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4857. 22-1998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0531:1992《包装— 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件— 单元载荷

稳定性试验》而编制的，在技术内容上与之等效。

    等效采用ISO 10531:1992《包装— 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件— 单元载荷稳定性试验》是为了我

国的单元货物参与国际流通。

    本标准将单元货物按其搬运方式分为四类:托盘单元货物;不受限制的托盘单元货物;夹紧搬运的

单元货物;推、拉搬运的单元货物.并按其在流通环境中所受到的危害因素进行试验。本标准规定了试验

的设备、程序和报告的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包装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交通部标准计量研究所、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雪龙、黄雪、熊才启、李建华、汪炜、张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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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 4857.22-1998

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世界范围的国家标准团体联盟(ISO成员)。起草国际标准的准备工作通

常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来实现。任何对技术委员会所确立项目感兴趣的ISO成员，均有权

在该委员会上表示意见。凡与ISO组织有联系的国际组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亦可参与其工作。ISO

对电工技术标准化的所有事务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紧密协作。

    经技术委员会采用的国际标准草案分送各成员进行投票表决。发布作为国际标准需要至少75%的

成员投赞成票。

    国际标准ISO 10531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包装技术委员会第三分技术委员会(ISO /TC122 /SC 3 )

“对包装方法的性能要求和试验:包装件和单元载荷”来起草的。

    本国际标准的附录A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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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4857. 22一1998
eqv ISO 10531:1992

Packaging-Transport packages-

Unit loads stability test method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的设备、程序和报告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单元货物在陆地流通环境中受到危害时的性能。海运流通环境亦可参考使用。它
既可以做为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系列试验的组成部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4857.1-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eqv ISO 2206:1987)

    GB/T 4857. 2-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eqv ISO 2233:1986)

    GB/T 4857. 3-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eqv ISO 2234:1985)

    GB/T 4857. 7-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eqv ISO 2247:1985)

    GB/T 4857.10-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eqv ISO 8318:1986)

    GB/T 4857.11-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水平冲击试验方法(eqv ISO 2244:1985)

    GB/T 4857.16-90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码试验方法(neq ISO 2874:

                                1985)

    GB/T 4857.17-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eqv ISO 4180八:1980)

    GB/T 4857.18-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eqv ISO 4180/2:1980)

    GB/T 4857.19-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流通试验信息记录(eqv ISO 4178:1980)
    GB/T 15233-94 包装 单元货物尺寸(eqv ISO 3676:1983)

3 定义

    本标准除采用GB/T 15233的定义之外，还采用下列定义。

3.1 夹紧搬运 clamp handling

    采用特殊的铲叉夹紧装置，对单元货物相对两边施加足够的压力的搬运方法。
3.2 推、拉搬运 push and pull handling

    采用特殊的铲叉抓紧装置或采用其他适宜的方式，推、拉装有单元货物的滑板到货物平板上的搬运

方法。

国家质t技术监督局1998一04一，3批准 1999一01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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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857. 22一1998

4 一般要求

4.1 单元货物应按本标准进行试验。应按搬运方式选择相应搬运试验，试验结果为单元货物全部试验

的一部分。

4.2 单元货物的尺寸应符合GB/T 15233的规定。
4.3 在试验中的任何一点出现失效时应立即终止进一步的试验，并对组合方式重新设计，按顺序从第

一个试验起重新进行试验。

4.4 观测试验中出现的失效，指出单元货物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包装物的变形、蠕变、塌瘪，材料老化或

包装材料的不适应性。

5 设备

5.1本标准中采用的振动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4857. 7,GB/T 4857. 10的规定.

5.2 本标准中采用的压力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4857.16的规定。

5.3本标准中采用的水平冲击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4857.11的规定。

5.4在进行跌落试验时，对托盘单元货物可采用任何一种方便的设备，诸如木块、滑车、升降机或带有
释放机构的千斤顶，使托盘单元货物在碰撞冲击表面之前，不会受到设备任何部分的阻碍。

55 在进行夹紧搬运试验时，使用装配有适宜货物夹紧的铲叉装置提取货物。试验前要对夹板之间的

夹紧力用测力计进行测量。

56 在进行推、拉搬运试验中.使用装配有适宜推、拉附件的铲叉装置，使之可以拉住滑板的突出部分，

将单元货物拉上货物平板。在没有专用设备时，任何装配有抓爪的拖拉设备均可使用。

6 通湿度调节

    单元货物试验前的温湿度调节可根据其具体运输时的环境条件并按GB/T 4857.2中的温湿度条

件选择相应的条件做为试验环境条件。

7 程序

7.1 试验要求
7.1.1 应根据单元货物搬运方式及单元货物实际流通环境因素按表1进行试验。

7.1.2按GB/T 4857.17的规定编制性能试验大纲。

7.1.3试验前应按GB/T 4857. 1的要求对单元货物标示部位。
7.1.4 试验强度值按GB/T 4857.18的规定根据单元货物的运输环境条件进行选择。

                                      表 1 单元货物试验

试验

序号

流通

环境

因素

单元货物和搬运方式

托盘单元货物
夹紧搬运的

单元货物
推、拉搬运的单元货物受限制的托

盘单元货物

不受限制的托

盘单元货物

1 搬运

按 7. 2. 1.1 和

7. 2.1. 2'，及根据情况

选择7. 2.2.3试验

按试验路线进行 按试验路线进行 按试验路线进行

2 运输 按GB/T 4857.7或GB/T 4857. 10做定频或变频的振动试验x>

3 贮存 按GB/T 4857.3或GB/T 4857.16的规定做堆码试验

1)进行底梭跌落试脸时，对托盘单元货物包装的坚固性要求较高，一般情况下按7.2.1.1进行试验即可.

2)在试验设备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与实际运输情况相同高度的货物进行试验

7.2 托盘单元货物搬运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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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4857. 22一1998

7.2.1 跌落试验

    对托盘单元货物抵御偶然跌落能力的试验，采用下述两种方法。

7.2.1.1 倾斜一棱边平落到基面的试验

    将托盘单元货物的一棱边置于混凝土平面上。将托盘单元货物的另一端抬起200 mm后放开，任其

自由落下(见图1),

图1跌落平面试验示意图

7.2.1.2 底棱跌落试验

    将托盘单元货物置于混凝土平面上。抬起托盘单元货物的一端边，将一木块或其他支撑物(高度为

50 mm)垫在被抬起的底边下，使这一底边距支撑物的支点约100 mm(见图2)。抬起托盘单元货物的另

一端，直至货物底部距混凝土平面200 mm后放开，任其自由落下(见图3)。当托盘单元货物较高或上

部较重时，在试验时应防止托盘单元货物在跌落后翻倒。

气100

图2 底棱跌落试验准备示意图

图3 底棱跌落试验示意图

7.2.2 平面冲击试验
应根据搬运时可能遇到的危害对以下三项试验选择一项进行。

了.2.2.1 斜面冲击试验
使用一个可控100做斜角的试验器材来支撑托盘单元货物，提供水平撞击(见图4)。将托盘单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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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857. 22一1998

物放置在台车上贴靠着台车台板，沿斜面将台车拉开4 m,然后使其沿斜面自由下滑，直至撞击冲击板

(见图5),

40 木板

图4 试验台车示意图

释放位置

                                图5 斜面冲击试验示意图

7.2-2.2 吊摆冲击试验

    试验方法按GB/T 4857. 11的规定进行。

7.2.2. 3 水平冲击试验

    试验方法按GB/T 4857. 11的规定进行。

了.3 夹紧搬运试验

7.3.1 试验要求

7.3，1此试验用以评定单元货物承受重复侧面压力的能力。
1.3.1.2 应采用5.5中所规定的铲又夹紧装置，夹持在单元货物的关键部位上，并应测定在单元货物

相对两边的夹紧力和有效夹紧位置的液压力。

7.3.1.3 如果正常搬运是两层单元货物时，试验时应在被试验的单元货物上码放一个相同的货物试

验。

7.3.2 试验程序

7.3.2. 1采用所规定的方法根据实际运输情况夹持单元货物，从最低的夹紧力开始逐渐增加夹紧力，

直到货物可被完好无损地搬运，然后可选择在卡车高度上贴近单元货物的位置来夹持单元货物。

7.3-2.2 按附录A(提示的附录)提升装置搬运路线进行试验。

7.3.2. 3如果单元货物是正常从两个方向夹紧，根据从每个方向有夹紧的可能性，分配试验周期。

7.3.2.4 此试验可重复进行到预定的搬运次数或直到发生失效。

7.4 推、拉搬运试验

7.4.， 试验要求

7.4.1.1 此试验用以评定单元货物在铲叉抓紧装置的控制下承受重复搬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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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857. 22一1998

7.4.1.2 应采用5. 6中所规定的铲叉抓紧装置。

7.4.1.3 如果正常搬运是两层单元货物时，试验时应在被试验的单元货物上码放一个相同的货物试

验

7.4.2 试验程序

7.4.2门 按附录A(提示的附录)提升装置搬运路线进行试验。

7.4.2.2 如果单元货物是正常从两个方向抓起，根据从每个方向有抓起的可能性，分配试验周期。

7.4.2. 3 此试验可重复进行到预定的搬运次数或直到发生失效。

7.5 检验

    试验过程中，如果单元货物出现以下情况，可判定为失效:

    a)包装损坏，导致货物无法进一步流通、储存和周转;

    b)单元货物的完整性下降，以致于不能保证进一步搬运。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的内容应按GB/T 4857.19的有关规定编写和记录，并应详细注明:

    a)试验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

    b)对单元货物进行重复试验的次数;

    c)描述单元货物的码放方式、尺寸、结构和材料，

    d)描述货物内容和布局(模拟物或仿形物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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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857. 22一1998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提升装里搬运试验

A1试验路线

A1，在坚硬的平面上建立一个标准的“L”形的试验路线，包括一个带900拐角的3m至3.5m宽的通
道，适宜的加速或减速区域和观测点(OPl到OP5)见图Al),

3-3. 5m

                                  图A1 试验路线示意图

Al- 2 应在试验路线上设放规定使用的障碍物(与路面齐平放置的铁轨、斜坡、格栅等)，障碍物应交叉
或垂直，除斜坡外，其他障碍物都应有一定的角度。

  试验条件

1 当提升装置经过试验 区域时，无论是否有障碍物，均应以均匀的“步行”速度

5 m/s士0. 3 m/s)通过。

2 提升装置在拐弯处的最大速度为1 m/s,

3 在紧急终止试验时，提升装置到达减速区域的最小减速度为2 m/s',

4 每次搬运周期(提起、运输、放下)之后对单元货物进行检验。

AZ

AZ
(1
AZ
AZ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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