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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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３１１４８—２０１４《联运通用平托盘　木质平托盘》，与ＧＢ／Ｔ３１１４８—２０１４相比，除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样式中的一种样式［见图１中ｂ），２０１４年版的图１中ｃ）］；

———增加了木质平托盘结构（见４．２）；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用木材许用强度数值和安全系数（见５．１．１．１、表１，２０１４年版的５．１．１．１和

表１）；

———更改了木材树种中许用强度相对较低的两种推荐性材种（见５．１．１．２，２０１４年版的５．１．１．２）；

———更改了锯材缺陷（见５．１．１．４，２０１４版的５．２．２）；

———删除了托盘钉规格及使用场合（见２０１４年版的５．１．２）；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平面尺寸及公差的要求（见５．２，２０１４版的５．３）；

———增加了托盘钉布钉要求（见５．３．１．１）；

———增加了托盘钉最小使用数量（见５．３．１．２）；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平面两对角线长度之差的要求（见５．３．３，２０１４年版的５．４．４）；

———删除了木质平托盘的额定载荷（见２０１４年版的５．６）；

———更改了性能要求和检验要求（见５．５、６．５，２０１４版的５．６、６．５）；

———更改锯材缺陷的试验方法（见６．１．５，２０１４版见６．２）；

———更改了检验项目（见７．３中表５，２０１４版的７．３中表４）；

———更改了缺陷分类（见７．５．２中表６，２０１４版的７．５．２中表５）；

———删除了刨花垫块的尺寸及公差（见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Ａ中Ａ．１）；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部件尺寸及公差（见附录Ｂ，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Ｂ）；

———更改了木质平托盘布钉图（见附录Ｃ，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Ｃ）；

———更改了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Ｃ，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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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９）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前程包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普拉托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市信得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昆山市德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鲁杰包装集团有限公司、集保物流设备（中国）有限公

司、百事保（青岛）包装有限公司、保为包装（上海）有限公司、仪征市升泰环境材料有限公司、廊坊华宇创

新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繁盛木业包装有限公司、安徽清保竹业有限公司、芜湖亚太通用托盘包装有限公

司、芜湖新竹包装有限公司、青岛赛帆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市庆瑞工贸

有限公司、天津市吉利光大包装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德志、漆文星、漆婷、林泽权、顾丽华、杨正亚、姚志明、寇高杰、李晓东、王帅、

张德志、王恒强、王小兵、高春青、谭子繁、谭曾清、夏则荣、曹俊、王承君、郑书燕、郑泽群、杨建洪。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３１１４８—２０１４；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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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平托盘　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木质平托盘的样式和结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重复使用的木质平托盘的设计、生产和检验，一次性使用的木质平托盘也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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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９３１　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

ＧＢ／Ｔ１９３５　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３６．１　木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９３８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９３４　联运通用平托盘　主要尺寸及公差

ＧＢ／Ｔ３７１６　托盘术语

ＧＢ／Ｔ４８２３　锯材缺陷

ＧＢ／Ｔ４９９５　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能要求和试验选择

ＧＢ／Ｔ４９９６　联运通用平托盘　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５７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８９８　木质平托盘用人造板

ＧＢ／Ｔ２７７０４　钢钉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１６和ＧＢ／Ｔ４９９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平托盘　犳犾犪狋狆犪犾犾犲狋

无上部结构的托盘。

３．２

木质平托盘　狑狅狅犱犲狀犳犾犪狋狆犪犾犾犲狋

由木材、人造板等木质材料制成的平托盘。

３．３

锯材　狊犪狑狀狋犻犿犫犲狉

原木经制材加工得到的产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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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刨花垫块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犮犺犻狆犫狅犪狉犱犫犾狅犮犽

由木质碎料加胶粘剂搅拌后，经热压成型制得的托盘用垫块。

４　样式和结构

４．１　样式

木质平托盘的样式如下。

长纵梁板式———纵梁板长度沿托盘的长度方向，单面使用，四向进叉，紧密对接边板，纵梁板与底铺

板同方向，见图１ａ）。

短纵梁板式———纵梁板长度沿托盘的宽度方向，单面使用，四向进叉，纵梁板长度方向与底铺板长

度方向在空间上呈垂直状态，见图１ｂ）。

周底式———纵梁板长度沿托盘的长度方向，单面使用，四向进叉，紧密对接边板，底铺板为日字形的

周底托盘，见图１ｃ）。

双面式———双面使用，两向进叉，紧密对接边板，见图１ｄ）。

犪） 犫）

犮） 犱）

图１　木质平托盘的样式

４．２　结构

４．２．１　木质平托盘由铺板条、纵梁板、垫块及纵梁等不同部件通过钉子连接组成。其中，长纵梁板式托

盘、短纵梁板式托盘、周底式托盘由铺板条、纵梁板、垫块组成，双面式托盘由铺板条、纵梁组成。

４．２．２　木质平托盘的铺板条、纵梁板及纵梁应为整块锯材，垫块可采用整块锯材、刨花垫块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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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材料

５．１．１　木材

５．１．１．１　木材许用强度

木质平托盘用木材的许用强度应符合表１的规定（许用强度等于试验强度除以安全系数，抗弯强度

及抗拉强度的安全系数为７，抗压强度的安全系数为５．５）。

表１　木材的许用强度

单位为兆帕

抗弯强度犳ｂ （顺纹）抗压强度犳ｃ （顺纹）抗拉强度犳ｔ

１１ ７．０ １４

５．１．１．２　木材树种

木质平托盘用木材树种可为马尾松、南方松、赤松、铁杉、花旗松、樟子松、云杉等，也可以使用强度

与之相同或更大的树种。

５．１．１．３　含水率

木质平托盘各部件的含水率应不高于２０％。

５．１．１．４　锯材缺陷限值

木质平托盘用锯材缺陷限值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木质平托盘用锯材缺陷限值

缺陷项目内容
锯材缺陷限值

铺板条 纵梁板 垫块 纵梁

节子最大尺寸与材宽比例 ≤３０％ ≤１５％ ≤３０％ ≤２５％

节子在任意材长１ｍ范围内个数 ≤６ ≤４ ≤６ ≤６

虫眼在任意材长１ｍ范围内个数 ≤４ ≤１ ≤４ ≤４

裂纹长度与材长比例 ≤５％ ≤５％ ≤１０％ ≤１０％

斜纹倾斜程度 ≤１０％ ≤５％ ≤２０％ ≤１０％

钝棱最严重缺角尺寸与板宽比例 ≤３０％ ≤１５％ ≤３０％ ≤２０％

顺弯、横弯最大拱高与内曲水平长比例 ≤２％ ≤１％ ≤１％ ≤１％

腐朽 不允许

夹皮 不允许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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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５　刨花垫块

刨花垫块应符合附录Ａ中的规定。

５．１．２　托盘钉

木质平托盘用托盘钉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７０４的规定。

５．２　尺寸及公差

木质平托盘的通用平面尺寸及公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９３４的规定，木质平托盘部件尺寸及公差应符合

附录Ｂ的规定。

５．３　加工

５．３．１　布钉

５．３．１．１　木质平托盘的布钉位置示意图见图２，附录Ｃ给出了常用木质平托盘的布钉示意图。

———当铺板条与纵梁板连接时，托盘钉与板材边缘距离宜为２５ｍｍ，两根托盘钉之间的距离犛 应

不小于２５ｍｍ，布钉位置示意图见图２ａ）。

———当铺板条与纵梁连接时，托盘钉与板材边缘距离应不小于５犱（犱 为托盘钉钉杆直径），两根托

盘钉之间的距离犛应不小于１０犱，布钉位置示意图见图２ｂ）。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标引序号说明：

１———铺板条；

２———纵梁板或纵梁；

犛———两根托盘钉之间的间距；

犱———托盘钉钉杆直径。

图２　布钉位置示意图

５．３．１．２　木质平托盘中铺板条与纵梁、纵梁板连接时，应根据铺板条的板材宽度确定托盘钉最小使用数

量，应符合表３给出的最小数量。对木质平托盘的垫块部件进行连接时，应根据垫块在木质平托盘中的

位置及垫块与板材的接触面积大小确定托盘钉最小使用数量，应符合表４给出的最小数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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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铺板条连接用托盘钉最小数量

部件名称
板材宽度

ｍｍ
最小用钉数量

铺板条

≤１３０ ２

１３１～１７５ ３

１７６～２００ ４

表４　垫块连接用托盘钉最小数量

部件名称
板材与垫块接触面积

ｍｍ２
最小用钉数量

角部垫块

＜１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３

＞１５０００ 每５０００ｍｍ２ 选用１根

中间垫块

＜５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 每５０００ｍｍ２ 选用１根

５．３．１．３　布钉时，钉接处应无露钉、无缺钉。在板材背面伸出的钉尖应在板材背面折弯回头，钉帽埋入

板材的深度不应超过３ｍｍ。

５．３．２　倒棱

木质平托盘的四周角部可进行角部倒棱。底铺板应进行局部倒棱，局部倒棱深度１０ｍｍ，倒

角４５°。

５．３．３　对角线偏差

木质平托盘平面两对角线长度之差应不大于对角线长度的１％。

５．３．４　除害处理

需要时对木质平托盘进行除虫害处理。

５．４　外观质量

木质平托盘板面应平整、无污染、无影响使用的毛刺和机械损伤。

５．５　性能要求

木质平托盘的性能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９５规定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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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材料

６．１．１　木材抗弯强度

木材抗弯强度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３６．１的规定检测。

６．１．２　木材的顺纹抗压强度

木材顺纹抗压强度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３５的规定检测。

６．１．３　木材的顺纹抗拉强度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３８的规定检测。

６．１．４　含水率

木材含水率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３１的规定检测。

６．１．５　锯材缺陷

在自然光线下目测，锯材缺陷的检量和计算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４８２３描述的方法检测。

６．１．６　刨花垫块

刨花垫块的试验方法应按附录Ａ中规定的进行检测。

６．１．７　托盘钉

托盘钉的性能、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７０４的规定。

６．２　尺寸及公差

采用钢板尺、卷尺等检量工具进行逐项检测。

６．３　加工要求

目测检查，需要时采用钢板尺、卷尺等检量工具进行逐项检测。

６．４　外观质量

在自然光线下目测。

６．５　性能要求

木质平托盘的试验选择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９５的规定，检验按照ＧＢ／Ｔ４９９６描述的方法检测。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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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检验顺序

检验时，应首先对样本进行非破坏性的尺寸、外观等项目检验，检验合格后再进行破坏性的性能要

求检验。

７．３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５。

表５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１ 材料 ● ● ５．１ ６．１，附录Ａ

２ 尺寸及公差 ● ● ５．２ ６．２

３ 加工 ● ● ５．３ ６．３

４ 外观质量 ● ● ５．４ ６．４

５ 性能 ○ ● ５．５ ６．５

　　注：“●”为必检项目，“○”为可选项目。

７．４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定型鉴定时；

ｂ）　当原材料、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每一年进行一次；

ｄ）　停产半年以上，再次恢复生产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７．５　组批与抽样

７．５．１　组批

一般情况下，以相同原料、同一规格、相同工艺条件为一批，单一检验批量（犖）应不大于１００００只。

７．５．２　缺陷分类

木质平托盘检验的结果判定应区分缺陷类别，缺陷分类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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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缺陷分类

检验项目 缺陷
类别

重度 中度 轻度

材料

木材树种或许用强度不符合表１和５．１．１．２的规定 √ — —

木材含水率大于２６％ — √ —

木材含水率为２０％～２６％ — — √

托盘钉不符合５．１．２的规定 √ — —

木质平托盘部件未采用整块锯材 √ — —

木质平托盘部件用木材出现腐朽 √ — —

木质平托盘部件用木材出现夹皮 — — √

铺板

节子最大尺寸或数量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虫眼数量、裂纹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斜纹倾斜程度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钝棱最严重缺角尺寸、翘曲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纵梁板

节子最大尺寸或数量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虫眼数量、裂纹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斜纹倾斜程度、翘曲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钝棱最严重缺角尺寸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垫块
垫块用木材质量要求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刨花垫块不符合附录Ａ规定 √ — —

纵梁

节子最大尺寸或数量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斜纹倾斜程度、翘曲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虫眼数量、钝棱最严重缺角尺寸、裂纹不符合表２规定 — √ —

尺寸及公差
木质平托盘通用平面尺寸及公差不符合５．２的规定 √ — —

木质平托盘各部件尺寸及公差不符合附录Ｂ规定 — √ —

加工

托盘钉未按要求折弯回头 — √ —

托盘钉的布钉位置不符合５．３．１．１的规定 — — √

托盘钉的用钉数量不符合５．３．１．２的规定 — √ —

托盘钉的钉帽埋入深度不符合５．３．１．３的规定 — — √

底铺板未进行局部倒棱 — √ —

外观 不符合５．４的规定 — — √

　　注：“√”表示该缺陷属于此种缺陷类别，“—”表示该缺陷不属于此种缺陷类别。

７．５．３　抽样方案与接收质量限（犃犙犔）

除性能要求检验项目，每项检验从一批样本中任意抽取３个样品进行试验外，所有检验项目按照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按缺陷类型分为：重度缺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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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中度缺陷为２５，轻度缺陷为６５，见表７。在一个样本单位中，每种缺陷只计一次。

表７　木质平托盘抽样与合格判定方案

检验批量

（犖）

样本量

（狀）

重度缺陷 中度缺陷 轻度缺陷

接收数

犃ｃ

拒收数

犚ｅ

接收数

犃ｃ

拒收数

犚ｅ

接收数

犃ｃ

拒收数

犚ｅ

犖≤１５０ ８ ０ １ ５ ６ １０ １１

１５１≤犖≤２８０ １３ ０ １ ７ ８ １４ １５

２８１≤犖≤５００ ２０ ０ １ １０ １１ ２１ ２２

５０１≤犖≤１２００ ３２ ０ １ １４ １５ ３０ ３１

１２０１≤犖≤３２００ ５０ ０ １ ２１ ２２ ４４ ４５

３２０１≤犖≤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０ １ ３０ ３１ ７０ ７１

　　注：超过１００００只的按另一批处理。

７．６　判定规则

抽样样本按表５的检验项目，对木质平托盘进行单项判定。任意一项判定为不合格时，即判定该批

产品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８．１　标志

木质平托盘四周明显可见位置，应印制清晰可辨、不易去除的标志，标明产品规格、生产日期、生产

单位名称等信息。根据供需双方需要，可在木质平托盘上加装条码或电子标签。

８．２　包装

可用打包带、缠绕膜等进行包装，或由供需双方商定。

８．３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有避雨、防水措施。

８．４　贮存

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应码放整齐，应有避免虫蛀、污染等措施；短期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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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刨 花 垫 块

犃．１　密度

刨花垫块的密度应不低于６００ｋｇ／ｍ
３。检测时，每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１０个，测试方法按照

ＧＢ／Ｔ１７６５７的规定检测。

犃．２　极限体积膨胀率

刨花垫块极限体积膨胀率在长度、宽度方向应不超过２％，在厚度方向应不超过４．５％。检测时，每

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１０个，测试方法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５７的规定检测。

犃．３　胶层剪切强度

胶层剪切强度应不低于０．２５ＭＰａ。检测时，每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５个，测试方法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５７

的规定检测。

犃．４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８９８中规定的Ｅ２级。检测时，每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２个，测试方法按

照ＧＢ／Ｔ１７６５７的规定检测。

犃．５　握螺钉力

刨花垫块的平均握螺钉力应不小于５．５ｋＮ。检测时，每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１０个，测试方法按照

ＧＢ／Ｔ１７６５７的规定检测。

犃．６　蒸煮试验

刨花垫块在一个大气压下，浸泡在１００℃沸水中蒸煮２ｈ，取出置于６５℃±３℃环境下干燥２ｈ后

观察，应表面完好、无裂缝，无片材脱离，每种规格样品数量为５个。

０１

犌犅／犜３１１４８—２０２２



附　录　犅

（规范性）

木质平托盘部件尺寸及公差

犅．１　木质平托盘铺板条部件尺寸应符合表Ｂ．１给出的尺寸。长度公差为±２ｍｍ，宽度公差为±２ｍｍ，

厚度公差为 ＋２

　０ｍｍ。

表犅．１　铺板条部件尺寸

单位为毫米

长度 宽度 厚度

犔ａ

９０

１００

１４５

２０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２

　　
ａ 长度（犔）的数值按照木质平托盘的平面尺寸大小及部件放置位置而定。

犅．２　木质平托盘纵梁板部件尺寸应符合表Ｂ．２给出的尺寸。长度公差为±２ｍｍ，宽度公差为±２ｍｍ，

厚度公差为＋２

　０ ｍｍ。

表犅．２　纵梁板部件尺寸

单位为毫米

长度 宽度 厚度

犔ａ
９０ ２３

１４５ ２２

　　
ａ长度（犔）的数值按照木质平托盘的平面尺寸大小及部件放置位置而定。

犅．３　木质平托盘垫块部件尺寸应符合表Ｂ．３给出的尺寸。长度公差为±２ｍｍ，宽度公差为±２ｍｍ，

厚度公差为±１ｍｍ。

表犅．３　垫块部件尺寸

单位为毫米

长度 宽度 厚度

１２０ ９０ ９０

１４５
１００ ７８

１４５ ７８

１６０ ９０ ９０

犅．４　木质平托盘纵梁部件尺寸应符合表Ｂ．４给出的尺寸。长度公差为±２ｍｍ，宽度公差为±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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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公差为±１ｍｍ。

表犅．４　纵梁部件尺寸

单位为毫米

长度 宽度 厚度

犔ａ ５０ １００

　　
ａ 长度（犔）的数值按照木质平托盘的平面尺寸大小及部件放置位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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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常用木质平托盘布钉示意图

犆．１　长纵梁板式托盘、周底式托盘布钉图（俯视图）见图Ｃ．１。

　　注１：图中 为Ｐ３．４０×９０ＨＷ型托盘钉。

　　注２：图中 为Ｐ２．８７×５０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１　长纵梁板式托盘、周底式托盘布钉图（俯视图）

犆．２　长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见图Ｃ．２。

　　注：图中×为Ｐ２．８７×６５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２　长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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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周底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见图Ｃ．３。

　　注：图中×为Ｐ２．８７×６５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３　周底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

犆．４　短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俯视图）见图Ｃ．４。

　　注１：图中 为Ｐ３．４０×９０ＨＷ型托盘钉。

　　注２：图中 为Ｐ２．８７×５０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４　短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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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５　短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见图Ｃ．５。

　　注：图中×为Ｐ２．８７×６５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５　短纵梁板式托盘布钉图（仰视图）

犆．６　双面式托盘布钉图见图Ｃ．６。

　　注：图中×为Ｐ２．８７×６５ＨＷ型托盘钉。

图犆．６　双面式托盘布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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