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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达的计量函【2019】43 号文“市场监管总局

计量司关于做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

《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规范》列入 2019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 

《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规范》由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广东省计

量科学研究院、河北省计量检测技术中心、哈尔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宁波市计

量测试研究院、中储恒科物联网称重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威特称重设备系统

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组成起草小组，共同完成该规范的编写

工作。 

二、 规范编写的必要性 

集装箱作为货物运输中的关键载体，无论是海上的船舶运输，还是陆上的公

路运输和铁路运输都离不开集装箱的使用。集装箱的重量关系到船舶、火车、道

路和箱体等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如早在 2006 年，国家铁路局已发布的《铁路货

物装载加固规则》中就对铁路运输货物的重量、偏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此外海

上运输的 SOLAS VI/2（货物资料）修正案（《SOLAS 公约》修订版）中增加了载

货集装箱装船之前进行重量验证的要求，并于 2016 年 7 月 1 日生效实施。中国

作为《SOLAS 公约》的缔约国为更好履行该公约，交通运输部也在 2016 年 7 月

对海运集装箱实施强制称重的要求。由此可见集装箱的重量以及重心位置的检测

已经成为交通运输的关注重点。 

以往在铁路上多采用铁路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作为集装箱的超载和偏栽的

检测仪器，但随着悬吊称重装置的出现，由于其使用方便而且准确度高，各个铁

路部门也正在大量更换采用悬吊称重装置作为集装箱称重的计量器具。在港口码

头，由于 SOLAS“集装箱重量验证新规”的实施以及交通部的“集装箱强制称重

规定”的发布，港口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计量准确度，集装箱的称重设备也

由原来的汽车衡逐步改为悬吊称重装置。 所以国内企业对于悬吊称重装置的需

求正处于上升阶段。 

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以下简称称重装置）是一种用于检测集装箱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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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重心位置的装置，其主要由称重传感器、变送器和控制仪表等组成。其工作

原理是通过测量集装箱四个吊点的重量值和吊点的力臂，通过力矩平衡原理计算

出被测集装箱的总重量值和重心坐标  

目前国家尚无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规范，致使不同的机构、单位对悬

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依据、校准方法存在着不同差异，特别在对重心坐标测

量方面基本处于空白。为了更好地指导国内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计量行业的技

术能力提升和质量水平提高，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规范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校准

市场，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因此制定悬吊式集装箱称

重装置校准规范具有必要性，该规范能有效地解决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无校准

依据的技术难题，为校准机构和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生产单位、使用单位实施

计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三、 编写依据和原则 

本规范以 JJF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通用计量术语

及定义》和 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构成支撑制定工作的基础性

系列规范。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主要参考了 JJG 539-2016《数字指示秤》国家计量检定

规程、JJG 1124-2016《门座（桥架）起重机动态电子秤》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相

关内容，并结合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的计量特性进行制定。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起草小组掌握以下原则：（1）参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结合国内现状；（2）体现目前技术的先进性；（3）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和可行

性。 

四、 编制过程 

1. 2019年列入编写计划，初步拟定工作计划，2019年 10月起草小组就规范包

含的内容、主要计量性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规范起草的主导思想和原则，

提出规范相应条款的试验内容，收集与悬吊式集装箱称重装置计量相关的文献资

料。 

2. 2019年 12月，对产品的生产情况和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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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 年 1月组织编写人员进行专题讨论。 

4. 2020 年 2月主起草单位起草规范的初稿，并在工作组中征求小组成员的意见，

得到反馈意见 21条。 

5. 2020 年 5月召开起草小组工作会议，对小组讨论稿的内容进行讨论。 

6. 2020 年 7月根据会议上的讨论结果再次修改小组讨论稿，并增加原始记录格

式、不确定评定示例等附录。 

7. 2020 年 11月进行试验验证，完成编制说明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对讨论稿

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起草稿。 

8. 2020 年 12月在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长沙会议上对征

求意见稿进行讨论，随后根据会议意见进行修改。 

9. 2021 年 1月，向委员会提交规范起草稿及相关材料。 

10. 2021 年 2月，收到秘书处两次反馈意见共 35条，起草小组根据反馈意见修

改起草稿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11. 2021 年 6月到 8 月，委员会向全国专家发送征求意见稿，共收到反馈技术类

意见 103 条。 

12. 2021 年 8月，起草小组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对反馈意见采

纳情况进行汇总，形成修订稿及相关材料。 

13. 2022 年 3月，起草小组邀请行内多名专家对规范修订稿进行专题讨论，对规

范条款进行逐条审核。 

五、 主要技术说明 

1. 计量特性 

1.1 称量示值误差 

称重装置的重量示值与相应载荷质量约定真值之差。 

1.2 称量重复性  

同一载荷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结果的差值。 

1.3 重心坐标示值误差 

称重装置的重心坐标示值与质心标准块重心坐标约定真值之差。 

1.4 重心测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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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质心标准块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结果的差值。 

2. 校准用标准器 

2.1 试验载荷 

用于称量项目的校准，其相应误差应不超过 JJG 99中 M12等级相应砝码的最

大允许误差要求。 

2.2  质心标准器 

质心标准器的质心平面坐标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 5mm（k=2），且质量值

不小于被校称重装置的最小秤量。 

2.3长度计量器具 

用于长度测量的计量器具其示值误差应不大于±5 mm。 

3.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3.1 校准项目见表 1 

表 1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准项目 校准内容 

1 称量示值误差 测量及不确定度评定 

2 重心坐标示值误差 测量及不确定度评定 

3.2 校准方法 

校准方法参照 JJG539-2016和 JJG1124-2016中部分有关称量测试的方法，

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有关重心坐标测量的方法。 

4. 校准结果 

    符合 JJF1071 5.12 要求。 

5.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由用户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6.  附录 

附录 A质心标准器位置测量方法 

附录 B校准原始记录推荐格式 

附录 C 校准证书内页推荐格式 

附录 D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