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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团体标准《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下达的《关于征集2022

年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2022年6月1日，由上海神舟汽

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技

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立项，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批准《环卫

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二、背景情况 

目前环卫清运装备用称重系统有多种方法，其中称重传感器

主要包括：液压力式传感器、销轴式传感器、齿板式传感器、应

变片式传感器等，每种称重系统的安装、维护、测量精度等各有

特点。作为新生产品，该类技术的应用方式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缺乏统一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相关单位提出制定《环卫清运

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希望就设计、制造、

安装、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方面的进行规范，以助

于环卫清运设备动态称重技术的标准化推广和应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设备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

中心、上海市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闵行区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中心、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静安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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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崇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上海

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奉贤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所、上海成生科技有限公司、迎捷智能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精宜汽车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沪光客车厂、上海神

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杰、刘国霞、陈天妮、蔡正军、赵伟、

张寅、韩国良、侯翼、陈珏峰、陆瑾、朱宏林、王桂权、严智、

张捷、徐正华、胡振球、黄东峰。 

三、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和规范性原

则，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6

部分：规程标准》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四、起草过程 

根据任务要求，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 2022

年 9月成立了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组织标准编制和协调工作。

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

分工及各阶段时间进度。同时，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标准

结构和内容的探讨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两个月的广泛调研、咨询，收集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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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并结合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生产

的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的经验和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以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环卫清运设备用

动态称重系统为主要参考依据，与 2022 年 9 月确定了标准起草

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并编写了《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

统》的草案。2022 年 10月，起草工作组进行了草案的意见征求

和研讨，多次召开标准制定研讨会议，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形

成了团体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本文件于 2023 年 3 月在“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官方网站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截止 2023 年 4 月

未收到相关意见的反馈。起草组于 2023 年 5 月向行业协会上报

了送审稿。 

因行业协会忙于筹备《2023中国（上海）国际市容环境卫生

和园林绿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7月 18日才召开文件送审稿的

审定会。审定会上，专家组经过对文件的审阅，质询、讨论，形

成了一致同意本文件通过审查的意见；并提出了对文件格式作适

当调整等建议。 

审定会后，起草组按照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对文件作了以下

方面的修改： 

1. 目次标题和正文标题对应，如目次是“检验方法”，正文

是“检验要求”。 

2. 前言删除第一段“为进一步完善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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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提升安全水平，加强垃圾管理，促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特制定本文件”导语部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标准应是编码从小到大排序。 

4. 4.2部件技术要求，调整了描述方式，先描述 4.2.1概述

部分，再各部件的具体技术要求分为 4.2.2-4.2.9。 

5. 4.4.1中的列项形式应为 a） b） c），4.4.2中同样。 

6. 表 3 检验项目一览表中对于如何定期检验的文字部分应

分为 5.3.2。 

7. 5.3.5检验要求检验中的详细步骤调整到附录 B中。 

8.封面上增加了对应的 ICS和 CCS编号；增加了“报批稿”

字样。 

五、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的制定结合场景服务于环卫各类垃圾的清运管理，目

标是为管理和作业部门提供数据支持，如：对清运过程进行监管；

采集的各收运点的垃圾量，为垃圾分类的考核提供数据依据；累

计的垃圾量，减少清运单位的超载事故；整体提高垃圾清运工作

的效率和管理水平；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细化治理助

力。 

本标准制定的先进性，体现在整个垃圾称重数据及环卫清运

设备运行数据将形成智慧化环卫管理平台，这些源头数据可以输

出各种大数据分析报告。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目前市场

的垃圾称重产品的大量、长时间应用情况和管理部门的普遍化要

求，确定了单次称重最大允许误差±5kg,累加称重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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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的部件、功能和性能目

标作出了规定。 

主要的试验方法包括重量的测量和对比、信息传输的监控及

对比、车载显示系统的功能试验等。对产品单次计量和累计计量

允许的误差率、主要功能的实现和其他部件的匹配等进行验证分

析，积累大量的相关数据，为标准制定提供第一手资料。 

根据应用产品的实际验证情况，抽取计量数据，当次翻桶的

称重计量误差平均在±5KG范围内，与地磅数据对比的平均误差

率在±5%范围内。计量的称重数据同步上传到主管单位的平台，

为垃圾分类的考核提供数据。对于实施超重管理的企业，通过安

装车载称重设备后的管理加强，企业超载事件率基本消除，提升

了作业的安全性。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包括5部分和2个附录。 

1. 本标准第1部分规定了标准应用范围。 

2．本标准第2部分规定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对引用的相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了详细列出。 

3．本标准第3部分规定了各种术语及其定义，其中列举了标

准中所涉及的名词和专有术语。 

4．本标准第4部分规定了相关的技术要求。分为4.1功能要

求、4.2部件技术要求、4.3计量要求、4.4性能要求共四部分，

并对每一个要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规定。 

5．本标准第5部分规定了针对技术要求的检验要求。这部分

内容以第4部分提出的要求为基础，逐个对要求解释了检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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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详细描述了对计量要求检验的过程，并用公式说明不同范围

内称量最大允许误差的检验方法。 

6. 附录A详细描述了称重系统的标定方法。 

7. 附录B为计量检验过程中相应的计量检验记录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预计2023年8月30日发布，2023年10月01日实施。在

过渡期间，首批承诺单位应根据标准内容，进行零部件、机械结

构和信息系统的升级优化工作。 

 

                  《环卫清运设备用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范》 

                              起草组 

                          2023.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