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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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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公安部公开的数据可知，截止2022年6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3.12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001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3.23%。在以零碳为核心、交通能源深度转型的发展阶段，同样需要考虑燃料汽车

占市场主导地位下的过渡性、多元化的绿色、低碳出行模式。通过对驾车用户出行活动的深度解析，挖

掘其驾车出行过程中的低碳行为，能够极大地缓解当前交通运输行业节能、降碳的压力，同时在推行躲

避拥堵、错峰出行、交通绿色诱导等政策和措施方面，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因此，为使驾车用户单次行程的碳减排计算能够按统一的标准进行说明和描述，特制定本标准。  

为了保持标准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各使用者在采标过程中，及时将对本标准规范的意见及建议函

告第一编写单位，以便修订时研用。





 

1 

 

智慧出行诱导  乘用车温室气体碳减排量技术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驾车出行模式下用户单次行程的碳排计量方法，并提出了用户单次行程低碳减排路

径规划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驾车出行模式下用户低碳减排路径的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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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3730.1-88 汽车和半挂车的术语及定义、车辆类型 

T/CSTE 0001—2019 出租车智能调度系统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一种吸收从地球表面发出的红外辐射(净热能)，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本文件仅考虑车辆行驶过程

中燃料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来源：T/CSTE 0001—2019，3.1] 

3.2 

 交通出行 travel 

用户利用社会道路从起点到终点完成一次空间移动的过程。 

3.3 

 行程规划 travel plan 

包括行前规划和行中规划两类。行前规划是指用户出行前根据掌握的交通信息，确定的车辆行驶路

线。行中规划是指用户在出行过程中， 对车辆行驶的路线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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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车型 Types of Cars 

本文件将乘用车车型划分为5类：微型轿车（排量小于等于1L）、普通轿车（排量大于1L，小于等

于1.6L）、中级轿车（排量大于1.6L,小于2.5L）、中高级轿车（排量大于2.5L）。 

[来源：GB/T3730.1-88，2.1] 

3.5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驾车用户单次出行温室气体碳减排量计算的参照，为未实施项目时可能出现的情景。 

[来源：GB/T33760-2017，3.5] 

3.6 

 项目开发方 project developer 

可以向驾车用户推送行程路径规划信息、监测用户单次出行的车辆轨迹，并予以识别和记录的法人

单位。 

3.7 

 驾车用户 car owner 

通过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注册，自愿利用项目开发方推送的行程规划信息进行交通出行的个体。 

3.8 

 备选路径集 candidate paths 

一次出行中驾车用户可能选择的出行路径集合。 

3.9 

 相对碳减排量 relativ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为项目情景下新规划路径的碳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的差值，取值在所有实数范围内。 

4 行前规划的碳减排量计算 

4.1 概述 

驾车用户按照行前规划路径完成一次出行的碳减排量的计算步骤如下： 

a) 基准线情景的碳排量计算 

b) 计算备选路径的碳排放量 

c) 计算相对碳减排量 

d) 计算驾车用户单次行程的碳减排量 

4.2 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为驾车用户采用最短距离路径完成一次出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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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碳排放量为驾车用户采用最短距离路径出行时，车辆在各种速度下的行驶里程与速度碳排

放因子的乘积和。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1 计算车辆在不同速度下的行驶里程 

车辆在不同速度下行驶里程可按式（1）进行计算。 

 𝐿�̅�,𝑡
𝑟𝑠 = ∑ 𝐿𝑎

𝑟𝑠(𝑣𝑎,𝑡
𝑟𝑠 = �̅�)𝑎  ··············································· (1) 

式中： 

𝐿�̅�,𝑡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利用最短距离路径完成一次出行时，车辆按照速度�̅�行驶的总距离，(𝑘𝑚)。 

𝑟——驾车用户一次出行的起点； 

𝑠——驾车用户一次出行的终点； 

𝑡——用户出行的时刻； 

�̅�——按照车辆行驶的最小速度和最大速度，等间隔划分的速度值。取最小和最大行驶速度分别为：

0𝑘𝑚/ℎ，120𝑘𝑚/ℎ。当按2𝑘𝑚/ℎ的步长等间隔对�̅�取值时，其值为：0𝑘𝑚/ℎ, 2𝑘𝑚/ℎ，…, 118𝑘𝑚/

ℎ,120𝑘𝑚/ℎ; 

𝑎——最短距离路径上的第𝑎条路段。通过 Dijkstra算法对驾车用户最短距离路径的计算获得。 

𝐿𝑎
𝑟𝑠——第𝑎条路段的长度，(𝑘𝑚)。 

𝑣𝑎,𝑡
𝑟𝑠 —— 𝑡时刻最短路径上第𝑎条路段的速度，(𝑘𝑚/ℎ)。通过对𝑡时刻路网交通运行状态的监测获得。 

𝐿𝑎
𝑟𝑠(𝑣𝑎,𝑡

𝑟𝑠 = �̅�)—— 𝑡时刻第𝑎条路段的速度𝑣𝑎,𝑡
𝑟𝑠 = �̅�时的长度，(𝑘𝑚)。 

在实际过程中，当无法获得路网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或者无法利用 Dijkstra 算法计算驾车用户的

最短距离路径时，可以对𝐿�̅�,𝑡
𝑟𝑠 进行简化计算。利用驾车用户一次出行中车辆实际的行驶里程、车辆全程

的平均速度及距离折算系数，参照式（2）进行计算。 

 𝐿�̅�=�̅�𝑡
𝑟𝑠,𝑡

𝑟𝑠 = 𝑃𝐿𝑡
𝑟𝑠 × 𝛿𝑟𝑠 ······································· (2) 

式中： 

𝐿�̅�=�̅�𝑡
𝑟𝑠,𝑡

𝑟𝑠 — — 𝑡时刻�̅�取𝑣𝑡
𝑟𝑠时车辆行驶的里程。利用式（2）进行简化计算时，当�̅� ≠ �̅�𝑡

𝑟𝑠时，𝐿�̅�,𝑡
𝑟𝑠 = 0； 

�̅�𝑡
𝑟𝑠—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从起点𝑟出发到达终点𝑠的过程中车辆全程的平均速度。通过对驾车用户出

行活动的监测获得,𝑘𝑚/ℎ； 

𝑃𝐿𝑡
𝑟𝑠—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从起点𝑟出发至终点𝑠的过程中车辆实际行驶的里程，(𝑘𝑚)； 

𝛿𝑟𝑠——车辆实际行驶的里程与起终点间最短路径距离的折算系数。 

当𝛿𝑟𝑠无法利用驾车用户实际出行的轨迹进行计算时，可将𝛿𝑟𝑠取为 1。此时，𝐿�̅�=𝑣𝑡
𝑟𝑠,𝑡

𝑟𝑠 可按式（3）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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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𝐿�̅�=𝑣𝑡
𝑟𝑠,𝑡

𝑟𝑠 = 𝑃𝐿𝑡
𝑟𝑠 ·········································· (3) 

步骤 2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基准线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可参照式（4）进行计算。 

 𝐵𝑆𝑡,𝑗
𝑟𝑠 =

∑ (𝐿�̅�,𝑡
𝑟𝑠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1000
 ···································· (4) 

式中： 

𝐵𝑆𝑡,𝑗
𝑟𝑠——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𝐿�̅�,𝑡
𝑟𝑠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完成一次出行时，车辆采用速度�̅�行驶的距离，(𝑘𝑚)；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𝑗型车以速度�̅�行驶时的碳排放因子，(𝑔 𝐶𝑂2/𝑘𝑚)。 

4.3 备选路径的碳排放量计算 

项目情景下，同一 OD 点间的用户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驾车路线进行出行。不同驾车路线所导致的碳

排放量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采用以下步骤计算驾车用户单次出行的碳排放量： 

步骤1 搜索备选路径集 

根据 OD 对𝑟𝑠间驾车用户的历史轨迹，统计获得𝑟𝑠间驾车用户的备选路径。若没有历史轨迹数据，

则利用 KSP路径搜索算法获得。将𝑟𝑠间驾车用户的备选路径记为𝐶𝑟𝑠 = {𝑐1
𝑟𝑠, 𝑐2

𝑟𝑠, ⋯ , 𝑐𝑛
𝑟𝑠}。 

步骤2 确定每条备选路径车辆的行驶里程 

基于项目开发方平台记录的用户出行数据，计算车辆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以及车辆

行驶的总里程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在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形下，可将备选路径与路网实时的交通状态数据进行匹配，以

此得到每一条备选路径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 

步骤3 计算备选路径的碳排放量 

第𝑐条备选路径的碳排放量为： 

 𝐸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1000
 ········································ (5) 

式中： 

𝐸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采用路径𝑐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过程中，𝑗型车在路径𝑐上采用速度�̅�行驶的总

距离,(𝑘𝑚);由项目开发方的监测数据获得；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 𝑗型车以速度�̅�行驶时的碳排放因子，(𝑔 𝐶𝑂2/𝑘𝑚)。 

4.4 计算相对碳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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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景下，驾车用户实际的出行路径可能并不是出行起终点之间的节碳路径，即存在驾车用户在

项目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大于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的情况。因此，需要对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进行计

算。其计算方法为： 

  𝑅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𝐵𝑆𝑡,𝑗

𝑟𝑠 − 𝐸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 (6) 

式中： 

𝑅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利用路径𝑐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相对碳减排量，(𝑘𝑔 𝐶𝑂2); 

𝐵𝑆𝑡,𝑗
𝑟𝑠——基准线情景下，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𝐸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项目情景下，𝑡时刻驾车用户利用路径𝑐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4.5 计算碳减排量 

若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大于 0，则采用项目开发方平台完成一次出行产生的碳减排量为：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𝑅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7) 

式中：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利用𝑐路径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减排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𝑅𝐸𝑅𝑡,𝑗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利用𝑐路径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相对碳减排量，(𝑘𝑔 𝐶𝑂2)。 

若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小于或等于 0，则采用项目开发方平台完成一次出行产生的碳减排量为：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0 ··············································· (8) 

5 行中规划的碳减排量计算 

5.1 概述 

a) 基准线情景的碳排量计算 

b) 项目情景的碳排放量计算 

c) 计算相对碳减排量 

d) 计算驾车用户单次行程的碳减排量 

5.2 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为驾车用户按照行前规划路线完成出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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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的碳排量包含两部分：（1）驾车用户按照行前规划路线进行出行，根据已完成行程的真实

轨迹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2）按照行中规划起点时刻的交通运行状态对行前规划路线未完成部分进

行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 确定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和时间 

用𝑃𝑡0

𝑟𝑠表示驾车用户的行前规划路线，𝑍𝑃𝑡0

𝑟𝑠表示驾车用户完成该次行程车辆的真实轨迹。对𝑃𝑡0

𝑟𝑠和

𝑍𝑃𝑡0

𝑟𝑠进行地图匹配，把𝑃𝑡0

𝑟𝑠和𝑍𝑃𝑡0

𝑟𝑠重合的部分定义为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已完成的行程路线，用

𝑌𝑃𝑡0

𝑟𝑜进行表示。 

将驾车用户已完成的行程路线𝑌𝑃𝑡0

𝑟𝑜的末端端点定义为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记为𝑜，将车辆从起

点𝑟行驶至𝑌𝑃𝑡0

𝑟𝑜末端端点𝑜的时刻定义为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时刻，记为𝑡1。将𝑌𝑃𝑡0

𝑟𝑜末端端点至𝑃𝑡0

𝑟𝑠末端

端点在行前规划路线的部分定义为驾车用户按照行前规划路线出行，未完成行程的路线,记为𝑍𝑃𝑡1

𝑜𝑠。 

步骤 2 计算用户行中规划时车辆已产生的碳排放量 

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车辆按照路线𝑃𝑡0

𝑟𝑠行驶至𝑜时，车辆产生的碳排放量可以根据车辆在不同速

度下的行驶里程与速度碳排放因子的乘积和计算得到。 

 𝑌𝐵𝑆𝑡0,𝑗
𝑟𝑜 =

∑ (𝑌𝑃𝐿�̅�,𝑡0
𝑟𝑜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1000
 ·········································· (9) 

式中： 

𝑌𝐵𝑆𝑡0,𝑗
𝑟𝑜 — — 𝑡0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线𝑌𝑃𝑡0

𝑟𝑜，从起点𝑟行驶至行中规划起点𝑜时,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𝑟——驾车用户一次出行的起点； 

𝑜——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 

𝑌𝑃𝐿�̅�,𝑡0

𝑟𝑜 ——车辆按照路线𝑃𝑡0

𝑟𝑠行驶至𝑜时，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𝑘𝑚)。基于车辆在该段行

程中真实的轨迹，按照一定的监测程序和测量方法获得。 

步骤 3 计算行前规划路线未完成部分的碳排放 

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未完成行程的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的碳排放量需要利用行中规划时路网的交通运

行状态及𝑍𝑃𝑡1

𝑜𝑠的长度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为： 

  𝑍𝐵𝑆𝑡1,𝑗
𝑜𝑠 =

∑ (𝑍𝑃𝐿�̅�,𝑡1
𝑜𝑠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1000
 ······································ (10) 

式中： 

𝑍𝐵𝑆𝑡1,𝑗
𝑜𝑠 — — 𝑡1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从行中规划起点𝑜行驶至出行终点𝑠时,所产

生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𝑜——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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𝑠——驾车用户一次出行的终点； 

𝑡1——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时刻； 

𝑍𝑃𝐿�̅�,𝑡1

𝑜𝑠 ——车辆按照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行驶至𝑠时，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𝑘𝑚)。 

步骤 4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基准线情景的碳排放量，可参照式（11）进行计算。 

 𝐵𝑆𝑆𝑡0,𝑗
𝑟𝑠 = 𝑌𝐵𝑆𝑡0,𝑗

𝑟𝑜 + 𝑍𝐵𝑆𝑡1,𝑗
𝑜𝑠  ····································· (11) 

式中： 

𝐵𝑆𝑆𝑡,𝑗
𝑟𝑠——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𝑌𝐵𝑆𝑡0,𝑗
𝑟𝑜 —— 𝑡0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线𝑌𝑃𝑡0

𝑟𝑜，从起点𝑟行驶至行中规划起点𝑜时,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𝑍𝐵𝑆𝑡1,𝑗
𝑜𝑠 —— 𝑡1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从行中规划起点𝑜行驶至出行终点𝑠时,所产

生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5.3 项目情景的碳排放量计算 

驾车用户利用项目开发方平台提供的出行路径信息，在行中临时更改车辆行驶路线的情景。 

项目情景的碳排量包含两部分：（1）驾车用户行中规划时，车辆从起点行驶至行中规划起点所产

生的碳排放量；（2）车辆按照行中规划的路线完成余下行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1 搜索备选路径集 

根据 OD对𝑜𝑠间驾车用户的历史轨迹，统计获得𝑜𝑠间驾车用户的备选路径。若没有历史轨迹数据，

则利用KSP路径搜索算法获得。将𝑜𝑠间驾车用户的备选路径记为𝑍𝐶𝑜𝑠 = {𝑧𝑐1
𝑜𝑠, 𝑧𝑐2

𝑜𝑠, ⋯ , 𝑧𝑐𝑛
𝑜𝑠}。 

步骤2 确定每条备选路径车辆的行驶里程 

基于项目开发方平台记录的用户出行数据，计算车辆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𝑃𝐿𝑡,�̅�
𝑜𝑠 以及车辆行

驶的总里程𝑃𝐿𝑡
𝑜𝑠。在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形下，可以根据路网实时的交通状态数据与备选路径进行匹配，

得到每一条备选路径在每一个速度�̅�下的行驶里程𝑃𝐿𝑡,�̅�,𝑐
𝑜𝑠 。 

步骤3 计算项目情景下的碳排放量 

驾车用户在行中规划情景下的碳排放量为： 

 𝐸𝑆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 𝑌𝐵𝑆𝑡0,𝑗

𝑟𝑜 +
∑ (𝑃𝐿�̅�,𝑡,𝑐

𝑜𝑠 ×𝐸𝐹𝐶𝑂2,𝑗
�̅� )�̅�

1000
 ························ (12) 

式中： 

𝐸𝑆𝑆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采用路径𝑐和𝑌𝑃𝑡0

𝑟𝑜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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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𝐿�̅�,𝑡,𝑐
𝑜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从行中规划起点𝑜到目的地𝑠的出行过程中，𝑗型车在路径𝑐上按速度�̅�行驶

的总距离,(𝑘𝑚);由项目开发方的监测数据获得。 

5.4 计算相对碳减排量 

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可利用下式进行计算： 

 𝑅𝐸𝑅𝑆𝑡0,𝑗,𝑐
𝑟𝑠 = 𝐵𝑆𝑆𝑡0,𝑗

𝑟𝑠 − 𝐸𝑆𝑆𝑡0,𝑗,𝑐
𝑟𝑠  ···························· (13) 

式中： 

𝑅𝐸𝑅𝑆𝑡0,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径𝑐和𝑌𝑃𝑡0

𝑟𝑜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相对碳减排量，

(𝑘𝑔 𝐶𝑂2); 

𝐵𝑆𝑆𝑡0,𝑗
𝑟𝑠 ——基准线情景下，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𝐸𝑆𝑆𝑡0,𝑗,𝑐
𝑟𝑠 ——项目情景下，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径𝑐和𝑌𝑃𝑡0

𝑟𝑜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碳

排放量，(𝑘𝑔 𝐶𝑂2)。 

5.5 计算碳减排量 

若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大于 0，则其采用项目开发方平台完成一次出行的碳减排量为：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𝑅𝐸𝑅𝑆𝑡0,𝑗,𝑐

𝑟𝑠   ··································· (14) 

式中：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径𝑐和𝑌𝑃𝑡0

𝑟𝑜完成一次出行的碳减排量，(𝑘𝑔 𝐶𝑂2); 

𝑅𝐸𝑅𝑡,𝑗
𝑟𝑠 — — 𝑡时刻驾车用户使用𝑗型车按照路径𝑐和𝑌𝑃𝑡0

𝑟𝑜完成𝑟𝑠间一次出行的相对碳减排量，

(𝑘𝑔 𝐶𝑂2)。 

若驾车用户的相对碳减排量小于或等于 0，则采用项目开发方平台完成一次出行产生的碳减排量为： 

 𝐸𝑅𝑡,𝑗,𝑐
𝑟𝑠 = 0 ··············································· (15) 

6 数据来源及监测 

6.1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对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进行定期更新，更新周期为一年。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 

表 1 参数�̅� 

数据/参数 1 �̅� 

单位 𝑘𝑚/ℎ 

描述 车辆行驶过程中可能达到的速度，其范围为0~120𝑘𝑚/ℎ 

数据来源 
按照一定的步长，人为确定。如按2𝑘𝑚/ℎ的步长进行取值，则其值为0𝑘𝑚/ℎ, 2𝑘𝑚/ℎ, 4𝑘𝑚/

ℎ, … ,118𝑘𝑚/ℎ, 120𝑘𝑚/ℎ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它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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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数𝐸𝐹𝐶𝑂2,𝑗
�̅�  

数据/参数 2 𝐸𝐹𝐶𝑂2,𝑗
�̅�  

单位 𝑔 𝐶𝑂2/𝑘𝑚 

描述 𝑗型车按照速度�̅�行驶一公里的碳排放量，即车辆的速度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由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按照标准的测量方法和程序测量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测量不同车型的车辆在不同道路行驶条件下的运行工况、车辆轨迹以及与车辆轨迹

对应的瞬时碳排 

2.测量不同车型的车辆在不同工况下的碳排放因子 

3.利用模型计算不同车型的本地化速度碳排放因子 

其它说明 -- 

 

表 3 参数𝛿𝑟𝑠 

数据/参数 3 𝛿𝑟𝑠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基础年，相同路网条件下，相同起终点𝑟𝑠间汽车实际出行路径的距离与最短路径距离比值

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 按照测量方法测量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基础年，从全市全域的出行记录数据中随机抽取 50 万条起终点为𝑟𝑠的出行记录 

2.计算该起终点间小汽车出行的最短距离 

3.根据抽取的出行记录计算起终点𝑟𝑠间小汽车实际行驶的平均里程 

4.计算小汽车实际行驶的平均里程与小汽车出行的最短距离的比值，以此得到起终点

𝑟𝑠间的距离折算系数𝛿𝑟𝑠 

其它说明 
更换起终点𝑟𝑠坐标，参照同样的测量方法和程序，可以计算得到其余起终点间车辆行驶距

离的折算系数 

 

表 4 参数𝑎 

数据/参数 4 𝑎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起终点𝑟𝑠间最短距离路径上的路段𝑎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根据驾车用户出行的起终点信息，利用 Dijkstra 算法计算得到用户的最短距离路径 

2.根据起终点𝑟𝑠间车辆行驶的最短距离路径，获得最短路径上的路段集合，将集合中

的每一个路段记为𝑎。 

其它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的碳排放量 

 

 

 

表 5 参数𝐿𝑎
𝑟𝑠(𝑣𝑎,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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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5 𝐿𝑎
𝑟𝑠(𝑣𝑎,𝑡 = �̅�) 

单位 𝑘𝑚 

描述 
𝑡时刻驾车用户按照最短距离路径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的一次出行时，最短路径上路段的平均

速度𝑣𝑎,𝑡 = �̅�的长度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的服务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的起终点信息，并基于 Dijkstra 算法搜索用户的最短距离路径，得到

最短路径上的路段集合 

  2.根据实时监测的路网交通运行状态数据，匹配得到最短路径上每一个路段在用户出

行时刻的平均速度 

  3.依次查找最短路径上每一个路段的平均速度，找到满足𝑣𝑎,𝑡 = �̅�的路段，并获得对应

路段的长度 

其它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表 6 参数𝑣𝑎,𝑡
𝑟𝑠  

数据/参数 6 𝑣𝑎,𝑡
𝑟𝑠  

单位 𝑘𝑚/ℎ 

描述 𝑡时刻起终点𝑟𝑠间最短路径上路段𝑎的平均速度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由项目开发方提供的出行信息服务平台提供； 

2.由地方交通委员会发布的实时的交通运行状态数据计算获得； 

3.由互联网开放平台公开提供的实时交通运行指数或相关的开源数据库资源计算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根据项目开发方记录的驾车用户出行的起终点，利用 Dijkstra 算法计算用户出行的

最短距离路径，并获取最短距离路径上的路段集合 

2.根据获得的路网交通运行状态数据，计算起终点𝑟𝑠间最短路径上每一个路段的平均

速度，即𝑣𝑎,𝑡
𝑟𝑠 的值 

其它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的碳排放量 

 

6.2 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如果下表没有特殊说明，则所有的数据都需要进行监测。所有参数的监测手段都应该用标准的监测

程序和技术手段实现。 

在项目实施时，项目开发方应对所有的监测数据进行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表 7 参数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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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1 𝑡 

单位 时间单位 

描述 驾车用户利用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进行出行的出发时刻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同校验平台对接 

其它说明 -- 

 

表 8 参数𝑟和𝑠 

数据/参数 2 𝑟, 𝑠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驾车用户出行的起终点坐标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同校验平台对接 

其它说明 -- 

 

表 9 参数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数据/参数 4 𝑃𝐿�̅�,𝑡,𝑐
𝑟𝑠  

单位 𝑘𝑚 

描述 𝑡时刻用户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时车辆选择路径𝑐按照速度�̅�行驶的里程和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从合格项目开放方获得对用户单次出行信息监测的数据，包括出发时间、出行起终

点、车辆行驶的轨迹 

  2.将车辆行驶的轨迹进行地图匹配，得到车辆轨迹途径道路网的每一个路段 

  3.利用车辆的轨迹数据对车辆途径每一个路段的工况进行分析，并根据车辆的行驶工

况对车辆在每一条路段上的行驶轨迹进行分段 

  4.根据车辆轨迹在每一个路段上的分段结果，计算车辆在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轨迹分段

上的平均速度 

  5.利用车辆在每一个轨迹分段上的平均速度，统计计算𝑡时刻用户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

出行时车辆按照速度�̅�行驶的距离和 

其它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 10 参数𝑃𝐿𝑡
𝑟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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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3 𝑃𝐿𝑡
𝑟𝑠 

单位 𝑘𝑚 

描述 𝑡时刻用户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出行时车辆实际的行驶里程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从合格项目开放方获得对用户单次出行信息监测的数据，包括出发时间、出行起终

点、车辆的行驶轨迹 

  2.根据车辆行驶的轨迹计算车辆行驶的里程 

其它说明 用于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的简化计算 

 

表 11 参数𝑜 

数据/参数 5 𝑜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驾车用户利用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进行出行时的行中规划的起点经纬度坐标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已完成的路线 

  2.将行中规划时用户已完成线路的末端端点定义为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 

其它说明 -- 

 

表 12 参数𝑡1 

数据/参数 6 𝑡1 

单位 时间单位 

描述 驾车用户利用合格项目开发方平台进行出行时的行中规划的时刻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已完成路线的车辆行驶轨迹 

  2.根据轨迹数据，获取驾车用户行中规划的起点 

  2.从车辆行驶轨迹中提取驾车用户行中规划起点对应的车辆轨迹时间 

其它说明 -- 

 

表 13 参数𝑍𝑃𝑡1

𝑜𝑠 

数据/参数 7 𝑍𝑃𝑡1

𝑜𝑠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按照行前规划路线未完成行程部分的路线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表 13(第二页/共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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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的行前规划路线 

  2.获取驾车用户出行的终点 

  3.获取测量办法和程序得到行中规划的起点 

  4.从行前规划路线中匹配找到从行中规划起点到驾车用

户出行终点的路线，即为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按照

行前规划路线未完成行程部分的路线 

其它说明 -- 

 

表 14 参数𝑌𝑃𝑡0

𝑟𝑜 

数据/参数 8 𝑌𝑃𝑡0

𝑟𝑜 

单位 无量纲 

描述 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已完成的行程路线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的行前规划路线 

  2.获取驾车用户完成一次行程车辆真实的行驶轨迹 

  3.将驾车用户的行前规划路线与车辆真实的行驶轨迹进行地图，找到两部分重合的线

路，即为驾车用户进行行中规划时已完成的行程路线 

其它说明 -- 

 

表 15 参数𝑌𝑃𝐿�̅�,𝑡0

𝑟𝑜  

数据/参数 9 𝑌𝑃𝐿�̅�,𝑡0

𝑟𝑜  

单位 𝑘𝑚 

描述 𝑡0时刻车辆从出行起点行驶至行中规划起点的过程中，按照速度�̅�行驶的里程和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从合格项目开放方获得对驾车用户的车辆从出行起点到行中规划起点的轨迹数据 

2.将车辆行驶的轨迹进行地图匹配，得到车辆轨迹途径道路网的每一个路段 

3.利用车辆的轨迹数据对车辆途径每一个路段的工况进行分析，并根据车辆的行驶工

况对车辆在每一个路段上的行驶轨迹进行分段 

4.根据车辆轨迹在每一个路段上的分段结果，计算车辆在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轨迹分段

上的平均速度 

5.利用车辆在每一个轨迹分段上的平均速度，统计计算𝑡0时刻车辆从出行起点行驶至

行中规划起点的过程中，按照速度�̅�行驶的里程和 

其它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表 16 参数𝑍𝑃𝐿�̅�,𝑡1

𝑜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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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10 𝑍𝑃𝐿�̅�,𝑡1

𝑜𝑠  

单位 𝑘𝑚 

描述 
车辆按照行前规划路线从行中规划起点行驶至驾车用户出行终点的过程中，在速度�̅�下行

驶的里程和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获取驾车用户行中规划起点到驾车用户出行终点的行前规划路线的部分𝑍𝑃𝑡1

𝑜𝑠 

  2.根据实时监测的路网交通运行状态数据，匹配得到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上每一个路段在用户行

中规划时的平均速度 

  3.依次查找路线𝑍𝑃𝑡1

𝑜𝑠上每一个路段的平均速度，找到满足𝑣𝑎,𝑡 = �̅�的路段，并获得对应

路段的长度 

其它说明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表 17 参数𝑃𝐿�̅�,𝑡,𝑐

𝑜𝑠  

数据/参数 11 𝑃𝐿�̅�,𝑡,𝑐
𝑜𝑠  

单位 𝑘𝑚 

描述 
𝑡时刻驾车用户完成更换路线起点𝑜到目的地𝑠的出行过程中，𝑗型车在路径𝑐上采用速度�̅�行

驶的总距离 

数据来源 从合格项目开发方为用户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的平台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测量方法和程序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测量： 

  1.从合格项目开放方获得对用户单次出行信息监测的数据，包括出发时间、出行起终

点、车辆行驶的轨迹 

  2.将车辆行驶的轨迹进行地图匹配，得到车辆轨迹途径道路网的每一个路段 

  3.利用车辆的轨迹数据对车辆途径每一个路段的工况进行分析，并根据车辆的行驶工

况对车辆在每一个路段上的行驶轨迹进行分段 

  4.根据车辆轨迹在每一个路段上的分段结果，计算车辆在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轨迹分段

上的平均速度 

  5.利用车辆在每一个轨迹分段上的平均速度，统计计算𝑡时刻用户完成起终点𝑟𝑠间一次

出行时车辆按照速度�̅�行驶的距离和 

其它说明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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