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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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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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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大连理工大学、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客运集团有限公

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盘锦客运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成、穆凯、姜辉、曲波、赵岩、刘锴、李国政、张世强、宜毛毛、徐强强、

刘冉昕、王江波、张丽、孙宏飞、刘好德、刘向龙、曹思琪、王彩凤、吴瑞、李振宇、盖靖元、周宇航、

王凯、王鹏、王晓辉、曲道愉、李厚林、张富斌、邓新煜。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19号，024-23867960。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18甲2号，024-238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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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碳排放量
测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碳排放量测算中的边界、测算方法、数据收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进行运营碳排放量的测算。本文件不适用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碳

排放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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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GB/T 32852 城市客运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8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交运营系统 bus operation system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所有的直接承担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输服务的车辆。

3.2

公交附属系统 bus auxiliary system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所有的公交运营系统以外的其他附属部分，包括公交枢纽建筑物、车辆维修保

养车间、公交场站、充电场站、附属设施办公楼、职工食堂以及其他车辆等。

3.3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二氧化碳（CO2）气体排放。

3.4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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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移动源 mobile facility

燃烧燃料及消耗电力的车辆。

3.6

固定源 stationary facility

燃烧燃料及消耗电力热力的固定设施或者设备，如锅炉、加热炉、备用发电机等。

3.7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衡量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定量数据，如燃料、电力或者其他能源的消耗量、车辆运营里程、客

运量等。

4 测算边界与碳排放构成

4.1 测算边界

碳排放测算的空间边界为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碳排放发生的地理边界；业务边界为以提供城市公交

运输服务为目的的公交运营系统和公交附属系统发生的所有业务；排放源包括车辆等移动源和建筑物等

固定源；碳排放气体类型为CO2气体。

4.2 碳排放构成

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为公交运营系统和公交附属系统因使用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而产生的 CO2排放。

4.2.2 尾气净化过程排放

为公交运营系统和公交附属系统车辆使用尿素作为尾气净化剂，消耗尿素产生的 CO2排放。

4.2.3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为公交运营系统和公交附属系统净购入使用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电力生产

企业。

4.2.4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为公交附属系统净购入使用热力（如蒸汽）隐含的 CO2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热力生产企业。

5 测算方法

5.1 碳排放总量测算

碳排放总量等于测算期内公交运营系统和公交附属系统的碳排放量之和，按照公式（1）计算。

�� = �푂� +�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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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测算期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CO2（tCO2）；

�푂�——测算期公交运营系统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퐴�——测算期公交附属系统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公交运营系统的碳排放量，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公交运营系统车辆尾气净化过程排放量以及运

营系统使用的净购入电力的隐含排放量之和，按照公式（2）计算：

�푂� = �푂�−푓푢�� +�푂�−푢푟�� +�푂�−����············································(2)
式中：

�푂�−푓푢��——公交运营系统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푂�−푢푟��——公交运营系统车辆在尾气净化过程由于使用尿素等还原剂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CO2（tCO2）；

�푂�−����——公交运营系统净购入电力隐含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公交附属系统的碳排放量，为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内部用车尾气净化过程碳排放量、附属系统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碳排放量、以及附属系统净购入热力隐含的碳排放量之和，按照公式（3）计算：

�퐴� = �퐴�−푓푢�� +�퐴�−푢푟�� +�퐴�−���� +�퐴�−ℎ���································(3)

式中：

�퐴�−푓푢�� ——附属系统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퐴�−푢푟��——内部用车在尾气净化过程由于使用尿素等还原剂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

（tCO2）；

�퐴�−����——附属系统净购入电力隐含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퐴�−ℎ���——附属系统净购入热力隐含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tCO2）。

5.2 公交运营系统碳排放测算

5.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测算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测算按下式计算：

�푂�−푓푢�� = 퐴�� � ×���···························································(1)
式中：

퐴�� ——测算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 ——第i种化石燃料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CO2/百万千焦（tCO2/GJ）；

i——燃烧的化石燃料类型。

公式（4）中的퐴��按下式计算：

퐴�� =푁��� ×���································································(2)
式中：

푁��� ——测算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标准立方米（GJ/10
4
Nm

3
），优先使用辽宁省相关主管部门

公布的本地数据，也可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 ——测算期内用于燃料的第i种化石燃料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

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Nm

3
）。

公式（4）中的���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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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푂�� × 44/12··························································(3)
式中：

��� ——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优先使用辽宁省相

关主管部门公布的本地数据，也可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提供

的缺省值；

푂�� ——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百分号（%）表示，优先使用辽宁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

本地数据，也可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44/12——CO2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5.2.2 尾气净化排放测算

公交运营系统车辆使用尿素尾气净化器产生的碳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푂�−푢푟�� =�× 12/60 ×� × 44/12 × 10−3·········································(1)
式中：

�——测算期内催化转化器消耗的尿素添加剂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尿素添加剂中尿素的质量比例，单位为百分号（%）。

5.2.3 电力隐含排放测算

公交运营系统使用电力所隐含的碳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푂�−���� = 퐴����� ×������······················································· (1)
式中：

퐴�����——测算期内运营车辆所使用的净购入电量，单位为MWh；

������——电网供电平均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采用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公共汽电车企

业购电所属电网的数值，优先采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的数值，条件不具备时可以采用东北电网平

均值或全国电网平均值。

5.3 公交附属系统碳排放测算

5.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测算

与公交运营系统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测算方法（条款5.2.1）相同。

5.3.2 尾气净化排放测算

与公交运营系统尾气净化排放测算方法（条款5.2.2）相同。

5.3.3 电力隐含排放测算

与公交运营系统电力隐含排放测算方法相同。对于公交枢纽建筑物、车辆维修保养车间、公交场站、

充电场站、附属设施办公楼、职工食堂等固定设施的耗电量按照企业的电表读数进行汇总，也可以基于

电费发票或结算单等供应商提供的结算凭证进行汇总。对于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自营充电站，充电站净

购入电量为充电站总购电量与运营车辆与社会车辆充电量之差。

5.3.4 热力隐含排放测算

公交附属系统净购入使用热力隐含的CO2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퐴�−ℎ��� = 퐴�ℎ��� ×��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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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퐴�ℎ���——测算期内公交附属系统所使用的净购入热力量，单位为GJ；

��ℎ���——供热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GJ。

统计活动数据时，公交枢纽建筑物、车辆维修保养车间、公交场站、充电场站、附属设施办公楼、

职工食堂等固定设施的耗热量，以热力购售结算凭证或企业能源消费统计报表为依据；以质量单位计量

的热水、以及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

的相关方法转换为热量单位。

排放因子优先使用辽宁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本地数据，也可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6 数据质量管理

6.1 数据质量要求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应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各类测量仪器/表和信息化系统的监测获得碳排

放数据，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

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质。

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执行。

数据应真实准确，不包含错误或失真的信息；数据应完整包含所有必要的信息，无遗漏或缺失；同

一数据应保持一致。

6.2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应针对碳排放量化和报告工作建立相应的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应确定碳排放量化和报告的内部机构、岗位和人员，以及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并对参与碳排放

量化和报告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建立碳排放信息管理程序文件，文件应至少包括文件和记录管理程序、碳排放量化和报告程序

以及数据质量管理程序；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应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包括：加强

数据收集、输入与处理检查，核对输入数据的正确性、确保数据完整性；加强活动数据检查，利用不同

统计方法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检验；加强排放因子检查，核对排放因子的单位及转换方法，确保排放因

子的时效性；加强排放量计算过程检查，通过与历年数据进行比较等方法确认正确性。

6.3 碳排放测算报告编制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碳排放测算报告编制要求和内容按照GB/T 32150和GB/T 33760中的相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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