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16564一1996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496-5:1991《系列1集装箱技术条件与试验方法 第5部分:

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以及该标准的1992年、1993年的两个修正案进行制定的，在技术内容上和编

写规则上都与之等同。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已势在必行，尤其是对于集装箱标准来讲，采用国际标准更显得重

要。只有这样才能尽快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需要，以利于和国际接轨。

    为此，本标准的制定.不论在技术内容上还是编写规则上都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ISO 1496-5:1991
以及该标准1992年、1993年的两个修正案，所不同的是本标准按照GB/T 1. 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将国际标准的格式转化为国家

标准的格式。

    另外，ISO 1496-5:1991是系列标准ISO 1496五个部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本标准则是一个独立

的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平台式、台架式集装箱的尺寸、额定质量、设计要求和试验方法，对平台式、台架式集

装箱的设计、生产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G、附录H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部标准计量研究所、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喜兰、张敬轩、汪炜、唐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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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 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各国的全国性标准化机构(IS(〕成员团体)共同组成的世界性联合机构。

国际标准的起草工作一般是通过ISO所属的各技术委员会进行的。每一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表参加其

所关心课题的技术委员会。各政府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凡与ISO有联络关系的也都参加有关工作。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电器标准化方面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保持密切地合作。

    各技术委员会拟定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理事会采纳为国际标准之前.先分发至各成员团体

征求意见，根据IS(〕的程序要求在成员团体投票中，赞成票超过75%时才算通过。

    国际标准ISO 1496-5是由ISO/TC 104集装箱技术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起草的。
    ISO 1496-5的第二版废止并代替了第一版ISO 1496-5;1977,

    ISO 1496系列1集装箱技术条件与试验方法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I部分:通用一般货物集装箱

    第2部分:保温集装箱

    第3部分:液体、气体和加压干散货罐式集装箱

    第4部分:无压干散货集装箱

    第5部分: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

    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和附录F都是标准的组成部分;附录G和附录H则是本标

准的参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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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SO 1496集装箱技术条件分类如下:
第1部分:

          通用集装箱

          专用集装箱

              封闭的透气或通风式

                敞顶式

第2部分:

          保温集装箱

第3部分:

          液体、气体雄式集装箱

          加压干散货峨式集装箱

第4部分:

          无压散货集装箱(箱式)

          无压散货集装箱(漏斗式)

第5部分:

          平台式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上部结构不完整并有固端框架)

          台架式集装箱(上部结构不完整并有折端框架)

          台架式集装箱(上部结构完整)
注 1:代码90̂ 99是ISO 8323空/陆/水联运典装箱的m留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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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系列1:平台式、台架式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6564一1996

idtISO 1496-5:1991

Series 1:platform and platform-based containers

-Specification and testing

范围

1.1 本W准规定T ISO 1496系列1集装箱— 1AAA,1AA,IA,IAX,1BBB,1BB,1B,1BX,1CC,1C

和1CX型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基本要求。此类集装箱适用于国际交换中的
公路、铁路和水上运输，以及这些运输方式之间的联运。另有说明者除外(例如:不能堆码作业或不能以

专用框架式吊具从顶部起吊作业的集装箱等)。

1.2 本标准适用于表1所列的各类集装箱。

                                        表 1 集装箱类型

集 装 箱 类 型 代 码，，

平台式

台架式集装箱

    上部结构不完整

        固端结构完整

        独立固定支柱

        折端结构完整

        独立折端结构支柱

    上部结构完整

        盖顶式

        敞顶式

        敞顶、敞端式(框架)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1)依据IS们6346,

1.3   在ISO 6346中规定了对这些集装箱的标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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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和ISO

的成员对现行的标准将给予登记注册。

    ISO 668:1988 集装箱4}M_夕卜部尺寸*9lffi $值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一10一09批准 1997一06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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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830:1981 集装箱术语(包括1984年的修正案以及1988年的修正案)

ISO 1161:1984 集装箱角件的技术条件
ISO 6346:1995 集装箱代码、识别和标记

3 定义

    ISO 830中所列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现将适用的定义列出如下:

3.1 平台式集装箱 platform container
    不带任何上部结构的平台式底结构。它也是ISO 1496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无上部结构的情况F，其

底部的长、宽与系列1集装箱相同，并配有顶、底角件，角件的平面位置与系列1集装箱的底部结构一

致。同等长度的系列1集装箱所使用的栓固件和起吊件均适用于平台式集装箱。

3.2 台架式集装箱 platform-based container
    无侧壁，其底结构与平台式集装箱相似。

3.3上部结构不完整 incomplete superstructure
    除了底结构之外，不再设两个端部之间的永久性纵向固接杆件。

3.4 固端结构完整 fixed complete end structure
    在两个端柱之间设有承载壁板，带有固定的端部结构。

3.5折端结构完整 folding complete end structure
    在两个端柱间设有横向连接杆件，带有可折叠式的端部结构。

3.6连挂装W  inter locked pile
    有些平台式或折端台架式集装箱，当端框折下时，使箱间连成一体供成组作业的装置(见4.1.3),

4 尺寸和额定值

4.1 外部尺寸

4.1.1 本标准所列集装箱的外部尺寸和公差在ISO 668中已做规定。但上部结构不完整的台架式集装

箱的顶部长度尺寸(1,)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箱顶长度尺寸((L)                                mm

集 装 箱 类 型

箱顶长度尺寸

  T(空载时)

      Lox

箱顶长度尺寸

R(额定载荷时)

      Lm,.

IAAA,IAA,IA和 IAX

1BBB,1BB,1B和1BX

    1CC,IC和 1CX

12 202

9 135

6 068

12 172

9 105

6 042

    当集装箱由空载装至满载时，角柱顶部的位置随之起变化，此时箱顶部的纵向长度尺寸应为L,...和

L,...的平均值。

    表2所表示的最大长度值和最小长度值已考虑到折叠端铰接部位间隙的存在，应按照表2中的

I.~和L,...值进行掌握。否则将会给搬运工作带来困难。

4.1.2 平台式或台架式集装箱的任何部位均不应超出既定的外部尺寸要求:

    一一ISO 668所列箱体底结构的平面尺寸和上部结构完整的集装箱顶部尺寸要求。集装箱外部高

度尺寸叮以降低

    一一表2所列上部结构不完整的集装箱顶的外部尺寸要求。

4.1.3 无论是平台式或折端台架式集装箱的底平面尺寸应符合ISO 668的规定，连挂起来的总高度不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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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过2591 mm",
4.2 内部IL寸

    最小内部尺寸不作具体规定 但对既定尺寸的icc,lc和1CX型台架式集装箱在套装小型箱时的

最小内部尺寸应符合附录G(提示的附录)的规定。被套装小型箱的尺寸应按此进行设计。

4.3 额定值

    额定值“K”为集装箱的总质量，在ISO 668中已有规定。

5 设计要求

5.1 总则

    所有集装箱均应满足下列要求。

5.1.1 集装箱的强度要求以图解方式列在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除另有说明外，这些要求适用f所

有的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如果在箱体上设有可拆卸的移动件，则应把它们同集装箱作为一个整体

来对待，即按照实际作业工况，所有能拆卸的活动件均应处于正常就位的状态

5.1.2 角件的强度要求(见5.3)在ISO 1161中已做规定。
5.1.3 所有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除了代码为63和64的折端台架箱在端部结构折倒的工况外，均应

能承受第6章所规定的各种载荷和作用力。

    折端台架箱在端部结构折倒的工况下应能承受第7章所规定的各种载荷和作用力。

    设汁中已考虑了动载效应，在试验中不应超过此规定值。即不应超过附录A(标准的附录)和第6,7

章对试验的要求。

    对此类型集装箱不要求具有水密性。但是如果在设计上有此要求，则应满足试验13(见6.13)水密
试验的要求。

5.1.4 对那些可拆卸的零件，如因未系固而导致危险者，应考虑系固装置，并在其外表面设有明显标

志，以说明其处于正常状态

5.2 折端式集装箱的连挂装置

    折端式集装箱在折倒后的表面要平整并无障碍物，以便于连挂作业，成组后的尺寸应能符合4.1.3

的规定，

    对于平台式集装箱和已折倒后的台架式集装箱在连挂完成后的空箱箱垛的总质量不应超过ISO

668所列相应箱型的总质觉。
53 角件

5.3.1 所有集装箱均应配有顶角件和底角件(见注2和注3)。对角件的要求及其所在位置除4.1.1规

定者外，均应符合ISO 1161的规定。
    注2:为了增加各种尺寸台架式集装箱的适用性，对其顶角件的顶部开孔应往端部方向扩展10 mm。在此情况下为

          确保角件本身的强度，则需取消其端孔.

    注3: 1CX型折端台架箱顶角件的顶孔朝向端部方向扩展10 mm，以增加其沿长度方向的适应性，在这种条件下，为

          保证角件的强度，可不设端孔。

5. 3.2折端台架箱的结构应使之在折倒后能堆码和固位。在起吊已折倒的箱体时可通过与新形成的等

效角件开孔连接的供锁固件(例如:转锁)和连挂装置与相似结构的其他箱体连接起来。

    折倒后顶面的四个角均具有和常规顶角件一样的顶面开孔和内腔。

    折倒后顶面的四个角应符合ISO 1161的规定

5.3.3 所有集装箱，包括折端箱的端部折倒后四个角的等效角件的顶面或相应的装置应具有和常规角

n 2 591 n�m=10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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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样的功能，其顶面应比其他部位至少高出6 mm"(见5.4.3)，成为箱体的最高点。

    为保护箱顶面而设于顶角件附近的加强板或复板亦不得超出顶角件的顶平面。

    从集装箱的任何一端测量，该板沿箱体长度方向应不大于750 mm"，但宽度方向并不受此限制。

5.4 底部结构

5.41 所有的集装箱均应具备仅由底角件支承的能力。

5.4.2 所有集装箱均应具备仅由底结构载荷传递区支承的能力。

5.4.2.1 因而，对这些集装箱应考虑有一定数量的底横梁和足够的载荷传递区(或平箱底)，其强度足

以传递集装箱与运输车辆纵梁之间的竖向力。车辆所设纵梁仅限于图BI虚线所示两个250 mm"带宽

的区域内。

5.4-2.2 集装箱底结构载荷传递区的底面包括端横梁底面所组成的平面应高于集装箱底角件的底面

                                        12.5 mm1i.s mmz>

    在箱底杆件起拱时则不受此限制(见5.4.5).

    除底角件和下侧梁之外，集装箱的任何部位均不得低于该平面。底角件附近的加强复板起着对箱底

结构的保护作用，它距底角件外端不超过550 mm",距底角件侧面不超过470 mm"，其底平面高于集装

箱底角件底面至少5 mmz',
5.4.2. 3 对于下侧梁，不考虑其底面与运输车辆之间的载荷传递。

    只有按5.9.1和5.9.2规定作业时，才考虑下侧梁与装卸设备间的载荷传递。

5.4-2.4 当集装箱底梁间距等于或小于1 000 mm"(或平箱底)时应符合5.2.4.1的规定。

5.4-2.5 当底梁间距超过1 000 mm(以及非平箱底的情况)时的要求见附录B(标准的附录)。

5.4. 3 各类集装箱在动态或相应的静态情况下，即相当于集装箱的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

1. 8R，并均布施加于底板上时，任何部位的变形均不低于底平面(即底角件的底面)以下6 mm",

5.4.4 在箱底结构的设计中应考虑能承受箱内货物在运送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作用力(见5.7.3和

5.7.4及图A7和A8)，特别是通过箱底结构固缚货物而产生的力。
5.4. 5 对于在5.4.2.2中规定的高处设置的端横梁，可以规定拱度。

    在确定台架式集装箱的拱度时，应考虑承载状况下产生的箱底变形和在角柱顶部许可的纵向位移

之间关系(许可极限见4.1.1),
    在带有拱度的集装箱载荷达到其额定值R时，箱底应大约呈水平状态，以便利该集装箱仅由箱底

结构支承时的运输。

5.5 端部结构(仅适用于台架式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在进行整体横向刚性试验时，其顶部相对于底部的横向位移所引起端框的两个对角

线长度变化之和不得超出60 mm",
5.6 侧部结构(仅适用于台架式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在进行整体纵向刚性试验时，其顶部相对底部的纵向位移不得超出42 mm".

5.了 端壁和栓固装置

5.7.1除5. 7. 3的要求之外，凡设有端壁的台架集装箱应具有承受试验5的能力。

5.7.2 在设有箱门开口的端壁，应具有承受试验5的能力。

5.7.3 如果带有端壁的台架集装箱不能承受试验5所规定的作用力，则应在底结构上设有栓固货物的

装置，以避免其向端壁施加纵向作用力。

5.74 如果集装箱无侧壁结构，则应提供防止货物横向移动的栓固装置。

5.7.5 货物栓固装置的设计应符合5. 7. 3和5. 7. 4以及附录F(标准的附录)的规定。

2) 6 mm

3) 5 mm

    1 000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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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39沁in.



GB/T 16564一1996

5.8 门框开度

    台架式集装箱对门框开度无要求。

5.9 可择性设施

5.9.1 叉槽

5.9.1.1 为便于又运重箱和空箱，在1Cc,lc和1cx型集装箱上可以设置叉槽。

    1AAA,1AA,1A,1AX,1BBB,1BB,1B和1BX型集装箱不设叉槽。

5.9.1.2 按照5.9.1.1的规定，对1cc,1c和1cx型集装箱还可设置专供叉举空箱的第二对叉槽。

5.9.1.3 凡设有叉槽者，其尺寸应符合附录C(标准的附录)的规定，叉槽应贯通箱底结构，以便叉车从

任意一侧擂入。叉楷底板不必占集装箱的全宽，仅在靠近叉槽两端敷设即可。

5.9.2 抓槽或类似起吊设施

    可以设置供抓臂或类似工具装卸各型集装箱的设施，其尺寸要求见附录D(标准的附录)。

5.9.3 鹅颈槽

    对1AAA,1AA,1A和1AX型集装箱可以设置鹅颈槽，其尺寸要求见附录E(标准的附录)。此外，
箱底结构的其他部分应符合5.4的规定。

6 试验

6.1 总则

    符合第5章所规定设计要求的各型集装箱，除另有说明外，均应根据其设计的技术条件进行6.2-

6.13和7.1-7.3所列的各项试验。对那些带有可移动部件的集装箱做试验时这些部件均应维持其正

常位置。

    尽管各项试验是有顺序编号的，但为了更合理的使用试验设备或更好地整理试验结果，也可以按更

合适的顺序进行。

    但水密性试验则必须放在最后进行。

6.1.1符号“P”表示受验集装箱的最大装载值，公式为:
                                                      P 二 R 一 T

式中:R- 额定值;

      T— 箱体的自身质量。
    注4:所列R,P和T均属质量概念。如果试脸要求以重力值为羞础，则“力.的表示应为Rg,粉、介。

          上述值的单位为牛顿或千牛顿.

    “载荷”(load)一词用于表示单位量时，属质量概念。

    “加载"(loading)一词用于箱内加载，属于力的概念。

6.12 平台式或台架式集装箱的试验载荷或加载应均匀分布。

6.1.3 在下述各项试验中所规定的试验载荷和加载均是最低要求。

6.1.4 各项试验条款中所要求的尺寸应按下列标准:

    a)本标准第4章和第5章中有关尺寸和设计要求;

      b) ISO 668;

    C) ISO 1161,

6.2 试验1— 堆码试验

6.2.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满载的集装箱，在海洋船舶运抽条件下，在箱垛中出现偏码时的承载能力。

    表3规定了施加于每对角件上的力值和以试验力表示堆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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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堆码试验力值

集装箱型号

每个集装箱试验力

(四个角同时受力)

每 对 端 部 角

件 的 试 验 力

以 试 验 力 表

示 堆 码 质 量

    kN

(千牛顿)

    Ibf

(磅 力)

    kN

(千牛顿)

    16f

(磅 力)

  kg

(公 斤) (Ib(A)
IAAA,lAA,IA和 1AX

1BBB,1BB,1B和 1BX

    1CC,1C和1CX

3 392

3 392

3 392

763 200

763 200

763 200

1 696

1 696

1 696

381 600

381 600

381 600

192 000

192 000

192 000

423 320

423 320

423 320

注:每个箱试验力值3 392 kN,是由堆码九层(将八个箱子堆码在一个箱子的顶上)，每个箱的顿定值为24 000

    kg，并且加速力为1.8g时得出来的，即该种集装箱角柱受力值为86 400 kg(190 4801b).

6.2.2 方法

6.2.2.1 平台式集装箱

    受验的平台式集装箱应放在四个同一水平的垫块上，在每个底角件下各置一个垫块。垫块要与角件

对正，其平面尺寸与角件相同。将竖向力作用于集装箱的四个角件上，或箱端的每对角件上，其试验力值

如表3所示。

6.2-2.2 台架式集装箱

    受验的台架式集装箱应放在四个同一水平的垫块上，在每个底角件下各置一个垫块。垫块要与角件

对正，其平面尺寸与角件相同。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在底板上，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1. 8R,

    将竖直力作用于集装箱的四个角件或箱端的每对角件上，其试验力值如表3所示。

6.2-2.3 作用力

    在受验的平台式或台架式集装箱的四个顶角件上，同时各施加规定的竖向力，要通过ISO 1161所

规定的角件或通过与其底平面几何形状相同的模拟件(即:相同的外部尺寸，开孔倒角和周边圆角)进行

加载，如使用模拟件，其设计必须使集装箱在试验时所承受的作用力与角件实物相同。

    对各种加载方式应使力的作用平面和箱的受力面所产生的转角位移减少到最低程度。

    每个角件或模拟件都应在相同的方向偏置，横向为25. 4 mm"，纵向为38 mm",

6.2.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其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与换装作

业的要求。

6.3 试验2— 由四个顶角件起吊试验

6.3.，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集装箱经受由四个顶角件竖向起吊的能力，这是通过四个顶角件起吊该类集装箱的

唯一方法。

    注5:加载的平台式集装箱应该由可伸缩吊具起吊.

    本试验还应作为验证底板和箱底结构承受箱内载荷在起吊作业加速作用下所产生的各种力的承受

能力。

6. 3.2 方法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于底板上，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2R，然后，平稳地从四个

顶角件同时起吊，避免产生明显的加速或减速作用。

4) 25.4 mm= 1 in;  38 mm-1坯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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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的起吊作用力均应是竖直的

    将集装箱悬吊5 min,然后再放到地面上

6.3.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其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4 试验3— 由四个底角件起吊试验

6.4.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集装箱由四个底角件起吊的能力，吊具与底角件承接并与箱顶上方居中的一根横梁

连接。

6.4.2 方法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于底板上，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2R，然后平稳地从四个

底角件的侧孔起吊，避免产生明显的加速或减速作用。

    起吊力的角度如下:

    IAAA,lAA,IA和1AX型集装箱，应与水平面呈300角;
    1BBB,1BB,1B和1BX型集装箱，应与水平面呈37。角;

    1CCAC和1CX型集装箱，应与水平面呈45。角;

    在任何情况下，起吊力作用线和角件外侧面的间距不应大于38 mm"。起吊时，应使吊具仅与四个

底角件承接。

    将集装箱悬吊5 min，然后再放到地面上。

64.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 5 试验4— 外部纵向栓固试验

65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集装箱在铁路上行车的动载倩况下，即在相当于2g加速作用时，承受纵向栓固作用

的能力

6. 5.2 方法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于底板上，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R,通过集装箱一端的两

个底角件底孔将其栓固在刚性固定件上。

    通过另外一端的两个底角件的底孔将2Rg的水平力施加于集装箱上，先朝向固定件，然后再反向

施力。

6.5.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6 试验5- 端壁试验(设有端壁者)‘，

6.6.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集装箱承受6.5.1条所列动载的能力。

6.6.2 方法

    当集装箱的一端封闭而另一端设有箱门时，须对每一端进行试验.如前、后对称，可仅对一端进行试

验。箱内的。.4Pg内部载荷应均匀分布于端壁上，此时，端壁应能自由变形。

      5) 38- 1月 in,

6)试验5和试验?仅适用于部分台架式集装箱。ISO 1496-1:1990中的试验6(侧壁强度试验)不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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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7 试验7— 顶部试验(设有顶板者户

6.了.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刚性顶板承受由于工作人员在其上面进行作业时所产生载荷的能力。

6.7.2 方法

    将30o kge'载荷均匀分布于顶板结构中最薄弱处的600 mm X 300 mm"面积上。

67.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8 试验8- 底部试验

6.8.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集装箱底板在装卸作业过程中承受装载车辆或类似设备集中载荷的能力。

6.8.2 方法

    使用一辆轮胎式车辆进行试验，后轴负荷为5 460 kge'(即每轮为2 73o kge')，每个车轮的施压面积

在185 mm"(与轮轴平行方向)X 100 mme'所形成的一个矩形范围内，每个轮胎与底板的接角面积不得

超过142 cm"'，轮胎的宽度为180 mm"，轮距为760 mm"。试验时，四个底角件座落在四个同一水平的

支座上，且箱底结构可自由变形。此时该车辆在集装箱的全部底板面上往复移动。

6.8.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其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9 试验9- 横向刚性试验(不适用于平台式集装箱)

6.9.，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除平台式集装箱以外的各型集装箱承受船舶在航行中所产生的横向推、拉的能力。

6.9.2 方法

6.9.2.1 集装箱处于空箱(T)状态下，使其四个底角件置放在四个同一水平的支座上，并通过固定装

置经四个底角件底孔使之在横向、竖向处于栓固状态，横向栓固仅设于施力顶角件同一端对角的底角件

上。如分别对每一端进行试验，竖向栓固仅设于试验的一端.

6.9.2.2 若对代码为62或64的集装箱进行本项试验，为使之接近实际工况，在该箱的同一端的两个

顶角件上设置横向连接杆件，用以代替附加在集装箱上的端横梁。而纵向的连接则通过设于一侧兔件的

对角连接杆件来实现。
6.9-2.3 在集装箱的一侧分别或同时对每个顶角件施加15o kNe'的力，施力作用线平行于箱体的底结

构和端壁，先朝向顶角件，然后再反向施力。

    如果集装箱的两个端壁结构相同，则只需对一端进行试验;如果集装箱的端壁结构对其竖向轴线不

对称，则两侧均应进行试验。

    满负荷试验的允许变形量应符合5.5的规定。

  6.9.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7)试验

8) 142

5和试验7仅适用于部分台架式集装箱.ISO 1496-1:199。中的试验6(侧壁强度试验)不适用于本标准。

cm'=22 in';  300 kg =660 Ib;   2 730 kg =6 000 Ib;   5 460 kg= 12 000 Ib;   150

100 mm=4 in;  180 mm二7 in;  185 mm=7翅 in;  600 mmx300 mm=24 inX12 in,

kN=33 700 Ibf;

760 mm=3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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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要求

    注 6:为满足该项试验，箱型代码为62或64的集装箱的每根角柱应施加75 kN'，的平行作用力

6.10 试验10— 纵向刚性试验(不适用于平台式集装箱)

6.10.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除平台式集装箱以外的各型集装箱承受船舶在航行中所产生的纵向推、拉的能力。

    对上部结构不完整的集装箱进行该项试验时总施加力为150 kN"，该力分别由前/后端(或后/前

端)按2:1的关系来分别承担，尽管难以分配得准确。该项试验应按6.10.2所规定的方法进行。

6.10.2 方法

6.10.2.1 集装箱处于空箱(T)状态下，使其四个底角件置放于四个同一水平的支座上，并通过固定装

置经底角件的底孔使之在纵向和竖向处于栓固状态。纵向栓固仅设于与施力顶角件同一侧对角的底角

件上。

6.10-2.2 上部结构不完整的代码为61,62,63和64型集装箱的一端分别或同时对每个顶角件施加

50 kN"的力，施力作用线平行于集装箱的底结构和侧壁，应先朝向顶角件，然后再反向施力。

6. 10-2.3 在上部结构完整的集装箱(即代码为65,66和6”的一端分别或同时对每个顶角件施加

75 kN"的力，施力作用线平行于集装箱的底结构和侧壁，应先朝向顶角件，然后再反向施力。

6.10.2.4 如果集装箱的两个侧壁结构相同，则仅需对一侧进行试验;如果集装箱的侧壁对其本身的竖

向轴线不对称，则两端均应进行试验。

    满负荷试验的允许变形值，应符合5. 6条的规定。

    注7:允许变形值是指试验载荷所导致的变形而不包括实际作业中由机械设备所导致的变形(见4.1.1)

6.10.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11 试验11— 叉举试验(设有叉槽者)

6.111 总则

    对设叉槽的1CC,1C和lcx型集装箱应进行本项试验。

6.11.2 方法

6.11.2.1 当1cc,1c和lcx型集装箱仅设一对叉槽时: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于底板上，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1. 6R。通过两个水平叉

将箱体举起，每个叉齿的宽度为200 mm"，叉齿伸入叉槽的长度从箱体外侧表面量起应为1 828 mm

士3 mm"，叉齿应在叉槽断面的中心位置。

    叉举起后保持5 min，然后再放到地面上。

6.11.2.2 当Icc, lc和1cx型集装箱设有两对叉槽时:

    6.11.2.1所列方法仅适用于靠外的一对叉槽。

    对内又槽还应进行第二个试验，除了集装箱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625R外，其试验方法

与6.11.2.1相同。

6.11.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12 试验12一一抓举试验(设有抓槽者)

6门2.1 总则

9) 50 kN--11 200 1 bf;  75 kN-16 850 1 bf;  150 kN=33 700 Ibf;  200 mm= 8 in;  1 828 mm士3 mm--72 in士

    工。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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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设有抓槽或类似装置的集装箱，均应进行本项试验，抓举部位详见附录D(标准的附录)。

6.12.2 方法

    受验集装箱载荷应均匀分布于底板上，使箱体自身质量与试验载荷之和等于1. 25R。用6.12.1所

规定的装置在集装箱的四个抓槽位置将箱举起，承载面居中按32 mm X 254 mm"'考虑，避免触及安全

凸缘。

    抓举起后.保持5 min，然后再放到地面上。

6.12.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且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6.13 试验13— 水密性试验(必要时进行)”，

6.13.1 方法

    对集装箱表面各个接缝和焊缝处进行射水试验，喷嘴内径为12. 5 mm...，出口压力为100 kPa"(相

当于10 MW)水柱)，喷嘴与受验集装箱表面的距离保持在1. 5 m'0' ,喷嘴的移动速度为。.1 m/s,".

    在试验过程中，可使用几个喷嘴，但每个接缝和焊缝处所承受的水压不应小于使用单个喷嘴的喷射

压力。

6.13.2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无渗漏现象。

7 上部结构不完盆的折端台架式集装箱(代码为,63和64)及有关连挂装IR的试验

7.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按5.1.3要求设计的集装箱在折倒状态下承受7.2和7.3试验的能力。

7.1.1 6.1.1所规定术语的定义亦适用于本章。

7.1.2 符号、”表示按照3.6和4.1.3所列连挂成组作业的最多箱数。

7.1.3下列各项试验的试验载荷均为最低要求。

7.2 试验14- 堆码试验(仅适用于箱型代码为63和64的集装箱)

7.2.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折端台架箱在折倒状态下其上所能承受满载箱的能力。这是在海洋船舶运翰条件下，

在箱垛中出现偏码时的承载能力。

    在表3中规定了施加于每对角件上的力值和堆码质量。

7.2.2 方法

    受验的集装箱应放在四个同一水平的垫块上，在每个底角件下铺一个垫块。垫块要与角件对正，其

平面尺寸与角件相同。

    受验集装箱通过四个等效角件(见5.3.2)或每对等效角件，同时承受表3所列的竖向试验力。

    在受验集装箱的四个等效角件上同时施加规定力.竖向力要通过ISO 1161规定的等效件，或通过

与所规定底角件底平面几何形状相同的模拟件(即相同的外部尺寸、开孔倒角和周边圆角)进行加载。

    如果使用模拟件，必须使集装箱在试验时所承受的作用力与角件实物相同。

    每个角件或模拟件都应在相同的方向偏置，横向为25.4 mm'2',纵向为38 mm").

7.2.3 要求

10) 100 kPe=14.5 Psia  12.5 mm=12 in;  1.5 m=5 ft, 10 m=33 ft: 32 mmX254 mm=1城in X 10 in;

    0. 1 m/s=4 in/s,

11)例如，代码为65的集装箱安装有侧屏。

12) 25.4 mm= 1 in,  38 mm二1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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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其尺寸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作

业的要求。

了3 试验 巧— 由顶部的连挂起吊试验

7.3.1 总则

    本试验是验证平台式或折端台架式集装箱带有连挂装置的成组竖向吊顶的能力(见5.3.2),

7.3.2 方法

    受验的集装箱通过连挂栓或箱体自带的连接装置与另一只箱或模拟第二只箱的配重挂接，其最大

总质量相当于((2:一DT。试验载荷在四个连挂装置中均匀分配。当n为最大值时，其总高度不得超过

2 591 mm",
    在成组起吊时，应平稳地从四个顶角件同时起吊.避免产生明显的加速或减速作用。

7.3.3 要求

    试验后，集装箱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性变形和异状，其尺寸应仍能满足装卸、固缚和换装

作业的要求。

12) 2 591 mm=10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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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强度试验示意图

      注

    8图例中仅标出一端或一侧的外载示意。箱内载荷应均匀分布于箱内的承载面

    9附录中的图示适用于6.2̂ 6.13,7.2和7. 3所列各项试验.

    10 R,P和T的定义见6.1.1,

    11在端视图和侧视图中以全框的正方形和长方形表示者，适用于代码为61和63的上部结构不完整以及上部结构

      完整的台架式集装箱.

    在端视图和侧视图中以不全框的正方形和长方形表示者，适用于代码为62和64(没有横向、纵向

顶梁)的台架式集装箱。

图号 端 视 图 侧 视 图

Al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 1一一堆码

  MAN     848kN0
      (      848+rg' kN(““+半IkN

叫
( 848+半IkN   (848+令IkN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1- 堆码

          848kN  848kN      848kN  848kN

  f国了，SR-1.f          f
      f-( 848+1' 4Rg)kN

3kN          84

1. BR-

二，上。_
  I. S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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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端 视 图 侧 视 图

Az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z一 顶角件起吊

                      R9 人g

  、一日一_。
              万 一丁 z 4 Xg一  Tgiz-4 ’Kg一  Tg2 - 4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z一一顶角件起吊
      Rg      Rg           Rg      Rg

、一目、。、一只。
2 4 2   4       2 4 2   4

R, 夕           Rg                  Rg

2目22目’
Rg一 Tg          1(g一 7X        Rg Tg               Ke_7R2   4          2 4           2   4               2   4

{{

A3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2一一顶角件起吊
                        Rg        Rg

      22R-T2
Rg                Rg

万曰2‘{ 2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2-一 顶角件起吊
            Rg         Rg    Rg         Rg

  万Li万万2R-T万
Rg                                                    Rg   Rg                   Rg

2巍  2                                                      2息                     22x-T                    ZK-T

A4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3一一底角件起吊
                  彻 彻

    2.i.0t2澎       2sinB
  R召 R召

2sinB B 2R -T B 22i.B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3一一底角件起吊

    』g 盗g                         Rg        Rg

  2sine习    2-B                        25i.8       23inohodod              zx--T 2s.B   B  2R-T B   2K -B 2}no' /三国             2  B一2X -T 区_2R-T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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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端 视 图 侧 视 图

A5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4— 底结构纵向栓固

、，麟山~、

台架式集装箱

}试“4一纵向“固
、‘高嘉习彻、少产二习彻

A6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4一一底结构纵向栓固

Rg一八一从~一 Rg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4— 纵向栓固

R;*gL___星习、

A7

平台式集装箱

载荷作用力
                                                                          0.4P召
                                                                                                                                                          一 .‘ ，、

    尹茄尹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5— 端载荷作用力

不适用于代码为62和64
「了习卜4Px}卜。一

3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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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端 视 图 侧 视 图

A8

平台式集装箱

载荷作用力

          一之圣奋之7
            ‘石尸伫夕尸。’““

台架式集装箱

载荷作用力

爆 0. 6Pg澎                                         0. 6P9
尸 丁

A9

台架式集装箱

试f$ 7一顶部载荷占kg 'U’一占’
仅适用于设有刚性顶板的代码为“的箱

Alo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8— 轮载

                  2 X 2730kg "

    斗 月白，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8— 轮载
                    2 X 273okg "

    5i1 I匕I圈

1)300kg=660 Ib

  2 X 2 730 kg= 2 X 6 000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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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端 视 图

All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9- 横向刚性

      15。      151sotN 1     i一石5okN

A12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9- 擞向刚性

      15叮 0kN15。叮                                                                        50kN150   1     1       150

A13

平台式象装箱

底部栓系/加固
                                  150钾 ....150kN

台架式集装箱

栓系/加固

        150kN]150kN巧。止土5okN

A14

平台式集装箱

顶部栓系/加固
                                              150kN            150kN
                                            一-门....一一

台架式集装箱

栓系/加固
                                  150kN           150kN 75kN         75kN

          工丁 ~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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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端 视 图

人15

平台式集装箱

顶部栓系/加固
                                                    lookN iookN

                                            ~一 ....一

台架式集装箱

栓系/加固
                                      lookN l00kN 75kN         75kN

            ’口’ 飞丁~

A16

平台式集装箱

底部栓系/加固

                                      15AN.口.叫150kN

台架式集装箱

栓系/加固

        150k:口，50kN 150kNL」.150kN

A17

侧视图

台架式集装箱

纵向刚性试验

                                            75kN                  25(50)kN        50(25)kN

    75kN井月 75耳几丰es

A18

台架式集装箱

                          75kN                  25(50)kN        50(25)kN

75kN仁川 75耳二丰es
  适用于代码为“-67的箱 适用于代码为61̂-64的箱

3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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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侧 视 图

A17A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10 纵向刚性

                                                    75kN                                        SAN

    75kN仁川1 50kN书耳一

A18A

台架式集装箱

试验1。 一纵向刚性
                                                      75kN                                        50kN

    75kN卜川 50牛川一
                  适用于代码为“-67的箱 适用于代码为61-64的箱

A19

端视图 侧视图

平台式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

顶部栓系/加固
                  一 ，.......... 一

              仅适用于代码为60的箱
不适用

A20

平台式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

顶部栓系/加固
                75kN                     75kN

                - .......... 不适用

A21

侧视图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11一 叉举试验
                                                                l. 6R-T

        鲜自钾
                                                    0.8彻 0. 8彻

                                                  总受力 总受力

台架式集装箱

c,1C和1CX型集装箱

            1. 6R-T

~卜~次~卜~
          1. 6R-T

~一~人~份份
匕户 口习.司口 ‘干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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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佃时 视 图

A22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H 叉举试验

                                                              0. 625火-T

        哪举，
                                                0.3125Rg 0.3125Rg
                                              总受力 总受力

台架式集装箱

0. 6258-7

    幸
0. 6258-T

    今
r，甘 ，日，，尸，廿 ，犷 ，沪网、尸，r，r，甘洲c 护，r ，日尸，口尸，户尸、 ，r 钊尸、r，口，

I 1
二二，‘千1 cp ‘二二 1 ~ ‘寸曰 .月‘ ~ ]

A23

平台式集装箱

试验12 一抓举试验

                                                                1. 25R-T

              晒匕七妇
                                              0.3125Rg       0.3125叙
                                          每个吊点 每个吊点

适用于有抓槽的所有代码的集装箱

台架式集装箱

适用于有抓槽的所有代码的集装箱

    1.258-T氏 1.258-T
                              0.3125Rg  0.3125Rg       0. 3125R9       0.3125Rg
                            每个吊点 每个吊点 每个吊点 每个吊点

咫

3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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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折端台架式集装箱在折倒状态下-一 代码为63和64的箱

AIA

端视图

试验14-一 堆码
                                                848kN 848kN

    ，__。、、甲，__二，、
                    (                    848+丫}kN， ’                   1848+丫)kN

侧视图

.卜=二 匕=月.
!

内锁栓固

A2A

端视图

] 「

侧视图

'~卜
}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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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号 内 锁 栓 固

端视图

试验15-一 顶部起吊

          IL____JI

，二_”二丫-一丫。二_二二
  2 4                         2     4

A3A
侧视图

Tg2 ·Tgu 2

t三三三色--- C三三三三

nT8 2n n Ta_。   Ts
    2 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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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对集装箱底部结构载荷传递区的具体要求

B1 集装箱箱底结构应考虑有由端横梁和一定数量的底梁构成的载荷传递区(或平箱底)，其强度足以

传递集装箱与运输车辆纵梁之间的竖向力。车辆所设纵梁仅限于图Bl虚线所示两个250 mm"'带宽的

区域内。

                                                                          单位:口ml)

日
城

户线 一

可 「--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二_二二二二二二_二

日---------------一

1) 250 mm= 10 in

    350 mm= 14 in

图Bl 载荷传递区域

B2 当集装箱底梁间距等于或小于1 000 mm"'(和非平箱底)时的要求见图B2~图B5所示，并且满足

下列要求。

B2. 1 每对载荷传递区(包括下端梁的)承载能力不得小于。.5R，这是指集装箱在专用车辆上角件不

承重的情况。

    此外，每对介于两个端部中间的载荷传递区的承载能力不得小于1. 5R/n，此处n表示载荷传递区

的对数，即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的工况。

B2.2 载荷传递区的最少对数为:

    lcc,lc和1cx型集装箱 4

    1BBB,1BB,1B和1BX型集装箱 5

    1AAA,IAA,IA和1AX型集装箱 5

    不设鹅颈槽的1AAA, lAA, 1A和1AX型集装箱 6

    如需增设若干对载荷传递区时，它们应沿集装箱长度约按等距设置。

B2. 3端横梁及其邻近的一对中间载荷传递区的间距:

    一一集装箱载荷传递区数量为最少时，按1 700 mm-2 000 mm"'考虑，

    一一集装箱的载荷传递区比最少数量多一对时，按1 000 mm-2 000 mm"'考虑。
B2.4 每个载荷传递区在集装箱纵向的最小尺寸为25 mm"',

B3 鹅颈槽附近载荷传递区的最低要求如图B6所示。
    注12:在图B2一图B5中，集装箱底面的载荷传递区用黑色表示.在图B6中，鹅颈槽处的载荷传递区也用黑色表

                尔 .

13) 25 mm=1 in, 250 mm二10 in;  1 000 mm= 39形in,

1 000 mm-2 000 mm=39ys in-78万in,  1700- 2000- 66"/,on-78火in.



GB/T 16564一1996

单位:mmll

1700- 2000 1700--2000

4对载荷传递区(每端各1对，中间为2对)

              。)最低要求

二

二

I

I I

l l

l l

l .

l .

1000--2000 1000̂ 200仓

5对载荷传递区时，应按图示设置

‘’:
mm -̂2

mm--2

        b)如需设置

mm二66"/,e in-78%

mm=39沁in-78鱿m

          图B2  ICC,IC和ICX型集装箱

单位:mm”

二

. l

I

I l

l l

l l

I I

l I

1700-2000 1700̂ -2000

5对载荷传递区(每端各1对，中间为3对)

              。)最低要求

图B3                   IBBB,IBB,1B和1BX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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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000 1000--2000

‘，:
mm--2

mm- 2

mm=66"/,.

如需设里6对载荷传递区时，应按图示设置

in-78% in

mm=399/g in-78% in

图B3(完)

单位

1700- 2000 1700- 2000

5对载荷传递区(每端各1对.中间为3对)

              a)最低要求

1000̂ 2000 1000^ 2000

                          b)如藉设置6对载荷传递区时，应按图示设置

1) 1 700 mm-2 000 mm=66"/,s in-78% in

  1 000 mm-2 000 mm=39% in-78% in

                  图B4  1AA, 1A和1AX型不设鹅颈槽的集装箱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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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1000- 2000 1700-2000

3150̂ -3500

(见图B6)

6对载荷传递区(每端各1对，中间为4对)

              a)最低要求

1000- 2000 1000̂ 2000

3150̂ 3500

(见图B6)

b)如需设置7对载荷传递区时，应按图示设置

1) 1 000 - 2 000 mm二39沁in-78% in

  1 700 mm-2 000 mm-66l'/,J.-78% in

3 150 mm-3 500 mm二124拓in-137丸in

图B5                  1AAA, lAA, 1A和1AX型设鹅颈槽的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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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mm"

在擂上的每对载荷传递区由2个部分组成，上面部分(A)和下面部分(B)，在这种情况下，A和B可视为一对载荷传
递区. A+B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应等于或大于1 250 mm'

注:当鹅颈榴侧部为连续梁时，上图所示距离端部3 150 mm-3 500 mm')处的载荷传递区可省去

1) 1 250 mm'=2 in'

  1 000 m二一2 000 mm=39Y8 in-78% in

  3 150 m.-3 500 -m= 124城in-137飞in

    25 mm=1 in

    250 mm=10 in

    350 m.= 14 in

图B6 鹅颈槽附近载荷传递区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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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又相的尺寸要求(设有叉相者)

见5.9.1和图Cl.

平台式集装箱

到
出。.曲

月

一
乃

底平面

_________乙_________~多

            v-r x-x

集装箱型号

尺 寸 、

适用于重箱和空箱的叉槽 仅适用于空箱叉槽

nlm ln m 】门1 1n

A B C D A B C n À B' C了 月， B‘ C'

1cc,1c,3cx 2 050150355min115min20min81t2二44Y,min1/32min900150305min102min
35巧

士 Z 二几4min

注 c表示叉槽净高.

图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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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抓.起吊区尺寸要求(设有抓拍者)

(见5.9.2和图D1)

抓吊中心 抓吊中心 单位 mm

此处壁面不应超过凸缘内侧12一;以上
(包括铆钉和级栓头)

IAAA,   I IAAAA, IAX

斗 抓份连触处应平帷
角必须整齐1方正

外彼可以旋转或倾斜

1 BBB, 1BB,1B,1BX

抓吊孔.有挡板时

l
一 应按图示要求作斜面

角件底面
平台式集装箱

Icc,lc,lcx

_ _口匕_一二二

  600-

(抓吊区)
4876士6

X-X

1型

此处壁面不应超过凸缘内侧12一罗以上
(包括铆钉和级栓头)

抓份连触处应平整

角必须整齐、方正

外棱可以旋转可倾斜

尺寸换算

幻飞们1 m m m ln

  2

  6

12

51

80

0.08

0.24

0.48

2.01

3.15

  100

  300

  600

2 400

4 876

  3.94

11.8

23. 64

  94.5

192

抓吊孔妞有挡板时

应按图示要求作斜面

角件底面

X-X

2 型

图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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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标准的附录)

鹅甄相尺寸要求(设有鹅甄栩者)

见5.9.3，图E1所示为容纳挂车鹅颈槽所需要占用的空间。

尺 寸

      长

I一 W (max)

      乡

X

斌

      Y Z(min) 且

高

b, C

m m :{:: 6+-i 930 1 029+0 :;:: 25 120_; :: 12.5+-i. s

ln

137%

124肠
%+3i3生 38蜡 40残+v3

44兄

42场
1 4"/as-ve

2%

1沁
巧 3̀ii9

注:1B，的尺寸应在距离枪后端约600 mm(23% in)处测量.

    2槽结构可由连续梁构成，其最小长度按表内规定，其内部尺寸按上图粗线所示，也可按图B6所示的黑色区设局

      部结构

图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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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标准的附录)

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的固货装t

总则

月
.
.

n
乙

FI

FI

FI

F1.3

  固货装置用于防止箱内货物在运抬过程中受动力影响而出现的相对位移。

  固货系统包括:

一 斜撑杆件;
— 固位栓，

一一两者兼备。

  本附录仅涉及固货装置(见5.7)。它们是箱内固有的并成为箱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绳、带、

链、缆等)。

    它们除了固货之外，不供它用。即不可用于箱体的搬运和箱体的固位。

    它们与箱体的关系可以为固接、铰接或销接以及环扣和栓等方式。

F1.3.1 固货装置锚定在箱底的特定部位。

F1. 3. 2栓缚点是固货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设在箱底以外的其他部位。

F2 设计要求

    平台式和台架式集装箱的固货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F2.1 固货装置设在箱底四周的方便位置，至少要能承受如下力值:

    0. 6P的横向力;

    0. 4P的纵向力(如果箱体无端结构，或端结构不能承受试验5所列要求时)，

    则应达到的栓固能力如下:

    — 按要求的承载能力，使用最少的固货点，

    — 按较低的承载能力，使用较多的固货点。

F2. 2 典型固货点的数量(N)如下:

    。)锚固点:

    iAAA,lAA,lA和IAX型集装箱 N=16

    1BBB,1BB,1B和1BX型集装箱 N=12

    1CC,1C和1CX型集装箱 N=10

    b)固缚点不用“N”表示。

F2. 3锚固点和固货点按如下规定考虑:

    — 缆绳和固缚装置均不得超出4.1所列外部尺寸的轮廓;

    — 固货装置均不得超出顶角件上面以下6 mm的平面;

    — 要使固货装置不侵占装货的空间，由平台边缘算起亦不超出0. 25 m的范围。

F2.4 固货装置的设备应做到从箱体周边各固定件的平面算起至少留有50 mm的无障碍区以供:

    一一固缚缆穿过固货孔;

    — 设置诸如钩、卡、卸扣或杆等约束附件。

F2. 5 按F2. 1和F2. 2 a)的规定设置各个锚固点，其实际数量按照可以承受来自任何方向至少

3 ooo kg的锚固力来考虑。
F2.6 按F2.2 b)的规定设置固缚点，按照可以承受来自任何方向至少1 000 kg的固缚力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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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试验方法

F3.1 固货装置的试验拉力应是规定承载能力的1.5倍，通过直径不大于10 mm的钩或卸扣施力，施

力面与它所固接的箱体杆件和水平面呈450角(见图Fl),

    固货装置设在箱底板以上的位置，试验时施力的方向与水平呈+45。或一450设在箱顶部位时的试

验力的施加方向应与水平面呈一45。夹角(见图Fl).

    在规定的方向维持施力达5 min，然后再松开。

F3.2 在同一箱体内设有不同类型的固货装置时，应至少分别对每一种装置做一次试验。

F3.3 试验后，不论是固货装置与箱体的连接处还是箱体上的有关杆件均不应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永

久性变形和异状，而且还能够在额定拉紧力的工况下持续发挥作用。

门
|

|
厂 .0<0M,
}

图Fl 固货装置试验加载作用线示意图(见F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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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提示的附录)

1CC,1C和icx型台架式集簇箱(代码为61-64)

  在套袭小型集簇箱时的.小内郎尺寸要求

见4.2，图G1和ISO 668,

长度尺寸

L,=外部公称长度尺寸

L,=两端之间内部长度尺寸

L,二角柱之间的内部长度尺寸

L,=顶横梁之间的内部长度尺寸

L,=侧部斜排杆之间的尺寸(有斜撑者)

宽度尺寸

w:=外部公称宽度尺寸

w:=侧部斜律之间的尺寸

w:=中档柱之间的内部宽度尺寸(有中档柱

者)

W,=角柱之间的内部宽度尺寸

高度尺寸

H，二外部公称高度尺寸

Hp=内部高度尺寸

H，二上侧梁以下的内部高度尺寸

单位:mm

口万』33 一一
1卜 ， 一 i 一a钊U

L,

长

L, 6 058

L, 5 800

L, 5 600

L, 5 600

L, 5 200

宽

W1 2 438

W艺 z loo

w, z loo

w, 1 goo

高

1CC 1C H'X

H, 2 591 2 438 < 2 438

Hi 2 200 2 000 H 1-390

H， 2 000 1 800 H 1-590

图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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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提示的附录)

公 考 资 料

[11 ISO 8323:1985集装箱— 空/陆/水联运集装箱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