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次

前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术语和定义 １………………………………………………………………………………………………

３　 承运人的基本要求 １………………………………………………………………………………………

４　 运输前准备 ２………………………………………………………………………………………………

５　 运输过程控制 ５……………………………………………………………………………………………

６　 交付验收 ５…………………………………………………………………………………………………

参考文献 ６………………………………………………………………………………………………………

Ⅰ

ＪＴ ／ Ｔ １２９５—２０１９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淑贞、张文涛、安然、王亚楠、萧赓、李彦林、杨天军、董娜、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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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大型物件运输承运人的基本要求、运输前准备、运输过程控制，以及交付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大型物件承运人承运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４． ５ｍ，或总宽度超过 ３． ７５ｍ，

或总长度超过 ２８ｍ，或总质量超过 １００ｔ 的道路大型物件的运输活动，其他道路大型物件运输活动可参

照使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 １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道路大件运输） 　 ｈｅａｖｙ ｏｒ ｂｕｌｋｙ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

２． ２
护送车辆　 ｅｓｃｏｒ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在道路大件运输过程中与大件运输车辆同行，承担引导、护卫、通信、服务、救援等功能的车辆。

２． ３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经营申请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颁发给经营申请人，许

可其从事有关经营的凭证。
［ＧＢ ／ Ｔ ８２２６—２００８，定义 ２． １０． ９］

３　 承运人的基本要求

３． １　 资质要求

应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范围为大型物件运输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３． ２　 组织机构要求

应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包括安全管理部门、质量管理部门、生产调度部门、机务部门等。

３． ３　 制度要求

３． ３． １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质量管理、服务规范制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
３． ３． ２　 应制定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理体系，并定期演练。

３． ４　 人员要求

３． ４． １　 专职管理人员应具有从业经验和安全管理能力，熟悉交通运输行业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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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２　 应配有机械、装载加固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驾驶人员。
３． ４． ３　 从业人员每年应参加继续教育，持续提高管理及业务技能。

３． ５　 车辆要求

３． ５． １　 牵引车驱动的大件运输车辆或车辆组合应安装卫星定位装置。
３． ５． ２　 车辆应按规定进行维护，确保技术状况良好。
３． ５． ３　 车辆应按相关规定要求，配置和张贴警示标志。

３． ６　 装卸、加固器具要求

３． ６． １　 应根据承运货物尺寸、重量、属性等方面特点，并结合装卸场地特点，配备和选择技术性能和使

用功能良好的装卸、加固器具。
３． ６． ２　 应做好装卸、加固器具的保管、检查、维护工作，并按照其使用说明书做好防护措施，保持装卸、
加固器具使用性能良好。

４　 运输前准备

４． １　 前期资料收集

４． １． １　 承运货物基本要求

收集承运货物的基本参数和运输图，了解设备外形尺寸、重量及重心位置、运输支重面及捆绑加固

点位置；了解装卸的吊点、顶升点、顶推点或牵引点位置；了解托运人对承运货物在运输期限、批次数量

安排、运输措施等方面的特定要求。

４． １． ２　 特殊要求

应充分了解托运的特殊货物在防护、防潮、受力、抗变形、限制震动、加速度、冲撞、监测数据等方面

的特殊要求。

４． ２　 现场踏勘

４． ２． １　 道路勘察

应了解沿途道路线形和桥涵通过能力，主要包括沿途公路设施技术等级情况，沿途道路路基、路面、
横纵坡度情况，沿途立交、隧道、线缆、牌架、收费站、建筑情况等。 对可能发生滑坡、山崩、坍塌、落石等

不良地质灾害的路段，应了解其易发时段、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 应详细记录沿途发生受损、施工等异

常情况的道路设施并了解修复时间。

４． ２． ２　 装卸作业现场勘察

应了解装卸现场的作业空间、作业现场地基承载力、道路宽度、建筑物、电线杆、路基路面等设施情

况，以查验装卸现场是否满足大件运输车辆停靠及进出通行要求、是否具备装卸作业条件。

４． ２． ３　 其他因素勘察

应了解运输沿途地理环境、气象条件等，选择符合要求的停靠补给点。 查明运输途经地的海拔高

度、地形特征、道路条件及路况，运输期间有无洪水、暴雨、浓雾、冰雪、大风等特殊气象及其影响程度。
预选运输途中合适的加油、停靠、补给、住宿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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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４　 勘察报告的编制

勘察报告应客观、准确、详细、全面地反映沿途及装卸场地情况，并推荐最佳路线和备选路线，路线

图应标明沿途线路名称、途经城镇、主要出入口、主要桥涵、停靠点等情况。 对不满足运输要求的障碍，
应提出通行措施或改造方案，应列出各障碍点位置、数量、障碍类型、处理及恢复方式等。

４． ３　 运输实施方案

４． ３． １　 方案内容

应至少包含项目概况、编制依据、组织机构、配车方案、运输线路及排障措施、装载加固方案、车辆标

志配置方案、运输装卸作业计划、运输过程管控措施、护送方案、进度计划、运输保障措施，以及运输应急

预案。

４． ３． ２　 方案要求

运输实施方案各部分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项目概况：托运人名称，承运货物的名称、参数、注意事项，本次运输的起止点、作业范围等；
ｂ）　 编制依据：法律法规、标准及制度，合同、设备特性等方面的要求，道路、现场勘查结果（勘察报

告）等；
ｃ）　 组织机构：对承揽的运输项目设立项目部，项目部具备工程技术、安全管理、质量保证、生产作

业职能，实现对大件运输项目计划、组织、实施、协调全过程的有效管理；明确项目部组织机

构、成员组成、分工职责等内容，明确主要负责人员内外联络方式等；
ｄ）　 运输线路及关键点控制：确定运输线路，应包括运输线路总体情况及各路段具体情况；识别各

路段易发生运输风险的关键点（桥梁、出入口、交叉口、弯道、隧道等），提出各关键点应采取的

措施；
ｅ）　 配车技术方案：综合考虑承运货物的外形尺寸、重心位置、车货质量以及道路勘察情况，科学

选择车组形式；
ｆ）　 装卸作业方案：合理确定装卸作业涉及的吊装机具数量、型号以及人员配置方案，提出吊装点

位置、装卸作业流程、作业场地处理措施、注意事项等；
ｇ）　 装载加固方案：明确装载固定装置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装载固定方式，防倾倒、防滚动、防

滑动措施等；
ｈ）　 车辆标志配置方案：结合货物装载情况，确定货物装载后货物和车体标志的种类、位置、使用

方式等；
ｉ）　 运输、装卸作业计划：明确运输、装卸等各关键环节作业时间、地点、人员安排；
ｊ）　 运输过程管控措施：综合考虑货物装载情况、行驶道路情况，确定运输线路中各路段车辆运行

速度、运行轨迹、车辆检查频率、停车位置等在途行驶行为；
ｋ）　 护送方案：明确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

常情况处理等；
ｌ）　 进度计划：提出从接收委托任务至完成委托任务期间，各项主要活动的时间安排；
ｍ）　 运输保障措施：提出为保证运输时效、运输质量、运输安全，以及为保护环境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应实行的安全、质量、工期保证及环境保护等措施；
ｎ）　 运输应急预案：针对大件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车辆、交通设施、天气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提出防范措施、应急响应与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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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申报与桥梁排障

４． ４． １　 承运人应向公路管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获得“超限运输车辆通行

证”。
４． ４． ２　 需要进行桥梁验算的，承运人应根据相关要求配合公路管理机构进行桥梁验算；需要采取加

固、改造措施的，承运人应按照规定采取有效的加固、改造措施。 承运人不具备加固、改造措施的条件和

能力的，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加固、改造。

４． ５　 启运前准备

４． ５． １　 接收承运货物

４． ５． １． １　 应按承运货物清单核对承运货物的规格、数量，检查货物及外包装有无变形、损伤或零部件

缺失等情况，与托运人确认承运货物运输中的特殊要求。
４． ５． １． ２　 对装载有检测仪器的应记录交接时相关数据，对有防护要求的应检查其防护是否可靠

稳妥。 　
４． ５． １． ３　 查验完毕，应把有关记录填入交接单，经交接双方确认无误后，办理交接手续。 如有异常情

况，应详细记录，并及时通知委托方。

４． ５． ２　 运输实施方案交底

４． ５． ２． １　 根据项目大小和难易程度，承运人可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组织召开协调会，与公安、公路、市
政等相关部门商定运输实施方案的执行细节。
４． ５． ２． ２　 组织运输方案交底，应让参与运输人员了解运输作业项目的内容、特点和要求，了解工作任

务、运输方式、运输作业步骤、自身职责、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运输应急预案。
４． ５． ２． ３　 应检查牵引车、挂车、特殊工装设备状况，以及运输、起重吊装机械和绑扎工器具，确保相关

设备和器具性能完好、安全可靠。
４． ５． ２． ４　 对有防潮、防震等特殊要求的承运货物，应检查其防护措施是否有效，检测仪器是否正确配

备并正常工作。
４． ５． ２． ５　 应根据上述检查结果，认真填写启运前准备工作的记录。

４． ５． ３　 装车、加固

４． ５． ３． １　 应根据承运货物的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装车方式。
４． ５． ３． ２　 应设统一的起重指挥和专人进行安全监护，作业人员在起重指挥的统一指挥下，严格按照方

案进行装车。
４． ５． ３． ３　 对于承运的货物，应尽量均衡、稳定、合理地分布在载货平台上，不超载、偏载，能够经受运输

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力的作用，不发生移动、滚动、倾覆、倒塌或坠落等情况。
４． ５． ３． ４　 承运的货物重心应与承运车辆的承载中心相吻合，其偏差应控制在车辆的许可范围内。
４． ５． ３． ５　 承运的货物与载货平台接触处应铺设防滑材料。
４． ５． ３． ６　 有防潮、防震等特殊要求的承运货物应加装相应的监测仪器，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４． ５． ３． ７　 应按照运输实施方案中的装载加固方案开展相关操作。
４． ５． ３． ８　 应在货物和车体的合理位置张贴标志。
４． ５． ３． ９　 应检查并配齐运输过程中可能用到的行驶资料、安全警示、通信等配套设备，以及“超限运输

车辆通行证”等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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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运输过程控制

５． １　 大件运输车辆在途行驶规则

５． １． １　 大件运输车辆应严格按照“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规定的内容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要求行驶。
５． １． ２　 运输过程中，大件运输车辆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拟定的运输方案规范使用警示灯、警示标志，提
醒其他社会车辆和行人避让，并与护送车辆保持实时、畅通的通信联系安全距离。
５． １． ３　 大件运输车辆应严格按照运输方案要求控制行驶速度，应避免快速起步、急剧转向和紧急制

动，长距离下坡应采取降温措施。
５． １． ４　 夜间行驶时，大件运输车辆和护送车辆应开启标志灯并随车配备发光指挥棒等安全警示装备，
作业人员应着反光背心。
５． １． ５　 运输途中应安排专人负责适时停车检查，着重检查车况及检测仪表数据、设备绑扎情况，发现

异常应及时处理。
５． １． ６　 遇到道路临时施工、突发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应根据现场情况评估大件运输车辆是否可以通

行，如确需通行，应采取措施确保通行安全。
５． １． ７　 遇到道路施工、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情况，应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临时停车或较长时间停车。
临时停车或较长时间停车时，应做好车辆防溜措施，保持车辆标志处于开启状态，并在车辆周边放置随

车携带的安全警示设备，留守值班人员，根据情况及时告知公路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相

关部门。 如需较长时间停车，车辆应平稳降低行驶速度，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区停靠等候，并采取上述

措施。 必要时，应对大件车组载货平台进行支垫。
５． １． ８　 对于运输过程中的每次检查情况，应详细、及时进行记录。

５． ２　 护送车辆在途行驶规则

５． ２． １　 需开展护送活动的，护送车辆应严格按照护送方案护送。
５． ２． ２　 护送车辆应与被护送的大件运输车辆保持实时、畅通的通信联系。
５． ２． ３　 如因故障、交通事故，或遇恶劣天气、住宿等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护送车辆应引导大件运

输车辆平稳降低行驶速度，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区停靠等候，并采取相应措施（详见 ５． １． ７ 条）。

６　 交付验收

６． １　 承运货物抵达目的地后，根据合同约定的交货形式进行交付验收。
６． ２　 交付验收时，承运人与收货人应共同进行验收检查，根据运单对卸载或已卸载货物的数量、规格、
外观、包装等进行检查验收，检查验收合格后，承运人与收货人办理交付手续。
６． ３　 如发生逾期交付或货物检验不合格时，现场工作人员应做好记录，及时通知相关方。
６． ４　 如被保险的货物受损，承运人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或保单上写明的保险公司在货物目的地的检验

理赔代理人，并申请货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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