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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６１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分为 ７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通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本部分为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第 １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的从业人员、托运、承运、劳动防护和事故应急

处理，与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危险货物的范围及运输条件（见第 ４ 章）、运输条件豁免（见第 ５ 章）、国际多式联运相

关要求（见第 ６ 章）和安保防范要求（见第 ９ 章）；
———完善了人员培训要求，除修改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要求外（见 ７． １． １ 和 ７． １． ２，

２００４ 版的 １１． ３），还增加了托运人、收货人、充装人等参与方聘用的从事危险货物运输业务的人员的培

训内容和培训记录要求（见 ７． ２ 和 ７． ３）；
———细化了各参与方的职责和义务，除修改了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安全要求外（见 ８． ２． １ 和 ８． ２． ２，

２００４ 版的第 ６ 章、第 ７ 章），还增加了收货人、装货人等参与方的安全要求（见 ８． ２． ３ 和 ８． ３）；
———增加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术语和定义（见附录 Ａ），并对 ２００４ 版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改

（见 Ａ． ５． ４ 和 Ａ． ５． ５，２００４ 版的 ３． ４ 和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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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长安大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船级社认证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小燕、刘浩学、吴金中、战榆林、钱大琳、彭建华、赖永才、李东红、冯淑珍、张玉玲、

张会娜、任春晓、范文姬、黄诗音、周璐、董学胜。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ＪＴ ３１３０—１９８８；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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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货物的范围及运输条件、运输条件豁免、国际多式联运相关要求、人
员培训要求、各参与方的安全要求以及安保防范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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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Ａｉｒ）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Ｃｏｄｅ）

３　 术语和定义

附录 Ａ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危险货物的范围及运输条件

４． １　 危险货物范围

危险货物包括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分类要求，或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附录 Ａ，具有爆炸、易燃、毒
害、感染、腐蚀或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物质或物品。

４． ２　 危险货物运输条件

危险货物应满足下列运输条件，方可通过道路进行运输：
ａ）　 危险货物分类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的要求；
ｂ）　 装运危险货物的包装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的要求；
ｃ）　 托运程序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 的要求；
ｄ）　 运输工具选用及装卸作业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的要求；
ｅ）　 运输作业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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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运输条件豁免

５． １　 载运小量危险货物时运输条件的豁免

５． １． １　 当每个运输单元的危险货物载运量不超过表 １ 第（３）栏中给定的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

（当运输单元载运的危险货物属同一组别时）或者根据 ５． １． ３ 计算的值（当运输单元载运的危险货物不

属同一种组别时）时，可作为包件装载在一个运输单元中，且豁免下列条款规定的运输条件：
ａ）　 第 ９ 章；
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的第 ７ 章和 ８． ４；
ｃ）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的第 ５ 章（不豁免其中附录 Ａ 的 Ｖ５ 和 Ｖ８）及附录 Ｃ 的 ＣＶ１；
ｄ）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不豁免 ４． ３． １、４． ３． ３ ～ ４． ３． ６、５． ３、６． １． １ａ）、６． ２． ３、６． ２． ４、６． ２． ５、６． ３、６． ５

的 Ｓ１（ａ）、Ｓ１（ｄ）、Ｓ２（ａ）、Ｓ４、Ｓ５、Ｓ１４ ～ Ｓ２１、Ｓ２４］。
５． １． ２　 当载运的危险货物属于同一种组别时，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限制见表 １。

表 １　 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限制

组别

（１）
物质或物品的包装类别、分类代码 ／组或联合国编号

（２）
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

（３）

０

　 属于包装类别Ⅰ的物质或物品，以及下列物质或物品：
　 第 １ 类：爆炸品

　 第 ２ 类：Ｆ 组、Ｔ 组、ＴＣ 组、ＴＯ 组、ＴＦ 组、ＴＯＣ 组和 ＴＦＣ 组

气雾剂：Ｆ、Ｃ、ＣＯ、ＦＣ、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和 ＴＯＣ 组

加压化学品：ＵＮ ３５０１、３５０２、３５０３、３５０４ 和 ３５０５
　 第 ３ 类：ＵＮ ３３４３、液态退敏爆炸品

　 ４． １ 项：ＵＮ ３２３１ ～ ３２４０、固态退敏爆炸品

　 ４． ３ 项：ＵＮ １１８３、１２４２、１２９５、１３４０、１３９０、１４０３、１９２８、２８１３、２９６５、２９６８、２９８８、
３１２９、３１３０、３１３１、３１３４、３１４８、３３９６、３３９８ 和 ３３９９

　 ５． １ 项：ＵＮ ２４２６
　 ５． ２ 项：ＵＮ ３１１１ ～ ３１２０
　 ６． １ 项：属于包装类别Ⅱ的物质

　 ６． ２ 项：ＵＮ ２８１４ 和 ＵＮ ２９００
　 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

　 第 ８ 类：ＵＮ ２２１５（马来酸酐，熔融）
　 第 ９ 类：ＵＮ ３２４５

０

１
　 ４． １ 项：ＵＮ ３２２１ ～ ３２２４
　 ５． ２ 项：ＵＮ ３１０１ ～ ３１０４

１０

２

　 属于包装类别Ⅱ且不属于 ０、１、４ 组别的物质或物品，以及下列物质或

物品：
　 ４． １ 项：ＵＮ ３２２５ ～ ３２３０
　 ５． ２ 项：ＵＮ ３１０５ ～ ３１１０
　 ６． １ 项：属于包装类别Ⅲ的物质和物品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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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组别

（１）
物质或物品的包装类别、分类代码 ／组或联合国编号

（２）
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

（３）

３

　 属于包装类别Ⅲ且不属于 ０、２ 或 ４ 组别的物质和物品，以及下列物质和

物品：
　 第 ２ 类：Ａ 组和 Ｏ 组

气雾剂：Ａ 组和 Ｏ 组

加压化学品：ＵＮ ３５００
　 第 ３ 类：ＵＮ ３４７３
　 ４． ３ 项：ＵＮ ３４７６
　 第 ８ 类：ＵＮ ２７９４、２７９５、２８００、３０２８ 和 ３４７７
　 第 ９ 类：ＵＮ ２９９０ 和 ＵＮ ３０７２

５００

４
　 ４． １ 项：ＵＮ １３３１、１３４５、１９４４、１９４５、２２５４ 和 ２６２３
　 ４． ２ 项：ＵＮ １３６１（包装类别Ⅲ）、１３６２
　 第 ９ 类：ＵＮ ３２６８、３４９９ 和 ３５０９

不限

　 注 １：为了便于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量限制的分类管理，危险货物被划为 ０、１、２、３ 和 ４ 共 ５ 种组别。
　 注 ２：表中，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载运量单位如下：

ａ）　 对物品，按毛质量以千克（ｋｇ）计算，机械和设备中的危险货物，其所含危险货物的总质量以千克（ｋｇ）或
总体积以升（Ｌ）计算；

ｂ）　 对固体，液化、冷冻液化和溶解气体，按净质量以千克（ｋｇ）计算；
ｃ）　 对液体，盛装的危险货物总容积以升（Ｌ）计算；
ｄ）　 对压缩气体、吸附气体和加压化学品，按其容器的水容积以升（Ｌ）计算。

５． １． ３　 当同一运输单元载运的危险货物属于不同组别时，按下列方法计算的载运量总计不应超

过 ５００：
ａ）　 ５． １． ２ 中，组别为“１”的物质和物品，其数量乘以 ５０；
ｂ）　 ５． １． ２ 中，组别为“２”的物质和物品，其数量乘以 ３；
ｃ）　 ５． １． ２ 中，组别为“３”的物质和物品，其数量乘以 １。

５． １． ４　 依据 ５． ２ 予以运输条件豁免的危险货物不予计算。

５． ２　 符合特殊规定、有限数量、例外数量要求的运输条件豁免

５． ２． １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第（６）栏“特殊规定”的运输条件豁免的危险货物，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附录 Ｂ 的对应条目及要求给予豁免。
５． ２． ２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中有关例外数量运输条件豁免的危险货物，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的相关要求给

予豁免。
５． ２． ３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中有关有限数量运输条件豁免的危险货物，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的相关要求给

予豁免。
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６　 国际多式联运相关要求

６． １　 当道路运输作为国际海运或空运的多式联运的一个环节时，如果运输危险货物的包件、集装箱、
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相关要

求，但不能满足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 ６１７． ７ 中有关包装、混合包装、标记、标志、菱形标志牌和矩形标

志牌等要求，可按照《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相关要求进行道路运

输，运输车辆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中 ７． ２ 的要求悬挂矩形标志牌。
６． ２　 在道路运输与海运或航空运输接驳时，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的第 ６ 章和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的 ８． ２、
８． ３ 中要求提供的信息可由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或《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要求的

运输文件或信息替代。

７　 人员培训要求

７． １　 基本要求

７． １． １　 企业或者单位应对新聘用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
７． １． ２　 企业或者单位应根据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或安全操作要求的变化，定期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进行复训。

７． ２　 培训对象及主要内容

７． ２． １　 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充装人等危险货物运输各参与方聘用的，从事危险货物运输业务的下

列人员，在上岗作业前应接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业知识培训：
ａ）　 对危险货物进行分类和确定其正式运输名称的人员（Ｐ１）；
ｂ）　 对危险货物进行包装作业的人员（Ｐ２）；
ｃ）　 对包件贴标记、标志的人员（Ｐ３）；
ｄ）　 从事包件货物装卸作业的人员（Ｐ４）；
ｅ）　 从事罐车、可移动罐柜及其他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人员（Ｐ５）；
ｆ ）　 制作托运清单、运输单证的人员（Ｐ６）；
ｇ）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员（Ｐ７）；
ｈ）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押运人员（Ｐ８）；
ｉ ）　 危险货物运输应急处置人员（Ｐ９）。

７． ２．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业知识培训内容应至少包括基础知识培训和业务操作培训，主要培训内

容见表 ２。 部分岗位的人员还需接受安全应急培训和安保防范培训。 具体要求如下：
ａ）　 基础知识培训内容应主要包括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各类危险货物的特性、标志、标记、标

志牌、包装、装卸、隔离等基础内容。
ｂ）　 业务操作培训应与接受培训人员所承担的职责、义务及岗位操作相适应，其中驾驶人员还应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第 ５ 章规定的培训要求。
ｃ）　 安全应急培训应考虑事故发生时的人员暴露风险和应履行的职责，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１）　 各类危险货物的基本危险特性和个人防护方法，如个人防护设备的正确使用；
２）　 事故预防措施和程序；
３）　 可获得的应急响应信息和使用方法；
４）　 发生意外时应遵循的应急响应程序。

ｄ）　 安保防范培训仅适用于从事高风险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业务的相关人员。 安保防范培训要求

见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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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人员主要培训内容

人　 　 员 主要培训内容

对危险货物进行分类和

确定其正式运输名称的人员

（Ｐ１）

　 ａ）　 危险货物的理化性质和毒物学性质；
　 ｂ）　 危险货物的类别和分类原则；
　 ｃ）　 溶液和混合物分类的程序；
　 ｄ）　 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的确认；
　 ｅ）　 危险货物一览表的使用

对危险货物进行包装作业的人员

（Ｐ２）

　 ａ）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作业的相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的使用；
　 ｄ）　 包装指南一览表的使用；
　 ｅ）　 危险货物包装的特殊规定；
　 ｆ ） 　 包装标记、标志；
　 ｇ）　 包装安全操作程序（包括隔离要求、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等）；
　 ｈ）　 个人防护方法、事故预防措施、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及急救措施

对包件贴标记、标志的人员

（Ｐ３）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标记、标志和标牌的规格和分类；
　 ｄ）　 标记、标志和标牌的使用要求

从事包件货物装卸作业的人员

（Ｐ４）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标记、标志和标志牌；
　 ｄ）　 包件运输工具及条件要求；
　 ｅ）　 运输文件、单证；
　 ｆ ） 　 混合装载操作要求和限制；
　 ｇ）　 装卸安全操作程序（包括装卸工具使用、运输量限制、货物捆扎固定、堆放、

隔离等）；
　 ｈ）　 个人防护方法、事故预防措施、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及急救

措施

从事罐车、可移动罐柜及其他

散装货物装卸作业的人员

（Ｐ５）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罐体与车辆标记和标志牌；
　 ｄ）　 运输文件、单证；
　 ｅ）　 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管束式车辆、可移动罐柜的使用要求；
　 ｆ ） 　 罐体充装和卸放安全操作程序；
　 ｇ）　 散装货物装卸安全操作程序（包括堆放、隔离、固定、运量限制等）；
　 ｈ）　 个人防护方法、事故预防措施、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及急救措施

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表 ２（续）

人　 　 员 主要培训内容

制作托运清单、运输单证的人员

（Ｐ６）

　 ａ）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ｂ）　 运输单证的格式和编制要求；
　 ｃ）　 相关批准文件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员

（Ｐ７）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标志、标记和标志牌；
　 ｄ）　 运输车辆及相关设备的使用方法；
　 ｅ）　 运输文件、单证；
　 ｆ ） 　 装卸作业基本知识（包括包件堆放、固定、充装、卸放等）；
　 ｇ）　 车辆或集装箱的混合装载要求和限制；
　 ｈ）　 安全运输操作程序（包括载运量限值、多式联运作业要求、道路通行等）；
　 ｉ ） 　 个人防护方法、事故预防措施、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及急救

措施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押运人员

（Ｐ８）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危险特性；
　 ｃ）　 标志、标记和标志牌；
　 ｄ）　 运输车辆及相关设备的使用方法；
　 ｅ）　 运输文件、单证；
　 ｆ ） 　 装卸作业基本知识（包括包件堆放、固定、充装、卸放等）；
　 ｇ）　 车辆或集装箱的混合装载要求；
　 ｈ）　 个人防护方法、事故预防措施、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及急救

措施

危险货物运输应急处置人员

（Ｐ９）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法规；
　 ｂ）　 危险货物分类和相关特性；
　 ｃ）　 标记、标志和标牌；
　 ｄ）　 个人防护方法、应急响应信息使用、应急响应程序和急救措施；
　 ｅ）　 安全操作程序

７． ３　 培训记录

岗前培训记录应至少保存至从业人员离职后 １２ 个月。 日常培训记录保存不得少于 １２ 个月。

８　 各参与方的安全要求

８． １　 一般要求

８． １． １　 各参与方应根据危险货物运输风险，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
８． １． ２　 当危及公共安全时，各参与方应当立即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告，并提供所需信息。

８． ２　 主要参与方的安全要求

８． ２． １　 托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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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１． １　 在危险货物交付运输时，托运人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依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的规定对危险货物进行分类，且确认该货物允许进行道路运输；
ｂ）　 向承运人提供危险货物特性信息，以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 规定的托运清单、法规要求的相关证明

文件；
ｃ）　 使用的包装、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罐体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的规定，并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 的

要求粘贴标记、标志。
８． ２． １． ２　 托运人委托其他企业或者单位进行包装、装货、充装的，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符合本部分

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 ６１７． ７ 的要求，但不应免除 ８． ２． １． １ 规定的托运人义务。
８． ２． １． ３　 当托运人代理第三方托运时，第三方应书面通知托运人有关危险货物的信息，并提供有关安

全信息和单据。
８． ２． ２　 承运人

８． ２． ２． １　 承运人在运输危险货物之前，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确认承运的危险货物属于允许进行道路运输的货物；
ｂ）　 确认托运人已提供了与所承运危险货物相关的所有信息；
ｃ）　 确认随车携带了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的第 ８ 章规定的单据和证件，当使用电子数据替代纸质文

件时，电子数据在运输过程中应可被读取，其内容至少应相当于纸质文件；
ｄ）　 确认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货物无明显的缺陷、泄漏、遗撒、破碎等情况；
ｅ）　 确认罐体检验日期在有效期内；
ｆ ）　 确认车辆不超载；
ｇ）　 确认车辆已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的第 ７ 章粘贴或悬挂菱形标志牌、矩形标志牌和标记；
ｈ）　 确认车辆随车携带与所载运的危险货物相适应的应急处理器材和安全防护设备。

８． ２． ２． ２　 若运输过程中发现有影响运输安全的情况发生，应立即停止运输。 隐患消除后，方可继续

运输。
８． ２． ３　 收货人

８． ２． ３． １　 若无确认的不可抗拒的原因，收货人不得拒收货物。
８． ２． ３． ２　 收货时，若发现违反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 ６１７． ７ 要求的，收货人应及时通知托运人。

８． ３　 其他参与方的安全要求

８． ３． １　 装货人

装货人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仅将允许道路运输的危险货物移交给承运人；
ｂ）　 将危险货物交付运输时，应检查包装是否损坏；若包装已损坏或者有泄漏风险时，不应将包件

交付给承运人；
ｃ）　 将危险货物装入车辆或者集装箱时，应遵循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的规定；
ｄ）　 应遵守危险货物混合装载的相关规定，以及与其他货物的隔离要求。

８． ３． ２　 包装人

包装人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中有关打包或者混合包装的要求；
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 中有关包件标记和标志的要求。

８． ３． ３　 充装人

充装人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充装前，确认罐体在检验有效期内，罐体及其辅助设备技术状况良好；
ｂ）　 充装前，应确认罐体可以充装该危险货物，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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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充装时，应遵循有关罐体相邻隔舱危险货物的要求；
ｄ）　 充装过程中，应遵守所充装物质的最大允许充装系数或者每升容积的最大允许充装质量

要求；
ｅ）　 充装完成后，应确保所有的封口装置均处于关闭状态且无泄漏，罐体外表面无充装物质的危

险残留物；
ｆ ）　 在准备交付运输时，应确保矩形标志牌、菱形标志牌、高温物质、熏蒸或者环境危害物质的标记

正确粘贴或悬挂在罐体（或者车辆、集装箱）上；
ｇ）　 使用车辆或集装箱装载散装危险货物时，应遵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第 ６ 章的有关要求。

８． ３． ４　 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经营者

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经营者应遵守下列要求：
ａ）　 确保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检验和标记符合相关要求；
ｂ）　 定期对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壳体及辅助设备进行日常维护。

８． ３． ５　 卸货人

８． ３． ５． １　 卸货人应遵循下列要求：
ａ）　 卸载前，将运输单据与包件、集装箱、罐体或车辆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确保卸载正确的

货物；
ｂ）　 卸载前，应检查包件、罐体、车辆或集装箱是否已损坏或者存在安全风险，若已损坏或存在风

险应采取适当措施后方可卸载；
ｃ）　 卸载过程中，应遵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 中有关卸载的作业要求；
ｄ）　 卸载完成后，应立即清除卸载过程中粘在罐体、车辆或集装箱外侧的危险残留物，同时确保按

照要求关闭阀门和辅助设备；
ｅ）　 对车辆或者集装箱进行必要的清洗和去污处理。

８． ３． ５． ２　 卸货人委托其他企业或单位进行清洗、去污的，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其遵守本部分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 ６１７． ７ 的要求。

９　 安保防范要求

９． １　 一般要求

９． １． １　 所有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人员，应熟悉本章所列的与其职责相对应的安保防范要求。
９． １． ２　 危险货物只能交付给经适当程序核实的承运人运输。
９． １． ３　 每个车组成员在从事危险货物运输作业时，应携带证明身份信息的证件。

９． ２　 安保防范培训

９． ２． １　 从事高风险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业务的相关人员应接受安保防范培训，且符合第 ７ 章的要求。
９． ２． ２　 安保防范培训应包含安保风险的性质、辨识及控制、在极端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安保防

范计划和人员责任分工等内容。

９． ３　 高风险危险货物的安保防范要求

９． ３． １　 安保防范计划

９． ３． １． １　 运输量超过表 ３ 数量的货物为高风险危险货物。
９． ３． １． ２　 从事高风险危险货物运输的承运人、托运人和其他参与方，应制订并执行安保防范计划，安
保防范计划要求的主要内容参见附录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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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高风险危险货物

类别 分项 物质或物品

数　 　 量

罐体ａ

（Ｌ）
散货ｂ

（ｋｇ）
包件

（ｋｇ）

１

１． １ 爆炸品 — — ０

１． ２ 爆炸品 — — ０

１． ３ 配装组 Ｃ 爆炸品 — — ０

１． ４
ＵＮ ０１０４、０２３７、０２５５、０２６７、０２８９、０３６１、０３６５、０３６６、

０４４０、０４４１、０４５５，０４５６ 和 ０５００
— — ０

１． ５ 爆炸品 ０ — ０

２ —
易燃气体（仅包括分类代码为字母“Ｆ”的） ３ ０００ — ×

毒性气体（分类代码 Ｔ，ＴＦ，ＴＣ，ＴＯ，ＴＦＣ 或 ＴＯＣ），不包括气雾剂 ０ — ０

３ —
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易燃液体 ３ ０００ — ×

退敏爆炸品 ０ — ０

４

４． １ 退敏爆炸品 — — ０

４． ２ 包装类别Ⅰ的物质 ３ ０００ — ×

４． ３ 包装类别Ⅰ的物质 ３ ０００ — ×

５ ５． １
包装类别Ⅰ的氧化性液体 ３ ０００ — ×

高氯酸盐、硝酸铵、硝酸铵化肥和硝酸铵乳液或悬浮液或凝胶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

６
６． １ 包装类别Ⅰ的毒性物质 ０ — ０

６． ２ Ａ 类感染性物质（ＵＮ ２８１４ 和 ＵＮ ２９００，不包括动物材料） — ０ ０

８ — 包装类别Ⅰ的腐蚀性物质 ３ ０００ — ×

　 注：“—”表示不相关；“ × ”表示不管多少数量，不适用该条款。

　 ａ 本栏所指明的数值仅适用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的表 Ａ． １ 第 １０ 列或第 １２ 列要求，可以使用罐体运输的物质。
对不允许使用罐体运输的物质，该栏指示不相关。

　 ｂ 本栏所指明的数值仅适用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的表 Ａ． １ 第 １０ 列或第 １７ 列要求，可以使用散货方式运输的物

质。 对不允许散货运输的物质，该栏指示不相关。

９． ３． ２　 安保防范措施

装载高风险危险货物的运输车辆，应配备防止车辆及货物被盗的安保措施，并确保其在任何时候均

可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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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术语和定义

Ａ． １　 与危险货物性质分类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１． １
高风险危险货物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ｏｏｄｓ
可能被不正当使用于制造恐怖事件，以及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或者大规模破坏等严重后果的危险

货物。
Ａ． １． ２

固体　 ｓｏｌｉｄ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物质：
ａ）　 在 １０１． ３ｋＰａ 压力下，熔点或初始熔点超过 ２０℃的物质；
ｂ）　 依据有关试验方法测定为非液体，或者依据流动性测定试验（穿透性试验）标准测定为糊膏状

的物质。
Ａ． １． ３

集合条目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ｙ
用于意义明确的一组物质或物品的条目。

Ａ． １． ４
技术名称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
目前科学和技术手册、杂志和教科书中使用的公认的化学或其他名称。

Ａ． １． ５
减敏　 ｐｈｌｅ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将一种物质（减敏剂）加入爆炸性物质内以提高其固有安全性。

Ａ． １． ６
净爆炸质量　 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ｍａｓｓ
爆炸物质的总质量，不包括包装和外壳等。 通常也用净爆炸数量（ＮＥＱ）、净爆炸含量（ＮＥＣ）、净爆

炸重量（ＮＥＷ）等术语表达相同的含义。
注：ＮＥＱ 为 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的缩写，ＮＥＣ 为 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的缩写，ＮＥＷ 为 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的

缩写。

Ａ． １． ７
控制温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能够安全运输的最高温度。

Ａ． １． ８
联合国编号　 Ｕ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Ｎ 编号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简称《规章范本》）中载明的物质或物品的 ４ 位阿拉伯

数字编号，用以识别一种或一类特定物质或物品。
Ａ． １． ９

临界温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通过加压使气体液化时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在这个温度以上物质只能处于气体状态，不能单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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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方法使之液化。
［ＧＢ ／ Ｔ １３００５—２０１１，定义 ２． ３］

Ａ． １． １０
气体　 ｇａｓ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物质：
ａ）　 在 ５０℃时蒸气压力大于或等于 ３００ｋＰａ（绝对压力）的物质；
ｂ）　 ２０℃时，在 １０１． ３ｋＰａ（绝对压力）下完全是气态的物质。
注 １：这里的物质包括单一介质和混合物。
注 ２：改写 ＧＢ ／ Ｔ １３００５—２０１１，定义 ２． １。

Ａ． １． １１
气雾剂或气雾剂喷罐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ｒ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
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的不可重复充装容器，内装压缩气体、液化或加压溶解气体，有时装有液

体、糊状或粉状物质。 容器装有喷射装置，可使内装物以气体中悬浮固体或液体颗粒状或泡沫状、糊状

或粉末状，或以液体状态或气体状态喷出。
Ａ． １． １２

闪点　 ｆｌａｓｈ⁃ｐｏｉｎｔ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验火焰引起试样蒸气着火，并使火焰蔓延至液体表面的最低温度，修正到

１０１． ３ｋＰａ 大气压下。
［ＧＢ ／ Ｔ ２６１—２００８，定义 ３． １］

Ａ． １． １３
危险反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反应：
ａ）　 燃烧或释放大量热量；
ｂ）　 释放可燃、窒息、氧化或有毒气体；
ｃ）　 形成腐蚀性物质；
ｄ）　 形成不稳定物质；
ｅ）　 对于罐体，危险随压力升高而增加。

Ａ． １． １４
未另作规定的一般条目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ｅｎｔｒｙ（Ｎ． Ｏ． Ｓ． ｅｎｔｒｙ）
具有下列特征的一类物质（或者混合物、溶液、物品）的集合：
ａ）　 名称未列入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的附录 Ａ；
ｂ）　 其化学、物理及危险特性与该条目对应的类别、分类代码、包装类别、描述相对应。

Ａ． １． １５
液体　 ｌｉｑｕｉｄ
在 ５０℃时蒸气压不大于 ３００ｋＰａ（绝对压力），在 ２０℃和 １０１． ３ｋＰａ（绝对压力）下不完全是气态，在

１０１． ３ｋＰａ（绝对压力）下熔点或起始熔点等于或低于 ２０℃的物质。
注：对罐体而言，液态运输指运输上述定义所规定的液体以及以熔融状态运输的固体。

Ａ． １． １６
应急温度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在温度失去控制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应急措施的温度。

Ａ． １． １７
自加速分解温度　 ｓｅｌ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ＤＴ）
物质在运输所用的容器里可能发生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温度。
［ＧＢ ２８６４４． ３—２０１２，定义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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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与包装和大型包装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２． １
包件　 ｐａｃｋａｇｅ
包装件

包装作业的完结产品，包括准备好供运输的包装、大型包装或中型散装容器及其内装物。
注 １：术语包括本附录定义的气体容器，以及因各种原因（如尺寸、质量或构造）可以采用无包装运输或放置在支架、

围板箱或其他装置中运输的物品。
注 ２：除放射性物质运输外，术语不包括散货运输和罐车运输的物质。
注 ３：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８。

Ａ． ２． ２
包件质量　 ｍａｓｓ ｏｆ ｐａｃｋａｇｅ
包件的毛质量，另行说明的除外。 用于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和罐体的质量不包括在毛质量之内。

Ａ． ２． ３
包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为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

总体名称。 也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采用容器、材料和辅助物的过程中施加一定方法等的操作活动。
［ＧＢ ／ Ｔ ４１２２． １—２００８，定义 ２． １］

Ａ． ２． ４
衬里　 ｌｉｎｅｒ
另外放入包装（包括大型包装和中型散装容器）内但不构成其组成部分、包括其开口的封闭装置的

管或袋。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２—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２。

Ａ． ２． ５
大型包装　 ｌａｒ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由一个内装多个物品或内包装的外包装组成的包装，并且设计适用于机械方法装卸，其净质量超过

４００ｋｇ 或容积超过 ４５０Ｌ，但体积不超过 ３ｍ３。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２—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

Ａ． ２． ６
大型救助包装　 ｌａｒｇｅ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在回收或处置运输中，用来放置已损坏、有缺陷或已渗漏的危险货物包件，或者已溢出或泄漏的危

险货物的一种特殊包装。
注：包装设计适用于机械方法装卸，其净质量超过 ４００ｋｇ 或容积超过 ４５０Ｌ，但体积不超过 ３ｍ３。

Ａ． ２． ７
防撒漏包装　 ｓｉｆｔ⁃ｐｒｏｏｆ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所装的干物质，包括在运输中产生的细粒固体物质不向外渗的包装。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７。

Ａ． ２． ８
封闭装置　 ｃｌｏｓｕｒｅ
用于封住容器开口的装置。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６］

Ａ． ２． ９
复合包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由一个外包装和一个内容器（或复合层）组成一个整体的包装。 该包装经装配后便成为单一整体，

以用于充装、储存、运输和卸空。
注：改写 ＧＢ 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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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１０
罐　 ｊｅｒｒｉｃａｎ
横截面呈矩形或多边形的金属或塑料包装。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４。

Ａ． ２． １１
改制的包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包括如下情况的包装：
ａ）　 金属桶：

１）　 从一种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２）　 从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另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３）　 更换整体结构部件（如非活动盖）。

ｂ）　 塑料桶：
１）　 从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转变为另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如 １Ｈ１

变成 １Ｈ２）；
２）　 更换整体结构部件。

Ａ． ２． １２
改制的大型包装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金属或者刚性塑料制成的大型包装：
ａ）　 从一种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ｂ）　 从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另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Ａ． ２． １３
集合包装　 ｏｖｅｒ ｐａｃｋ
为了方便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和存放，将一个或多个包件装在一起以形成一个独立单元所用的包装

物。 如将多个包件放置或堆垛在托盘上，并用塑料打包带、收缩薄膜或其他适当方式紧固；或者放在箱

子或围板箱等外保护包装中。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４。

Ａ． ２． １４
救助包装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用于放置为了回收或处理损坏、有缺陷、渗漏或不符合规定的危险货物包装，或者溢出或漏出的危

险货物的特殊包装。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５。

Ａ． ２． １５
内包装　 ｉｎｎｅｒ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运输时需用外包装的包装。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９。

Ａ． ２． １６
内容器　 ｉｎｎ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需要有一个外包装才能起盛装（包容）作用的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０。

Ａ． ２． １７
容器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用于装放和容纳物质或物品的封闭器具，包括封口装置。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６。

３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Ａ． ２． １８
外包装　 ｏｕｔｅｒ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复合或组合包装的外保护装置，以及为容纳和保护内容器或内包装所需要的吸附性材料、缓冲材料

和其他部件。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１。

Ａ． ２． １９
修整过的包装　 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包括如下情况的包装：
ａ）　 金属桶：

１）　 清除掉所有以前的内装物、内外腐蚀痕迹以及外涂层和标签，露出原制造材料；
２）　 恢复到原始形状和轮廓，并把凸边（若有）矫正封好、把所有非整体的垫圈换掉；
３）　 上漆前，先洗净再检查，去除容器上肉眼可见的凹痕、材料厚度变薄、金属疲劳、损坏的织

线或封口装置，或者其他明显缺陷。
ｂ）　 塑料桶和多边形桶：

１）　 清除掉所有以前的内装物、外涂层和标签，露出原制造材料；
２）　 更换所有非整体的垫圈；
３）　 洗净后检查，去除容器上可见的磨损、折痕或裂痕、损坏的织线或封口装置，或者其他明

显缺陷。
Ａ． ２． ２０

中间包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置于内包装或物品和外包装之间的包装。

Ａ． ２． ２１
组合包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为了运输目的而组合在一起的一组包装，由固定在一个外包装中的一个或多个内包装组成。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２６９—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２。

Ａ． ２． ２２
最大净质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ｅｔ ｍａｓｓ
单个包装内装物的最大净质量，或者是多个内包装及其内装物的最大合计质量，单位为千克

（ｋｇ）。

Ａ． ３　 与散装容器和中型散装容器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３． １
带塑料内容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ＢＣ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ｎ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使用刚性外壳将塑料内容器及其辅助装置或其他结构设备包裹在内而形成的中型散装容器。 外壳

和内容器经装配后便成为单一整体，以用于充装、储存、运输和卸空等。
注 １：塑料当用作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内容器时，还包括其他聚合物材料（如橡胶）等。
注 ２：ＩＢＣ 为中型散装容器（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的缩写。

Ａ． ３． ２
防护中型散装容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ＩＢＣ
具有额外抗冲击保护的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保护形式包括采用双层或多层结构，或者使用金属晶

格外壳做框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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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３． ３
封闭式散装容器　 ｃｌｏｓｅｄ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具有刚性的箱顶、侧壁、端壁和箱底（包括漏斗式底部），且完全封闭的散装容器。 该术语还包括具

有敞开式箱顶、侧壁或端壁，但运输时可关闭的散装容器。 封闭式散装容器可设置开口以用于蒸汽和气

体通风，且正常运输条件下可防止固体货物泄漏和雨水或飞溅水渗入。
Ａ． ３． ４

改制的中型散装容器　 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ＩＢＣ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金属、刚性塑料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ａ）　 从一种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ｂ）　 从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改制为另一种符合《规章范本》的包装型号。

Ａ． ３． ５
刚性内容器　 ｒｉｇｉｄ ｉｎｎｅｒ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不封闭、无外包装且内空时，其形状保持不变的容器。 任何非刚性的其他内容器都被认为柔性内

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６—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２。

Ａ． ３． ６
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　 ｒｉｇｉ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ＢＣ
容器主体是刚性塑料的一种中型散装容器，可以具有结构装置和相应的辅助装置。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８—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７
刚性中型散装容器的例行维护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ｇｉｄ ＩＢＣ
对金属、刚性塑料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进行下述的例行作业：
ａ）　 清洗；
ｂ）　 移除、重新安装或替换符合原制造商规格的箱体封口装置（包括连带的垫圈）或辅助设备，但

需检验中型散装容器的密封性；
ｃ）　 在不影响中型散装容器封装能力的条件下，将不直接起封装危险货物或阻挡卸载压力作用的

结构装置（如矫正箱脚或起吊附件）修复到原设计规格。
Ａ． ３． ８

金属中型散装容器　 ｍｅｔａｌ ＩＢＣ
由一个金属箱体以及适当的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组成的中型散装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５—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９
木质中型散装容器　 ｗｏｏｄｅｎ ＩＢＣ
刚性或可分解式木制主体及其内衬（但不是内包装）和相应的辅助设备及结构装置构成的一种中

型散装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３—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１０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ＢＣ
由薄膜、编织纤维、纺织品、其他柔性材料及其组合制成的箱体，必要时可加内衬或内涂层以及辅助

设备和装卸装置构成的一种中型散装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４—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１１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例行维护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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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柔性中型散装容器进行清洗和更换非整体部件（如将非整体的衬里和封口绳锁换成符合原制造

厂规格的部件）等作业，且不损害柔性中型散装容器的装载功能或者改变其设计类型。
Ａ． ３． １２

软开顶散装容器　 ｓｈｅｅｔｅｄ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具有刚性的箱底（包括漏斗式底部）、侧壁和端壁，以及非刚性箱顶的敞顶式散装容器。

Ａ． ３． １３
散装容器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用于运输固体物质的装载系统（包括所有衬里或涂层），固体物质与装载系统直接接触，并具有以

下特征：
ａ）　 具有耐久性，且强度坚固足以重复使用；
ｂ）　 专门设计便于以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货物而不必中途装卸；
ｃ）　 设有便于吊提的装置；
ｄ）　 容量不小于 １． ０ｍ３。
注：散装容器不包括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和可移动罐柜。

Ａ． ３． １４
纤维板中型散装容器　 ｆｉｂｅｒｂｏａｒｄ ＩＢＣ
包括一个纤维板箱体，带有或不带有独立顶盖或底盖，必要时有内衬（但不是内包装）及相应的辅

助设备和结构装置组成的中型散装容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７—２００４，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１５
修理过的中型散装容器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ＩＢＣ
已修复到符合设计型号及其试验要求水平的金属、刚性塑料或复合中型散装容器。 将复合中型散

装容器的刚性内容器换成符合同一制造商原设计型号的容器视为修理。 刚性中型散装容器的例行维护

不属于修理。 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的箱体和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内容器均不可修理。
Ａ． ３． １６

中型散装容器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ｕｌ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ＩＢＣ）
满足下列条件的硬质或者柔性可移动容器（不含 Ａ． ２． ３ 定义的包装）：
ａ）　 容量：

１）　 装包装类别Ⅱ和包装类别Ⅲ的固体和液体时不大于 ３． ０ｍ３；
２）　 包装类别Ⅰ的固体若装在柔性、硬塑料、复合、纤维板和木制中型散装容器时不大于

１． ５ｍ３；
３）　 包装类别Ⅰ的固体若装在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时不大于 ３． ０ｍ３；
４）　 装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时不大于 ３． ０ｍ３。

ｂ）　 设计适用于机械装卸。
ｃ）　 能经受装卸和运输中产生的各种应力，该应力由试验确定。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１。

Ａ． ３． １７
装卸装置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固定在中型散装容器箱体上或由箱体材料延伸而形成的各种吊环、环圈、钩眼和框架，适用于柔性

中型散装容器。
［ＧＢ １９４３４—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３］

Ａ． ３． １８
主容器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用于装 ＵＮ ２８１４、ＵＮ ２９００、ＵＮ ３３７３、ＵＮ ３５０７、ＵＮ ３２４５ 危险货物的水密性、防渗漏的最内层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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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４　 与各参与方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４． １
包装人　 ｐａｃｋｅｒ
任何将危险货物装入包装（包括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中，并按要求做好运输准备（如贴标志、

标记等）的单位或企业。
Ａ． ４． ２

承运人　 ｃａｒｒｉｅｒ
承担运输作业任务的单位或企业。

Ａ． ４． ３
充装人　 ｆｉｌｌｅｒ
将危险货物装进罐体，或者将散货装进车辆或集装箱的单位或企业。

Ａ． ４． ４
参与方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的单位或企业。
注：包括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装货人、包装人、充装人、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经营者以及卸货人等。

Ａ． ４． ５
罐式集装箱经营者　 ｔａｎ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以租用等方式向客户提供罐式集装箱，并负责对壳体及辅助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的企业或者单位。

Ａ． ４． ６
可移动罐柜经营者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ａｎ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以租用等方式向客户提供可移动罐柜，并负责对壳体及辅助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的企业或者单位。

Ａ． ４． ７
收货人　 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ｅ
由运输合同或运输任务约定，负责接收货物的企业或者单位。 若没有运输合同，则对危险货物到达

负责的企业或者单位被视为收货人。
Ａ． ４． ８

托运人　 ｃｏｎｓｉｇｎｏｒ
委托承运人运输危险货物的企业或者单位。

Ａ． ４． ９
卸货人　 ｕｎｌｏａｄｅｒ
承担下列任务的企业或者单位：
ａ）　 将集装箱、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从车辆上卸下；
ｂ）　 将危险货物包件、小型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从车辆上或集装箱中取出；
ｃ）　 将危险货物从罐体中卸放，或者从散装运输的车辆、大小型集装箱或者散装容器中卸载。

Ａ． ４． １０
装货人　 ｌｏａｄｅｒ
承担下列任务的企业或者单位：
ａ）　 将危险货物包件、小型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装进车辆或集装箱中；
ｂ）　 将集装箱、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装载在车辆上。

Ａ． ５　 与压力容器、罐体等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５． １
充装系数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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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的气瓶单位水容积允许充装的最大气体质量。
［ＧＢ ／ Ｔ １３００５—２０１１，定义 ２． ４２］

Ａ． ５． ２
充装压力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在加压条件下充装罐时，罐体内部实际产生的最大压力。

Ａ． ５． ３
罐式车辆罐体　 ｔａｎｋ ｏｆ ｔａｎｋ⁃ｖｅｈｉｃｌｅ
固定式罐体

容积大于 １ ０００Ｌ 的罐体，且与车辆走行装置永久性连接（进而成为罐式车辆）或者与该车车架形成

一个整体。
Ａ． ５． ４

罐式车辆　 ｔａｎｋ⁃ｖｅｈｉｃｌｅ
固定式罐体内充装液体、粉状或颗粒状危险货物，且与定型汽车底盘或半挂车行走机构采用永久性

连接的道路运输罐式车辆。
Ａ． ５． ５

罐式集装箱　 ｔａｎ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一种用于运输气体、液体、粉状或颗粒状物质，且符合集装箱定义的运输设备，由罐体、框架及其设

备部件组成。 当用于第 ２ 类气体运输时，其容量不小于 ４５０Ｌ。
注：改写 ＧＢ ／ 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定义 ４． ２． ２． ２。

Ａ． ５． ６
罐体　 ｔａｎｋ
一个壳体，包括其辅助装置和结构设备。 单独使用时，罐体类型主要包括固定式罐体、可移动罐柜、

罐式集装箱和组成管束式车辆元件的罐体。
Ａ． ５． ７

罐体档案　 ｔａｎｋ ｒｅｃｏｒｄ
所有包含了罐体重要技术信息的文件，主要包括罐体质量证明、罐体出厂检验报告、定期检验报

告等。
Ａ． ５． ８

计算压力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在相应设计温度下，用以确定受压元件厚度的压力。 计算压力的确定除考虑设计压力外，还需考虑

液柱静压力、等效压力等附加载荷的影响，对于真空绝热罐体的内容器，还需考虑夹层真空对内容器的

影响。 计算压力按照引用标准的规定确定。
Ａ． ５． ９

壳体　 ｓｈｅｌｌ
用来盛装危险货物的罐体的本体部分（包括其开口和封口装置），但不包括辅助设备或外部结构

设备。
Ａ． ５． １０

壳体或壳体隔舱容积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ｌｌ ｏｒ ｓｈ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单个罐体（或罐体隔舱）或者单个瓶式容器的几何容积，按照设计图样标注的尺寸计算内容积（不

考虑制造公差）并且圆整，一般需要扣除永久连接在容器内部的内件的体积。
Ａ． ５． １１

可移动罐柜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ａｎｋ
一种符合《规章范本》定义的多式联运罐体。 当其用于运输第 ２ 类气体时，其容积大于 ４５０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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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的表 Ａ． １ 第 １０ 列的可移动罐柜导则表示。
Ａ． ５． １２

瓶束　 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捆在一起并用一根管路互相连接且作为一个单元运输的一组气瓶。 总水容积不超过 ３ ０００Ｌ，但拟

用于运输 ２． ３ 项毒性气体的集装格或捆包的水容积限值为 １ ０００Ｌ。
注：特指气瓶集束装置。

Ａ． ５． １３
气瓶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水容积不超过 １５０Ｌ 的移动式压力容器。
注：特指小容积和中容积气瓶。

Ａ． ５． １４
气筒　 ｔｕｂｅ
水容积 ＞ １５０ ～ ３ ０００Ｌ，用于可重复充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移动式钢质无缝气瓶。
注 １：特指大容积钢质无缝气瓶。
注 ２：改写 ＧＢ ／ Ｔ ３３１４５—２０１６，定义 ３． １． １。

Ａ． ５． １５
盛装气体的小容器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ａｓ
储气筒

用于盛装加压气体或气体混合物的非重复充装的容器。 金属制的容器水容积不超过 １ ０００ｍＬ；合
成材料或玻璃制的容器水容积不超过 ５００ｍＬ。
Ａ． ５． １６

试验压力　 ｔｅｓ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在初始检测或定期检测的压力试验中所需施加的压力。

Ａ． ５． １７
卸料压力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加压卸载时，罐体内的实际最大压力。

Ａ． ５． １８
压力桶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ｕｍ
水容积大于 １５０Ｌ 但小于 １ ０００Ｌ 的移动式焊接压力容器。
注：特指大容积焊接气瓶。

Ａ． ５． １９
压力容器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气瓶、气筒、压力桶、低温绝热气瓶、瓶束和救助压力容器等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的总称。
注：特指《特种设备目录》中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包括无缝气瓶、焊接气瓶和特种气瓶）。

Ａ． ５． ２０
最大工作压力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下列 ３ 种压力中的最高值：
ａ）　 充装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有效压力（允许的最大充装压力）；
ｂ）　 卸放时，罐体内允许的最大有效压力（允许最大卸放压力）；
ｃ）　 内装物（包括可能含有的额外气体）在最高工作温度时，罐体能承受的有效压力。
除非有其他特殊要求，最大工作压力的数值不低于充装介质在 ５０ ℃时的蒸气压（绝对压力）。 此

外，除运输第 ２ 类压缩气体、液化或溶解气体的罐体外，配有安全阀（有或无爆破片）的罐体，最大工作

压力等于安全阀规定的开启压力。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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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６　 与集装箱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６． １
大型集装箱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具有下列特性的集装箱：
ａ）　 不符合 Ａ． ６． ６ 定义的集装箱；
ｂ）　 符合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ＣＳＣ），且集装箱 ４ 个外底角所围闭的面积至少为 １４ｍ２，或者如装

有顶角配件，则至少为 ７ｍ２。
Ａ． ６． ２

封闭式集装箱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具有刚性箱顶、侧壁、端壁和箱底，且完全封闭的集装箱。 包括具有敞开式箱顶但在运输时可关闭

的集装箱。
Ａ． ６． ３

集装箱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符合下列条件的一种运输设备：
ａ）　 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可长期反复使用；
ｂ）　 适于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载运，在途中转运时，箱内货物不需换装；
ｃ）　 具有便于快速装卸和搬运的装置，特别是从一种运输方式转移到另一种运输方式；
ｄ）　 便于货物的装满和卸空；
ｅ）　 除运输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外，内容积应不小于 １． ０ｍ３。
注 １：不包括常规包装、中型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车辆。 包装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除外。
注 ２：改写 ＧＢ ／ 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定义 ３． １。

Ａ． ６． ４
开顶集装箱　 ｏｐｅ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顶部开口的集装箱或基于集装箱的平台。

Ａ． ６． ５
软开顶集装箱　 ｓｈｅｅｔｅ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使用帘布来保护所装载货物的开顶集装箱。

Ａ． ６． ６
小型集装箱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内容积不超过 ３ｍ３ 的集装箱。

Ａ． ７　 与运输作业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Ａ． ７． １
安保防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最大限度减少因危险货物被盗或误使用而导致对人员、财产或环境产生威胁而采取的措施。

Ａ． ７． ２
侧帘车辆　 ｓｈｅｅ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采用满足 ＪＴ ／ Ｔ ３８９ 规定的基布、涂覆层材料、剥离强度及温度性能的帘布保护所运输货物的敞开

式车辆。
Ａ． ７． ３

敞开式车辆　 ｏｐ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载货部位没有上部构造，或者仅设置了栏板和尾板的车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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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７． ４
车组人员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ａ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ｒｅｗ
驾驶人员或者其他因安全、安保、培训或操作等原因需与驾驶人员随行的人员。

Ａ． ７． ５
单次专用　 ｆｕｌｌ ｌｏａｄ
车辆或大型集装箱在每次运输时由某托运人托运的货物专用，且所有装卸操作均按照托运人和收

货人指示执行。
Ａ． ７． ６

封闭式车辆　 ｃｌｏｓ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封闭厢体且与驾驶室各自独立的货运汽车，或具有独立的密封车厢结构，厢体主

要部件能承受规定载荷的车辆。 主要包括 ＧＢ ／ Ｔ ２９９１２ 规定的厢式货车及 ＪＴ ／ Ｔ ３８９ 规定的厢式挂车。
Ａ． ７． ７

货物运输单元　 ｃａｒｇ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
车辆、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

Ａ． ７． ８
燃油加热器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ｅｒ
直接使用液体或气体燃料而非车辆发动机多余热量作热交换介质的装置。

Ａ． ７． ９
散货运输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ｂｕｌｋ
使用车辆、散装容器运输未包装的固体或物品的运输。 该术语不适用于包装货物或罐体运输的

物质。
Ａ． ７． １０

运输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危险货物的位移变化，包括因运输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途中停留，以及在位移变更前、中、后过程

中，因交通状况等原因致使危险货物在车辆、罐体和集装箱中的各个阶段。
Ａ． ７． １１

运输单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
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除外），或一辆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

Ａ． ８　 其他相关术语和定义

Ａ． ８． １
辅助设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设备：
ａ）　 对罐体，指测量仪表以及充装、卸放、通气、安全加热、保温及附加装置；
ｂ）　 对管束式车辆的元件，指充装和卸放装置，包括管路、安全装置和测量仪器等；
ｃ）　 对中型散装容器，指装运和卸载装置，包括减压、通气、安全、加热和隔热装置以及测量仪器。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７。

Ａ． ８． ２
结构装置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装置：
ａ）　 对罐式车辆或可拆卸罐的罐体，指壳体的内外部加固、紧固、保护或稳定构件；
ｂ）　 对罐式集装箱的罐体，指壳体的内外部加固、紧固、保护或稳定构件；
ｃ）　 对管束式车辆的元件，指壳体或容器内外部加固、紧固、保护或稳定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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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对除柔性中型散装容器以外的中型散装容器，指箱体的加强、固定、装卸、防护或稳定构件，包
括带塑料内容器的复合中型散装容器的底座托盘。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８。

Ａ． ８． ３
最大容积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容器或包装（包括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的最大内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３）或升（Ｌ）。

Ａ． ８． ４
最大允许总质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ｇｒｏｓｓ ｍａｓｓ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质量：
ａ）　 中型散装容器壳体及其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的质量加上最大允许装载质量；
ｂ）　 罐体的质量和允许运输的最大允许充装量之和。
注：改写 ＧＢ １９４３４—２００９，定义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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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高风险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保防范计划要求

高风险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保防范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ａ）　 将安保防范职责明确到有能力及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并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ｂ）　 危险货物或有关危险货物类别的信息；
ｃ）　 对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价，包括必要的中途停车，危险货物在运输前、运输中以及

运输后的安保状态，以及在多种运输方式之间转换或运输单元间转运过程临时存储的安保

状态；
ｄ）　 根据参与人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其能采用的明确降低安保防范风险的措施，包括：培训、安保

防范规章（如对高危情况的响应、对新雇员 ／聘用的核实等）、操作规程（如在已知的情况下选

择 ／使用路径，在临时储运时接触危险货物，与不安全基础设施的距离等）；用来降低安保防范

风险的设备和资源；
ｅ）　 有效的及时更新的安保威胁或事故的报告和处置程序；
ｆ ）　 评估和测试安保防范计划的程序，定期审查和更新计划的程序；
ｇ）　 确保运输信息安全的措施；
ｈ）　 确保与运输业务相关的信息仅分发给需要该信息的人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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