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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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的车辆和设备、运输、从业人员，与 ＪＴ ６１７—

２００４ 对应部分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运输装备条件（见第 ４ 章）；
———增加了驾驶员培训要求（见 ５． １）；
———增加了驾驶员培训内容（见 ５． ２）；
———增加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人员的培训要求（见 ５． ３）；
———修改了携带单据和证件（见 ６． １，２００４ 版 ９． ２）；
———修改了车组人员要求（见 ６． ２，２００４ 版第 １０ 章）；
———增加了车辆停放要求（见 ６． ３）；
———增加了车辆通行要求（见 ６． ４）；
———增加了运输作业特殊规定（见附录 Ａ）；
———增加了隧道类别说明和隧道通行限制代码（见附录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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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船级社认证公司。
本部分起草人：张会娜、任春晓、吴金中、李东红、战榆林、沈小燕、钱大琳、张玉玲、王平、范文姬、

彭建华、赖永才、石欣。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ＪＴ ３１３０—１９８８；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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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运输装备条件、人员条件及运输作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运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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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Ｔ ４９６８　 　 　 　 火灾分类

ＧＢ １１８０６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２０３００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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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运输装备条件

４． １　 运输单元

应使用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除外）或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作为载运危险货物的

运输单元。

４． ２　 标志牌和标记

危险货物运输单元应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中第 ７ 章要求粘贴或悬挂菱形标志牌、矩形标志牌和

标记。

４． ３　 灭火器具

４． ３． １　 运输单元运载危险货物时，应随车携带便携式灭火器。 灭火器应适用于扑救 ＧＢ ／ Ｔ ４９６８ 规定

的 Ａ、Ｂ、Ｃ 三类火灾。
４． ３． ２　 便携式灭火器的数量及容量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 运输剧毒和爆炸品的车辆灭火器数量要求应

符合 ＧＢ ２０３００ 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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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运输单元应携带的便携式灭火器数量及容量要求

运输单元

最大总质量

Ｍ
（ｔ）

灭火器配置

最小数量

（个）

适用于发动机或驾驶室的灭火器 额外灭火器

最小数量

（个）
最小容量

（ｋｇ）
最小数量

（个）
最小容量

（ｋｇ）

Ｍ≤３． ５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５ ＜Ｍ≤７． ５ ２ １ １ １ ４

Ｍ ＞ ７． ５ ３ １ １ ２ ４

　 注：容量是指干粉灭火剂（或其他同等效用的适用灭火剂）的容量。

４． ３． ３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中 ５． １ 规定的运输单元，应配备至少 １ 个最小容量为 ２ｋｇ 干粉灭火器

（或其他同等效用的适用灭火器）。
４． ３． ４　 便携式灭火器应满足有关车用便携式灭火器的规定。 如果车辆已装备可用于扑灭发动机起火

的固定式灭火器，则其所携带的便携式灭火器无需适用于扑灭发动机起火。
４． ３． ５　 便携式灭火器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４． ３． ６　 灭火器应放置于运输单元中易于被车组人员拿取的地方。

４． ４　 用于个人防护的装备

４． ４． １　 应根据所运载的危险货物标志式样（包括包件标志、车辆或集装箱标志牌）选择个人防护装备。
危险货物标志式样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的规定。
４． ４． ２　 运输单元应配备以下装备：

ａ）　 每辆车需携带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轮挡；
ｂ）　 一个三角警示牌；
ｃ）　 眼部冲洗液（第 １ 类和第 ２ 类除外）。

４． ４． ３　 运输单元应为每名车组人员配备以下装备：
ａ）　 反光背心；
ｂ）　 防爆的（非金属外表面，不产生火花）便携式照明设备；
ｃ）　 合适的防护性手套；
ｄ）　 眼部防护装备（如护目镜）。

４． ４． ４　 特定类别危险货物还应包括以下附加装备：
ａ）　 对于危险货物危险标志式样为 ２． ３ 项或 ６． １ 项，每位车组人员随车携带一个应急逃生面具，

逃生面具的功能需与所装载化学品相匹配（如具备气体或粉尘过滤功能）；
ｂ）　 对于危险货物危险标志式样为第 ３ 类、４． １ 项、４． ３ 项、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固体或液体的危险

货物，配备：
１）　 一把铲子（对具有第 ３ 类、４． １ 项、４． ３ 项危险性的货物，铲子应具备防爆功能）；
２）　 一个下水道口封堵器具，如堵漏垫、堵漏袋等。

５　 人员条件

５． １　 驾驶员培训要求

５． １． １　 驾驶员上岗前应经过危险货物运输基本知识培训，掌握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考核。
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５． １． ２　 罐式车辆驾驶员还应至少接受 ５． ２． ２ 的罐体运输专业知识培训。
５． １． ３　 运载第 １ 类或第 ７ 类危险货物的车辆驾驶员还应分别接受 ５． ２． ３ 或 ５． ２． ４ 中规定的专业知识

培训。

５． ２　 驾驶员培训内容

５． ２． １　 基本知识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危险货物运输有关的法律法规；
ｂ）　 主要危险特性；
ｃ）　 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
ｄ）　 针对不同类型的危险货物所应采取的相关预防和安全措施；
ｅ）　 事故发生后要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急救、安全防护设备使用的基本知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卡所规定的要求等）；
ｆ ）　 标记、标志、菱形标志牌和矩形标志牌等的含义和使用要求；
ｇ）　 道路通行限制要求；
ｈ）　 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允许和禁止驾驶员操作的事项；
ｉ ）　 车辆相关设备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ｊ ）　 在同一辆车或集装箱中混合装载的禁止性条款；
ｋ）　 装卸危险货物时的注意事项；
ｌ ）　 包件的堆放要求；
ｍ）　 安全驾驶规范；
ｎ）　 安全意识。

５． ２． ２　 罐体运输专业知识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专业知识：

１）　 车辆在道路上的运行特点；
２）　 车辆的特殊规定；
３）　 各种装货、卸货设备的基础知识；
４）　 车辆标记、标志牌使用的特殊规定。

ｂ）　 实际操作培训：
１）　 牵引车与半挂车的连接；
２）　 罐车附件（包括紧急切断阀、安全阀等）的操作；
３）　 轮胎、设备、罐体的常规检查；
４）　 罐车转向、制动操作。

５． ２． ３　 运输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的专业知识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与爆炸物和烟火类物质或物品相关的特殊危险性；
ｂ）　 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在混合装载时的特殊规定。

５． ２． ４　 运输第 ７ 类放射性物品的专业知识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放射性物品的特殊危险性；
ｂ）　 放射性物品的包装、操作、混合装载、积载相关特殊规定；
ｃ）　 当发生放射性物品运输事故时，应采取的特别措施。

５． ２． ５　 驾驶员应定期接受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含法规标准新要求、车辆新技术等。

５． 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人员的培训要求

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的人员，包括参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操作及相关管理人员，应接受与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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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相适应的危险货物运输专业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中规定的要求。

６　 运输作业要求

６． １　 携带单据和证件

６． １． １　 应随车携带以下单据和证件：
ａ）　 道路运输证、危险货物运单；
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卡；
ｃ）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组成员从业资格证；
ｄ）　 法规标准规定的其他单据。

６． １．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卡应放置在车辆中易于取得的地方。

６． ２　 车组人员要求

６． ２． １　 禁止搭乘无关人员。
６． ２． ２　 车组人员应会使用灭火装置。
６． ２． ３　 非紧急情况下，车组人员不应打开含危险货物的包件。
６． ２． ４　 应使用防爆的（非金属外表面，不产生火花）便携式照明装置。
６． ２． ５　 装卸作业时，车辆附近和车内禁止吸烟和使用明火，包括电子香烟及其他类似产品。
６． ２． ６　 装卸过程中应关闭发动机，国家有关标准规范中允许装卸过程中启动发动机或其他设备的

除外。
６． ２． ７　 运载危险货物的运输单元停车时，应使用驻车制动装置。 挂车应按照 ４． ４． ２ 的要求，使用至少

两个轮挡限制其移动。

６． ３　 车辆停放要求

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１９）列的规定，当危险货物适用于附录 Ａ 中 Ｓ１ ｄ）、Ｓ１４ ～ Ｓ２４
特殊规定时，危险货物车辆停车时应受到监护。 应按以下优先顺序选择危险货物车辆停车场所：

ａ）　 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公司或工厂的安全场所；
ｂ）　 有停车管理人员看管的停车场，驾驶员应告知停车管理人员其去向和联系方式；
ｃ）　 其他公共或私人停车场，但车辆和危险货物不应对其他车辆和人员构成危害；
ｄ）　 一般不会有人经过或聚集的、与公路和民房隔离的开阔地带。

６． ４　 道路通行要求

６． ４． １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遵守国家和行业对道路通行限制的要求。
６． ４． ２　 隧道类别说明和隧道通行限制代码参见附录 Ｂ。 如果某个隧道入口处贴有附录 Ｂ 所示的隧道

类别代码，承运人应根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一览表第（１５）列的规定，判断

该隧道是否允许所运输的危险货物通行。

６． ５　 运输作业特殊规定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１９）列列出了运输某些危险货物的特殊规定，其含义见附录 Ａ。
特殊规定的要求优先于第 ４、５、６ 章的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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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运输作业特殊规定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表 Ａ． １ 第（１９）列中列出的运输某些物质或物品的特殊规定如下：
Ｓ１　 有关爆炸物的附加规定如下：

ａ）　 在运输第 １ 类物质的车上、附近及货物的装卸过程中，禁止吸烟使用明火，也不应使用电子

香烟或其他类似的装置。
ｂ）　 装卸地点要求如下：

１）　 第 １ 类物质的装卸没有特殊许可，不应在限定区域的公共场所进行；
２）　 禁止在主管机关禁止的公共场所装卸，特殊情况除外；
３）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操作需在公共场所进行时，不同类型的物质和物品应根据标志进行

隔离；
４）　 当携带第 １ 类物质或物品的车辆被迫在公共场所停下进行装卸时，停靠车辆之间应至少

有 ５０ｍ 的距离间隔。 隶属于同一运输单元的车辆不受本条款的限制。
ｃ）　 护送要求如下：

１）　 当第 １ 类物质和货物在有护送的情况下运输时，运输单元之间和运输单元与其他车辆

之间应保持至少 ５０ｍ 的距离；
２）　 主管部门可以规定护送车队的顺序及组成。

ｄ）　 车辆停放要求如下：
１）　 当车辆运输的第 １ 类物质和物品含爆炸性物质的净质量超过以下限量时应采取 ６． ３ 规定

的停放措施：
———１． １ 项：０ｋｇ；
———１． ２ 项：０ｋｇ；
———１． ３ 项，配装组 Ｃ 物质：０ｋｇ；
———１． ３ 项，除配装组 Ｃ 物质外：５０ｋｇ；
———１． ４ 项：５０ｋｇ；
———１． ５ 项：０ｋｇ；
———１． ６ 项：５０ｋｇ；
———１． ４ 项物质和货物 ＵＮ０１０４、ＵＮ０２３７、ＵＮ０２５５、 ＵＮ０２６７、ＵＮ０２８９、ＵＮ０３６１、ＵＮ０３６５、

ＵＮ０３６６、ＵＮ０４４０、ＵＮ０４４１、 ＵＮ０４５５、 ＵＮ０４５６ 和 ＵＮ０５００：０ｋｇ。
２）　 对于混合装载，应将混合装载的所有物质或物品视为一个整体，取所有物质或物品中

最小的最低限值作为整体的限值。
３）　 以上物质和物品应受到实时监护，以防止任何恶意行为的发生，并在出现失窃或着火时，

及时告知驾驶员和主管部门。 未清洗的空包装不受此条款的约束。
ｅ）　 除装卸载时间段内可开启外，ＥＸ ／Ⅱ型车辆货舱的门或硬质封盖，和运载第 １ 类物质的 ＥＸ ／Ⅲ型

车辆货舱的所有开口，在运输过程中应全程关闭。
Ｓ２　 运输易燃气体和液体的附加规定如下：

ａ）　 运输闪点不高于 ６０℃的液体或第 ２ 类易燃物质的封闭式车辆货舱仅允许携带满足相应防爆

等级的便携式照明设备进入；
ｂ）　 在装卸过程中禁止 ＦＬ 型车辆使用燃油加热器；
ｃ）　 ＦＬ 型车辆在罐体装满和清空前，在车辆底盘到地面间应有导电良好的地线连接，且应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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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卸速度。
Ｓ３　 感染性货物运输的附加规定为：表 １ 中灭火器配置最小数目、额外灭火器的最小容量的要求和

６． ２． ４中的要求不适用。
Ｓ４　 温控运输的附加规定如下：

ａ）　 温控运输装载前，应对运输单元进行彻底检查。 运输前，承运人应知晓以下事项：
１）　 制冷系统的操作方法和沿途冷却剂供应商的名单；
２）　 出现温度失控情况后的相关处理程序；
３）　 定时监测作业温度；
４）　 可用的备用冷却系统或备用组件。

ｂ）　 运输单元内空间的温度应由两个完全独立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并记录输出数据，由此易于

观察温度的变化。 应每隔 ４ｈ 到 ６ｈ 检测温度并记录。
ｃ）　 如果运输中超出控制温度，应启动预警程序，修复制冷装置或增加冷却剂；如果达到应急温度

（见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中 ５． ４． １． ３． ８ 和 ５． ５． ２． ４． １ ～ ５． ５． ２． ４． ４），应执行应急程序。
ｄ）　 此规定中 Ｓ４ 不适用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 ４． １． ５ 所指的物质，即通过加入化学抑制剂来达

到自加速分解温度大于 ５０℃从而达到稳定的物质，运输上述物质时，运输中温度控制可能

不会超过 ５５℃。
Ｓ５　 应符合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要求。
Ｓ６　 应符合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要求。
Ｓ８　 运输单元运载超过 ２ ０００ｋｇ 的此类物质时，除非得到主管部门的同意，不应在居民区或人群聚集地

区停靠。
Ｓ９　 运输此类物质时，除非得到主管部门的同意，不应在居民区或人群聚集地区停靠。
Ｓ１０　 夏季停车时，应尽量避免受阳光直射。
Ｓ１４　 运输该危险货物的车辆，应遵守第 ６． ３ 节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
Ｓ１５　 运输该危险货物的车辆，除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以防货物盗抢外，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

规定。
Ｓ１６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５００ｋｇ 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并对车辆保持全程实

时监护，以防任何恶意行为，并且在出现失窃和失火情况时，及时告知驾驶员和主管部门。
Ｓ１７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１ ０００ｋｇ 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
Ｓ１８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２ ０００ｋｇ 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
Ｓ１９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 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
Ｓ２０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１０ ０００ｋｇ（包件货物）或 ３ ０００Ｌ（罐装货物）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

车辆停放的规定。
Ｓ２１　 应符合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要求。
Ｓ２２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包件货物）或 ３ ０００Ｌ（罐装货物）时，应遵守 ６． ３ 节中有关车

辆停放的规定。
Ｓ２３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３ ０００ｋｇ 或 ３ ０００Ｌ 时，无论散装还是罐装，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

停放的规定。
Ｓ２４　 当车内此类物质的总量超过 １００ｋｇ 时，应遵守 ６． ３ 中有关车辆停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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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隧道类别说明和隧道通行限制代码

Ｂ． １　 隧道类别

隧道类别分为如下 ５ 类：
ａ）　 隧道类别 Ａ：对危险货物运输无限制；
ｂ）　 隧道类别 Ｂ：可导致大爆炸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ｃ）　 隧道类别 Ｃ：可导致极大爆炸、大爆炸或大量毒性物质泄漏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ｄ）　 隧道类别 Ｄ：可导致极大爆炸、大爆炸、大量毒性物质泄漏或大型火灾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禁止通行；
ｅ）　 隧道类别 Ｅ：除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第 ５ 章规定的运输条件豁免的危险货物之外，所有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Ｂ． ２　 隧道通行限制代码及说明

隧道通行限制代码及说明如表 Ｂ． １ 所示。

表 Ｂ． １　 危险货物隧道通行限制代码及说明

危险货物

隧道通行限制代码
隧道通行限制代码说明

Ｂ 　 禁止通过 Ｂ、Ｃ、Ｄ、Ｅ 类隧道

Ｂ１０００Ｃ
　 每个运输单元所运输的爆炸物的总净质量超过 １ ０００ｋｇ，禁止通过 Ｂ、Ｃ、Ｄ、Ｅ 类

隧道；未超过 １ ０００ｋｇ 禁止通过 Ｃ、Ｄ、Ｅ 类隧道

Ｂ ／ Ｄ
　 罐式运输禁止通过 Ｂ、Ｃ、Ｄ、Ｅ 类隧道；
　 其他运输禁止通过 Ｄ、Ｅ 类隧道

Ｂ ／ Ｅ
　 罐式运输禁止通过 Ｂ、Ｃ、Ｄ、Ｅ 类隧道；
　 其他运输禁止通过 Ｅ 类隧道

Ｃ 　 禁止通过 Ｃ、Ｄ、Ｅ 类隧道

Ｃ５０００Ｄ
　 每个运输单元所运输的爆炸物的总净质量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禁止通过 Ｃ、Ｄ、Ｅ 类隧

道；未超过 ５ ０００ｋｇ，禁止通过 Ｄ、Ｅ 类隧道

Ｃ ／ Ｄ
　 罐式运输禁止通过 Ｃ、Ｄ、Ｅ 类隧道；
　 其他运输禁止通过 Ｄ、Ｅ 类隧道

Ｃ ／ Ｅ
　 罐式运输禁止通过 Ｃ、Ｄ、Ｅ 类隧道；
　 其他运输禁止通过 Ｅ 类隧道

Ｄ 　 禁止通过 Ｄ、Ｅ 类隧道

Ｄ ／ Ｅ 　 散装或罐式运输禁止通过 Ｄ、Ｅ 类隧道，其他运输禁止通过 Ｅ 类隧道

Ｅ 　 禁止通过 Ｅ 类隧道

— 　 可通过所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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