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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６１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分为 ７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通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本部分为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第 ６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联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长安大学、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船级社认证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玉玲、彭建华、李东红、吴金中、赖永才、王笃鹏、钟原、张建伟、钱大琳、

沈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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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装卸作业的基本要求，包件运输装卸条件、散装

运输装卸条件、罐式运输装卸条件和装卸作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环节的装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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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８０６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２１６６８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要求

ＧＢ １９４３４ 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５ 危险货物金属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６ 危险货物复合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８ 危险货物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ＧＢ ／ Ｔ ２７８６４ 危险货物包装　 中型散装容器振动试验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１９７２ 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ｆ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ＣＳＣ） １９７２］
国际铁路联盟规则［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ＵＩＣ）］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附录 Ａ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基本要求

４． １　 运输装备的选择及装卸操作，应符合 ４． ２ ～ ４． ５ 的要求，以及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６） ～
（１８）列注明的运输特殊规定。
４． ２　 符合 ＣＳＣ 或 ＵＩＣ５９１、ＵＩＣ５９２ 中“集装箱”定义的大型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罐式集装箱，在运输

危险货物时，其结构应满足 ＣＳＣ 或 ＵＩＣ 规则要求。
４． ３　 运输危险货物的大型集装箱，其结构构件（包括顶部及底部的侧梁、门槛和门楣、底板、底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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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柱、角件等）不得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ａ）　 深度超过 １９ｍｍ 的凹陷或弯曲；
ｂ）　 裂缝或破裂；
ｃ）　 顶部或底部端梁、门楣中间出现多于一处的拼接，或不正确拼接（如搭接的拼接）以及在任何

一个顶部或底部侧梁处出现超过两处的拼接，或在门槛、角件上出现任何拼接；
ｄ）　 门铰链和部件出现卡住、扭曲、破裂、丢失或因其他原因失灵；
ｅ）　 门胶条和封口不密封；
ｆ ）　 足以影响到起吊设备和车架系固操作的整体变形。

４． ４　 大型集装箱当出现任何构件的恶化，例如侧壁金属锈蚀或玻璃纤维材料破裂，不可继续使用；当
出现不影响使用性能的普通磨损，包括氧化（生锈）、轻微的凹陷或划伤，则可继续使用。
４． ５　 大型集装箱装载前，装货人应检查集装箱内，确保没有危险货物残留，且集装箱底板和箱壁内部

没有凸起。

５　 包件运输装卸条件

５． １　 除 ５． ２ 和 ５． ３ 另有规定之外，包件可用下列类型的车辆或集装箱装载：
ａ）　 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
ｂ）　 侧帘车辆或软开顶集装箱；
ｃ）　 敞开式车辆或开顶集装箱。

５． ２　 包件采用的包装若由易受潮湿环境影响的材质制成，应通过侧帘车辆、封闭式车辆、软开顶集装

箱或封闭式集装箱进行装载。
５． ３　 运输包件车辆或箱体，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６）列中代码表示的特殊规定，代
码含义见附录 Ａ。

６　 散装运输装卸条件

６． １　 一般要求

６． １． １　 对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第（１０）列为 ＢＫ 代码且满足 ６． ２ 规定的货物，或者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第（１７）列为 ＶＣ 代码且满足 ６． ３ 规定的货物，可采用散装形式将货物装在散装容

器、集装箱或车厢内进行运输。
６． １． ２　 易受温度影响而液化的物质不能采取散装运输。
６． １． ３　 散装容器、集装箱以及车体应防溢洒，并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关闭，防止由于振动，或者温度、
湿度、压力变化导致货物溢洒。
６． １． ４　 装载散装固体时，应均匀分布以减少移动，防止散装容器、集装箱及车辆损坏或者货物溢洒。
６． １． ５　 通风装置应保持洁净并处于运行状态。
６． １． ６　 货物不得与散装容器、集装箱和车厢、衬垫、设备（盖子和防水帆布）的材料发生危险反应，或者

与货物直接接触的保护涂层发生反应或明显降低包装材料的使用性能。
６． １． ７　 充装和交付运输前，应检查和清理每一个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辆以确保无下列情形的残留物：

ａ）　 可能与即将运输的物质发生危险的化学反应；
ｂ）　 对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辆的结构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
ｃ）　 影响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辆对危险货物的适装性。

６． １． ８　 运输途中，应确保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体的外表面没有危险货物残留。
６． １． ９　 多个封口装置串联时，充装货物之前应首先关闭最靠近所装货物的封口装置，并依次关闭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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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口装置。
６． １． １０　 装载过固体危险货物的空散装容器、集装箱和车辆，若未采取措施消除危险，应遵守装有该物

质的散装容器、集装箱和车辆的规定。
６． １． １１　 容易发生粉尘爆炸或者释放出易燃气体的货物的散装运输，应在运输、充装和卸货时采取消

除静电措施。
６． １． １２　 如果危险货物与其他货物容易发生下列危险反应，两者不能混装：

ａ）　 燃烧或释放大量热；
ｂ）　 释放易燃或有毒气体；
ｃ）　 生成腐蚀性液体；
ｄ）　 生成不稳定物质。

６． １． １３　 充装货物之前，应对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辆采取目视检查，确保其内壁、顶板和底板无凸起

或损坏，内衬和货物固定装备没有明显裂痕或损伤；集装箱顶部和底部的侧梁、门槛和门楣，底横梁、角
柱、角件等结构组成部分不存在下列重大缺陷：

ａ）　 在结构或支撑部件上出现影响散装容器、集装箱或车体完整性的凹陷、裂缝和断裂；
ｂ）　 顶部或底部的端梁或门楣中出现多于一处的拼接或任何不正确拼接（如搭接的拼接）；
ｃ）　 顶部或底部的侧梁出现超过两处的拼接；
ｄ）　 门槛、角柱上出现任何拼接；
ｅ）　 门铰链和部件出现卡住、扭曲、破裂、丢失或因其他原因失灵；
ｆ ）　 门胶条和封口不密封；
ｇ）　 足以影响到起吊设备和车架系固操作的整体变形；
ｈ）　 升降设备或装卸设备接口出现任何损坏；
ｉ）　 操作设备出现任何损坏。

６． ２　 具有 ＢＫ 代码的危险货物散装运输

６． ２． 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０）列的 ＢＫ 代码包括 ＢＫ１ 和 ＢＫ２，分别代表下列含义：
ａ）　 ＢＫ１：允许通过软开顶散装容器进行散装运输。
ｂ）　 ＢＫ２：允许通过封闭式散装容器进行散装运输。

６． ２． ２　 所使用的散装容器应符合 ＧＢ １９４３４、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５、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６、ＧＢ １９４３４． ８ 和 ＧＢ／ Ｔ ２７８６４ 等规定。
６． ２． ３　 使用散装容器装载 ４． ２ 项货物，货物自燃温度应大于 ５５℃。
６． ２． ４　 运输 ４． ３ 项货物，应由防水散装容器装载。
６． ２． ５　 运输 ５． １ 项货物，散装容器应经过特殊设计以防止货物与木质或其他不兼容材料接触。
６． ２． ６　 运输 ６． ２ 项货物的散装容器使用要求如下：

ａ）　 运输含有传染源的动物制品（ＵＮ２８１４、ＵＮ２９００ 和 ＵＮ３３７３），散装容器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　 在未达到最大装载量，能够避免货物与篷布发生接触的情况下，可使用 ＢＫ１ 或 ＢＫ２ 散装

容器；
２）　 散装容器及其开口，应采用防漏设计或安装合适的衬垫防止货物泄漏；
３）　 动物制品在装载前，应经过彻底消毒；
４）　 软开顶散装容器应额外覆盖顶部衬垫，并且衬垫上加盖一层经过消毒的可吸收性材料；
５）　 散装容器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消毒前不得重复使用。

ｂ）　 运输 ６． ２ 项废弃物 （ＵＮ３２９１），散装容器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封闭式散装容器及其开口处应为密封设计。 散装容器应具有防水性能的内表面，且无裂痕

等风险特性；
２）　 废弃物应装入通过 ＵＮ 包装类别Ⅱ固体测试的密封防漏塑料袋内，并做好包装标记；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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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应当通过抗撕裂与耐冲击试验；
３）　 废弃物中含有液体的，应装载在含有足够吸收液体材料的塑料袋中，防止液体洒落在

散装容器内；
４）　 废弃物中含有锋利物质的，应采用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表 Ａ． ７１ 中包装指南 Ｐ６２１，以

及表 Ａ． １０３ 中包装指南 ＩＢＣ６２０ 或表 Ａ． １０９ 中包装指南 ＬＰ６２１ 的刚性包装；
５）　 装有废弃物的刚性包装和塑料袋同时装载在封闭式散装容器时，两类废弃物之间应通过

使用硬性屏障、隔板或其他方法妥善分离，以防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造成包装损坏；
６）　 装载在塑料袋中的废弃物，采用封闭式散装容器运输时，应严禁挤压，防止包装密封失效；
７）　 每次运输后，应检查封闭式散装容器是否存在泄漏或溢出的废弃物。 存在泄漏或溢出废弃

物时，容器在经彻底清洁和消毒净化之前不得重复使用。 除医疗或兽医废弃物外，任何

货物不得与 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一同运输。 任何同 ＵＮ３２９１ 废弃物一同运输的废弃物必须检

查是否受到污染。
６． ２． ７　 运输未包装的放射性物质，应遵守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规定。
６． ２． ８　 运输第 ８ 类腐蚀性物质，应使用防水的散装容器运载。
６． ２． ９　 运输第 ９ 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中 ＵＮ３５０９ 货物，应使用封闭式散装容器（代码 ＢＫ２）。 散装容

器应密封，或装有密封圈和耐穿刺的密封衬垫（或密封袋），并在容器内采用吸收材料等方法吸收运输

过程中溢出的液体。 运输未清洁的、废弃的、空的、含有 ５． １ 项残留物的包装材料，应使用散装容器并且

容器材质不得为木质或其他易燃材料。

６． ３　 具有 ＶＣ 代码的危险货物散装运输

６． ３． 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７）列中具有 ＶＣ 代码包括 ＶＣ１、ＶＣ２ 和 ＶＣ３，分别代表下列

含义：
ａ）　 ＶＣ１ 允许通过侧帘车辆、软开顶集装箱或软开顶散装容器进行散装运输；
ｂ）　 ＶＣ２ 允许通过封闭式车辆、封闭式集装箱或封闭式散装容器进行散装运输；
ｃ）　 ＶＣ３ 运输方案经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认可后方可散装运输。

６． ３． ２　 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７）列中 ＶＣ 代码采用散装运输时，还应遵守该列内 ＡＰ
代码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见附录 Ｂ。

７　 罐式运输装卸条件

７． １　 仅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０）或（１２）列有明确罐体代码标注，方可采用罐式运输（可移

动罐柜或罐式车辆运输）危险货物。 罐式运输的车辆选择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４）列
的规定。
７． ２　 货物对应的车型代码为 ＥＸ ／ Ⅲ、ＦＬ、ＯＸ、ＡＴ 的，按以下方式选择车辆使用：

———若车型代码为 ＥＸ ／ ＩＩＩ，只有 ＥＸ ／ ＩＩＩ 型车辆可以使用；
———若车型代码为 ＦＬ，只有 ＦＬ 型车辆可以使用；
———若车型代码为 ＯＸ，只有 ＯＸ 型车辆可以使用；
———若车型代码为 ＡＴ，则 ＡＴ、ＦＬ、ＯＸ 型车辆都可以使用。

８　 装卸作业要求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车辆、大型集装箱、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等，应符合安全、安保防范、清洁及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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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等相关管理规定。
８． １． ２　 装货人在对车辆、大型集装箱、散装容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及其装卸载设备检查时，发
现不满足法规或标准要求时，不得进行装载。
８． １． ３　 装卸操作人员在装卸之前应检查车辆、罐体或集装箱等，如果发现安全隐患，不得进行装卸作业。
８． １． ４　 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７）和（１８）列的运输特殊规定，某些特定的危险货物应采

用单次专用形式运输。
８． １． ５　 包件与集合包装应按其方向标记进行装卸。 液体危险货物应尽可能装载在干燥的危险货物下方。
８． １． ６　 危险货物装卸操作应按照其预先设计要求或测试过的操作方法进行。

８． ２　 包件混合装载要求

８． ２． １　 除表 １ 允许进行混合装载之外，标有不同危险性标志的包件不应装载在同一车辆或集装箱中。

表 １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混合装载通用要求

标　 　 志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１
４． １
＋ １

４． ２ ４． ３ ５． １ ５． ２
５． ２
＋ １

６． １ ６． ２ ８ ９

１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见 ８． ２． ２ 的要求

ｂ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ｂ

ｂ

ｂ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３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４． １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４． １ ＋ １ Ｘ

４． ２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４． ３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５． １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５． ２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５． ２ ＋ １ Ｘ Ｘ

６． １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６． ２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８ Ａ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９ ｂ
ａ、
ｂ

ｂ ｂ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注：Ｘ———表示原则上可以混合装载；具体货物能否混合装载，参见其安全技术说明书。
ａ———允许与 １． ４Ｓ 物质或货物混合装载。
ｂ———允许第 １ 类货物和第 ９ 类的救生设施混合装载（ＵＮ２９９０、ＵＮ３０７２ 和 ＵＮ３２６８）。

４． １ ＋ １———表示具有第 １ 类爆炸品次要危险性的 ４． １ 项物质。
５． ２ ＋ １———表示具有第 １ 类爆炸品次要危险性的 ５． ２ 项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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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２　 带有 １、１． ４、１． ５ 或 １． ６ 标志的包件，在同一车辆或集装箱中混合装载时，应符合表 ２ 的规定。

表 ２　 含第 １ 类物质或物品不同配装组的包件混合装载要求

配装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Ｊ Ｌ Ｎ Ｓ

Ａ Ｘ

Ｂ Ｘ Ａ Ｘ

Ｃ Ｘ Ｘ Ｘ Ｘ ｂ、ｃ Ｘ

Ｄ Ａ Ｘ Ｘ Ｘ Ｘ ｂ、ｃ Ｘ

Ｅ Ｘ Ｘ Ｘ Ｘ ｂ、ｃ Ｘ

Ｆ Ｘ Ｘ

Ｇ Ｘ Ｘ Ｘ Ｘ Ｘ

Ｈ Ｘ Ｘ

Ｊ Ｘ Ｘ

Ｌ ｄ

Ｎ ｂ、ｃ ｂ、ｃ ｂ、ｃ ｂ Ｘ

Ｓ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注：Ｘ———允许混合装载。
ａ———含有第 １ 类物品的配装组 Ｂ 和含有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的配装组 Ｄ 的包件，如果经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

机构认可的内部使用单独隔舱或者将其中一个配装组放入特定的容器系统从而有效防止配装组 Ｂ 爆炸危

险性传递给配装组 Ｄ，可以装载在同一个车辆或集装箱中。
ｂ———不同类型的 １． ６ 项 Ｎ 配装组物品只有通过实验或类推证实物品间不存在附加的殉爆风险时，可以按 １． ６

项 Ｎ 配装组一起运输，否则应被认定具有 １． １ 项的风险。
ｃ———配装组 Ｎ 的物品和配装组 Ｃ、Ｄ、Ｅ 的物质或物品一起运输时，配装组 Ｎ 的物品应被认为具有配装组 Ｄ 的

特征。
ｄ———含配装组 Ｌ 的物质和物品的不同类型的包件可以在同一车辆或集装箱内混合装载。

８． ２． ３　 带有有限数量标志的包件，禁止与其他含有爆炸物质或物品的货物混合装载。

８． ３　 包件与普通货物的装载要求

８． ３． １　 除非另有规定，危险货物不能与含有食品、药品、动物饲料及其添加剂的货物混装在同一车辆

或集装箱中。
８． ３． ２　 除非另有规定，危险货物包件与普通货物装载在同一车辆或集装箱时，应采取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隔离：
ａ）　 使用与包件等高的隔离物；
ｂ）　 四周至少保持 ０． ８ｍ 的间隔。

８． ４　 运输量限制

８． ４． １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８）列所列运输特殊规定中对运输量有特别要求的危险货物，
每个运输单元的运输总量应遵守相应的规定。
８． ４． ２　 对爆炸品的限制如下：

ａ）　 一个运输单元的爆炸性物质净重（或对爆炸物品而言，指所有物品中爆炸物质的总净重），应
遵守表 ３ 数量限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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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不同的第 １ 类爆炸品按照 ８． ２． ２ 的规定混合装载在同一个运输单元时，应遵守如下规定：
　 　 １）　 按照混合装载中危险分类最高（顺序为 １． １、１． ５、１． ２、１． ３、１． ６、１． ４）的爆炸品计算运输

数量限制。 混合装载中配装组 Ｓ 含有的爆炸性物质净重不计入运输总量；
２）　 １． ５Ｄ 的爆炸性物质与 １． ２ 项的物质或物品在同一运输单元运输时，应遵守 １． １ 项的物质

运输数量限制。

表 ３　 每个运输单元中允许装载的第 １ 类爆炸物质或物品最大净重 单位为千克

运输单元

项别及配装组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和 １． ６

１． １Ａ 除 １． １Ａ 除 １． ４Ｓ １． ４Ｓ

未清洁的

空包装

ＥＸ ／ Ⅱａ ６． ２５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不限 ５ ０００ 不限

ＥＸ ／ Ⅲａ １８． ７５ １６ 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０ 不限 １６ ０００ 不限

　 ａ防爆车型见 ＧＢ ２１６６８。

８． ４． ３　 Ｂ、Ｃ、Ｄ、Ｅ 或 Ｆ 型的自反应物质，或 Ｂ、Ｃ、Ｄ、Ｅ 或 Ｆ 型的有机过氧化物，每个运输单元的最大

重量为 ２０ ０００ｋｇ。

８． ５　 操作和堆放

８． ５． １　 在车辆或集装箱上，应视情况配备紧固和搬运装置：
ａ）　 含有危险物质的包件或无包装的危险货物应通过紧固带、滑动板条或扣式装置等合适手段

进行紧固，防止运输途中货物出现晃动，改变包件朝向或造成损毁；
ｂ）　 危险货物与其他非危险货物混合运输时，应确保所有货物已安全固定，防止危险货物泄漏；
ｃ）　 可以通过衬垫、填充物或支撑物等方式填充空隙，防止货物的移动；
ｄ）　 使用紧固带或绷带时，不要固定过紧以防造成包件的变形和损毁。

８． ５． ２　 除非包件设计为可堆码，否则不应堆码。 不同类型包件装载堆码时，应避免包件堆码可能导致

的挤压、破损。 堆码不同包件应根据需要使用承载装置，以防下层包件受损。
８． ５． ３　 装卸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装有危险货物的包件受损。
８． ５． ４　 装载、堆放和卸载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应遵守 ８ ． ５ ． １、８ ． ５ ． ２ 和 ８ ． ５ ． ３ 中的

规定。
８． ５． ５　 车组成员不可打开装有危险货物的包件。

８． ６　 卸载后的清洗

８． ６． １　 装有危险货物的车辆或集装箱卸载后，若发现有危险货物遗洒，应及时对其进行清洗，方可

再次装载。 如果不可能在卸载点清洗，车辆或集装箱应被安全运输到最近的合适地点进行清洗。 应采

取适当措施保证其安全运输，防止发生更大的遗洒或泄漏。
８． ６． ２　 散装运输的危险货物车辆或集装箱，在再次装载前应正确清洗，除非要装载货物与前次的危险

货物相同。

８． ７　 禁止吸烟

装卸过程中，禁止在车辆或集装箱附近和内部吸烟，以及使用电子香烟等其他类似产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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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８　 预防静电

在装卸可燃性气体，或闪点不超过 ６０℃的液体，或包装类别为Ⅱ的 ＵＮ１３６１，应在装卸作业前将

车辆底盘、可移动罐柜或罐式集装箱进行接地连接，并要限定充装流速。

８． ９　 适用于特定种类或货物的附加规定

运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中第（１８）列中标有 ＣＶ 标记的物质，还应符合附录 Ｃ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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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包件运输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包件运输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见表 Ａ． １。

表 Ａ． １　 包件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标　 　 记 特 殊 规 定

Ｖ１ 　 包件应装载在侧帘车辆或封闭式车辆中，或者装载在封闭式集装箱或软开顶式集装箱中

Ｖ２ 　 包件应装载在符合 ＥＸ ／ Ⅱ或 ＥＸ ／ Ⅲ型车辆上。 每个运输单元应遵守 ８． ４． ２ 规定的装载限值

Ｖ３ 　 运载自由流动的粉末状物质和烟花时，集装箱底板应有非金属表面或者垫板

Ｖ４ 　 （保留）

Ｖ５ 　 包件不应使用小型集装箱运输

Ｖ６
　 柔性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ｓ）应装在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中，或者侧帘车辆或软开顶

集装箱中运输，并且侧帘和软开顶的材质应由防水及非易燃性材料制成

Ｖ７ 　 （保留）

Ｖ８

　 ａ）　 运输需控温才能保持稳定的货物，不得超过标准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中 ５． ４． １． ３． ８ 和

５． ４． １． ８，或 ５． ５． ２． ４． ２ 和 ５． ５． ２． ７ 中规定的控制温度。
ｂ）　 控温方式受各种因素影响，包括：

———所运物质的控制温度；
———控制温度和预计环境温度的温差；
———隔热效果；
———运输持续时间；
———为途中的延误而预留的安全余量。

ｃ）　 按下列方法，选择采取有效的控温措施，避免在运输过程中超出控制温度，有效性以

升序排列：
Ｒ１ 当物质的初始温度低于控制温度时，可采取隔热措施。
Ｒ２ 当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可采取隔热措施和使用冷却系统：
———携带足够的非易燃性冷却剂（如液氮或干冰），并且能保证在运输迟延时有额外的

冷却剂数量，或者有其他的补给措施；
———液态氧或空气不作为冷却剂；
———即使在绝大多数冷却剂被耗尽的情况下，冷却系统仍整体有效；
———集装箱箱门或车辆车门清晰标明警告语：“在进入之前需要通风”。
Ｒ３ 当所运物质的闪点低于应急温度加 ５℃的温度值，且在制冷舱内应使用防爆电气

装置（ＥＥＸⅡＢ Ｔ３） 以防物质释放的可燃气体发生燃烧时，可采用隔热措施加单机

冷冻机。
Ｒ４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隔热措施加机械冷冻系统和冷却剂系统的组合系统：
———机械冷冻系统和冷却剂系统互相独立；
———满足上述 Ｒ２ 和 Ｒ３ 的要求。
Ｒ５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隔热措施加双机械冷冻系统：
———除整体供电系统外，两个机械冷冻系统相互独立；
———每一个机械冷冻系统都能实现温度控制；
———所运物质的闪点低于应急温度加 ５℃ 的温度值，且在制冷舱内应使用防爆电气

装置（ＥＥＸⅡＢ Ｔ３）以防物质释放的可燃气体发生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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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１（续）

标　 　 记 特 殊 规 定

Ｖ８

　 ｄ）　 方法 Ｒ４ 和 Ｒ５ 适用于所有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
方法 Ｒ３ 适用于 Ｃ、Ｄ、Ｅ、Ｆ 类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 对 Ｂ 类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

应物质，若运输中的最大环境温度不超过控制温度 １０℃及以上，则方法 Ｒ３ 也适用。
当运输过程中的最大环境温度不超过控制温度 ３０℃及以上时，方法 Ｒ２ 适用于 Ｃ、Ｄ、Ｅ、
Ｆ 类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
当运输过程中的最大环境温度至少低于控制温度 １０℃时，方法 Ｒ１ 可用于 Ｃ、Ｄ、Ｅ、Ｆ 类

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
ｅ）　 使用隔热冷冻或机械冷冻的车辆或集装箱运输时，车辆或集装箱应符合标准温度控制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的规定。
ｆ） 　 物质采取由冷却剂填充保护的包装时，应装载在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中，或者

侧帘车辆或软开顶集装箱中。 封闭式车辆和集装箱应有足够的通风。 侧帘车辆和软开

顶集装箱应安装侧壁和尾壁。 这些板材应由防水和非可燃类的材料制成。
ｇ）　 冷却系统中的控制和温度传感器应安装在易于操作的位置，并且所有的电子连接元件

应能够防雨。 运输单元空气温度应有两个独立的感应器分别监测，且输出数据可读取，
从而易于发现任何温度变化。 所运物质的控制温度低于 ２５℃时，车辆应装备视听警报

器，其供电独立于冷却系统，且运行温度应等于或低于控制温度。
ｈ）　 应配备备用冷却系统或零件。

　 当运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 ４． １． ５ 所指的物质通过添加化学抑制剂达到稳定状态从而使

自加速分解温度大于 ５０℃时，本条款 Ｖ８ 不适用该物质。 但在运输途中温度可能超过 ５５℃时，
则需要温度控制

Ｖ９ 　 （保留）

Ｖ１０ 　 中型散装容器（ＩＢＣｓ）应由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或者侧帘车辆或软开顶集装箱运输

Ｖ１１
　 除金属或刚性塑料中型散装容器 ＩＢＣｓ 外，其他 ＩＢＣｓ 应由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或者

侧帘车辆或软开顶集装箱运输

Ｖ１２
　 ３１ＨＺ２（３１ＨＡ２， ３１ＨＢ２， ３１ＨＮ２， ３１ＨＤ２ 和 ３１ＨＨ２）型号的 ＩＢＣｓ 应由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

集装箱运输

Ｖ１３ 　 ５Ｈ１、５Ｌ１ 或者 ５Ｍ１ 等包件应由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运输

Ｖ１４
　 运输用于回收或废弃的气雾剂，应遵守标准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 ６ 特殊规定 ３２７ 的要求，即
只能使用通风良好的或开放式的车辆和集装箱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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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具有 ＶＣ 标记的散装运输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具有 ＶＣ 标记的散装运输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见表 Ｂ． １。

表 Ｂ． １　 具有 ＶＣ 标记的散装运输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货 物 类 别 ＶＣ 标记 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４． １ 项
ＡＰ１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金属箱体，并加装非可燃性衬板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备足够的通风性

４． ２ 项 ＡＰ１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有金属箱体，并加装非可燃性衬板

４． ３ 项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备足够的通风性

ＡＰ３
　 侧帘车辆和软开顶集装箱应能运输碎片状物质而非粉末状、颗粒状、
粉尘状或灰烬状物质

ＡＰ４
　 封闭式车辆和封闭式集装箱应安装气密口以防止装卸时气体溢出和

水汽进入

ＡＰ５
　 封闭式车辆或封闭式集装箱的货舱门上应使用不小于 ２５ｍｍ 高的

字体，书写“警告”“不通风” “小心开启”标记。 托运人或承运人应向

从业人员说明标记的含义

５． １ 项
ＡＰ６

　 如果车辆或集装箱由木质或其他可燃材料制成，则其必须具有阻燃

的防水表面，或表面有硅酸钠或类似物质的涂层。 车辆侧帘或集装箱

软开顶应具有阻燃性和防水性能

ＡＰ７ 　 散装运输时，应单次专用

６． １ 项 ＡＰ７ 　 散装运输时，应单次专用

第 ８ 类

ＡＰ７ 　 散装运输时，应单次专用

ＡＰ８

　 ａ）　 车辆和集装箱的装载隔仓设计应考虑来自于电池的残余电流和

撞击的影响。
ｂ）　 制造车辆和集装箱的装载隔仓钢材应对电池内物质具有耐腐蚀

性。 当箱体厚度（或罐体壁厚）足够厚或者具有耐腐蚀的塑料

内衬或涂层时，可以使用抗腐蚀性较低的钢材。
　 注：在腐蚀性物质的影响下，钢材每年逐渐减少的厚度最大在 ０． １ｍｍ

以下的，其可以认为具有耐腐蚀性。
ｃ）　 车辆和集装箱的顶部不得装载货物。
ｄ）　 可使用经过零下 １８℃从 ０． ８ｍ 高度跌落到硬物上不会破裂测试

的小型塑料容器进行运输，但应单次专用

第 ９ 类

ＡＰ２ 　 车辆和集装箱应具备足够的通风

ＡＰ９
　 含有该物质平均浓度不超过 １ ０００ｍｇ ／ ｋｇ 的固体货物（混合物，比如

制剂或废弃物），可以散装运输。 在装载过程中，货物任何一个部分的

平均浓度不超过 １ ０００ｍｇ ／ ｋｇ

ＡＰ１０

　 车辆或集装箱应密封，或装有密封圈和耐穿刺的密封衬垫（或密封

袋），并采用吸收性材料等方法吸收运输过程中溢出的液体。 运输未清

洁的、废弃的、空的、含有 ５． １ 项残留物的包装材料，应确保货物不能

接触木质或其他可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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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适用于特定种类或货物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适用于特定种类或货物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见表 Ｃ． １。

表 Ｃ． １　 适用于特定种类或货物的装卸操作特殊规定

标　 　 记 特 殊 规 定

ＣＶ１
　 ａ）　 在禁止装卸操作的公共区域，不得进行装卸作业；

ｂ）　 在公共场所进行装卸操作，不同类型的物质和物品应根据危险货物标志分开操作

ＣＶ２
　 ａ）　 装载前，车辆或集装箱的装载表面应彻底清洗；

ｂ）　 车辆和集装箱及其附近，以及车辆和集装箱装卸过程中，应禁止使用火源或出现明火

ＣＶ３ 　 见 ８． ４． ２

ＣＶ４ 　 配装组 Ｌ 中的物质和物品只能通过单次专用运输

ＣＶ５ ～ ＣＶ８ 　 （保留）

ＣＶ９ 　 不得扔掷包件或使其受到冲击。 容器装载到车辆或集装箱时，应保证其不会倾覆或跌落

ＣＶ１０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附录 Ａ 所定义的气瓶应平行或垂直于车辆或集装箱的纵轴方向安装；但
靠近车头前挡板位置的，应垂直于纵轴方向安装。
　 大直径（约 ３０ｃｍ 及以上）短瓶可以纵向安装，并且瓶阀保护装置应指向车辆或集装箱中部。
　 气瓶可直立放置，采用足够稳定或适当的装置，有效防止倾倒。
　 横放的气瓶应妥善地楔入、连接或固定，以防滚动

ＣＶ１１ 　 容器应按照设计正确方式放置，并且防止其他包件对其造成损坏

ＣＶ１２
　 装有物品的托盘堆放时，每层托盘的质量应均匀分布。 如果有必要，每层托盘间可以放置有

足够强度的支撑物

ＣＶ１３
　 车辆或集装箱中有任何物质遗洒，应经过彻底清洗后才可再次使用。 如有必要，可以进行

消毒或去污。 应检查装在同一车辆或集装箱中的其他物质是否被污染

ＣＶ１４ 　 在运输中，货物应被遮盖，免于阳光直晒和受热。 应储放在远离热源的温度控制允许的地方

ＣＶ１５ 　 见 ８． ４． ３

ＣＶ１６ ～ ＣＶ１９ 　 （保留）

ＣＶ２０
　 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中 ４． ４． １ 的包装指南 Ｐ５２０ 的 ＯＰ１ 或 ＯＰ２ 方法进行包装的货物，当
每个运输单元的物质总量限制为 １０ｋｇ 时，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中“７ 集装箱、罐体与车辆标志牌

及标记”和本规则 ５． ３ 中 Ｖ１ 和 Ｖ８（５）、（６）中的特殊规定对其不适用

ＣＶ２１

　 ａ）　 运输单元在装载前应彻底检查。
ｂ）　 运输前，托运人应告诉承运人制冷系统的操作方法和沿途添加制冷剂供应商，以及出现

温度失控情况后的相关处理程序。
ｃ）　 在温度失控的情况下，应按照表 Ａ． １ 中特殊规定 Ｖ８（ｃ）的方法 Ｒ２ 或 Ｒ４，携带足量的

非可燃性冷却剂（如液氮或干冰），其中应考虑可能因为运输迟延所需要的额外用量，
除非有其他补给保障措施。

ｄ）　 包件应堆放在易于卸载的位置。
ｅ）　 整个运输操作中，包括装卸及运输途中停留，应保持特定的控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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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 １（续）

标　 　 记 特 殊 规 定

ＣＶ２２
　 装载包件应留有空间，利于空气自由流动，使货物处于同样的温度。 车辆或大型集装箱中装

载易燃性固体和 ／或有机过氧化物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 时，货物应被分为每个不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 的堆垛，
且堆垛间有至少 ０． ０５ｍ 的空间

ＣＶ２３ 　 对包件进行操作时，应采取特殊措施保证包件不与水接触

ＣＶ２４
　 装载之前，车辆和集装箱应彻底清洗，特别是保证不含任何可燃性残质存在（如稻草、干草、
纸张等）。 在堆码包件时禁止使用高度易燃类材料

ＣＶ２５
　 ａ）　 包件应堆放在易于卸载的位置。

ｂ）　 当包件需要在不超过 １５℃环境温度或冷藏运输时，卸载和堆放时应保持同样的温度。
ｃ）　 包件应储放在远离热源的温度控制允许的地方

ＣＶ２６ 　 车辆或集装箱中的木质部分，如接触了物质，应被移走并烧掉

ＣＶ２７
　 ａ）　 包件应堆放在易于卸载的位置。

ｂ）　 包件冷藏运输时，在卸载和储放过程中应保证制冷系统工作正常。
ｃ）　 包件应储放在远离热源的温度控制允许的地方

ＣＶ２８ 　 见 ８． ３． １

ＣＶ２９ ～ ＣＶ３２ 　 （保留）

ＣＶ３３ 　 放射性物品的操作要求遵守标准 ＧＢ １１８０６

ＣＶ３４ 　 运输压力容器之前，应防止可能产生的氢气导致压力升高

ＣＶ３５ 　 使用袋作为单一包装时，包件应适当分开以便散热

ＣＶ３６
　 装载包件应首选敞开式或通风良好的车辆或者集装箱。 如果不可行，包件可由其他车辆或集

装箱装载，但车辆或集装箱的门上应使用不小于 ２５ｍｍ 高的字体，书写“警告”“不通风”“小心

开启”标记。 托运人或承运人应向从业人员说明标记的含义

ＣＶ３７
　 炼铝副产品和铝重熔副产品在运输前应冷却至常温后进行装载。 运送货物的侧帘车辆和软

开顶集装箱应防水。 封闭式车辆和封闭式集装箱的门应使用不小于 ２５ｍｍ 高的字体，书写“警
告”“封闭存储”“小心开启”标记。 托运人或承运人应向从业人员说明标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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