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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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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474《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的第2部分。GB/T42474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车载装置;
———第3部分:车载装置安装;
———第4部分:监控客户端;
———第5部分:车载装置与通信中心间数据接口;
———第6部分:通信中心与监控客户端间数据接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江苏驭道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中星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宏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彩霞、刘丹丹、孟晨、张明明、李长樱、朱振、周宜婷、王华明、蔡家源、曹梦然、

焦志皓、张京、谢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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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成

为管理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共同方向。与此同时,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视

觉等技术已在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管理中得到初步应用。GB/T42474《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

安全监控系统》选择了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中安全隐患最大、安全事故后果最为严重的爆炸危险化学品

汽车运输,针对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多部门协同管理的现状,紧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利用

先进技术打破行业壁垒、推动爆炸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促进爆炸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多方高度协同这一目标,提出构建以云计算平台作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管理

数据资源池、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爆炸危险化学品运输相关方依据权限共享数据资源的技术方案,并针

对“人”“车”“物”三大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要素提出部署基于生物识别、机器视觉、情绪识别、
汽车驾驶主动安全防控、传感器网络监测等相关技术的车载装置,引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在爆炸危险化学品运输中的应用,推动形成以车载装置作为物联网感知层进行运输信息

感知与采集、以云计算平台及车载网关作为物联网传输层进行数据通信、以云计算平台及B/S监控客

户端、移动终端App作为物联网应用层进行数据挖掘和智能协同管理的爆炸危险化学品安全监测预警

体系,为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危险化学品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奠定技术基

础,为实现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实时追踪、全面监测及联动预警,切实防范危险化学品运输重特大

事故提供助力。

GB/T42474《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拟由6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的术语定义

和系统组成,明确系统的功能、性能、运行环境、信息安全、可靠性等技术要求及其对应的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
———第2部分:车载装置。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中车载装置组

成,明确各组成部分基本要求及各组成单元的具体功能、性能要求,规定车载装置的电源要求、
电气安全性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及其对应的试验方法,确定车载装置标志

与包装、随机技术文件、运输及贮存条件。
———第3部分:车载装置安装。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车载装置的

安装前准备事项,明确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车载装置的通用安装要求及各

组成单元主要设备的具体安装要求,确定安装验收方式。
———第4部分:监控客户端。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中的监控客户

端的组成与分类,明确监控客户端基本要求及行业管理客户端、企业运营管理客户端和驾乘人

员服务客户端的具体功能要求,规定不同等级监控客户端的性能要求、信息安全要求及其对应

的试验方法。
———第5部分:车载装置与通信中心间数据接口。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

控系统中车载装置与通信中心间进行无线数据传输和数据交换的数据接口,明确数据接口构

成及其通信方式、通用要求,规定通信协议分类和数据格式。
———第6部分:通信中心与监控客户端间数据接口。目的在于给出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监控

系统中通信中心与监控客户端间进行数据传输和数据交换的数据接口,明确数据接口构成及

其通信模式、通用要求,规定了数据交互流程和不同数据交互业务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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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
第2部分:车载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中车载装置的组成、基本要求和车载终端单

元、驾乘人员安全监测单元、车辆行车安全辅助单元、车载爆炸危险化学品安全监测单元、电源、电气安

全性、电磁兼容性、环境适应性的要求,描述了试验方法,并规定了标志与包装、随机技术文件、运输及贮

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中车载装置的设计、开发、检验和应用。其他

危险货物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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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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