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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了我国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状况 ,阐述了今后的工作重点。到 1997 年年底 ,全国公路通车里

程达 12216 万 km ,其中高速公路 4 771 km ,公路总里程比 1978 年增加了 3817 万 km ;全国营业性运输车辆为

45914 万辆 ,比 1978 年增长了 10 倍。今后公路运输业的重点除扩大快速客运的覆盖面 ,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外 ,还应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快件货物运输和零担货物运输 ,鼓励和倡导合同运输。

关键　公路运输 ,发展状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年是我国公路

运输事业在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最

有活力的时期。据统计 ,到 1997 年年底 ,全国

公路通车里程达122. 6万 km ,其中高速公路达

38. 7万

km。全国营业性运输车辆为459. 4万辆 ,其中

客车 (含出租) 93. 3万辆 ,货车 366. 1 万辆 ,营运

车辆比 1978 年增长了 10 倍。公路运输共完成

客运量 120. 5 亿人次 ,旅客周转量 5 541 亿人

公里 ,货运量 97. 7 亿 t , 货物周转量 5 271

亿吨公里 ,分别是1978年的8 . 1 ,10 . 6 ,11 . 5和

19. 2 倍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90. 9 % , 55. 4 % , 76. 6 %和 13. 8 % ,其中客运

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比 1978 年提高了 321l %

和 2515 % ,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提高了

4214 %和 11 % ,公路运输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1 　公路运输业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高速公路迅速延伸 ,促进了快速客

运的发展。成渝高速公路的建成 ,开通了成都

至重庆的快速客运班线 ,受到了旅客们的欢迎 ,

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高速公路发展较

快的地区 ,相继组建河北快客、辽宁虎威、吉林

吉辽、黑龙江龙运、江苏快鹿、浙江新干线、安徽

飞雁、河南宇通、湖北捷龙、广西桂柳等快速客

运公司 ,显示出其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成为公路

运输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解决农民出门难

问题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农村客运班线也有了

4 771 km ,公路总里程比 1978 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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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到 1997 年年底 ,全国已开通农村客

运快班线 4. 35 万条 ,日发班次 33. 82 万个 ,占

公路客运量的 65 %左右 ,并有 95 %的乡镇、

74 %的自然村通了客车。

公路运输突破了过去只适宜承担市内、近

郊县和车站、码头货物集散的短途运输 ,经济运

输半径已提高到 800 km 左右 ,部分客运班线

和一些高附加值货物的运输距离已达 2 000

km 左右 ,开始在中、长途运输领域发挥着更大

的作用。

1998 年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环

境极其复杂的一年 :东南亚发生了严重的金融

危机 ;国内又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

害。为保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 8 % ,通货膨胀

率低于 3 % ,人民币保持稳定的目标 ,在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下 ,交通部先后调整公路建设投资

计划 ,1998 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计划增加到

1 800亿元 ,实际完成 2 118 亿元 ;新增公路 3. 7

万 km ,其中高速公路1 487 km ,一级公路2 195

km ,二级公路 8 800 km ;新建公路桥梁 6 000

座 30. 8 万延米 ,提前 2 年实现“九五”计划目

标。

1998 年公路运输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

下 ,全国公路运输完成客运量 125. 3 亿人次 ,旅

客周转量 5 950 亿人公里 ;货运量 100 亿 t ,货

物周转量 5 438 亿吨公里 ,分别比上年增长

4 % ,7. 4 % ,214 %和 312 %。

2 　公路货运市场的建设及运输车辆状况

公路货物运输市场初具规模。到 1997 年

年底 ,全国共建成货运站和交易市场 2 930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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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集装箱中转站 140 个 ,零担货运站 704 个 ,

货运市场 1 475 个 ,对引导“货入市、车进场”,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货运市场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营运车辆不断增长的同时 ,车型结构也

得到了逐步改善。班线客车现已发展成为高、

中、普齐全 ,大、中、小配套 ,基本能满足不同层

次旅客的需要 ,改变了 80 年代以前清一式普通

大型客车的面貌。货运车辆中的大吨位、低油

耗重型货车和轻型货车逐年增加 ,集装箱、零

担、冷藏、大件和散装货物等专用汽车也有较大

发展 ,重型、中型、轻型货车的比例也已调整为

6∶56∶38 ,过去缺“重”少“轻”的局面初步得到改

善。

汽车维修业也保持了持续稳步的发展。到

1997 年年底 ,全国共有汽车、摩托车维修企业

29 万户左右。其中一类企业 111 万户 ,二类企

业 5. 8 万户。年完成整车大修 38 万辆次 ,总成

大修 208 万辆次 ,二级维护 1 296 万辆次。汽

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893 个 ,检测车 9 359 辆 ,年

完成检测 599 万辆次。全国汽车维修行业已构

成以一类企业为骨干、二类企业为基础、三类企

业为补充 ,汽车检测站为质量保证、各种经济成

分汽车维修网络和市场的基本格局 ,为道路运

输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3 　发展动向

311 　工作重点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世纪之交的关健时期 ,公路运输的工作重点如

下 :

(1)客运。要加快发展高速公路客运 ,在中

心或中等城市之间开通快速直达客运班车 ,扩

大快速客运的覆盖面 ,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农村

客运具有着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2)货运。要大力发展效率高、质量好、适

应各种运输方式中转的集装箱运输 ;积极发展

门到门直达运输的汽车快件货物运输 ;巩固和

发展汽车零担货物运输 ;鼓励和倡导合同运输。

公路运输部门也十分重视轮胎的使用。据

统计 ,营运车辆的运输成本中直接用于汽车的

燃料费用约占 24 % ,轮胎费用约占 5 %。为促

进运输企业加强对轮胎的科学使用和管理 ,延

长轮胎使用寿命 ,1987 年交通部颁布《汽车运

输行业轮胎技术管理制度》,通过对轮胎的计

划、选购、装运、验收、保管、使用、保养、翻修、报

废等全过程的综合管理 ,确保轮胎在使用过程

中安全、可靠和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实现最佳的

经济效益。

312 　修订标准

1987 年交通部起草国家标准 GB 7258 —

8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对社会在用车

辆的轮胎使用提出明确的要求。随着我国汽车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原标准已不适应运

行车辆管理的需要。为此 ,1997 年由国家技术

监督局牵头 ,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对标准进

行了修订。标准的各项技术指标、参数选择 ,本

着与国际标准接轨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则来综

合考虑 , 具有 90 年代先进性。新标准 GB

7258 —199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涉及

有关轮胎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

(1)磨损极限。为保证轮胎与地面之间具

有足够的附着力 ,轿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

挂车轮胎胎冠上花纹深度不得小于 116 mm ;

其它机动车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不得小于

312 mm ,其余轮胎花纹深度不得小于 116 mm。

(2)胎面不得因局部磨损而暴露出轮胎帘

布层 ;胎面和胎侧上不得有长度超过 25 mm 或

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

(3)同一轴上的轮胎型号和花纹应相同 ,轮

胎型号应符合出厂规定。

(4)机动车转向轮不得装用翻新胎。

通过贯彻执行新标准 ,对进一步提高我国

车辆技术性将起到重要作用。

313 　车辆的合理装载

车辆的装载总质量是依据发动机标定功

率、最大轴载质量、轮胎的承载能力和车厢面积

等进行核算后 ,从中取最小值核定。车辆超载

不仅使车辆的油料消耗增大 ,零部件磨损加剧 ,

严重地影响车辆的使用寿命 ,并且加大了交通

事故的隐患 ,公路设施也会受到毁坏性的损伤。

因此 ,交通部颁布的有关法规中都明确规定车

辆严禁超载。例如 :在货物运输中 ,对整件货物

或整批货物的尾数 ,允许增载 10 %以内 ;在旅

客运输中 ,对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营运客车不允

许增载 ;在道路条件较好的情况下 ,对车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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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安装活动座椅的客车有如下规定 :

(1)普快班车允许按车辆核定定员数增载

10 % ;普快班车在途中站上客 ,一般不允许增

载 ;

(2) 普客班车允许按车辆核定定员增载

15 % ;

(3)城乡公共汽车允许按车辆核定定员数

增载 20 %。

在春节运输期间 ,为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及

时、有序、满意 ,凡发现超载运行的客车 ,对当事

人按规定从重处罚 ,对超载 20 %以上的客运车

辆要进行分流 ,分流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于原汽车制造厂规定的负荷时 ,车辆应保持原

车辆载质量 ;而装用小于原规定的负荷时 ,则必

须相应地减小其载质量。轮胎厂生产增加层级

的轮胎 ,是不能作为增加车辆载质量的依据 ,也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管理条例》的规

定。

随着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必然对轮胎的

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轮胎制造厂和翻新胎企

业要抓住这一机遇 ,进一步提高轮胎质量 ,生产

“成山”牌轮胎再次成为山东省
名牌产品

1998 年度山东省名牌产品认定工作于 6

月上旬揭晓 ,山东成山橡胶集团生产的“成山”

牌轮胎再次被认定为山东省名牌产品。

1998 年成山橡胶集团立足市场 ,加快产品

结构的调整步伐 ,不断改进和开发新产品。半

钢子午线轮胎已形成年产 200 万套的生产能

力 ,全钢子午线轮胎年产 30 万套的规模也已初

步形成。1998 年成山橡胶集团先后推出了高

速、耐久性能优异的“成山王”及“胎圈加强型”、

“强载型”新花纹轮胎 ,并在广泛深入调查市场

的基础上推出了专为桑塔纳 2000 型轿车配套

设 计 的 195/ 60HR14 新 花 纹 轮 胎。195/

60HR14 新花纹轮胎采用最新的抗湿滑性原材

料及国外先进的粘合体系和开放型钢丝帘线 ,

提高了轮胎的耐磨性、乘坐舒适性 ;降低了轮胎

生热、滚动阻力和油耗 ;实现了转向和直线行驶

的同等驾驶 ,有效地降低了噪声。由于采用了

冠包侧一次法成型工艺 ,提高了轮胎的均匀性

和动平衡性 ,保证了产品质量。这些产品投放

市场后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山东成山橡胶集团《成山报》社

黄彩霞供稿)

增塑剂 A 中氧化锌质量分数测定手工
滴定法与仪器分析法的比较

以往采用倍耐力化学法手工滴定 ,通过消

耗 ED TA 的量来计算增塑剂 A 中氧化锌的质

量分数。实验过程中需加入 10 多种试剂 ,而且

如果 p H 值调不好 ,则终点变色不明显 ,故难以

掌握准确的终点 ,造成试验结果的误差很大。

因此 ,改用原子吸收仪进行测定。现将手工滴

定法与原子吸收仪测定法的对比结果介绍如

下。

采用手工滴定法测定 (10 次) 氧化锌的质

量分数分别为 01123 , 01132 , 01124 , 01127 ,

01130 ,01126 ,01122 ,01125 ,01134 ,01126 ;算术

平均偏差为 01003 ;标准偏差为 01003 9 ;置信

区间为 (1217 ±013) %。

利用原子吸收仪测定 (10 次) 氧化锌的质

量分数分别为 01132 , 01129 , 01127 , 01130 ,

01130 ,01128 ,01131 ,01129 ,01130 ,01128 ;算术

平均偏差为 01001 ;标准偏差为 01001 6 ;置信

区间为 (1219 ±011) %。

增塑剂 A 中氧化锌的质量分数指标为

0112～0115 ,由上面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利用

原子吸收仪测定是完全可行的 ,既简化了手工

滴定法的操作步骤 ,节约了时间 ,又提高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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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数轮胎生产厂在广告中称 ,为“适应”

驾驶员超载 ,他们生产的增加层级轮胎 ,可提高

在用车辆载质量。用这种方式宣传产品 ,至少

会起到怂恿或误导公路运输企业 ,造成车辆严

重超载的不良后果。车辆装用轮胎最大负荷大

各种不同品种、规格 ,具有高速、节能、舒适、耐

磨、寿命、安全等性能优越的轮胎 ,提供公路运

输企业正确选用。

4 　结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公路运输

事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必将带动其它相

关行业的发展。
1999 年中国轮胎市场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