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超限检测站

建设要求（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二 0二四年八月



前言

为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货车违法超限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切实加强、巩固全区治理超限检测站建设

工作，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路基础设施安全，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以

及《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治理车辆超限工作的通

知》（交公路函〔2020〕298 号）等规定，结合《公路超限

检测站设计指南（试点工程版）》规定及区内实际情况，制

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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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超限检测站的设计，指导广

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超限检测站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

本技术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要求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超限

检测站的新建、改（扩）建。

1.3 一般规定

1.3.1 公路超限超载检测站在确保相关安全要求的前提

下，要考虑路网总体管控，避免超限超载车辆绕行，宜设置

在视线通视良好、用水用电方便、生活便利的地点，不应设

置在平、纵曲线半径较小、视距不良的路段和凹形竖曲线的

底部、长下坡路段的下方，以保证交通安全，建设立项时应

考虑超限超载检测站“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1.3.2 公路超限检测站的设置及其日常管理应尽量避免

干扰主线交通的正常运行，有条件时，可与公路沿线服务区、

收费站、道班等原有设施合并设置，合理利用原有设施。公

路超限检测站建设涉及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市县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应与公路管理机构协商明确公路超限检测站投入

运营后的日常维护及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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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超限检测站一般宜采取港湾式，靠近公路主线设

置；其颜色、标识等外观要求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部《公路超

限检测站管理办法》的规定，当受客观条件限制，检测站必

须远离公路主线设置时，应合理设置连接公路主线与检测站

场区的道路。

1.3.4 设置公路超限检测站时原则上按单向检测设置。

1.3.5 公路超限检测站主线上设置超限预检系统，预先

分离可疑超限车辆，尽量减少对非超限车辆通行的影响，有

效降低超限检测站的工作负荷。

1.3.6 公路超限检测站的硬、软件设置应符合国家信创

要求。

1.4 分类

1.4.1 公路超限检测站按设置型式可分为独立设置和合

并设置两种。

1.4.1.1 独立式超限检测站：在公路沿线单侧或双侧设

置的仅用于超限检测的港湾式超限检测站。

1.4.1.2 合并式超限检测站：利用既有的沿线设施（如

服务区、收费站、道班房）进行改造或扩建而成的超限检测

站，检测站与沿线设施场地、办公和生活设施全部或部分共

用。

1.5 建设规模

1.5.1 公路超限检测站的用地规模应按照满足需要、节

约用地、土地使用权清晰的原则确定，Ⅰ类超限检测站不少

于 15 亩，Ⅱ类超限检测站不少于 1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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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结合广西地貌特征与实际情况，考虑存在山地地

形起伏较大、道路交通条件相对困难的情况，公路超限检测

站的用地可分为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永久用地用于检测站

工作生活用地，临时用地用于卸货分装区和停车区。Ⅰ类大

型治超站共需场地不少于 15 亩，其中：10 亩为卸货分装区

和停车区，5 亩为检测处理区、办公区、生活区。Ⅱ类检测

站共需场地不少于 10 亩，其中：7 亩为卸货分装区和停车区，

3 亩为检测处理区、办公区、生活区。

1.6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要求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明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要求。凡是不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版）适

用于本要求。

《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

第 7 号）

《公路超限检测站设计指南（试点工程版）》（中交第

一公路勘察设计院、交通部规划研究院）

《湖南省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建设指南》（湖南省公路

管理局）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 B01-2014）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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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号牌自动识别系统》（GB/T 28649-2012）

《称重传感器》（GB/T 7551-2008）

《高速公路 LED 可变信息标志》（GB/T 23828-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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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

2.1 检测站的组成

公路超限检测站的组成包括检测系统、信息管理系统、

连接道路、安全设施、房建设施等。

2.1.1 检测系统包括预检系统和精检系统。

2.1.1.1 预检系统

预检系统应能有效地对主线车辆进行初检，实现对车辆

无障碍预分离，引导可疑超限车辆驶入检测站。

2.1.1.2 精检系统

精检系统对初检认定的超限车辆进行低速精确检测，准

确判别车辆类别，认定超限情况。

2.1.2 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完成超限相关数据库管理，超限相关

数据汇总、查询及上传等功能。

2.1.2.1 及时性保证机制

信息管理系统在接收到车辆检测数据后需立即向广西

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发送数据上传请求，在遇到网络等传

输故障时要有数据补传机制，在数据传输通道恢复后能够将

未上传成功的数据信息进行补传。

2.1.2.2 完整性保证机制

数据交换采用 SM3 算法，用于提供信息的完整性校验。

2.1.2.3 安全性保证机制

自治区级治超系统平台数据传输采用 HTTP 技术，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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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治超系统进行身份认证，实现信息的安全传输。在检

测数据上传前，应该向广西治超系统注册站点信息，获取站

点编码及鉴权码。数据传输网络方面要求使用电子政务外

网，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1.3 连接道路

连接道路包括进出检测站的加减速车道、排队车道、检

测车道及供车辆进出检测站的连接匝道。

2.1.4 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标线、安全护栏、防撞及

隔离设施等。

2.1.5 房建设施

公路超限检测站、房建设施均应按交通运输部执法场所

“四统一”要求建设，并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检测处理区、

卸货场、停车场、办公区、生活区等基本功能区，并合理考

虑环境与绿化设计，还应充分考虑节能减排等相关要求。

2.1.6 其他要求

关于站点编码、并网检测等要求，将在后续相关建设指

南中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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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限检测系统

3.1 预检系统（不停车检测系统）

预检系统安装在距公路超限检测站约 1km 的公路主线

上，应当具备超载检测、车牌抓拍、车型识别、LED 显示、

视频监控、信息处理和统计分析等功能，预先分离可疑车辆，

也可作为交通流量调查和非现场执法的判断依据之一。

3.1.1 系统能自动检测货运车辆的轴数、轴距、速度、

单轴轴重、车货总质量等信息，并具备跨车道检测功能，防

止车辆绕磅；

3.1.2 系统能对货运车辆进行准确有效的自动分离，保

证货运车辆和数据一一对应；

3.1.3 系统具备货运车辆异常驾驶行为检测、判别和输

出功能；

3.1.4 系统具备自动缓存功能，能够本地存储至少 2 年

的数据。监控视频数据存储设备应可不间断存储不少于 30

天的监控视频数据；应配备移动硬盘用于数据备份。

3.1.5 系统具备数据重发功能，并在出现通信链路不稳

定等异常情况时保障数据的唯一性和完整性；

3.1.6 系统具备故障自检功能，当出现设备或线路故障

时，应能取得相应故障信息并上报；

3.1.7 预检系统由车辆称重、车辆外廓尺寸自动检测、

车型车牌自动识别、信息发布引导、视频监控、预检回校、

数据上传及管理等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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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 称重子系统

称重子系统由采用先进技术材料制成的称重检测传感

器、数据采集器、称重仪表及控制柜、传输系统、高速预检

管理计算机、预检称重管理软件及供电设备等组成。因设备

精度受安装精度、设备性能、排水设施等因素影响，应考虑

长期使用的可靠性，控制器连接主线外场设备，完成数据处

理，识别超限车辆并报警，将有关数据传输至检测站。

3.1.7.2 车辆外廓尺寸自动检测子系统

车辆外廓尺寸自动检测子系统由激光传感器、传输系

统、供电设备等组成，能够检测车货总长度、总宽度、总高

度等信息,并输出检测结果，且具备自动缓存功能和数据重

发功能，并在出现通信链路不稳定等异常情况时，保障数据

的唯一性和完整性。

3.1.7.3 车型车牌自动识别子系统

车型车牌自动识别子系统由高清摄像机、地感线圈、轮

胎识别检测器、辅助照明设施等组成，应能准确判别车型（轮

数和轴数）、识别车牌，识别率不低于 90%。为保证夜间车

型判别与车牌识别的可靠性，应设置辅助照明装置，照明强

度可根据需要调整。

3.1.7.4 信息发布引导子系统

信息发布引导子系统由信息显示屏、交通信号灯及控制

器等组成。信息发布引导子系统应能及时告知初检超限信

息，正确引导初检后判定的超限车辆进入检测站精确检测。

3.1.7.5 视频监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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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子系统应能对称重系统主要设备进行防盗监

控，且能在检测点位上监控车辆行驶过程，建议接入公安交

通集成指挥平台纳入日常公安交通电子监控管理，便于对车

辆跨道、占道、逆行、绕 S 型弯、不进站逃逸等非正常通行

状态及时进行处理。

3.1.7.6 预检回校子系统

系统应能够根据接收到的超限检测站内精检系统的称

重数据，对同一辆车的预检称重数据与精检称重数据进行比

对分析后修正预检称重系统的计重精度，确保不停车检测系

统的准确性。

3.1.7.7 数据上传及管理子系统

数据上传管理子系统应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数据传输。

一是预检系统涉嫌超限的原始数据要求传输至精检系统，并

自动预警提示；二是预检系统涉嫌超限的原始数据按要求传

输至广西交通运输治超联网系统平台数据库进行存储，如若

在超限检测站内完成处罚并消除违法行为的，则在广西交通

运输治超联网系统平台消除超限记录；如若未在超限检测站

完成处罚并消除违法行为的，则长期记录在广西交通运输治

超联网系统平台直至完成处罚。数据上传及管理子系统应具

备将前端高速称重预检、智能车牌识别、超限信息发布引导、

视频监控等系统获取的图片、视频、数据进行采集和处理，

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生成报表等功能，为执法人员提供

相关处罚依据，为相关部门提供分析数据。

3.1.7.8 安装预检系统时应考虑对两端来往车辆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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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检。

3.2 精检系统（静态检测系统）

3.2.1 精检系统安装在公路超限检测站内，由工作站、

称重台、车型车牌自动识别器、车辆几何尺寸测量装置、轮

胎识别器及红外线车辆分离器等设备组成。

3.2.2 精检系统应能自动对比预检系统传输来的超限

数据，并以精检系统的结果为处罚依据。

3.2.3 车型车牌自动识别器子系统应能准确判别车型、

识别车牌，识别率不低于 98%，且应设置辅助照明装置，照

明强度可根据需要调整。

3.2.4 测重设备应设置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静态称重

电子磅，并定期进行校正、检定。

3.2.5 车辆几何尺寸测量装置应准确判断载货车辆是

否超长、超宽、超高。

3.2.6 红外线车辆分离器检测高度应在 1.3m 以上，扫

描时间小于 50 微秒。

3.2.7 检测设备应能及时将检测数据传输给管理计算

机，一是能够按照统一接口上传至上级治超机构，二是设备

收集的原始电子数据应当通过数据稽核一体机直接上传至

广西交通运输治超联网系统。

3.2.8 需配备 LED 显示屏。

3.2.9 公路超限检测站应配备不少于两套精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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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工程

4.1 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标线、安全护栏、防撞及

隔离设施等。在设置公路超限检测站时，应综合考虑设置交

通安全设施。

4.1.1 交通标志

4.1.1.1 交通标志应能及时预告、指示公路超限检测站

的位置，在主线上应设置距离 1km、500m 预告标志和进站口

指示标志以及分合流标志。

4.1.1.2 根据不同区域的限速需要设置限速标志，通过

标志的合理设置及时告知司乘人员场区内办公区、卸货场、

停车场及公厕等的位置。

4.1.1.3 主线预检区设置预告标志及专用指示标志。应

在距主线预检区 100m 处设置禁止变道标志，同时在该路段

设置白色实线及路面文字，以提醒司机禁止变道，在通过预

检区后设置解除禁止变道标志。

4.1.1.4 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GB 5768）的有关规定。

4.1.2 标线

4.1.2.1 在公路超限检测站区域内应根据交通组织需

要布设正确引导交通的标线、导向箭头、减速标线及文字标

记等，标线的设置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

4.1.2.2 在公路超限检测站出入口应设置出入口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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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入口横向标线、三角地带标线等。

4.1.2.3 设二次减速车道的应在二次减速段设减速标

线，不设二次减速车道的应在排队车道前方设减速标线。

4.1.2.4 减速标线为白色虚线，根据位置不同设置单虚

线、双虚线或重复三次，并垂直于行车方向。减速标线按以

下原则配置：使驶向检测车道的车辆通过各标线间隔的时间

大致相等，以利于行驶速度逐步降低。第一道减速标线设置

于距超限检测站中心线 50m 处。

4.1.3 安全护栏、防撞及隔离设施

根据交通安全需要，在公路超限检测站场区应设置必要

的安全护栏、防撞及隔离设施，其设置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

定。

4.1.3.1 检测区应设置安全岛。安全岛岛头标线的颜色

为黄黑相间斜线，线宽各 15cm，由岛头中间以 45°角向两

边标划。

4.1.3.2 在公路出口匝道与主线分流处、路侧护栏端头

前、检测区安全岛前设置防撞桶。防撞桶一般由塑料或橡胶

制成，外贴二级反光膜。使用时要求三个防撞桶组合使用，

并采取一定的捆绑固定措施，防止车辆高速碰撞时飞散、降

低缓冲效果或飞散防撞桶波及其他正常行驶车辆。

4.1.3.3 在检测亭两边设置防护栏，在检测亭前适当距

离设置限速 5km 标志。

4.2 照明设施

公路超限检测站前公路和执法场所、工作区域及站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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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应符合国家、行业有关规定。

4.3 防雷接地系统

防雷接地系统应符合国家、行业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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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接道路

5.1 连接道路设计型式

连接道路包括进出公路超限检测站的变速车道、排队车

道、检测车道及供车辆进出的连接匝道，连接道路的设计、

建设应符合《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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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建设施

6.1 功能区划分

公路超限检测站场区应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检测处理

区、卸货场、停车场、办公区、生活区等基本功能区，并合

理考虑环境与绿化设计。

公路超限检测站布局平面图

6.2 房屋建筑面积

公路超限检测站用房面积应根据各种功能的实际需要

确定，Ⅰ类超限检测站用房总建筑面积不低于 1210 ㎡，Ⅱ

类超限检测站用房总建筑面积不低于 1110 ㎡。

6.3 检测处理区

6.3.1 检测处理区用于车辆精确称重检测，包括检测车

道、检测处理室、雨棚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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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检测处理区宜布设在检测车道和卸货场之间，便

于司机办理各种手续。

6.3.3 检测车道数宜按公路开通后第 10 年的预测交通

量设计。

6.3.4 检测处理室包括处理大厅、安全教育室、检测机

房和执勤室，总面积不低于 65 ㎡。

6.3.5 检测处理室前应设置雨棚，雨棚顶端外沿设置站

名和超限检测专用标识。

6.4 卸货场

6.4.1 卸货场用于临时存放车辆卸载的货物，应根据货

物的存放需要分别设置露天堆场和仓库。

6.4.2 卸货场布设时应考虑车辆进出卸载区域的交通

顺畅。

6.4.3 卸货场应建立完善的货物保管制度，为司机和货

主提供放心、满意的服务。

6.5 停车场

6.5.1 停车场供接受处理的超限车辆临时停放使用。停

车场大小根据不同类型车辆停放数量、停留时间、周转率以

及车辆转弯的几何要求等因素确定。

6.5.2 停车场布设时应考虑方便车辆从检测车道到卸

货场的顺利过渡以及司机往来执法办公区和卸货场。

6.5.3 停车场附近应设置司机休息室及公共厕所，以满

足司乘人员需要。

6.6 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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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办公区主要用于公路超限检测站工作人员日常

办公、学习、会议及存放案卷、档案等。

6.6.2 办公楼造型应简洁、大方，外墙颜色应符合交通

运输部对执法场所的统一要求。

6.6.3 办公区应相应设置交警等治理超限相关责任单位

办公室及休息室。

6.7 生活区

6.7.1 生活区主要为公路超限检测站工作人员提供住

宿、餐饮、洗浴、休息等生活设施，应能保障检测站 24 小

时运转的需要。

6.7.2 配电房、锅炉房、水泵房、污水处理等附属设施

应与办公、生活用房相协调，宜布设在主要建筑物的背面和

下风向等不显眼处。

6.7.3 应当在站区内设置监督意见箱、开水桶、急救箱、

卫生间等便民服务设施，并保持站内外环境整洁。

6.8 给排水设施

给排水设施的规模应根据办公、生活、消防等设施的需

求确定，水源和水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9 供配电设施

供配电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应配备一台 50kw

发电机作为停电时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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