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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8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

函〔2018〕235 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负责交通运输行业标准《道

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规范》（计划编号：JT 2018-20）的编制工作。 

（二）起草单位 

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下达的标准计划，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编制。 

（三）标准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包括：李彦林、冯淑贞、安然、萧赓、董娜、张文涛、

王亚楠、张改平、冉科、石欣、王硕。 

标准编制过程中：李彦林负责项目整体推进并指导标准研究方向和重点，

负责标准框架体系构建以及各阶段的组织管理工作；冯淑贞负责标准草案、征

求意见稿及送审稿主体内容起草，负责各阶段研究成果研讨等工作；安然参与

标准框架体系构建、调研、各阶段研究成果的编制以及研讨工作；萧赓、张文

涛、董娜参与标准研究方向及各阶段研讨；王亚楠、张改平参与标准技术内容

起草以及征求意见联系及意见梳理工作；王硕参与标准研讨工作，石欣参与标

准格式修改工作；冉科参与标志标识中反光材料相关内容研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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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标准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起草人员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李彦林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负责项目整体推进并指导标准研究方向

和重点，负责标准框架体系构建以及各阶

段的组织管理工作。 

冯淑贞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负责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及送审稿主体

内容起草，负责各阶段研究成果研讨等工

作。 

安然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框架体系构建、调研、各阶段研

究成果的编制以及研讨工作。 

萧赓、张文涛、

董娜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研究方向及各阶段研讨。 

王亚楠、张改平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技术内容起草以及征求意见联

系及意见梳理工作。 

王硕、石欣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标准研讨工作以及格式修改工作。 

冉科 
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

司 
负责反光材料部分研讨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下达了《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

规范》标准的制定任务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组成标准起草组，研讨讨论

标准大纲，初步搭建了标准研究框架，并对标准编制的工作任务进行分工和安

排。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课题组相继赴河北、福建、四川、陕西开展调

研工作。与此同时，课题组对国外内大件运输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进行了系

统学习，包括《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以下简称 62 号令）、《电力大件运输规范》（DL/T 1071-2014）等。结合内

业研究和外业调研情况，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19 年 3 月，课题组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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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公路局、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北京祥龙物流有限公司、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委会等单位的专家，围绕修改完善的标准草案进行研

讨座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2019 年 3~5 月份，结合专家意见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并发送至相关

协会、标志标识材料生产厂家及典型大件运输企业征求意见，在吸纳相关协会、

标志标识材料生产厂家及大件运输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初稿。 

2019 年 6 月，课题组再次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北京祥龙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委会、中国道路运

输协会、中远海运工程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环达汽车装配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

家，对标准征求意见初稿进行深入讨论。 

2019 年 6~7 月份，课题组结合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初稿修改完善，再次发

送至相关大件运输企业征求意见。在经过数轮专家研讨以及典型企业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课题组于 2019 年 8 月份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上报版）及编制说明，

提交至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请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 以安全为导向，有效保证大件运输车辆的可识别性 

大件运输是我国道路货物运输中一个特别的门类。相对于普通货物运输，

大件运输在尺寸上远远超过普通车辆的外廓尺寸，往往占据车道资源多，且大

件运输车辆行驶缓慢，对其他道路运输车辆造成的影响大，对道路运输安全带

来一定潜在隐患。规范大件运输车辆的标志标识，可以有效增强大件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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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识别性，为周边车辆提供大件运输车辆身份信息，有效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然而，目前大件运输车辆没有统一的标志标识，企业根据自身经验在实际运输

过程中自行使用标志标识，各类标志五花八门，其可识别性、稳定性均存在一

定隐患。本标准在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始终将保障大件运输车辆和货物的可识别

性，有效提醒在途行驶的其他社会车辆，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作为首要原则，科

学设置标志标识。 

2. 以国情为根本，充分考虑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 

我国目前大件运输标志标识规范化工作起步低、基础差，需要循序渐进逐

步推进。目前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大件运输标志标识方面已有相对规范的文件，

可以为规范化推进我国大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工作提供有效参考。本标准在制

定的过程中充分研究和吸纳了发达国家在大件运输规范化管理方面的相关文件，

同时综合考虑我国大件运输行业的发展实际，综合考虑标准所提出的标志标识

的可获得性、我国的发展基础以及企业的使用成本，以提升整个大件运输行业

服务水平为导向，既充分与国外发达国家接轨，又充分考虑增强标准的可操作

性，实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切实推动标准落地实施 

3. 以制度建设为目标，为政策法规提供有效补充 

标准是政策法规有效补充。当前，我国大件运输政策法规体系正在进行系

统的调整完善，《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交公路发（1995）1154 号文）

已经废止，用于指导我国大件运输企业分级分类标准已经取消，如何通过“标

准引导+行业自律”的方式引导大件运输行业健康、安全发展是本标准在制订过

程中始终考虑的一个方面；同时，62 号令对原部令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如

何使本标准对政策法规形成有效补充，更有效指导大件运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也是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考虑的重点内容。 

（二）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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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大件运输承运人的运输作业提供参考，因此在主要

内容方面本标准主要规定了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的术语和定义、车

辆标志标识、货物标志标识，本标准适用于道路大型物件的运输活动。道路大

型物件运输承运人可以参照本标准完善大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提高企业大件

运输服务能力。 

2. 术语和定义 

为了明确大件运输相关概念，使标准具有便于理解，在术语和定义中对道

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道路大型物件运输承运人、可移式 LED 灯具等

名词进行定义。 

3. 车辆标志标识 

第 4 至 5 章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分别为车辆标志和货物标志。由于大件

运输货物普遍在长宽高上超过了运输车辆本身的尺寸，因此在标志标识设置时

除需从车辆本身进行标识以外，还应对其搭载的货物进行标识，以增加其辨识

度。基于以上考虑，在章节设置方面，也分为车体本身标的志标识及其搭载货

物的标志标识两个维度。 

对车辆本身而言又分为车辆前部标志和车身标识，由于车身标志标识已有

现行标准，因此在本标准中不再把大件运输车辆的车身标志标识做特殊化处理，

将大件运输车辆的车身标志标识遵照 GB25590、GB23254 执行。不同在于，在

大件运输车辆的前部设置“大件运输”字体标识，用以显示大件运输车辆的身

份。前部字体标识位于大件运输牵引车头的前面罩或导流罩上。大件运输牵引

车头“大件运输”字体标识的呈现形式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分为标志板或 LED

显示屏。课题组邀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委会统计了国内现有大件运

输牵引车头的品牌和尺寸，根据我国现行常用牵引车车头前面罩或导流罩的最

小尺寸，确定了“大件运输”字体标识的最小尺寸，“大件运输”字体标识标志

板或 LED显示屏高度应不低于 16cm。无论是标志板或 LED显示屏，“大件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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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均为黑体字体。标志板表面为白色塑料基地，覆贴符合 GB/T188332 要求的

III 类荧光黄绿色反光膜，字体颜色为黑色。LED 显示屏字体颜色为红色或蓝色。

另外，边境口岸跨境大件运输车辆前部标志宜同时用中英文形式进行标识。前

部标识式样如图 1 所示。 

 

图2.1  前部标志式样 

4. 货物标志标识 

由于对于大件运输的货品来说，较大一部分货物的外廓尺寸超过了车体的

宽度和长度尺寸，因此在标志标识设置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货物超出车体宽度

和长度部分的可视性，以保证其他社会车辆能够清晰的识别出货物的外沿，有

效避开大件运输车辆和货物。可以说，超出车体外沿的大件货物的标志标识是

大件运输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对于大件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按照对于其他社会车辆的不同视角，将货物标识分为示宽示长标识、末端

标志、特殊位置标识。 

（1）示宽示长标识 

——示宽标识 

示宽标识示安装在货物的后视外轮廓的最宽处，用以向其他社会车辆显示

大件运输货物的宽度。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安装标志贴、标志板、标志灯

其中的一种，或在安装标志贴或标志板的基础上，同时加装标志灯。当货物超

过车体的宽度大，超过车道边界多，为更加清晰的显示出货物的外廓尺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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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择标志贴、标志板和标志灯进行安装。当然，如货物超出车体的宽度不

多，或货物表面不便于同时安装标志贴、标志版和标志灯，应至少选择其中一

种进行安装。示宽标识应从两侧的车辆底板开始，沿货物后视外轮廓分别延伸

至货物最左侧投影点和最右侧投影点，标识出货物超出车体部分的最大宽度。 

标志贴是表面覆盖图 2 所示样式反光膜的软性可粘贴标识。反光膜应符合

GB/T18833 要求的 III 类反光膜的相关要求，由红白相间倾斜 45 度的右斜条纹

组成，每条条纹宽度为 10cm，条纹间隔宽度为 10cm。 

标志板是以塑料或金属为基地，表面覆盖图 2 所示样式反光膜可移动式标

识。反光膜应符合 GB/T18833 要求的 III 类反光膜的相关要求，由红白相间倾斜

45 度的右斜条纹组成，每条条纹宽度为 10cm，条纹间隔宽度为 10cm。 

 

图2.2  示宽反光膜标识式样 

标志灯为红色或黄色带状可移式 LED 灯具。LED 灯带宽度应根据货物尺寸

大小合理选择，保证周边道路使用者通行时清晰可见。 

——示长标识 

示长标识应安装在大件运输货物侧面，从侧面显示大件运输货物长度。应

至少安装在货物超过车体部分，以显示货物超出车体长度，且两侧的侧面标识

尽可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当货物超过车体的长度多，为更加清晰的显示出

货物的外廓尺寸，宜同时选择标志贴、标志板和标志灯进行安装。如货物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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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体的长度不多，或货物表面不便于同时安装标志贴、标志版和标志灯，应至

少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安装。示长标识的形态同示宽标识一致。 

（2）末端标志 

末端标志是货物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件运输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直接决定着前后方车辆对于前车的判断，尤其对于风叶叶片、空心超长

水泥柱等特殊形状货物，极易造成后侧司机判断失误发生追尾。末端标志是当

货物长度超过车辆长度时，悬挂在大件运输货物前端和后端，提醒前后行驶车

辆载运货物为大型物件的标识。 

末端标志牌采用塑料基地，表面覆贴符合 GB/T18833 中 III 类膜要求的反光

膜。末端标志牌为等边三角形，边长应≥61cm，根据货物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尺

寸。末端标志牌内由红白相间倾斜 45 度的右斜条纹组成，每条条纹宽度为 10cm，

条纹间隔宽度为 10cm，红色边框宽度为 5cm，如图 3 所示。 

 

图2.3  末端标志式样 

货物投影超过车头和车尾时，应在货物超出部分的前端和后端安装末端标

志。前端和后端的货物标志安装需遵循以下要求： 

①应尽可能处于一个水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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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尽量安装在最末端，或距离货物投影末端不超过 0.5 米；              

③后部末端标志距离地面不超过 2.5 米；            

④前部末端标志不能阻碍驾驶员的视线；            

⑤对于道路使用者而言，在合理距离内清晰可见。 

（3）特殊位置标识 

在实际运输中，一些大件货物的形状并不规则，存在某些危险点，它们并

不在最宽或最长处，使用普通示宽示长标志并不能显示出这些危险点，而它们

又容易给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行驶带来风险。需要在标准制定中重点考虑。 

特殊位置标识是张贴在大件运输货物影响安全的重要位置，为周边车辆提

供大件运输货物关键点信息。特殊位置标识以“标志贴+标志灯”的组合形式体

现，如图 4 所示。标志贴是表面覆贴符合 GB/T18833 中 III 类反光膜的矩形或正

方形可粘贴标识。由红白相间倾斜 45 度的右斜条纹组成，每条条纹宽度为 10cm，

条纹间隔宽度为 10cm。由大件运输企业根据货物实际情况选择合理尺寸，长度、

宽度宜均≥28cm。标志灯为红色的非闪烁光源。 

 

图2.4 特殊位置标识式样 

特殊位置标识应结合货物装载情况，粘贴固定在货物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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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位置。特殊位置标识应尽量以垂直方式粘贴固定，保证后方和两侧可见。

特殊位置标识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固定： 

①标志贴粘贴在货物表面，标志灯通过吸盘等方式固定在标志贴上； 

②标志贴和标志灯组合固定在金属或塑料基地上，通过悬挂和粘贴的方式

固定在货物表面。 

 

三、综述报告和社会效益  

大件运输是我国运输领域的一项特殊作业，其运输物品的尺寸及重量均超

多或远远超过普通货物，其上路行驶会对道路其它社会车辆的安全行驶造成一

定的威胁，因此，对大件运输车辆设置醒目而清晰的标志标识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规范》的编制旨在提出大件运输车辆在

运输过程中的标志标识设置规范，明确标志标识设置的基本原则、规格要求和

使用要求，以保证社会车辆能够清晰的辨别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最大限度

的保证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车辆和社会车辆的安全。该标准发布后，将为道路大

型物件运输车辆标志标识的规范化提供重要参考。该标准将成为道路大型物件

运输安全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行业标准，不仅能够与大件运输政策法规形成完

整的政策标准体系，有助于交通主管部门提升行业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还有

助于大件运输企业规范自身管理，提高安全意识，引导大件运输向规范化方向

发展。 

一是为大件运输企业提供规范化模板，提高大件运输标识的一致性，提升

道路交通安全性。 

目前，我国从事大件运输的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中，除了一些比较知

名的大件运输公司，还有数百家中小型大件运输公司。而由于大件运输标志标

识没有可参考的标准规范作为指导，市场上的多数大件运输企业在运输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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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凭借经验做一些简单的标识，可视性不强，不能很好的提醒其他社会车辆，

运输存在较大风险隐患。本标准以最大限度的提醒社会车辆安全行驶为出发点，

提出了大件运输标志标识的基本规范，可以为大件运输企业提供有效参考，有

助于提升企业自律，全面提升我国大件运输行业规范化水平。标准的发布实施

将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提升大件运输服务水平提供重要保障。 

二是为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提高行业安全管理及服务能力提供重要参考，

完善的大件运输政策体系。 

任何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支撑。一个完整的行业政策体系应包含

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由国标、

行标构成的标准体系。推动我国大件运输的发展既要考虑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又应审视其标准体系建设的短板，建立健全与法律法规体系相适应的标准体系，

构筑完善的政策标准体系。当前，我国没有大件运输标志标识的相关标准，管

理部门在执法及日常管理中没有可以参考的依据。本标准是我国大件运输标志

标识领域的一项重要行业标准，弥补了我国大件运输标志标识领域标准缺失的

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为行业主管部门提升行业管理能力提

供重要参考，为大件运输政策法规体系提供有效补充。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是对我国大件运输标志标识规范性提出相关要求的标准，在起草过

程中没有采用国际相关标准。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内现行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

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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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