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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中国计量测试学

会标准建设工作安排，经学会标准工作专家委员会审议，批准团体标

准《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项目制定计划。本文件由中国计量测试

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提出，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归口。重庆市

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重庆赛宁特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唯英科技有限

公司、重庆联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锦亿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计量检测中心和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组织编写。 
(二) 制定背景 

大宗物料称量的准确性是确保贸易结算公平性和工业企业成本

核算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型电子汽车衡的应用越来

越广，最大秤量从 30t 发展到 200t。用于贸易结算的非自动衡器（如

电子汽车衡）是国家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对大型电子汽车衡的生产

依据国家标准 GB/T7723《固定式电子衡器》进行。 

http://china-csm.org/xuehuijieshao/fenzhijigou/2368.html
http://china-csm.org/xuehuijieshao/fenzhijigou/2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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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子汽车衡结构主要由称重传感器、承载器（秤

台）和电子称重仪表组成。其承载器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结构件组

成一个整体的称重台面，以完成台面上被称货物对称重传感器的重力

传递。随着汽车衡秤量范围越来越大，这种结构的电子汽车衡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承载器结构形式对称量带来的影响 

1）、秤量越大秤台台面就越大，承载器变形量受载荷重量的影响

就越大，造成秤量线性变化； 

2）、秤台尺寸越长，承载器互相搭接点位越多，承载器相互作用

力牵制就越大，造成电子汽车衡前、后不同测量位置之间测量值差值

越大。 

3)、秤台台面越大受热胀冷缩影响越大，称重传感器受承载器的

影响形成一个随环境温度变化的切向分力，造成称量不准。 

4）、不能很好解决坡度安装问题。 

2、大量程汽车衡检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大量程电子汽车衡在检定中，即使按检定规程采用替代法，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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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量的标准砝码和替代物；在砝码的运输过程、砝码和替代物在承

载器上的堆放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3.本文件解决方案 

一种模块化，可组合的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能有效解决以上问

题。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是由多个独立单体称量单元所组成，电子

称重仪表可显示每个独立单体称量单元称量值和物体总重量测量值

的组合式汽车衡。 

结构原理示意图 ： 

 

这种可组合的形式具有如下优点： 

1）、量值传递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每个单体称量单元秤量范围小，检测时分别对每个单体称量

单元独立标定并按标准技术要求开展检测，符合技术要求后，同时在

各单体称量单元上分别加放相应最大称量的标准砝码，将单体称量单

元示值之和减去标准砝码约定质量即可得到组合误差。由此解决了现

场检测需要大量标准砝码或替代物的技术操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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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确性可以得到保障 

由于每个单体称量单元承载器长度尺寸较短，减少了热胀冷缩和

大载荷下承载器变形带来的切向分力，有效保障了称量范围线性度要

求。 

在使用过程中可对每个单体称量单元进行称量比对检查，尤其是

满量程输出一致性的检测，及时发现故障等，同时能及时发现在称重

传感器电缆线上安装作弊装置的行为。 

3）、大量程小质量的精确测量 

单体组合式汽车衡的最大秤量是由单体称量单元和单元节数组

合确定。组合后总重分度值与单体分度值一致，从而满足用户在使用

大秤量汽车衡称量较小质量货物时的误差要求。 

4）、解决斜坡安装问题 

由于每个单元是独立称量且是水平安装，秤体之间是软连接，所

以可以保证每个受力点都是垂直受力，在一定限度内解决汽车衡安装

使用现场地理环境条件及行车安全问题，减小整体承台斜坡安装带来

的切向分力影响，特别是秤台热胀冷缩导致的秤台与基础和限位装置

的擦靠。减小车辆对秤台的冲击，延长衡器的使用寿命。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衡器生产企业标

准化、模块化、智能化生产汽车衡，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搭配安装，

按用户要求组成不同秤量范围的组合式电子汽车衡。能有效保障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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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电子汽车衡的量值准确统一，同时也可减少计量技术机构在开展检

测工作时的风险。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单体组合式汽车衡的产品标准，

因此，新制定《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势在必行，同时也

为完善衡器产品标准和检定规程的制定做好技术铺垫。 

4.必要性 

随着物流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因其准确

度高、稳定性好等优点，在大宗货物贸易、工业生产成本核算以及道

路交通运输安全性中保证量值准确统一、贸易结算公平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1)、制定《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可以统一国内单

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提高试验工作的效率和

准确度，以保证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生产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对于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的量值溯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有助于推动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

展，为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提供有力支持。 

3)、本团体标准的实施还可以为我国的衡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大宗物料称量及汽车衡技术的健康发展，进一步

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开展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的制订，是适应

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物流行业技术进步和智能

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望为我国称重技术的发展和物流行业的智能化

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6 

(三) 起草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编写工作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

委员会组织，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承担主要编写任务，重庆赛

宁特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唯英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联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锦亿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省计量检测中心和中国计

量测试学会作为成员单位共同组成起草小组，对本标准相关内容的起

草、修改和试验验证。 

1.立项阶段 

2024年 6 月，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

完成了初稿的撰写，并向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提出了制定标准与立项的

申请。2024 年 11月，中国计量测试学会通过团体标准立项专家审查

会议，并下达《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4

年 11 月 21 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发布《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关于公布

2024年度第七批五项团体标准立项名单的通知》（量学发〔2024〕271

号）文件，批准《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立项。 

2.起草阶段 

2024 年 11 月 22 日～2024 年 12 月 17 日，召集经验丰富的省级

计量单位和汽车衡生产企业的专家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完善标

准草案。 

2024 年 12 月 18 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召开线上会议对团体标

准讨论稿逐条进行讨论，根据讨论会上形成的修改意见对团体标准讨

论稿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形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2 月 19 日～2025 年 1 月 9 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按照

http://china-csm.org/xuehuijieshao/fenzhijigou/2368.html
http://china-csm.org/xuehuijieshao/fenzhijigou/2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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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秘书处提出的多项修改意见对团体标准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年 1 月 10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单体组合式汽车衡试

验验证工作，结果满意。 

2025年 1 月 11日～2025年 3 月，面向各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内

部研讨，并进行技术调研，针对专家意见多次对征求意见稿进行整理

和修改，同时撰写本标准的编制说明。 

二、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

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一)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要求进行制定。 

本标准主要参考 GB/T 7551、GB/T 7723、GB/T 7724、GB/T 14250、

GB 19517、GB/T 26389 等衡器标准和规范。 

(二) 主要内容 

本标准结构含 9个部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计量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2.引用文件，主要列举了本团体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标准。 

3. 术语、定义和计量单位，主要对本团体标准涉及的术语做出

定义，对本标准涉及的计量单位做出描述。 

4. 规格及型号，参照 GB/T26389《衡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规

定，给出命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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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量要求，规定了包括准确度等级及符号、检定分度值、最大

允许误差、称量结果间的允许差值、检验用标准器、鉴别力、误差分

配、由影响量和时间引起的变化量、抗干扰等九部分内容。其中最大

允许误差指标与 GB/T 7723 中最大允许误差一致。 

在制定组合误差计量要求时，由于组合式汽车衡组合最大秤量与

相应最大秤量的单台汽车衡相比较，其分度值远小于后者，组合式汽

车衡的检定分度数可能会超过 GB/T 7723 中 5.1 的要求。例如一台组

合式汽车衡，由 4个单体称量单元组成，每个单体称量单元准确度等

级均为 级，最大秤量为 30t，检定分度值为 10kg，组合后检定分

度数为 12000，超过了 GB/T 7723 中 级秤的要求，因此，我们规定

组合误差应不大于组合后最大秤量对应准确度等级秤在该载荷下的

最大允许误差。 

6.技术要求包括结构要求、称重传感器、电子称重仪表等六部分

内容。 

7.试验方法包括环境条件、试验用标准和试验前准备等内容。 

试验项目和方法包括测试前准备、外观检查、称量性能、鉴别力

测试、影响因子试验、多指示装置、与时间相关的测试、抗干扰性能

测试、置零准确度、除皮、量程稳定性测试、兼容性核查等内容。 

8.检验规则包括型式检验、型式检验要求、样机试验要求、出厂

检验、检验项目要求等内容。 

9.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描述了对检定装置出厂后应包

含信息的要求。 

(三) 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结合牵头单位多年来在衡器检测领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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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经验进行撰写，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同行发表的的研究成果。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按照本标准规定要求，牵头单位已经在“衡器计量”方面深耕多

年，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在衡器产业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积

累了众多的科研成果。部分参编单位在衡器研发、检测方面有专业的

团队和实际工作经验。起草小组通过对各已有汽车衡试验方法以及行

业已发表的团体标准的构建方法、检测技术指标进行归纳分析，对标

准内容的科学合理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本团体标准所确定的技术

要求是适用的。 

(二) 技术论证 

汽车衡作为衡量车辆重量及载货量的关键设备，在现代交通、物

流及工业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检测人员在按照规程对现有电子汽车衡进行检定时发现，现有

检定条件不能满足检定及使用要求： 

a)大量标准砝码的装卸及运输消耗造成了检定成本高昂； 

b)长期大量标准砝码的装卸、运输、吊装及“偏载”检定项目中

砝码堆放有较高安全风险隐患； 

c)现有的电子式汽车衡在称量较小重量的货物(比如贵金属)时

因其分度值单一且较大，其相对误差就大，相应的汽车衡的适用秤量

范围受限，为满足此称量要求往往需要安装多台秤量大小不同的衡

器，造成资金浪费、场地占用； 

d)标准砝码(含替代物)配备不足会导致： 

一是不能检定至规程规定的最大秤量点甚至是半秤量，比如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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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用 200t的砝码去检定一台整车式电子汽车衡； 

二是不能按规程偏载载荷 Max/(N-1)要求检定其“偏载”检定项

目，而且不符合汽车衡实际使用称量重量分布场景。    

2.解决方案 

一种模块化，可组合的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应运而生，其优点

如下： 

1)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在生产的过程中，可更好的实现模块

化、标准化生产； 

2)在安装过程由于组合式汽车衡的单体称量单元相互独立，相较

于现有电子汽车衡相互搭接式模块结构，不受相邻搭接部位相互作用

影响，更容易实现称重传感器安装水平调节，使称重传感器受力更平

衡均匀； 

3)在检测过程中可以分模块检测，最后再组合误差检测，更易于

保证其准确性； 

4)由于是单体称量单元配置，当需要测量小质量货物时，可任选

一单体称量单元进行精准测量;当需要测量大质量货物时，又可采用

组合测量方式进行准确测量，如：200t 或以上大宗货物称重。 

(三)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我国在计量基础建设领域仍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

在县(市、区)一级，计量检定单位的检定条件相对受限。这些单位的

砝码总量一般不超过 60t，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大于 60t 的电子汽

车衡检定工作却较为频繁，导致现有的检定条件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此外，标准砝码的安全运输也是一个重要且困难的问题，由于道路、

桥梁等因素的限制，大量砝码不适合长途运输，运输费用高昂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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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难以保障。 

本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在国内衡器制造和应用领域进行大力

推广实施应用，技术具有较强的引领性，对降低检测成本，提高汽车

衡检测精度起到重大作用。该项规范填补国内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

无相应标准要求的空白，助力衡器计量节能增效，安全发展的战略实

现。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内尚未有针对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相关标准。本团体标准是

基于牵头单位多年来在衡器计量领域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参考国内外

同行发表学术论文中相关技术进行撰写。 

(二)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写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国家标准均无矛盾冲突内容。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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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试验的分析验证情况  

根据《单体组合式汽车衡》（征求意见稿）的技术要求，为验证

其科学性、可行性和适用性，由起草小组依据《单体组合式汽车衡》

（征求意见稿）进行试验验证。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单体组合式汽车

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方法内容合理，科学规范、

数据可靠，该标准的验证全部内容完全满足预期要求。  

十、工作小结  

本次《单体组合式汽车衡》团体标准的编写，起草小组对单体组

合式汽车衡的技术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确定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规则等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验证工作。我们坚持科学、

合理的原则，着力于统一国内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的技术要求和试

验方法，对于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的量值溯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我们制定本团体标准的基本情况。在此，感谢中国计量测

试学会质量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资深专家的悉心指导。由于我们水平

有限，标准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能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使标准更加科学、合理和适用。  

 

《单体组合式汽车衡》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2025 年 0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