其他_________
温度传感器延长线

布置
线管内 线槽内 无

延长线保护材质 波纹管 PVC线管/槽 其他_________
出线口密封方式 玻璃胶 其他_________ 无

门磁装置
* 有 无

制 冷

装 置

信息

品牌

生产厂家

型号

生产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制冷温度范围

*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制冷量

4 主机检测

表B.3 主机检测表（*为必填项）

序号 检测功能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结论

1 自检
*

能通过警示装置或显示装置表示主机和

外接装置是否处于正常的状态。若出现

故障，通过警示装置或显示装置指示故

障类型，记录并上传故障信息

通过 不通过

2 巡检响应
对平台下发的巡检指令及时响应，记录

并上传自检结果
通过 不通过

3
温

度

监

控

测

量

多路测量
* 能测量每一路温度传感器所处环境空气

温度

探头 1

探头 2

……

探头 n

通过 不通过

4 基本误差(Δmax) * 不超过标称的允许基本误差限(K，单位

为℃)，且不大于±0.5℃
通过不通过

5
主机集成温度传

感器响应时间
* ≤10min 通过不通过

6
主机外接温度传

感器响应时间
* ≤1min 通过不通过

7 温度数字显示 显示方式包括数字式
通过

不通过

8 温

度

数

据

断传存储 主机存储≥168h内未上传的温度数据 通过不通过

9
温度记录时间间

隔
≤5min 通过不通过

10 时间间隔数据完 上传的数据包括间隔时间内记录的全部 通过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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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传

整性 温度数据

11 温

度

范

围

设

定

主机最高/低温度

设定
* 可通过主机人工设定最高/低温度 通过不通过

12 平台温度设定 可通过平台向主机发送温度范围指令 通过不通过

13 多温区温度设定 能根据不同温区设定不同的温度范围 通过不通过

14
未划分温区温度

设定
仅能设定唯一的温度范围 通过不通过

15

定

位

监

控

定位精度 ≤15m 通过不通过

16
定时上报位置信

息

在行驶状态下，最小报送时间间隔≤5s，
最大报送时间间隔≤ 30s 通过不通过

17 定位响应时间
从终端收到监控平台下发的实时定位请

求到终端应答，时间不大于10s
通过 不通过

18 断传存储 ≥10000条定位信息 通过 不通过

19 复通续传
在复通信后将存储的定位信息补报上

传，可根据需要采用压缩方式上传
通过 不通过

20

信

息

采

集

驾驶员身份
能采集驾驶员身份信息，记录并上传驾

驶员身份信息
通过 不通过

21 车辆载货状态

能通过人工输入、视频、称重等技术识

别车辆是否载货，记录和上传车辆载货

状态信息

通过 不通过

22 车厢门开闭状态
能采集车厢门开闭状态信息，记录并上

传车厢门开闭状态信息
通过 不通过

23 标准时钟
主机能通过卫星导航授时、网络授时等

方式获取标准时间
通过 不通过

24 行驶记录
支持行驶记录数据的实时上传、条件检

索上传和数据接口导出功能
通过不通过

25

警

示

人工报警

可通过触动应急报警按钮向监控平台上

传报警信息，同时关闭语音报读模块，

具备防止误操作功能

通过 不通过

26 电池欠压提醒

主机检测车辆电瓶电压低于预设值时触

发，同时终端须停止从车辆电瓶取电，

转由终端内置备用电池供电

通过 不通过

27 断电提醒 终端在被切断主供电源时触发 通过 不通过

28 故障提醒
当主机及与外部设备工作异常时触发，

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通过 不通过

29 超温报警

任一路温度传感器实际测量的温度值超

出温度设定范围时，温度数据上传监控

平台最大时间间隔≤30s

通过 不通过

30

数

据

安

全

用户权限
主机应用系统软件具备用户登录权限管

理功能 通过 不通过

31 操作日志 主机应用系统软件具备操作日志功能 通过 不通过

32 数据备份
主机应用系统软件具备远程平台数据自

动备份能力 通过 不通过

33 掉电保护

主机更换电池后，历史数据可进行完整

的读取，并可保存成相应的历史数据文

件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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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

信

通信方式

终端支持通用GSM、CDMA、2G~5G等多种

无线通信网络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传

输机制下的通信模式

通过 不通过

35 分组数据传输

当车辆所在地无线网络支持分组数据传

输时，终端优先选择分组数据传输方

式；当所在地不支持分组数据传输时，

可切换到短消息方式传送数据

通过 不通过

36 远程连接

主机支持至少两个远程连接，即主监控

平台和备份监控平台的连接，在与主监

控平台通信中断时自动切换至备份监控

平台；（JT794-2019）

通过 不通过

37 断网续传

如果主机无法接入到所在地的无线网络

时，可将数据以先进先出方式保存，直

至连接到无线网络时一并传送

通过 不通过

38 批量接发 主机支持数据批量接收与发送功能 通过 不通过

39 加密通信 主机与监控平台的通信宜采取加密措施 通过 不通过

40

主

机

管

理

参数配置

支持本地直接修改接入参数，对主机接

入地址远程配置时，由终端本地确认后

生效
通过 不通过

41
注册注销更新查

询

支持主机加密或数字身份认证的无线网

络远程方式实现主机在监控平台注册和

注销，固件更新功能、固件参数的修改

和查询功能、终端的复位或恢复出厂设

置功能

通过 不通过

42 掉电恢复

固件更新、参数修改过程中遇到掉电等

意外情况时支持自动恢复功能，保证更

新失败时终端能够正常使用:
通过 不通过

43 接口支持

固件更新和固件参数修改功能支持本地

(SD卡、USB或其他数字接口)方式实现；

主机支持通过 USB口或串口对终端进行

设置和输出

通过 不通过

44 人机交互

主机能通过语音报读设备与显示设备，

可结合信号灯或蜂鸣器等设备向驾驶员

提供信息，驾驶员能通过按键或触摸屏

或遥控器等方式操作主机

通过 不通过

45 多中心接入

支持同时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监控平

台，并能同时向多个中心上报信息，但

只接收并执行主监控平台下发的指令。

主机支持以域名的方式接入监控平台

通过 不通过

5 外接装置检测

5.1 温度传感器检测

表B.4 温度传感器检测表(*为必填项)

序号 检测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1 准确度
*

最大允许误差为±1.0℃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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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量
*

按本文5.5.1.2.2.1要求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 位置
*

按本文5.5.1.2.3.1 通过 不通过

5.2 线束检测

表B.5 线束检测表(*为必填项)

序号 检测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1 基本检测
*

用检视的方式进行核查，并通过平台指令、操作

主机的方式核查主机与温度传感器、门磁等外接

装置线束连接良好
通过 不通过

2

走

线

绑扎布置
* 主机的连接线整齐布置，并用线夹、电缆套、电

缆圈固定，线束内的导线编扎有序且扎实 通过 不通过

3 厢体内部
*

通过卡扣或螺丝固定在车辆厢体厢壁上方（距离

顶部30～50mm），温度传感器延长线布置在线管

/槽内

通过 不通过

4
温度传感器

线束
*

全程宜使用波纹管做好线束保护，车辆厢体内采

用PVC线管/槽做好全程布线
通过 不通过

5 无法固定处
* 线路用线套或胶带做好保护措施，防止线路在管

道内磨损
通过 不通过

6 出线口密封
*

车辆厢体及管线的出线口用玻璃胶密封 通过 不通过

7 主机连线
*

外接设备与主机之间的连接线要求隐蔽敷设 通过 不通过

8 其他 线路所经过部位无尖锐和可剧烈撞击物体 通过 不通过

5.3 门磁检测

表B.6 门磁检测表(*为必填项)

序号 检测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1
门磁有效

性
* 通过平台指令、操作主机的方式核查门磁开关有效性 通过 不通过

2
打开厢门

状态
*

温度记录仪主机和监测系统应立刻显示厢门异常打开

状态并发出警示或提示音
通过 不通过

3
关闭厢门

状态
* 温度记录仪主机和监测系统显示厢门关闭正常状态。 通过 不通过

6 机械制冷装置性能检测

6.1 测量温度传感器检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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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测量温度传感器检测位置示意图

6.2 制冷装置降温性能检测

表B.7 制冷装置降温性能检测表*

车牌：_________ 冷藏车类别：____ 车厢内温控范围：__________ 降温性能要求：______

检测时间(T)：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地点：__________________

温度传

感器编

号

检测次数（4h内每0.5h检测1次） 单温：℃

第1次

(T+0.5)

第 2 次
(T+1)

第 3 次
(T+1.5)

第 4 次
(T+2)

第 5 次
(T+2.5)

第 6 次
(T+3)

第 7 次
(T+3.5)

第 8 次
(T+4)

车厢内温度传感器温度(℃)

1

2

3

4

5

…

12

平均值

车厢外温度传感器温度(℃)

13

制冷装置降温性能符合性测定情况

达标时间（h）:

通过 不通过

7 车辆厢体保温性能检测

7.1 机械制冷冷藏车厢体保温性能检测

对于机械制冷冷藏车厢体保温性能进行检测时，温度传感器检测位置参照图A1位置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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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机械制冷冷藏车厢体保温性能检测表*

车牌：_________ 冷藏车类别：____ 车厢内温控范围：__________ 降温性能要求：______

检测时间：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地点：__________________

温度传

感器编

号

检测次数（12h内每0.5h检测1次） 单温：℃

第1次
(T+0.5)

第 2 次
(T+1)

第 3 次
(T+1.5)

第 4 次
(T+2)

第 5 次
(T+2.5)

第 6 次
(T+3)

第 7 次
(T+3.5)

第 8 次
(T+4)

车厢内温度传感器温度

1

2

3

4

5

…

12

单次平

均温度

（ ）

单次温

度变化

( )

车辆保温性能符合性测定情况

平均温度计算公式：

单次温度变化计算公式：

平均温度变化计算公式：

测算车厢内部平均温度的变化值，值≤2℃视为通过，否则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7.2 非机械制冷冷藏车厢体保温性能检测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保温性能的测试，应参照表 A.8 的温度要求保证 4 小时内车厢内部平均温度变

化值≤2℃。

8 结论

本检测报告检测项共 项，检测通过 项，总通过率 %；其中，必检项 项，检测通过

项，必检通过率 %。

A

12

i=1 iT T
-j jT t T 

设定
8

jT
8

j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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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

1 概述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主要来源于《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开展公路基

础设施延寿与绿色建养技术研发应用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下达的任

务项目。

1.2 起草单位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交通运输

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公高远（北京）汽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易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信德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1.3 协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

1.4 主要起草人

表 1 起草人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学位/职称 分工

王方宇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博士/高工

主持人/负责标准政策

和技术指导

陈英昊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硕士/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政策和

技术指导

李法雄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主任 博士/正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政策和

技术指导

刘诚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副主任 博士/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政策和

技术指导

李挥剑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

学院
主任 硕士/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

钱哨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

学院

教 研 室 主

任
硕士/副教授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和

编写



东方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

学院

教 研 室 主

任
博士/副教授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和

编写

叶静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

团 队 负 责

人

硕士/副研究

员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和

编写

靖苏铜
中公高远（北京）汽车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公 司 负 责

人

硕士/副研究

员
主研/技术实施

石则强
中公高远（北京）汽车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部 门 负 责

人
硕士/研究员 主研/技术实施

石慧奇
中公高远（北京）汽车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部 门 负 责

人
硕士/研究员 主研/技术实施

夏红伟
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

徐超凡
深圳市易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经理 高工 主研/负责标准研究

牛志强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
科研骨干

硕士/副研究

员
主研/技术实施

常扣扣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夏于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孙瑶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

学院

教 研 室 主

任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赵雪枫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柳旭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马帅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工程师 主研/技术实施

樊杰
北京路航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硕士/高工 参研/组织协调

王佳
北京路航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技 术 工 程

师
学士/工程师

参研/前期立项、协助组

织协调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必要性

该标准的建立积极响应了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强化冷链运输车

辆相关标准引导作用”、“建立物流细分领域运输服务标准规范”等要求，加快建

立车辆道路运输冷藏车温度性能检测技术规范, 助力行业健全完善相关检测标

准体系，推进冷链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提升冷链物流整体服务质量。



（1）助力冷藏车运输全流程形成闭环管理

与冷藏车准入检测方案相呼应，可为准入后冷藏车的监测装置准确性提供检

测、校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目前，冷藏车进入市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准入限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也出台了多项标准对冷链运输的温湿

度以及冷链物流过程中交接、运输配送及储存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措施提出相关规

定，然而冷藏车运行一段时间后，精度和误差的存在可能出现，进而导致冷冻食

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温度波动，影响食品的品质和安全。市场仍缺乏对冷藏车监

控装置的长期检测、检验与维护要求，导致准入后的冷藏车出现温湿度测量误差

时无法自检和出现预警。本标准可为冷藏车定期检测提供技术依据，有助于实现

冷藏车车厢温度的实时监控和持续性检测。

（2）打击冷链运输市场中温度不达标的运力

建立和完善冷链物流市场的竞争机制，鼓励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提高服

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冷链物流市场的监管，打击冷链运输中温度不能达标的运力

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当前的 38万辆冷藏车，虽然已有明

确的准入检测技术等方案待颁布实施，对冷藏车的生产制造、制冷机组、通风循

环装置、行驶温度记录仪、监测点数以及数据回传标准做出详细要求，但道路冷

链运力情况复杂混乱，除原装冷藏车外，还有很多冷链货运车辆来自于其他车型

改装运输，并未受到严格意义上的准入约束，即进入冷链运输市场从事运营活动，

制冷或保温设施简单甚至没有安装温度监控设施，或者受成本约束在运输过程中

采用不达标的设备和设施，或不按照规定程序操作，导致冷链出现“断链”现象，

使得冷链产品的运输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本技术规范的制定，将有效针对运营状

态中的冷藏车提供制冷能力、检测装置准确性方面的检测技术与手段，通过定期

校准，维护冷藏车监管装置的合规性，确保有效监管与防护。

（3）为冷藏车温度监控的有效性提供科学的检测方法

通过定期检测，加强冷藏车行驶记录仪与国家监控平台之间数据传输的准确

性核查，实现冷藏车、平台与货主之间的信息准确共享，优化冷链物流服务质量。

为确保冷链货物的品质和安全，冷链监控平台及冷链企业自身需要定期对冷藏车

上监测装置的监测数据进行快速检测，然而检测设备及其技术规范的缺失、检测

成本高昂等问题，使企业没有动力进行精准校验与维护，进而导致监测数据不准



确，冷藏车监管设备的监管状态无效，冷链货物处于“断链”运输状态，这将严

重影响冷链货物的运输质量，也会影响冷链物流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信誉，使得消

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降低，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本技术方案

的制定，检测内容主要包括温度控制、位置追踪、行驶记录、门封开启记录、报

警提示和数据记录和分析等方面检测，检测合格后由专业第三方检测公司提供检

测合格报告。通过研究冷藏车的快速检测技术方法，向冷链企业提供快捷、便利、

低成本的定期检测与维护，通过规范实施，全面从严行业监管力度，加强企业的

监管自律与能力，从而使更多企业能够使用和受益于这种技术。

（4）为冷链物流服务行业监管提供检测技术标准与规范

通过强化定期检测，可以提高行业内企业和组织对冷藏车辆检测与检测技术

的认识和接受度，有效监管防控车辆、人员和货物。市场中一些小型企业仍存在

冷链意识淡薄的问题，为降低运营成本在运营过程中私自改装运营，导致冷链运

输过程“断链”的现象也是常有发生，阻碍了我国冷链运输市场整体的高质量发

展进程，给上下游货主、消费者等社会群体的产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本技术方

案的制定，将鼓励企业参与定期监测与检测技术，提高冷链运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为冷藏车市场提供具体的监控检测技术，指导、引领冷藏车行业的监管朝标准化、

规范化前进，为市场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技术和措施。货主也可通过检测报告正

确选择物流服务，从而推动市场中的优质运力得到更多认可和发展。

2.2 研究意义

随着食品和药品供应链不断发展，冷链运输行业迅速发展壮大。冷藏车是冷

链运输的重要承运设备，在冷链物流中起着关键作用。截止 2022年，全国冷藏

车保有量达到 38万辆，有效支撑了产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为规范冷链运输

行业发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冷链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加强冷链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冷链运输车辆应当按规定配备符合标准要求

的制冷和温度监测设备，并保持功能良好”、“强化冷链运输车辆相关标准引导作

用”、 “研究完善冷链物流细分领域运输服务标准规范”等要求。交通运输部也

把推动道路运输智能防控技术和随程服务，有效支撑冷链运输安全水平提升列入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与此同时，我国多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头部企业



也纷纷建立冷链物流管理信息平台，通过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对冷链物流、冷藏车

等各个环节各种测量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管理。

保障冷链物流运输安全有效的首要因素是温度控制，各类冷藏车主要通过移

动制冷技术和实时温控监测技术来保证货物安全和质量。然而，冷链物流运输仍

存在行业相关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不够完善，企业管理方式粗放、服务品质不优、

车辆设施设备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运输环节“断链”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

存在。据统计，虽然冷藏车市场准入越来越严格，但当前市场中仍有有约三分之

一的车辆尚未安装冷链温度监测设备，处于不受市场监管状态，拉低了整体冷链

物流市场服务水平，冷链运输过程的断链比例高达 60%，影响了冷链物流整体服

务品质和安全保障能力。由此可见，单纯依靠冷链运输企业的自律和自我规划化

管理显然不够，需要从行业管理、标准支撑和技术提升等多方面逐步规范。

因此，冷藏车监测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制定，将从标准支撑的角度为冷藏车

的检测和管理提供有效抓手，从技术层面为解决冷藏车监管数据不准确等问题提

供依据，保障冷藏车监测装置符合标准，从市场引领的角度引导和推动冷藏车行

业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提升冷链物流市场整体服务质量。首先，冷藏车监测装

置检测技术规范将从技术上与冷藏车市场准入规范互补，对已进入市场和已备案

改装的冷藏车监测装置进行后期的检测、校准、维护及在线监控管理提供技术依

据，引导企业始终按照规范化、标准化要求配备冷藏车定位跟踪以及全程温度自

动监测、记录设备，确保监测设备的合规和防控数据的准确，促进冷藏车市场规

范管理与健康发展；其次，在市场越来越规范的发展趋势中，冷链物流企业可以

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通过大数据集等相关技术加持下的智慧监管手

段，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制定共同的规范标

准，能够加强冷链物流产业链的合作与协同，推动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进而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自 2023年 11月开始筹备立项，经过前期调研、标准收集、实地走访

与研讨，形成基本研究思路，经过专家评议，一致通过本标准的立项。通过不断



征求各方意见和修改，当前已形成标准讨论稿。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2023年 12月前，对前期检测应用情况进行调研，收集相关标准；

2024年 1月上旬，实地走访与研讨，召开编写组内部会议；

2024年 1月中旬：形成基本研究思路，撰写立项申报书；

2024年 1月下旬，申请标准立项，在调研和测试的基础上完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编制，完成第一轮评审（1月 24日），评审意见为“待通过”；

2024年 2月，修改标准讨论稿，完成标准大纲编制与标准编制说明；

2024年 3月，完成第二轮专家评审（3月 12日），专家评审意见为“通过”；

2024年 4月，修订标准讨论稿，完成标准引用合集、编制说明、工作大纲

的合稿，进行第三轮专家评审；

2024年 5-7月，调研和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完成标准技术

讨论稿。

2024年 8-9月，根据专家意见完善、修改讨论稿。

2024年 10月，进一步调研，修正讨论稿。

2024年 11月，草案征求意见。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以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制定原则、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立足于国家法律法规《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冷链运输监

控管理平台技术要求》、《冷链货物空陆联运通用要求》、《交通运输标准化“十四

五”发展规划》、《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十四五”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冷链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借鉴参

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GB 29753-2023 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

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35145-2017 冷链温度记录仪》、《GB/T 40475-2021

冷藏保温车选型技术要求》、《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

端技术要求》《JT/T 1325-2020 行驶温度记录仪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等而提出。



4.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执行基于上述国家法律法规中关于加强冷链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冷

链运输车辆应当按规定配备符合标准要求的制冷和温度监测设备并保持功能良

好，加强温湿度监测设备、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设备、电子围栏等在冷链运

输车辆、保温箱、集装箱的推广应用等要求制定。同时，本标准的制定立足于已

有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提出了适用于道路运输各类冷藏车温度性能的检

测标准，规定了冷藏车温度性能的检测对象及技术要求、检测方法，其他类型冷

藏车可参照使用。

5. 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部分内容根据专家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为以下内容。

5.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分类及项目、检测要求和方法、定期检测

周期、检测流程、检测记录、结论判定及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

5.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后面检测对象及技术要求、检测方法等内容中引用了下面五个规范

性引用文件，主要包含：

GB 29753-2023 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5145-2017 冷链温度记录仪

GB/T 40475-2021 冷藏保温车选型技术要求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325-2020 行驶温度记录仪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5.3术语和定义

主要包括：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多温区检测。

原草稿中术语定义涵盖冷藏车、车辆厢体、监测装置、行驶温度记录仪、外接装置、温

度传感器、线束、门磁装置、制冷装置、保温材料、多温区隔热结构、受委托方、委托方，

经专家建议后进行了精简与调整，后更改为上述三个术语。



5.4 检测分类及项目

5.4.1 检测分类

检测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种：

——测量，是指根据标准和规范，使用上述检测设备，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获得

被测对象一个或多个量值的过程；

——测试，是指通过测量获取被测对象量化数值，从而验证实际结果与标准结果之

间的差异性；

——检查，主要包括观察与文件审查两种方式，主要通过观察现场或审查文件，以

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并判断符合性。

本部分内容根据专家组建议进行了调整，明确了具体的检测方式。

5.4.2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包括冷链温度记录仪、制冷装置、车辆保温装置，如表1所示：

表1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内容

检测项目 检测部位 检测内容

冷链温度记录仪

主机

外观是否受损、温度显示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是否牢固

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温度传感器

精确度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线束
连线是否良好，布线是否合理

密封性是否符合要求

门磁装置
安装是否正确

反映是否灵敏

制冷装置 制冷系统
车厢温度是否符合要求

制冷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车辆保温装置 保温系统
隔热性是否符合要求

气密性是否符合要求

检测项目的技术要求指标见附录A。

5.5 检测要求与方法

5.5.1 基本要求

在对道路运输冷藏车的保温装备进行检测之前，应对其温度调节装置的类型进行分类。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分类首先需参照车辆外部喷涂或粘贴的识别标志中的第一位字母

来确定，其中“R”代表非机械制冷，“F”代表机械制冷;无法获取上述标志的正确、有效

标志或冷藏车使用现状与上述标志不一致时，制冷设备应符合GB 29753-2023中第4章的规

定。



5.5.2 作业要求

现场作业的检测人员不应少于2人。检测前，检测机构应先制定检测方案，就现场作业

方案与受检单位做好沟通。

5.5.3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应为便携式，且符合以下检测要求：

a）标准温度计

测量范围应符合GB/T 35145-2017中4.2.2节规定的可选温度测量范围。

b）温度传感器

应符合GB/T 6663.1-2007的规定。

c）标准软尺或钢卷尺

应符合GB/T 14899-2015的规定。

5.5.4 检测方法

5.5.4.1 冷链温度记录仪

通过以下测量和测试方法检查冷链温度记录仪是否符合附录A中的要求：

a) 观察主机外观，通过目测检查主机的外观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1节规定的要求；

b) 观察主机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检查是否存在松动或不正确的安装方向等，检查温

度记录仪主机的外观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2节规定的要求；

c) 通过平台指令、操作主机的方式，检查和测试主机功能是否符合附录A中A.1.1.3节
规定的要求；

d) 用0℃检测法测试温度传感器准确度，查看温度传感器在0℃时的输出值与标准温度

计（检测工具）测量温度值是否一致，误差不应超过±1℃，测试温度传感器的精

确度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1.1节规定的要求；

e) 根据冷藏车类别，通过目测观察的方式，检查温度传感器的安装数量是否符合附录

A中A.1.2.1.2节规定的要求；

f) 用软尺或钢卷尺等工具测量冷藏车厢内应配备的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并辅以目测

的方式进行检查，观察温度传感器的精确度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1.3节规定的要

求；

g) 以目测的方式进行检查，并通过操作主机及发出平台指令的方式观察线束连接有效

性。检查线束连线布线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2.1节规定的要求；

h) 以目测的方式进行检查，观察线束的密封性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2.2节规定的要

求；

i) 测试门磁装置是否正确安装，是否符合附录A中A.1.2.3.1节规定的要求；

j) 通过多次间歇性操作开关厢门动作，测试监测平台与温度记录仪主机是否能准确检

测到门磁开关状态并发出警示音，符合附录A中A.1.2.3.2节规定的要求。

5.5.4.2 制冷装置

通过以下测试和测量方法检查车厢温度和制冷时间是否符合附录A中的要求：

a) 冷藏车空载制冷，环境温度应高于车厢内温控范围技术要求的温度值，车厢内部和

车厢外部平均温度差≤2℃，地板排水孔、蒸发器排水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门和

通风装置按正常方式关闭；

b) 如果是平行六面体的机身，测量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应设在距车辆厢体内表面100mm

处，在车厢8个内顶角和具有最大面积的四个内面几何中心各1个，车辆厢体外表面



1个。如果车身不是平行六面体的，则考虑到车身的形状，13个测试点应尽可能合

理的分配（具体见附录A 图A1）；

c) 非机械制冷车厢可直接测量各测量点的温度，应达到附录A中表A.2的温度要求；

d) 机械制冷车厢，应启动制冷装置并连续工作，以标准温度计对车厢外部和内部温度

进行测量，每30min测量1次，应达到附录A中表A.3～表A.5的温度要求；

e) 不同类别冷藏车辆制冷装置开动后应能正常运转，安全保护装置应灵敏可靠，温度、

电器等控制元件的动作应正常，并能在附录A中A.2.2规定的制冷时间内达到上述温

控性能要求；

f) 对于多温区温度的检测，每温区检测标准应与本标准中对车厢温度的检测要求一

致。

5.5.4.3 车辆保温装置

通过测试的方法检测车厢保温隔热性，符合附录A中A.3.1的要求，并通过观察和测试以

下内容检测车厢的气密性是否符合附录A中A.3.2的要求：

a) 地板排水孔、蒸发器排水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并封堵其它非必要孔洞，启动制冷

装置并连续工作；

b) 冷藏车车厢内平均温度达到附录A中A.2.1要求的温度后，保持制冷装置连续工作

4h。在上述4个小时期限内，车辆厢体的平均内部温度应持续符合附录A中A.2.1的

要求；

c) 对于多温区温度的检测，每温区检测标准与本标准中对车厢温度的检测要求一致。

5.6 定期检测周期

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的检测频率应至少每年一次。

5.7 检测流程

检测流程宜符合附录B的规定。

5.8 检测记录、结论判定及报告

5.8.1 检测记录

检测人员在现场将各项检查结果和测量数据经复核无误后，如实记入保温装备定期检测

记录表，检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签名。检测记录应作为用户档案保存。

5.8.2 结论判定

将经测量、测试或检查的各项数据、结果与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

是否符合要求。检测数值表示和判定方法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5.8.3 报告

应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标准化的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内容和格式见附录B，并根据测量、测试或检查结果进行结论判定。



5.9 附录

5.9.1附录 A 检测项目的技术要求

附录 A包括冷链温度记录仪、制冷装置、车辆保温装置的结束要求。

5.9.2 附录 B 检测报告内容和格式

附录 B提供了道路运输冷藏车保温装备检测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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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8. 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将与冷藏车准入检测方案相呼应，可为准入后冷藏车的监测装置准确

性提供检测、校验与维护的技术依据。目前，冷藏车进入市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

准入限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也出台了多项标准对冷链

运输的温湿度以及冷链物流过程中交接、运输配送及储存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措施

提出相关规定，然而冷藏车运行一段时间后，精度和误差的存在可能出现，进而

导致冷冻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温度波动，影响食品的品质和安全。市场仍缺乏

对冷藏车监控装置的长期检测、检验与维护要求，导致准入后的冷藏车出现温湿

度测量误差时无法自检和出现预警。本标准可为冷藏车定期检测提供技术依据，

有助于实现冷藏车车厢温度的实时监控和持续性检测。



9.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领导重视与战略定位

企业领导应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将其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并以标准化的

手段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即领导层需要积极推动标准化的实施，确保标准化工

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支持。

（2）加强标准培训

提高冷藏车企业及司机对标准的理解和掌握是贯彻标准的关键。企业需要加

强标准培训，提高冷藏车司机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使其能够自觉地遵守标准，

执行标准。

（3）强化标准执行与监督

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标准的贯彻实

施。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确保标

准的执行效果。

（4）定期审查与改进

相关部门应建立评估机制，定期审查标准的贯彻情况，并根据需要进行改进，

确保标准化工作的持续改进和优化，使其更好地适应冷藏车市场的发展需求。

10.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