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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8611-3:2011《物料搬运托盘 平托盘 第3部分:最大工作

载荷》。
本标准与ISO8611-3:2011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范围中不适用于带有固定上部结构的托盘或带有刚性自支撑箱体且通过机械结构与托

盘连接以增加托盘强度的托盘,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
———有关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作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995—2014代替ISO8611-3:2011中引用的ISO8611-
2:2011(见3.4、3.11、4.2.3、4.3.1和4.4.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996—2014代替ISO8611-3:2011中引用的ISO8611-1:

2011(见4.2.1、4.2.3、4.3.1、4.3.2、4.4.1和第5章);
● 增加引用了GB/T4122.1;
● 删除了ISO8611-3:2011引用的ISO445(见ISO8611-3:2011的第2章)。

———修改了“堆码”的定义,与GB/T3716—2000中保持一致(见3.8)。
———删除了ISO8611-3:2011第3章中以下术语的定义:压板、实体载荷、均匀分布的连接载荷、均

匀分布的不连接载荷(见ISO8611-3:2011的第3章)。
———修改了“托盘”为“平托盘”(见4.2、4.3和4.4)。
———增加了最大工作载荷试验时的试验方法及试验结果的记录,便于标准使用人员的理解与使用

(见4.2.3、4.3.2和4.4.2)。
———修改了“载荷稳定化方法”为“托盘包装方法”(见3.3、附录A、表A.1和表A.3)。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的标准体系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平托盘最大工作载荷》;
———删除了引言中与本标准不相关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国际标准中资料性附录;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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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9)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无锡市前程包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深中原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宏春木业集团

有限公司、新创(天津)包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博罗县罗浮山林场振基木制品有限公司、金源集团芜湖

祠山包装有限公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德志、杨橙双、向先春、王立新、李振球、夏可玉、靳伟、孙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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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托盘在使用中承载情况各不相同。ISO8611-1中提出的试验方法是对托盘使用状态的近似模拟,
这些试验有助于托盘设计者在托盘制造成本以及托盘性能设计之间寻求一种基本的平衡。

在给定有效载荷且托盘用途已知的情况下,最大工作载荷可通过现场试验验证。因此,在平托盘最

大工作载荷标准中包含了有关托盘有效载荷以及托盘预期使用条件的说明。
在比较本标准的试验结果与现有托盘的历史经验数据时必须谨慎。用户对托盘的性能要求多种多

样,有的用户要求高而有的用户要求低,用户在使用托盘时承受的风险程度也不同。由于用户对托盘性

能的期望各异,所以本标准的试验结果可能与用户对所使用托盘性能的认知存在差异。
依据本标准在测定最大工作载荷时,在已知有效载荷条件下,托盘变形量不超过 GB/T4995—

2014、GB/T4996—2014中规定的性能极限值。因此,最大工作载荷是托盘在特定负载和支撑条件下

所能承受的最大有效载荷。
附录A给出的相对变形系数反映了不同载荷类型和托盘包装方法对托盘性能的影响,这些值用于

在给定有效载荷条件下不同托盘包装方法间试验结果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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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托盘最大工作载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已知有效载荷条件下,针对不同作业环境下新的平托盘,确定其最大工作载荷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物料搬运平托盘的最大工作载荷的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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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122.1 包装术语 第1部分:基础

GB/T4995—2014 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能要求与试验选择(ISO8611-2:2011,NEQ)
GB/T4996—2014 联运通用平托盘 试验方法(ISO8611-1:2011,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412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构件破裂 breakingofonecomponent
某个对托盘强度、刚度以及功能有较大影响的结构构件发生破裂。

3.2 
集中载荷 concentratedload
集中作用于托盘顶铺板上,且作用面积小于顶铺板面积50%的载荷。

3.3 
最大工作载荷 maximumworkingload
托盘在特定负载和支撑条件下能够承受的最大有效载荷。
注:最大工作载荷根据载荷的类型、分布方式、排列形式、托盘包装方法以及支撑系统的不同而变化,可能小于或大

于额定载荷。

3.4 
额定载荷 nominalload
R
在特定支撑条件下的最低安全载荷,与载荷类型无关(集中载荷除外)。
注1:“特定支撑条件”参见GB/T4995—2014中7.1托盘预定用途的规定。
注2:额定载荷并非托盘使用中实际承受的有效载荷。额定载荷用于比较不同托盘间的性能。

3.5 
有效载荷 payload
Q
托盘在使用中承受的载荷。
注:有效载荷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额定载荷。

3.6 
货架存取 racking
将装载单元存放在自由无支撑跨距的贯通式货架或横梁式货架上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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