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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G234—2012 《自动轨道衡》是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发布的 OIML
R106:1997 《自 动 轨 道 衡》英 文 版 (AutomaticRail—weighbridges)为 基 础,对

JJG234—1990 《动态称量轨道衡》进行修订的,并结合我国自动轨道衡检定的实际情

况,保留了JJG234—1990《动态称量轨道衡》和JJG709—1990 《非机车牵引动态称量

轨道衡》检定规程中行之有效的内容,将翻车机轨道衡归入到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

衡》进行检定。与JJG234—1990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自动轨道衡常用的术语;
———自动轨道衡的准确度等级在原来的0.2级、0.5级基础上增加了1级和2级;
———增加了列车称量的准确度等级;
———增加了对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的要求;
———在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中不进行静态称量;
———采用OIMLR106国际建议动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进行计算并判定;
———增加了标志要求;
———增加了软件要求;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的编组和往返次数进行了调整;
———规定了作为控制衡器使用的自动轨道衡的要求。

JJG234—1990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23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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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轨道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自动轨道衡 (以下简称 “轨道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

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G567 检衡车

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衡

GB/T2887—2000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1885 自动轨道衡

OIMLR106:1997 自动轨道衡 (AutomaticRail-weighbridge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自动轨道衡 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按预定程序对行进中的铁路货车进行称量,具有对称量数据进行处理、判断、指示

和打印等功能的一种自动衡器。

3.1.2 控制衡器 controlinstrument
通过静态称量确定参考车辆质量的衡器。

3.1.3 整体道床 solidconcreteroadbed
与承载器基础和防爬底架连为一体,在承载器基础两端构建的稳定承载结构。

3.1.4 承载器 loadreceptor
轨道衡中用于承受载荷的装置。
注:轨道衡的承载器可以分为单承载器和多承载器。

3.1.5 模块 module
轨道衡中完成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可识别部件,并可根据相关国家规定中的计量

和技术性能要求单独评价。

3.1.6 非联挂车辆 uncoupledwagon
不与机车或其他车辆连接的单节车辆。

3.1.7 联挂车辆 coupledwagon
与机车或其他车辆相互连接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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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列车 train
包含或不包含机车在内的若干节联挂车辆。

3.1.9 轨道衡检衡车 testvehicleforrail-weighbridge
具有已知的标准质量值,用于检定、检测轨道衡的铁路特种车辆,简称 “检衡车”。

3.1.10 参考车辆 referencewagon
由控制衡器称量,在动态检定、检测中被临时用作质量标准的铁路车辆。

3.1.11 混编车辆 mixedwagon
编入检衡车组中的铁路货车。

3.1.12 轴称量 axleweighing
被称车辆的轴逐次通过同一承载器进行的称量。

3.1.13 转向架称量 bogieweighing
被称车辆的转向架逐次通过同一承载器进行的称量。

3.1.14 整车称量 fulldraughtweighing
整个车辆通过承载器的称量。

3.1.15 动态称量 weighing-in-motion
铁路车辆在运行状态下进行的称量。

3.1.16 静态称量 staticweighing
铁路车辆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称量。

3.1.17 列车称量 trainweighing
确定联挂车辆累计质量的称量。

3.1.18 最高称量速度 maximumoperatingspeed
动态称量时轨道衡允许的最高车辆速度,超过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现过大的

相对误差。

3.1.19 最低称量速度 minimumoperatingspeed
动态称量时轨道衡允许的最低车辆速度,低于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现过大的

相对误差。

3.1.20 称量速度范围 rangeofoperatingspeed
动态称量时介于最低和最高称量速度之间的范围。

3.1.21 最高通过速度 maximumtransitspeed
轨道衡允许通过的最高速度,超过该速度将会使衡器产生永久性破坏。

3.2 计量单位

轨道衡使用的计量单位是:千克 (kg),吨 (t)。

4 概述

轨道衡用于称量铁路货车装载的货物,由基础、称重传感器、承载器、称重仪表、
打印机等装置组成,称重仪表将称重传感器输出的车辆载荷信号进行处理,自动转换为

质量值,从而得出运行过程中的车辆或列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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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量性能要求

轨道衡的最小秤量为18t,最大秤量为100t。

5.1 准确度等级

轨道衡分为4个准确度等级:0.2级,0.5级,1级和2级。
对于车辆称量和列车称量,同一台轨道衡可以有不同的准确度等级。列车称量准确

度等级由实际车辆称量的检定数据计算得出。

5.2 检定分度值 (e)
检定分度值e应以1×10k,2×10k,5×10k (k为正整数)形式表示。
准确度等级、检定分度值和检定分度数之间的关系见表1。

表1 准确度等级、检定分度值和检定分度数之间的关系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e
(kg)

检定分度数n=Max/e

最小值 最大值

0.2 ≤50 1000 5000

0.5 ≤100 500 2500

1 ≤200 250 1250

2 ≤500 100 600

5.3 最大允许误差

动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2。
表2 动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

准确度等级
以车辆及列车质量的百分数表示

首次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0.2 ±0.10% ±0.20%

0.5 ±0.25% ±0.50%

1 ±0.50% ±1.00%

2 ±1.00% ±2.00%

注:质量为18t~35t的车辆按35t进行最大允许误差的计算。

5.3.1 车辆称量

根据表2相应准确度等级计算每辆检衡车或参考车辆的最大允许误差,并按

GB/T8170中的进舍规则修约为整数,获得修约后的最大允许误差。
若计算出的最大允许误差小于1e,则该秤量点的最大允许误差按1e进行处理。

5.3.2 列车称量

根据表2相应准确度等级计算列车 (联挂检衡车或参考车辆的总质量)的最大允许

误差,并按GB/T8170中的进舍规则修约为整数,获得修约后的最大允许误差。
若计算出的最大允许误差小于5e,则列车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按5e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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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用技术要求

6.1 操作安全性

6.1.1 欺骗性使用

轨道衡不应有欺骗性使用的特性,应设置防护措施用于防止对轨道衡的非正常调整

和使用。
6.1.2 意外失调

轨道衡在设计时应防止能干扰轨道衡计量性能的意外失调,当意外失调发生时应进

行提示。
6.1.3 中途反向称量

被称车辆在称量期间出现反向行驶时,轨道衡应能够通过自动或人工干预使此次称

量无效。
6.2 称量结果的指示

6.2.1 称量的指示

轨道衡称重仪表至少应显示和打印称量日期、序号、车号 (如果需要)、车辆质量、
称量速度、称量时间,超出称量范围和称量速度时应进行提示。

数字指示应根据分度值的有效小数位进行显示。小数部分用小数点 (下圆点)将其

与整数分开,示值显示时其小数点左边至少应有一位数字,右边显示全部小数位。示值

的数字和单位应稳定、清晰且易读,其计量单位应符合3.2的要求,其举例见附

录A.1。
6.2.2 打印输出

打印数据应清晰、耐久,计量单位的名称或符号应同时打印在数值的右侧或该数值

列的上方,并与国家规范的要求一致。
6.2.3 示值的一致性

数字指示和打印装置示值应一致。
6.2.4 称量范围

对于小于最小秤量或大于最大秤量的车辆应进行提示。
6.3 车辆识别装置

轨道衡应配有车辆识别装置。该装置应能判断车辆已进入称量区及整车称量完毕。
单方向使用的轨道衡,如果反方向通过,轨道衡应给出错误提示信息或不显示车辆

质量。
6.4 安装状况

6.4.1 基础和排水

轨道衡的基础应符合GB/T11885中的相关要求,不应有堆积物、断裂和局部下

沉。如果轨道衡的机械部分位于基坑内,应采取排水措施,以保证轨道衡不被浸泡。
6.4.2 承载器和钢轨

承载器和钢轨的安装应能满足计量性能要求。引轨与称量轨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应

有防爬措施。引轨与称量轨应采用同一型号的钢轨。
6.5 软件要求

轨道衡使用的软件应与型式批准时使用的软件一致,校准参数除外。
4

JJG234—2012



6.6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应具有合格证书,并应与型式批准证书使用的一致。
6.7 标志

6.7.1 强制必备标志

———制造许可证的标志、编号;
———轨道衡的生产厂名;
———轨道衡名称和型号;
———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e;
———最大秤量;
———最小秤量;
———称量方式 (轴称量、转向架称量、整车称量);
———出厂编号;
———称量速度范围;
———承载器长度。

6.7.2 说明性标志

———称量装载物的适用范围 (液态或固态);
———供电电压;
———交流电源频率;
———温度范围 (当不是-10℃~40℃时应标出)。

6.7.3 检定标志

———检定单位;
———检定人员;
———检定日期;
———有效日期;
———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
———列车称量准确度等级。

6.7.4 附加标志

如果轨道衡有特殊用途,可增加附加标志。
6.7.5 标志的要求

标志应设置在称重仪表和承载器易于观察的部位。
标志应具有一定尺寸、形状,使用稳定耐久的材料制作,内容应采用国家规定的图

形或符号,清晰易读且安装牢固。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1 首次检定

检定应由计量检定机构在已安装调试完毕,能够正常运行的轨道衡上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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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检定机构可要求申请者提供必要设备、人员以及控制衡器。如果符合附录C
控制衡器的要求,被检轨道衡可作为控制衡器。首次检定按7.3.1规定的项目进行。

7.1.2 后续检定

后续检定按7.3.1规定的项目进行。

7.1.3 使用中检查

使用中检查按7.3.1规定的项目进行。

7.2 检定条件

7.2.1 计量标准

7.2.1.1 检衡车

符合JJG567 《检衡车》要求的检衡车。

7.2.1.2 参考车辆

符合铁路运输要求、质量稳定的货车,其装载物的性质和正常称量物相似。

7.2.2 环境条件

7.2.2.1 轨道衡的基坑内不应有堆积物和积水;

7.2.2.2 应单独提供380V/20A的三相动力电源;

7.2.2.3 秤房内应有足够的使用面积以便于放置设备等,室内温度和湿度应符合

GB/T2887中B级的规定,秤房位置应便于观察车辆运行的状态 (或安装监控设备);
电源、仪表地线应符合GB/T2887中C级的规定;

7.2.2.4 铁路线路必须开通且稳定;

7.2.2.5 遇雨、雪等可能影响检定工作的情况应停止检定。

7.3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7.3.1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一览表见表3。
表3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5.1 准确度等级 + + +

5.2 检定分度值 + + +

5.3 最大允许误差 + + +

6.1 操作安全性 + - -

6.2 称量结果的指示 + - -

6.3 车辆识别装置 + - -

6.4 安装状况 + + -

6.5 软件要求 + - -

6.6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 + - -

6.7 标志 + + -

  注:表内 “+”表示应检定项目;“-”表示可不检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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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检定方法

7.3.2.1 准确度等级

检查被检轨道衡标志规定的准确度等级是否符合5.1及型式批准的要求。

7.3.2.2 检定分度值

检查被检轨道衡标志规定的检定分度值是否符合5.2的要求。

7.3.2.3 最大允许误差

a)动态称量

检衡车或载重货车以轨道衡允许的通过速度往返通过承载器至少3次。之后允许调

整,同时检查在称量速度范围之外时的提示功能。
以总质量约为20t,50t,68t,76t,84t的5辆检衡车编成以下车组:

1)机车—84t—50t—76t—68t—20t;

2)机车—68t—76t—50t—84t—20t。
首次检定和大修后检定时采用两个编组进行检定,后续检定 (除大修后检定)和使

用中检查采用其中一个编组进行检定。
对于首次检定和大修后的轨道衡,在检定过程中,可对检衡车的质量进行调整。必

要时,在机车和检衡车之间加挂3辆以上混编载重车辆,检查轨道衡对各种车型的判别

能力。
检定时检衡车以标志中规定的称量速度范围往返检定各10次,应符合5.3最大允

许误差的要求。对于单方向使用的轨道衡,应按使用方向检定各10次,应符合5.3最

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b)称量结果示值误差的计算

轨道衡称量结果示值误差的计算见公式 (1)。

E=I-m0 (1)

  式中:

E———轨道衡称量的示值误差,kg;

I———轨道衡称量的检衡车或参考车辆的示值,kg;

m0———检衡车或参考车辆的标准值,kg。

c)称量结果的判定

联挂车辆称量时,动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按表2进行计算后修约为整数,其中

90% (按每个编组中的各个秤量点进行计算)的称量值不得超过修约后的最大允许误

差,不超过10% (按每个编组中的各个秤量点进行计算)的称量值可以超过修约后的

最大允许误差,但不得超过该误差的2倍;非联挂车辆称量时,所有的动态称量值都应

符合修约后的最大允许误差;列车称量时,所有的动态称量值都应符合修约后的最大允

许误差,举例见附录A.2。

7.3.2.4 操作安全性

检查轨道衡是否具有防护修改校准参数的硬件或软件的措施,检查车辆的重量、速

度超出允许的范围时是否具有提示和报警功能,检查轨道衡是否符合6.1.3的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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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5 称量结果的指示

检查轨道衡是否符合6.2的要求。

7.3.2.6 车辆识别装置

检查轨道衡是否符合6.3的要求。

7.3.2.7 安装状况

检查轨道衡是否符合6.4的要求。

7.3.2.8 软件

检查轨道衡的软件是否符合6.5的要求。

7.3.2.9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

检查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是否具有合格证书。

7.3.2.10 标志

检查轨道衡的标志是否符合6.7的要求。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轨道衡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轨道衡发给检定结果

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轨道衡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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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称量结果的判定及称量结果的指示举例

A.1 称量结果的指示

例1
日期:2010年9月1日

序号 车号 质量 (kg) 速度 (km/h) 时分秒

1 8066236 82280 8.0 10:13:10

A.2 称量结果的判定

例2 车辆动态称量首次 (后续)检定

对于联挂车辆称量准确度等级为1级、e=200kg的轨道衡,检衡车标准值为

22280kg,按35000kg进行最大允许误差的计算。

MPE为:35000kg×(±0.50%)=±175kg;
修约后的 MPE为 (一倍误差内):±175kg<1e,则该 MPE取±200kg;

MPE的两倍:±400kg (2e);
两倍误差外:超过±400kg。
轨道衡的20个称量示值分别为:22150kg,22150kg,22250kg,22260kg,

22150kg,22260kg,22270kg,22260kg,22280kg,22260kg,22270kg,

22270kg,22490kg,22250kg,22250kg,22200kg,22250kg,22260kg,22250kg,

22250kg
轨道衡示值与标准值之差分别为:-130kg,-130kg,-30kg,-20kg,-130kg,

-20kg,-10kg,-20kg,0kg,-20kg,-10kg,-10kg,+210kg,-30kg,

-30kg,-80kg,-30kg,-20kg,-30kg,-30kg
20个称量值中,一倍误差内的有19个,一倍误差外两倍误差内的有1个,两倍误

差外的有0个,因此轨道衡的该秤量点合格。
如果其他4个秤量点各20个称量值中,有不多于2个的称量值超过一倍误差,但

没有超过两倍误差,则判定该轨道衡检定合格。
例3 列车动态称量首次 (后续)检定

对于列车称量准确度等级为0.5级、e=100kg的轨道衡,5辆检衡车的标准值分

别为:81760kg,49760kg,75770kg,65460kg,21410kg,则计算出列车的标准

值为81760+49760+75770+65460+21410=294160 (kg)。

MPE为:294160kg× (±0.25%)=±735.4kg
修约后的 MPE为 (一倍误差内):±735kg>5e,则该 MPE取±735kg;
轨道衡的20个称量累计示值分别为:294360kg,294860kg,294870kg,

294860kg,294780kg,294780kg,294850kg,294850kg,294840kg,294660kg,

294560kg,294460kg,294560kg,294520kg,294420kg,294780kg,294560k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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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360kg,294260kg,294660kg
轨道衡示值与标准值之差分别为:+200kg,+700kg,+710kg,+700kg,

+620kg,+620kg,+690kg,+690kg,+680kg,+500kg,+400kg,+300kg,

+400kg,+360kg,+260kg,+620kg,+400kg,+200kg,+100kg,+500kg
20个称量值中,所有的称量值都符合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因此该轨道衡在列车

称量准确度等级0.5级合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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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记录格式(信息性)

检定记录           第 页 共 页

证书编号:GJZ-H 字 第         号

送检单位 负责部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路局 分站 检衡车到站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单位 出厂编号

检定类别 首次□ 后续□ 使用中□ 准确度等级 车辆称量: 级 列车称量: 级

检定分度值e 分度值d 上衡方式 推□ 拉□

牵引方式 机车□ 非机车□ 称量方式 整车称量□ 转向架称量□ 轴称量□

上衡方向
双方向□ 从左往右□ 

从右往左□
混编车型

检定车速范围 (   ~   )km/h 检定地点

称重仪表
符合□ 不符合□
型号:
编号:

称重传感器
符合□ 不符合□
型号:

计算机 型号:
编号:

操作安全性 符合□ 不符合□ 车辆识别装置 符合□ 不符合□
称量结果

的指示
符合□ 不符合□

安装状况 符合□ 不符合□ 软件 符合□ 不符合□ 标志 符合□ 不符合□

整体道床 符合□ 不符合□ 平直段 符合□ 不符合□ 环境条件 符合□ 不符合□

检定使用

的计量标

准装置

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 ]国 量标 铁道 证字 第 号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号 [ ]国 社量标 轨道 证字 第 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检定使用

的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车型车号 检定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称重传感器位置示意图及编号: 备注:

检定依据 JJG234—2012 《自动轨道衡》

核验员: 检定员: 检定结论: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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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检定数据     (单位:kg)      第 页 共 页

编组方式: 机车—84t—50t—76t—68t—20t□   机车—68t—76t—50t—84t—20t□
车型车号 列车称量

标准值m0

MPE
修约后 MPE
两倍误差

一倍误差上限值

一倍误差下限值

两倍误差上限值

两倍误差下限值

过衡方向:从左往右□ 从右往左□  ——————  过衡方式:推□ 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过衡方向:从左往右□ 从右往左□  ——————  过衡方式:推□ 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定数据处理结果

一倍误差内

一倍误差外

两倍误差内

两倍误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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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控制衡器与参考车辆

C.1 控制衡器

C.1.1 数字指示轨道衡

作为控制衡器的数字指示轨道衡应能满足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衡》的各项要

求,称重仪表的分度值d应能细化为2kg。
对于能够关闭零点跟踪功能的数字指示轨道衡,建立参考车辆时应将其关闭;对于

无法关闭零点跟踪功能的数字指示轨道衡,应加放一定的砝码使其超出零点跟踪范围。
对于无法细化分度值的数字指示轨道衡,采取以下方法确定参考车辆的质量:
在数字指示轨道衡上测量检衡车或砝码小车与砝码组合的各个秤量点10次,逐一

加放0.1e的小砝码,直至轨道衡的示值明显地增加了一个e,变成I+e,所有附加的

小砝码为Δm,计算化整前的示值P,求出Pmax-Pmin,应满足C.1.3中重复性指标的

要求,计算10次的平均值P及系统误差Δ,每个秤量点称量完毕后,立即将参考车辆推

上承载器进行6次称量,记录6次的称量示值I,求出平均值I,则参考车辆的质量

为m0。

P 的计算公式见式 (C.1),Δ 的计算公式见式 (C.2),I的计算公式见式 (C.3),

m0的计算公式见式 (C.4):

P=I+0.5e-Δm (C.1)

Δ=P-m (C.2)

I=
∑
n

i=1
Ii

n
(i=1,2,3,…,n) (C.3)

m0=I+(-Δ) (C.4)

  式中:

m———所加载荷的标准值,kg;

Ii———各次的称量示值,kg;

m0———建立的参考车辆的标准值,kg。

C.1.2 多承载器轨道衡

使用多承载器轨道衡作为控制衡器应能满足本规程的各项要求,称重仪表的分度值

d应能细化为2kg。
对于能够关闭零点跟踪功能的轨道衡,建立参考车辆时应将其关闭;对于无法关闭

零点跟踪功能的轨道衡,应加放一定的砝码使其超出零点跟踪范围。

C.1.3 控制衡器的要求

对应参考车辆质量的每个秤量点采用以下方法对控制衡器的重复性指标进行评价

(该试验可以与建立参考车辆的过程同时进行):
以 一定质量的砝码小车或检衡车推至承载器上往返5次,共计10次称量,求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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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示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Imax-Imin即重复性误差,若该秤量点的重复性误差不大

于动态称量所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3,则此控制衡器即可以用来建立参考

车辆。

C.2 选取参考车辆

C.2.1 装载固态物的车辆

根据现场的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常用的铁路货车5辆,装载质量稳定的物质

(如钢铁等金属),装载后的质量约为20t,50t,68t,76t和84t。

C.2.2 装载液态物的车辆

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常用的铁路罐车5辆,罐车装载物应与实际称

量时一致,且车辆之间的质量值应有差别,其中应有1辆空罐车。

C.3 建立参考车辆

C.3.1 使用数字指示轨道衡

对已选取并装载后的参考车辆进行称量,确定参考车辆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采用C.1.3的方法确定该秤量点的重复性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若符合要求,记录

该秤量点的系统误差Δ,将对应的参考车辆推至承载器,共计6次,记录称量示值I,

求出平均值I,用平均值I与该秤量点的系统误差Δ 计算得到参考车辆的标准值m0,计

算公式见式 (C.4)。
重复以上过程直到得出其余参考车辆的标准值m0。

C.3.2 使用多承载器轨道衡

对已选取并装载后的参考车辆 (罐车)进行称量,确定参考车辆 (罐车)的质量是

否符合要求。
采用C.1.3的方法确定该秤量点的重复性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若符合要求,记录

该秤量点的系统误差Δ,将对应的参考车辆 (罐车)推至两个承载器上,共计6次,记

录称量示值I,求出平均值I,用平均值I与该秤量点的系统误差Δ 计算得到参考车辆

(罐车)的标准值m0,计算公式见式 (C.4)。
重复以上过程直到得出其余参考车辆 (罐车)的标准值m0。

C.4 参考车辆的使用

参考车辆的装载物应稳定,质量值不易发生变化,参考车辆的使用时间不得超过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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