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大件运输遵循的主要法规与标准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4、《汽车货物运输规则》交通部 1999年第 5号令发布
5、《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部 2005年第 6号令发布（交通运输部 2008年第 9
号令发布“补充规定”

6、《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部 2000年第 2号令发布
7、《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交公路发（1995）1154号文
8、《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GB1589-2004
9、《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
10、《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18344-2001
11、《运营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2004
12、《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
13、《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14、《电力大件运输规范》DL/T 1070-2007
15、《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交通运输部 2009.6发布

公路大件运输申报办法通行许可证手续期限规定

按 6法规规定：
<40t，但长宽高超限，运前提前 15天申请
40t-100t，提前 1个月申请
>100t,提前 3个月申请
答复期限均为 15天，跨省运输，由各省分别审批。

公路大件运输业务流程

1、签订运输合同，明确运输业务。
2、了解货物状况，详列运货清单。
3、选择车组形式，初拟配车方案。
4、选择并勘察运输线路。
5、编制运输技术与组织方案。
6、向路政部门申报办理运输通行许可手续。
7、落实线路排障措施和运输协作事项。
8、调遣车辆组装调试，必要时作模拟试运。
9、作业人员业务培训，持证上岗，参加运前协调会。
10、接货装车，捆扎加固，办理货运交接手续。
11、按既定方案实施运输，必要时进行风险评估。
12、终点交货，签署交接文件。
13、检查运输合同执行情况，完善记录文件归档，进行结算。

公路大件运输承运人资质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国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发。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由国家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均注明经营级别和限定吨位）
其中核定：A，道路货运企业资质分为 5级，1级最高；B，道路大件运输企业资质分为



4类，4类最高。
3、道路运输证：核发权限同 2。
4、电力行业大件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核发，分为 4级：运输总承包
企业甲级和乙级、运输承包企业甲级和乙级。

业务流程各环节重点内容（详解）

1、运输起止地，交接货界线（风险责任划分），有无二次倒运，装卸货作业分工，运输
周期要求。

2、货物形状特点：运输状态下各项参数（长宽高重、支点距、纵横向重心位置、起吊
点、顶推点、绑机点、承载肩座）；货物性质及运输注意事项（普通货物、有特殊要

求货物，防冲击三维冲击记录值<3g，防倾斜倾角不大于 15°；气体泄漏充气压力
不小于 0.01MPa；触电过高压线下方要有安全距离，否则暂停电通过；防潮湿等）；

供货方提供货物图样，图中按上述要求注明；将需要运转的货物列出清单，并划分

其级别(为配车、计价)。

3、车组构成：牵引车、单挂车、全挂车、自行式车组
车组形式：平板式、凹形式、长货式、轻型框架式、桥式、可伸缩平台式

牵 引 车：驱动型式：6×6 6×4 8×8 8×4

发动机额定功率：480～610 hp（353～448KW）1KW＝1.36hp

发动机最大扭矩：260～270kgm(2600～2700Nm)1Nm＝0.1kgm

牵引总重：150～300t

爬坡度：8～16%

挂车：牵引方式：半挂车(鹅颈)、全挂车（牵引杆）、自行式动力挂车（液压驱动轴、

发动机、液压泵、计算机电控转向系统）（max 载重 2300t,已运过 1702t.）。

单体挂车：模块式，有 3-7 轴线单体挂车，另有 1/2 单体挂车，纵向拼接常

用轴线数 6.7.8.10.12.14.15.18.20.24，横向拼接 3-8 纵列。

挂车性能结构特点：多轮轴，全液压，独立悬挂，全轮转向，承载面 3 点或 4

点支撑，挂车第 1轴内侧轮最大转角有 45°、50°、55°、60°，利用悬挂转盘，

可使内侧轮旋转 180°到外侧，便于更换轮胎和充气，自装自卸功能。

挂车装载时，货物“重心”应对准液压悬挂分别串联形成的 3 个闭合回路“形

心”所构成挂车承载三角形的“中心”。根据经验货物“重心”与挂车承载“中心”

的偏差，前后纵向不小于 0.2m,左右横向不小于 0.02m,装载后，挂车液压支承油路

的压力表读数相差不小于 10%。对几何形状特殊的货物，如灌状、塔形等大设备，



其重心不对称，考虑车组装载后的道路通行能力，货物“重心”与挂车承载“中心”

必须偏移放置时，应进行稳定性校核，且控制三点支撑的液压悬挂压力差，不能超

过 20%。

4、可据资料和经验初选，据车组运输参数上路勘察。记录：路段全程、技术等级、桥

梁（设计标准、结构、跨径、桥长、病害），隧道（限界、长度），立交（限高），收

费站（通过能力），连续转弯（纵横坡道、坡长），村镇通过能力，临时便道情况。

推荐线路，备用线路，运输线路图示，困难桥梁路段照片。

原则：尽量回避大江大河、充分利用高等级公路、力求运距最短。

5、车辆配置：车组拼装方案，牵引车挂车技术参数表、车组运行参数、车辆装载图示

（重点案例是最长宽高重的控制性设备）。

技术计算：牵引力校核、捆扎计算、运行稳定性计算、桥涵通过性判断、车组转弯

半径、通道扫空半径。

运输线路分析：等级、里程、坡度、平竖曲线半径、建筑限界、桥涵承载能力、收

费站村镇通过性、空间障碍尺度、困难路段描述，照片图示。

排障措施：桥涵加固方案（计算出）、立交通过处置、收费站、空中线缆、地下管线、

村镇环境障碍排除内容、必要的图示。

装卸现场条件：作业面积，回转半径，出入口通道，场地承载强度，卸货方位。

装卸工艺：方案比选，必要计算，作业程序，平面布置图示。（滚装卸、吊装卸、液

压顶推滑移、卷扬滚排装卸）

运行作业计划：车队编组，运行指挥，通讯联络，车辆标志，作业岗位职责，运行

周期，每日运行计划安排，定点食宿，车辆停放、加油、检查、维护。

安全质量保障措施：遵循法规，技术标准，贯彻质保大纲，健全组织机构，制定质

保计划，进行过程控制（停工待检点 H，见证点 W，记录见证点 R），危险源控制，

必要时进行风险评估，编制防范报告，采取的纠正措施。

应急预案：救助措施，机械故障，交通事故，货物损毁，人身伤害，自然灾害，协

作网络，报告程序，处置措施。

监督管理：编制大纲，运输方案审核，运输全过程监管（流程图），应急状态监督实

施，监管工作结果评估。

6、必备文件 技改协议，领取运输通行证。

7、桥涵加固计算书、图纸，工程验收文件，线路复查，协作单位职责，费用结算。

8、车辆按规定保养检修，保持 1类车技术状况，安全器件性能测试，必要时模拟试运。

9、全员培训，明确任务，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协调会由项目各有关方参加。

10、 车板接货，承运人承押风险责任，接收仪表原始记录，外观检查，确认标记，捆扎

检查，调整车辆。

11、 启运前、运途中、抵达终点，安全质保监督检查，各项记录，接口工作。

12、 松解捆扎索具，车辆交货，按指定位置停放车辆，交接双方检查验收，转交仪表记

录，卸货（吊卸、车组自卸），签署交换文件。

13、 承运方、监督方自行总结评估，征求业主意见，完善文档，提供结算凭证。

我国公路桥梁等级与建设标准

公路分类：按行政等级和使用性质，划分为：国道（G）,省道（S），县道（X），乡

道，专用公路 5类。

公路等级：根据公路功能和适应的交通量，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分为 5级：



高速、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公路。二级以上是干线公路，三四级支线公路。

公路编号：干线公路（国道）按首都放射线、北南纵线、东西横线分别顺序 3位数

编号。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线为 1字头，北南纵线为 2字头，东西横线为 3字头。

例如：G101 北京-沈阳 G210 包头-南宁 G312 上海-霍尔果斯

各级公路主要相关技术指标：

1、行车道宽度

2、停车、会车、超车视距

3、建筑眼界

4、圆曲线（平曲线）最小半径

5、竖曲线最小半径和长度

6、最大纵坡及坡长

7、路面面层类型

8、桥涵分类

9、隧道分类

10、 桥梁计算荷载与验算荷载

路面设计：以双轮组单轴 10t 为标准轴载。路面结构由面层、基层、底基层、垫层组

成。路面类型分 4类：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沥青贯入、碎石、表面处置，砂石

路面。

各级公路主要技术指标

公路等级

设计指标

高速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车道数 8-4 6-4 2 2 2-1

设计车速（km/h） 120-80 100-60 80-40 40-30 20

行车道宽度（m） 3.75 3.75-3.50 3.75-3.50 3.50-3.25 3.50-3.00

园曲线最

小半径（m）

一般 100-400 700-200 400-100 100-65 30

极限 650-250 400-125 250-55 55-30 15

坚曲

线最

小半

径（m）

凸

形

一般 1700-4500 10000-2000 4500-700 700-400 200

极限 11000-3000 6500-1400 3000-450 450-250 100

凹

形

一般 6000-3000 4500-1500 3000-700 700-400 200

极限 4000-2000 3000-1000 2000-450 450-250 100

最大纵坡（%） 3-5 4-6 5-7 7-8 9

公路建筑限界：主要由净高和净宽两部分组成。一条公路内，包括线路、桥梁、立

交、隧道等，均采用同一净高。其中，高速、一级、二级公路净高为 5m,三级、四

级公路为 4.5m.净宽是指上述规定的净高范围内应保证的宽度，它包括行车道宽度

和路肩宽度。



公路桥函分类

桥函分类 多孔跨径（m） 单孔跨径总长 Lk（m）

特大桥 L﹥1000 Lk﹥150

大桥 100≤L≤1000 40≤Lk≤150

中桥 30﹤L﹤100 20≤Lk﹤40

小桥 8≤L≤30 5≤Lk﹤20

涵洞 —— Lk﹤5

Lk 反映技术复杂程度；L反映建设规模

公路隧道分类

隧道分类 特长隧道 长隧道 中隧道 短隧道

L长度（m） L﹥3000 3000≥L﹥1000 1000≥L﹥500 L≤500

隧道内纵坡<3%；高速、一级公路的中、短隧道最大纵坡不大于 4%

公路大件运输主要环节、关键点

1、对最大长宽高重控制性货物特点的分析掌握

2、选择最能发挥车辆技术性能优势和保障安全可靠的车组形式

3、对运输线路困难路段、障碍点的具体勘察和技术措施

4、运输方案中对保障运输安全的技术计算和图例

5、运输作业计划的合理安排和过程控制与监督管理

6、中转装卸环节安全可靠性

7、卸货点的作业条件与安全就位

公路大件运输招评标方法、要点、注意事项

（一）公路大件运输醒目招标文件一般包括 6部分内容

1、投标邀请书

2、投标须知：前附表、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编制和提交、开标和评标、决

标及中标通知和签订运输合同。

3、合同条款：分通用和专用两部分。

4、发包方和承运方协议书及承运方履约保函（按格式）。

5、附件：商务文件：①前附表（按格式）②投标人承诺函（按格式）③投标

保证金（银行汇票或支票）④授权委托书（按格式）⑤开标要素表⑥投

标报价表（按规定格式内容）⑦合同条款确认书或偏差表（均按格式）

⑧运输方案及运输组织设计⑨投标人资质、资信证明文件（有效期、年

检合格）⑩答疑澄清（按格式）

6、技术要求：亦可附运输技术手册。

（二）图标文件组成和要求

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格式和各项要求，全面响应并正确编制投标文

件，按以下顺序汇集成册，编写页码：



1、目录

2、前附表（应与投标文件内容一致，否则扣分或废标）

3、商务文件（注意开标要素表、投标报价表要与投标书内容一致）

4、技术文件（是技术组评审的重点）

5、资质审查资料

（三）评标

评标依据、原则、纪律、程序

1、初评：审查投标文件内容是否完整及响应程度。实质上响应即指基本符合

《合同条款》内容和要求，无重大偏离或保留。必要时对投标文件进行

书面澄清。对报价中出现的算术错误，如单位与全价不吻合，出现漏项、

增项等，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办法进行更正。评价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是

偏差值不能大于各投标人报价算术平均值得 30%，否则不能作为有效投标

报价参与评标基价的计算。

2、终评：对已确定为有效投标文件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评价。按技术和商务

两个专业组分别评审。商务评分项目包括:投标报价、企业实力、财务状

况、信誉与业绩、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和完备性。共计 60 分。

技术评分项目包括：运输方案、技术装备、人员配置、安全保证体系、

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进度安排。共计 40 分。

3、决标：经综合评比后，选择资质审查合格、全面实质响应、评分较高、报

价合理、运输技术方案安全可行、服务信誉较优者为中标候选人。不保

证报价最低者中标。

（四）运输方案及运输组织设计

1、编制说明

2、项目概况及工作范围：项目地址，运输方式，运输货物一览表，工程计划

进度，大件货物运输安全技术条件，典型大件货物图示。

3、配车装载方案：车辆性能参数，运输能力计算，运输货物配车表，典型大

件货物配车案例说明及图示。

4、运输线路及排障措施：运输线路勘察描述分析，对困难路段、障碍点的技

术措施，必要的分析图表、现场照片、计算书等。

5、技术计算：牵引力校核、货物装载捆扎受力分析计算、车辆运行稳定性分

析计算，车辆受载能力计算，必要的图表，计算方法说明。

6、组织设计：项目管理，运行组织，过程控制，安全质量控制程序与保障措

施，运输监督管理，应急预案与救助措施，装卸现场作业条件，货物交

接与终点就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