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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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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加油方式碳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燃油汽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油汽车数字化加油方式碳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适用要求、基本

原则、评估程序、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减排量计算、数据监测及质量、减排量评估报

告编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燃油汽车在排队加油的过程中，因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减少车辆怠速

排队等待时间，从而降低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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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2015 和 GB/T 33760—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基准线情景指燃油汽车采用传统加油方式的情景。

[来源：GB/T 33760—2017，3.4]

3.2

项目情景 project scenario

实施项目时发生的情景。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项目情景指燃油汽车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代替传统加

油方式的情景。

3.3

数字化加油方式 digital fueling method

通过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最新信息技术，在加油站实现智能零售管理及数

字化便捷支付（包括但不限于：人脸识别支付、二维码扫码支付和 ETC 支付等方式），从

而减少车辆加油过程所需等待时间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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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

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仅包括二氧化碳（CO2）。

[来源：GB/T 32150—2015，3.1]

3.5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3.6

二氧化碳减排量 CO2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项目情景碳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3.7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3.13]

3.8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计算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时间区间。

3.9

排队等待总时长 total waiting period

燃油汽车自开始排队到行驶至加油机并熄火为止这一过程的时间总长度。

3.10

排队熄火时长 flameout period

燃油汽车排队等待总时长中发动机熄火的时间长度。

3.11

燃油汽车 fuel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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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汽油或柴油发动机提供全部动力的汽车。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燃油汽车不包括通过汽油或柴油发动机提供部分动力

的汽车，例如混合动力汽车。

4 适用要求

4.1 减排量申请

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申请应获得燃油汽车用户的授权。为避免减排量的重复计算和使用，

应确保同一辆燃油汽车每次参与项目情景产生的减排量能且仅能申请一次。

4.2 减排量计入期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入期采用三年一更新的方式，每个计入期结束需对基准线情景的适

用性和排放因子的计算等内容进行评估与更新。

5 基本原则

5.1 相关性

选择适当的温室气体源、数据和方法。

5.2 准确性

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5.3 保守性

确保使用的情景、数值和评估方法不高估温室气体减排量。

5.4 可操作性

公式的设定和数值的选取易于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评估。

5.5 透明性

在满足国家政策、商业秘密要求的前提下，发布充分适用的温室气体信息，使目标用

户能够做出合理的决策。

6 评估程序

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流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

a)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b) 基准线情景确定；

c) 数据监测及质量管理；

d) 碳减排量计算；

e) 碳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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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本文件覆盖的项目边界包括营业时间段内：

a) 支持燃油汽车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进行加油的加油站；

b) 因燃油汽车等待加油队伍过长而延伸至加油站外的道路。

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种类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包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及种类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包含/排除 解释说明

燃
油
汽
车

CO2 包含 主要温室气体

CH4 排除
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的比例及影

响较小

N2O 排除
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的比例及影

响较小

8 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

8.1 二氧化碳减排量

ERdm = BEtm − PEdm ………………（1）

式中：

ERdm —— 为项目边界内项目情景产生的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BEtm —— 为项目边界内基准线情景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Edm —— 为项目边界内项目情景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8.2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BEtm = f
i TFCf,i� ����� × EFf × Ttwp(tm)� ������� − Tfp(tm)� ������ × ADf,i� ………………（2）

式中：

BEtm ——
为项目边界内基准线情景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TFCf,i� ����� ——
为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的平均油耗量，单位

为升每分钟（L/min）；

EFf ——
为燃料类型 f 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升

（kgCO2/L）；

Ttwp(t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传统加油方式 tm 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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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总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Tfp(t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传统加油方式 tm 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队

熄火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ADf,i ——
为计入期内在加油站加油的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总数，单

位为辆次。

8.3 项目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PEdm = f
i TFCf,i� ����� × EFf × Ttwp(dm)� �������� − Tfp(dm)� ������ × ADf,i� ………………（3）

式中：

PEdm ——
为项目边界内项目情景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TFCf,i� ����� ——
为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的平均油耗量，单

位为升每分钟（L/min）；

EFf ——
为燃料类型 f 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升

（kgCO2/L）；

Ttwp(d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 dm 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

队等待总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Tfp(d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 dm 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

队熄火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ADf,i ——
为计入期内在加油站加油的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总数，

单位为辆次。

8.4 怠速状态平均油耗量

TFCf,i� ����� = V� × Cf,i� �� × AF ………………（4）

式中：

TFCf,i� ����� ——
为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的平均油耗量，单位

为升每分钟（L/min）；

V� ——
为燃油汽车在排队加油过程中行驶的平均速度，单位为公里每分钟

（km/min）；

Cf,i� �� ——
为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的综合工况平均油耗量，单位为升

每公里（L/km）；

AF ——
为排队怠速油耗调整因子，即燃油汽车在排队情况下怠速油耗量的占

比，单位为百分比（%）。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EES 0009—2022

6

8.5 计算参数缺省值及排放因子

本文件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过程中使用的参数缺省值及排放因子见附录 A。

9 数据监测及质量

9.1 监测方法及要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按照规范监测准则和程序，在客观条件的允许下最大限度地通

过各类仪器、仪表或其他方式，对二氧化碳减排量计算相关数据进行记录、汇编及分析。

测量仪器、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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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关检定

资质。检定和校准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定进行。

监测所采集的所有数据都应保存为电子或纸质文档，并在项目计入期结束后保存至少

5年。项目实施需要监测的数据及要求见表 2。

表 2 监测数据及方法

数据 单位 描述 监测方法

Ttwp(tm)� �������� min

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

传统加油方式 tm加油过程中的平

均排队等待总时长

见附录 B

Ttwp(dm)� �������� min

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

数字化加油方式 dm加油过程中的

平均排队等待总时长

Tfp(tm)� ������ min

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

传统加油方式 tm加油过程中的平

均排队熄火时长

Tfp(dm)� ������� min

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

数字化加油方式 dm加油过程中的

平均排队熄火时长

ADf,i 辆次

计入期内在加油站加油的燃

料类型 f排量等级 i的燃油汽车

总数

每 2个月从数字化加油系统程序后台进

行数据调取，将每次调取的数据相加得出该

年的总辆次，并在下一年年初整体调取上一

年总辆次数据，与之前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验证。

9.2 数据质量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

管理，包括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价。在对二氧化碳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应尽可能减少不确定

性。表 2 的监测数据为实际监测值，通常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按照 GB/T 33760—2017 中的 5.11 进行。

10 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报告格式模板见附录 C，项目减排量通过相应表格进行计算汇总。

评估报告编制相关要求应按照 GB/T 33760—2017 中的 5.12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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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参数缺省值及排放因子

常见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Ff）见表 A.1。

表 A.1 常见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排放因子

汽油
kgCO2/L

2.37

柴油 2.60

注：数据来源于 GB 19578—2021《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公布的或主管部

门认可的相关数据。

燃油汽车在排队加油过程中行驶的平均速度（V�）见表 A.2。

表 A.2 燃油汽车在排队加油过程中行驶的平均速度

名称 计量单位 缺省值

V� km/min 0.083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加油站通常采用设立标志牌的方式将站内限速设定为 5km/h。另外，针对

配置“怠速起停”功能的燃油汽车，车辆发动机通常会在车速低于 3km/h 的情况下熄火，即此时车辆不会

因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在整个排队过程中燃油汽车普遍会在速度为 3km/h 至 5km/h

的情况下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遵循保守性原则，选取 5km/h，即 0.083km/min 为该项缺省值。

燃料类型 f排量等级 i 的燃油汽车综合工况平均油耗量（Cf,i� �� ）见表 A.3。

表 A.3 燃油汽车综合工况平均油耗量

燃料类型（f） 排量等级（i） 发动机排量 计量单位 缺省值

汽油

汽 1 1.2 升（含）及以下

L/km

0.0684

汽 2 1.3 至 1.5 升（含） 0.0800

汽 3 1.5 至 2.0 升（含） 0.0845

汽 4 2.0 升以上 0.1014

柴油
柴 1 2.0 升（含）以下 0.0824

柴 2 2.0 升以上 0.0904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机动车减排标准白皮书》（北京环境交易所，2020）。针对排量等级与缺省值

的更新，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官方发布的各燃

料类型、排量等级燃油汽车的综合工况油耗数据，以及网络公开的燃油汽车车主众测油耗数据进行样本收

集与平均值计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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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汽车排队怠速油耗调整因子（AF）见表 A.4。

表 A.4 燃油汽车排队怠速油耗调整因子

名称 计量单位 缺省值

AF % 20

注：数据来源首先参考《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张宝中，2016），根据车辆性能

与路况不同，在常见驾驶情景中，燃油汽车怠速油耗量可占综合工况油耗量的 10%至 40%。其次，遵循 GB

18352.6—2016《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的规定进行监测，得出燃油汽

车在排队情况下怠速油耗量所占比重为 20%，及选取 20%为该项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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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时间数据计算逻辑说明与监测方法

B.1 时间数据计算逻辑说明

本标准涉及以下四项时间数据的监测与计算：

Ttwp(t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传统加油方式（traditional fueling
method，tm）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队等待总时长，单位为分钟

（min）；

Ttwp(d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digital fueling
method，dm）加油过程中的平均排队等待总时长，单位为分钟

（min）；

Tfp(t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传统加油方式 tm加油过程中的平

均排队熄火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Tfp(dm)� ������ ——
为计入期内燃油汽车用户采用数字化加油方式 dm加油过程中的

平均排队熄火时长，单位为分钟（min）。

该四项数据参与如下计算：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BEtm = f
i TFCf,i� ����� × EFf × Ttwp(tm)� ������� − Tfp(tm)� ������ × ADf,i� ………………（B.1）

项目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PEdm = f
i TFCf,i� ����� × EFf × Ttwp(dm)� �������� − Tfp(dm)� ������� × ADf,i� ………………（B.2）

对 Ttwp(tm)� �������� − Tfp(tm)� ������ 与 Ttwp(dm)� �������� − Tfp(dm)� ������� 的计算逻辑说明如下：

伴随技术优化，数字化加油方式将大幅减少燃油汽车加油全程所需时长，包括排队等

待总时长和排队熄火时长。虽然本标准适用于在燃油汽车排队加油的过程中，因采用数字

化加油方式代替传统加油方式，减少车辆怠速排队等待时间，从而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所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场景，但在计算过程中直接使用 Ttwp(tm)� ������� 与 Ttwp(dm)� ������� 缺乏准确性，

原因如下：

第一，在“怠速起停”功能逐渐普及的背景下，存在燃油汽车在等待前车加油过程中

因速度过低，导致发动机自行熄火的情形。因此，在因前车加油结束而再次启动发动机之

前，车辆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二，存在燃油汽车车主在排队等待过程中自行关闭发动机的情形，因此，在因前车

加油结束而再次启动发动机之前，车辆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上所述，在时间数据的计算上，遵循准确性、保守性原则，本标准采用“平均排队

等待总时长减去平均排队熄火时长”的方式，将燃油汽车因各种原因导致可能出现的“车

辆熄火，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段排除，只包含排队等待过程中发动机正常运作的时段。

针对基准线情景与项目情景，相关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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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情景：

车辆平均怠速排队等待时长tm = Ttwp(tm)� ������� − Tfp(tm)� ������ ………………（B.3）

项目情景：

车辆平均怠速排队等待时长dm = Ttwp(dm)� ������� − Tfp(dm)� ������ ………………（B.4）

若能确定燃油汽车在排队过程中并未熄火，则 Tfp(tm)� ������ 与 Tfp(dm)� ������� 的值为零。

B.2 时间数据监测方法

监测主体可根据自身技术水平对时间数据以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监测。线上监测方式主要指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相结合的数字化方式，对用户车

辆运行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与计算。采用线上方式监测的，每 2 个月调取一次该阶段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及时、必要的维护与筛选，以备后期针对整个计入期内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进

行计算。

监测主体也可采取线上、线下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所需时间数据进行收集。在保证

样本量满足统计学要求的前提下，增加监测次数与样本量以减小误差。

通过线上、线下大样本监测的方式，得出如下两项时间数据的参考值：

数据项目 参考值（min）

Ttwp(tm)� �������� 6.72

Ttwp(dm)� �������� 5.12

注：以上参考值非缺省值，监测主体应随着数字化加油技术、数据监测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得出最新的

数据监测结果。

在对 Tfp(tm)� ������ 与 Tfp(dm)� ������ 两项数据的监测与收集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可假设燃油汽车在

排队过程中熄火，是由于等待前车加油导致的，即可使用相应情景下燃油汽车平均加油所

需时长的数据分别代替 Tfp(tm)� ������ 与 Tfp(dm)� ������ 。

B.3 统计学中关于监测样本量的确定

通过对抽样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便可得到结果值，但该结果是一个数据点。点参数估

计仅仅是准确结果的近似值，没有反映出近似值的误差范围。误差范围通常以区间的形式

给出，即区间估计，又称置信区间。

置信区间的置信水平是真实值处于置信区间内的概率，即反映了估计的可靠程度。置

信水平越高，估计的可靠性程度越高。置信区间的长度反映的是估计的精度。置信区间的

长度越短，估计的精度越高。

选取 10%作为置信区间精度，95%作为置信水平目标,即总体的真实值在统计值附近 10%

的区间内的可能性为 95%。

采用正态分布模型计算，置信区间可表示为以下公式：

X� ± Zα/2
s
n
………………（B.5）

式中：

X� —— 为样本均值；

Zα/2 ——
为双侧临界值，其中α为显著水平。显著水平与置信水平的关系为

“置信水平 = 1 − 显著水平”，因为选取置信水平目标为 95%，所以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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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为 5%，即 0.05（Z0.05/2的值为 1.96）；

s ——

为样本标准差，在 Microsoft Excel 软件中的计算公式为：

“= STDEV(第一数据位置:最后数据位置)”，例如，计算 A 列第 1 至第

8行数据的样本标准差，则输入“= STDEV(A1: A8)”；

n —— 为采集到的有效样本量。

监测主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对样本量进行评估：

B.3.1 方法一

在置信区间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增加样本数量来提高置信水平；该方法所需样

本量计算公式如下：

N1 = Za/2
2
×n×s2

n−1 ×μ2+ Za/2
2×s2

………………（B.6）

式中：

N1 —— 为通过方法一确定的监测所需样本量；

Zα/2 —— 为双侧临界值，即 Z0.05/2，取值 1.96；

n —— 为采集到的有效样本量；

s
2

——

为样本方差，在 Microsoft Excel 软件中的计算公式为：

“= VAR(第一数据位置:最后数据位置)”，例如，计算 B 列第 1 至第 8

行数据的样本标准差，则输入“= VAR(B1: B8)”；

� —— 为置信区间精度；取 10%，即 0.1。

在采用方法一进行计算的情况下，若 N1 小于 n，则样本量满足统计学要求。

B.3.2 方法二

在双侧临界值及样本方差皆确定的情况下，可通过设定允许的估计误差来确定监测所

需样本量，计算方式如下：

N2 = Za/2
2×s2

E2 ………………（B.7）

式中：

N2 —— 为通过方法一确定的监测所需样本量；

Zα/2 —— 为双侧临界值，即 Z0.05/2，取值 1.96；

s
2

——

为样本方差，在 Microsoft Excel 软件中的计算公式为：

“= VAR(第一数据位置:最后数据位置)”，例如，计算 B 列第 1 至第 8

行数据的样本标准差，则输入“= VAR(B1: B8)”；

E ——
为允许的估计误差，由监测主体自行设定，该设定值越大，监测所需样

本量越小。

在采用方法二进行计算的情况下，若 N2 小于 n，则样本量满足统计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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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报告格式模板

燃油汽车数字化加油方式

二氧化碳减排量评估报告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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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核算了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见表 C.1 至表 C.4。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单位基本情况

2 核算概况

2.1 核算对象

2.2 核算报告期

2.3 核算边界

2.4 活动数据的收集

2.5 排放因子的选取

3 核算结果

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主体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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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怠速状态平均油耗量

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V�

（km/min）

Cf,i� ��

（L/km）
AF

TFCf,i� �����
（L/min）

汽油

汽 1 0.083 0.0684 0.2

汽 2 0.083 0.0800 0.2

汽 3 0.083 0.0845 0.2

汽 4 0.083 0.1014 0.2

柴油
柴 1 0.083 0.0824 0.2

柴 2 0.083 0.0904 0.2

表 C.2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TFCf,i� �����

（L/min）

EFf

（kgCO2/L）

Ttwp(tm)� �������� − Tfp(tm)� ������

（min）

ADf,i

（辆次）

BEtm

（kgCO2）

汽油

汽 1 2.37

汽 2 2.37

汽 3 2.37

汽 4 2.37

柴油
柴 1 2.60

柴 2 2.60

表 C.3 项目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TFCf,i� �����

（L/min）

EFf

（kgCO2/L）

Ttwp(dm)� �������� − Tfp(dm)� �������

（min）

ADf,i

（辆次）

PEtm

（kgCO2）

汽油

汽 1 2.37

汽 2 2.37

汽 3 2.37

汽 4 2.37

柴油
柴 1 2.60

柴 2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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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二氧化碳减排量

燃料类型

（f）

排量等级

（i）

BEtm

（kgCO2）

PEdm

（kgCO2）

ERdm

（kgCO2）

汽油

汽 1

汽 2

汽 3

汽 4

柴油
柴 1

柴 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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