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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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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背运输  装载栓固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驮背运输车辆及厢内货物的装载、栓固和栓固装置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凹底形铁路驮背运输车、驮背运输车辆，其他车型与货物运输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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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606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50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JT/T 882—2014  道路甩挂运输货物装载与栓固技术要求 

JT/T 1178.2—2019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2部分：牵引车辆与挂车 

TB/T 1335—1996  铁道车辆强度设计及试验鉴定规范 

TG/HY 102—2015  铁路货物装载加固规则 

TG/HY 106  铁路超限超重货物运输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驮背运输 piggyback transport 

trailer on flatcar（TOFC） 

通过铁路运输道路运输车辆的多式联运形式。 

注：改写JT/T 1092—2016，定义2.8。 

3.2  

铁路驮背运输车 railway vehicle for piggyback transport 

用于运输驮背运输车辆的专用铁路车辆。 

[JT/T 1243—2019，定义3.3] 

3.3  

驮背运输车辆 vehicle for trailer on flatcar 

用于驮背运输的道路运输车辆。 

注：主要指半挂车、半挂牵引车和由其组成的铰接列车。 

[JT/T 1243—2019，定义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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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固装置 securing device 

将装载物固定在承载装置上的装置。 

注:货物在半挂车上的栓固装置主要包括合成纤维栓紧带总成、栓紧链条等牵拉栓紧装置以及中间阻断装置等；驮

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的栓固装置主要包括轮挡、固定式牵引座、牵拉栓紧装置等。 

3.5  

合成纤维栓紧带总成 web lashing assembly 

由拉紧装置或拉力保持装置和带或不带端配件的扁平织带组成的货物固定装置。 

注：改写GB/T 23914.2—2009，定义3.1。 

3.6  

栓紧链条 lashing chains 

由拉紧装置或拉力保持装置和链条组成的货物固定装置。 

3.7  

中间阻断装置 intermediate blocking devices 

放置在装载物之间，用于阻挡装载物沿车辆纵向位移的装置，主要包括夹杆和撑杆两种形式。 

注：改写JT/T 882—2014，定义3.8。 

3.8  

轮挡 wheel stop 

与驮背运输车辆的车轮直接接触，防止驮背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纵向位移的装置。 

3.9  

固定式牵引座 fixed fifth wheels 

安装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用于与半挂车牵引销匹配连接，防止半挂车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位移的

装置。 

3.10  

组合栓固 combined lashing 

装载物栓固时采取多种栓固方式对装载物进行固定的方法。 

4 装载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驮背运输车辆内货物的包装应符合 JT/T 882—2014 中 5.1 的要求，且应在车厢内合理布置，装

载时符合 JT/T 882—2014 中 5.2.3、5.2.4 的要求，装载后的货物总质心位置应位于 JT/T 1178.2—2019

附录 D 的载荷布置曲线标识下方。装载作业应符合 JT/T 882—2014 中 5.3 的要求。 

4.1.2 装载完毕后的车辆应在关闭厢门后对每侧轮（组）质量单独称重，轮（组）质量偏差应不大于

轴组总质量的 5%。 

4.1.3 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的装载应满足 TG/HY 102—2015 中第 1 章第 4 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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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半挂车内货物装载 

4.2.1 半挂车内货物应按照 JT/T 882—2014 第 4 章的要求进行装载。 

4.2.2 密度、质量较大的货物应放置在货厢中部。 

4.2.3 半挂车内货物装载宜与栓固同步进行，即装载完的货物应视栓固点的情况选择栓固方式同步进

行栓固。 

4.2.4 符合 JT/T 882 要求的不稳定装载物不宜单独进行装载，宜与其他装载物进行混合装载。 

4.3 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的装载 

4.3.1 驮背运输车辆的左右轮胎宜以铁路驮背运输车纵向中心线对称停放。 

4.3.2 装货后的驮背运输车辆总质心投影宜位于铁路驮背运输车纵、横向中心线的交叉点上；当投影

点与中心线的交叉点无法重合，产生偏离时，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 横向偏离量不超过 100mm； 

b) 纵向偏离量： 

——四轴铁路驮背运输车每个转向架所承受的重量不超过其允许载质量的 1/2，且两转向架承

受重量之差不大于 10t； 

——关节式等其他形式的铁路驮背运输车满足其自身安全技术要求。 

4.3.3 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装载后的总质心距轨面高度应不大于 2000mm。 

4.3.4 驮背运输车辆的门窗应锁闭，驻车制动处于制动状态，半挂车的支承装置处于收起状态。 

4.3.5 核定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装载后的超限情况，若超限则应按 TG/HY 106 相关规定

执行。 

5 栓固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驮背运输车辆货箱内栓固装置标准拉力的选取应满足货物安全栓固的需要，应按照接触面间的

动摩擦系数以及表 1 的加速度系数对栓固后货物在任一平面上的合力，以及在任一平面内的合力矩进行

校核，典型计算示例参见附录 A。 

5.1.2 带有空气悬架的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进行运输时，应将其悬架调整为驮背运输状

态。 

5.1.3 驮背运输车辆宜优先采用固定式牵引座和轮挡的组合栓固形式，驮背运输铰接列车（以下简称

“铰接列车”）宜优先采用轮挡阻挡的固定形式；半挂牵引车宜优先采用牵拉栓紧装置和轮挡的组合栓

固形式。 

注：1g的滑移加速度系数适用于驮背运输车辆前墙/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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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驮背运输中驮背运输车辆的加速度系数 

固定方向 

加速度系数 

纵向加速度系数（cx） 
横向加速度系数 （cy） 

最小垂向加速度系数 （cz）

倾翻 滑移 倾翻 滑移 

纵向 0.6 1.0 - 1.0 1.0 

横向 - - 0.5 1.0 0.7 

5.2 半挂车内货物栓固 

5.2.1 栓紧装置宜选用能水平承受 12 kN 的均布载荷的中间阻断装置。 

5.2.2 系固点的许用拉力应大于栓紧装置栓紧能力（LC）的 1.4 倍。 

5.2.3 货物宜使用组合栓固对货物进行栓固，且应合理的使用货物限位装置。 

5.3 驮背运输车辆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的栓固 

5.3.1 铰接列车纵向栓固时，应使用不少于 2 组（对）轮挡，轮挡沿铰接列车纵向中心面对称分布。

第 1 组轮挡应与半挂牵引车驱动轴轮胎接触、掩紧，且位于轮胎前方；第 2组轮挡应与半挂车第二轴或

第三轴对应轮胎接触、掩紧，且位于轮胎后方，如图 1 所示；轮挡与轮胎掩紧的同时应与铁路驮背运输

车固定牢靠，也可辅助采用其他纵向加固措施。 

轮挡 轮挡

 

图1 铰接列车纵向栓固轮挡布置示意图 

5.3.2 单独运输的半挂车的牵引销应与铁路驮背运输车固定式牵引座连接并予以锁固，且应使用不少

于 2 组（对）轮挡进行栓固。轮挡应布置在半挂车前轴对应轮胎的前端和后轴对应轮胎的后端，且与轮

胎掩紧，并与铁路驮背运输车固定牢靠，如图 2 所示。 

轮挡轮挡固定式牵引座

 

图2 半挂车纵向栓固轮挡布置示意图 

5.3.3 应按附录 B校核驮背运输车辆的轮胎与铁路驮背运输车地板面间的摩擦力，摩擦力不足时，其

横向应采取辅助栓固措施。 

5.3.4 横向采取栓固措施时，应根据铁路驮背运输车的结构选择加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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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侧墙的铁路驮背运输车宜采用不少于4个掩挡进行阻挡固定。掩挡应布置在半挂牵引车第二

轴和半挂车最后轴对应车轮外侧，与车轮侧面和铁路驮背运输车侧墙掩紧，并与铁路驮背运输车固定，

如图3所示； 

b） 不带侧墙的铁路驮背运输车，宜采用牵拉栓紧装置进行栓固。在半挂牵引车驱动轴（组）（或

车体前端栓固点）和半挂车轴（组）（或车体后端栓固点）用拉牵材料各对称呈“八”字形拉牵，拉牵

材料的另一端捆绑在铁路驮背运输车栓固点上，如图4所示。拉牵材料及掩挡材料的受力应按附录B进行

校核。 

掩挡掩挡

 

图3 铰接列车横向栓固掩挡布置示意图 

拉牵材料

 

图4 铰接列车横向拉牵栓固示意图 

6 栓固装置技术要求 

6.1 轮挡 

6.1.1 轮挡应能限制铰接列车和半挂车的纵向位移。 

6.1.2 仅采用轮挡限制铰接列车纵向滚动时，轮挡有效高度（h 轮）应按式（1）进行计算 

DQh )..( 总轮 0018037440                           （1） 

式中： 

h轮——轮挡有效高度，单位为毫米（mm）； 

Q总——重车总重，单位为吨（t）； 

D——铰接列车或半挂车轮胎直径，单位为毫米（mm）。 

6.1.3 轮挡应能与铁路驮背运输车固定，且能与汽车轮胎掩紧。 

6.1.4 轮挡与铁路驮背运输车间的连接强度应足以防止轮挡自身移动或倾覆，其受力按满载铰接列车

纵向加固力进行计算，理论计算最大应力应小于所用材料第二工况许用应力，许用应力值按 TB/T 1335

—1996 中 9.5 的相关规定选取。满载铰接列车的纵向加固力（F 纵）按式（2）进行计算： 

498.985.2932.00012.0 2  ）（ 总总纵 QQ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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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纵——满载铰接列车的纵向加固力，单位为千牛（kN）； 

Q总——重车总重，单位为吨（t）； 

 ——轮胎与驮背运输车地板面间的摩擦系数。 

6.1.5 应按照附录 C 对轮挡强度和铰接列车、半挂车的加固状态进行检验，各测点最大应力应小于所

用材料第二工况许用应力，且轮挡无明显位移和变形，铰接列车、半挂车栓固状态良好。 

6.2 固定式牵引座 

6.2.1 固定式牵引座结构强度应符合 TB/T 1335—1996 的相关规定，且按照附录 C 对固定式牵引座及

半挂车的加固状态进行检验时，各测点最大应力应小于所用材料第二工况许用应力，且固定式牵引座无

明显位移和变形，半挂车栓固状态良好。 

6.2.2 固定式牵引座的高度可为 1290mm～1320mm，或 1080mm～1110mm，应能确保半挂车与固定式牵引

座连接后，半挂车车体处于水平状态。 

6.2.3 固定式牵引座应能支承半挂车所传递的垂向载荷，对半挂车的牵引销进行限位，并限制半挂车

的横向、垂向或纵向位移。 

6.2.4 固定式牵引座应与 GB/T 4606 规定的 50 号牵引销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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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栓紧力典型计算方法示例 

A.1 栓紧力的典型计算方法 

A.1.1 基本的栓紧方式包括摩擦栓紧（见图A.1）和直接栓紧，直接栓紧又包括纵向或横向平行斜拉栓

紧（见图A.2）、交叉斜拉栓紧、环形栓紧等。 

 

说明： 

1 ——装载物； 

2 ——垂直轴（z轴）； 

3 ——栓紧装置；  

4 ——拉紧装置； 

5——横轴（y轴） ； 

6——系固点； 

7——货物装载平面 ； 

8——纵轴（x轴）。 

图A.1 摩擦栓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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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4——系固点；  

2，3——连接点。  

图A.2 纵向或横向平行斜拉栓紧示意图 

A.1.2 栓紧力计算中提及的相关符号定义见表A.1。 

表A.1 计算用到的符号定义 

符号 含义 单位 

cx 纵向加速度系数 - 

cy 横向加速度系数 - 

cz 垂向加速度系数 - 

FT 栓紧力 kN 

Fx 由纵向加速度导致，在装载物上产生的纵向力 kN 

Fy 由横向加速度导致，在装载物上产生的横向力 kN 

Fz 由垂向加速度导致，在装载物上产生的垂向力 kN 

g 重力加速度，通常取 9.8 m/s2 

m 装载物质量 t 

h 装载物高度 m 

w 装载物宽度 m 

b 倾翻力臂 m 

d 装载物质心高度 m 

n 栓紧装置的数量 - 

k 拉力传递系数 - 

μD 动摩擦系数 - 

α 栓紧装置与承载面的夹角 ° 

A.2 摩擦栓紧（顶部下拉栓紧）的栓紧力计算 

A.2.1 避免滑移 

图A.1所示的摩擦栓紧（顶部下拉栓紧）方式下，避免货物滑移所需的栓紧力(FT)按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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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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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zDx
T kn

mgcc
F




  ............................... (A.1) 

注：相关参数定义见表A.1。 

A.2.2 避免倾翻 

避免倾翻和滑移的摩擦栓紧（顶部下拉栓紧）示意图见图A.3，栓紧装置的拉力(FT)按式（A.2）计

算。 

 

说明： 

1——倾翻边缘；  

2——拉力指示器； 

3——拉紧装置； 

4——质心。 

图A.3 避免倾翻和滑移的摩擦栓紧（顶部下拉栓紧）示意图 

 
ahkawk

bcdcmg

n
F zyx

T cos)(sin)(

)( ,






21

1
 ...................... (A.2) 

注：相关参数定义见表A.1。 

A.3 直接栓紧的栓紧力计算 

图 A.2 所示的直接栓紧方式下，栓紧装置的拉力(FT)按式（A.3）计算。 

 
)sin(cos

)( ,




D

zDyx
T

mgcc
F






2  ............................... (A.3)

  

注：相关参数定义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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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横向摩擦力与横向拉牵力校核方法 

B.1 铰接列车轮胎与驮背运输车地板面间的横向摩擦力（
横

摩F ）应按式（B.1）核算。 

 )49.0)2.282.2((25.1)84.727.5( SQ
l

a
Q

l

a
F  横

摩
 ................. (B.1) 

式中： 

横

摩F ——横向摩擦力，单位为千牛（kN）； 

 ——轮胎与驮背运输车地板面间的摩擦系数； 

Q——铰接列车及其所装货物总重，单位为吨（t）； 

a——铰接列车及其所装货物总质心偏离车辆横中心线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l——铁路驮背运输车转向架中心距，单位为毫米（mm）； 

S——铰接列车横向迎风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B.2 横向拉牵力及掩挡力计算 

B.2.1 图B.1中每根拉牵材料应承受的拉力（F1）按式（B.2）进行计算： 

 222
1

)84.727.5()49.0)2.282.2((25.1
BCBOAC

nBC

Q
l

a
SQ

l

a

F 





 .......... (B.2) 

式中： 

F1——每根拉牵材料应承受的拉力，单位为千牛（kN）； 

n ——同一方向拉牵材料数量； 

AC——A点至C点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BO——B点至O点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BC——B点至C点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说明： 

A、A′——拉牵材料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的栓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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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O′点在铁路驮背运输车地板上的投影； 

C、C′——O、O′点在铁路驮背运输车上经过A、A′点与车辆纵中心线平行直线上的投影； 

O、O′——拉牵材料在驮背运输车辆上的栓固点。 

图B.1 拉牵栓固示意图 

B.2.2 掩挡材料的受力（F2）应按式（B.3）进行计算。 

 
2

)84.727.5()49.0)2.282.2((25.1

2

Q
l

a
SQ

l

a

F





 ................ (B.3) 

式中： 

F2——掩挡材料应能承受的力，单位为千牛（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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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冲击试验方法 

C.1 试验车辆 

冲击车选用标记载重不小70t的满载散堆装货物的敞车，被冲击车为铁路驮背运输车（按驮背运输

车最不利装载工况装载铰接列车、半挂车，按规定布置轮挡）。 

C.2 试验工况 

半挂车： 

——满载工况：均布装载，车辆总质量 40 000kg，装载容积不小于 80%，牵引销处的载荷为 16 000kg； 

——空载工况。 

铰接列车： 

——满载工况：均布装载，车辆总质量 49 000kg，装载容积不小于 80%，牵引销处的载荷为 16 000kg； 

——空载工况。 

C.3 测点布置 

应力测点布置在被冲击端轮挡危险断面处。 

C.4 试验方法 

C.4.1 用冲击车对停止在平直线路上的被冲击车进行冲击，应做好防溜准备。 

C.4.2 以3km/h速度试冲击一次，确定无异常后正式以3km/h的速度进行冲击试验。以1km/h～2km/h梯

度逐级提高冲击速度，直至最高冲击速度到8km/h。每一速度的冲击次数应不少于3次，并记录每次冲击

的应力、冲击速度、固定式牵引座和轮挡状态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