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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机动车污染源空气污染测算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区域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和污染物空气浓度贡献及机动车排放分担率和浓度

分担率的测算。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ＨＪ／Ｔ２２—１９９３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ＪＴＪ００５—１９９６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ＧＢ／Ｔ３８４０—１９９１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线源道路
指城市主干路、高速路、环形路。可分为有障碍道路和无障碍道路。有障碍道路指有红绿灯、

平面交叉路口的城市主干路。无障碍道路指城市中的高速路、环形路。

３２　面源道路
指城市中除线源道路以外的其他道路。

３３　移动污染线源
机动车在线源道路上形成的污染物排放源。

３４　移动污染面源
机动车在面源道路上形成的污染物排放源。

３５　车辆类型
根据机动车的最大总质量、排量、用途、发动机类型、采用的净化技术及排放特性对机动车进

行的类型划分。

３５１　轻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ｔ的Ｍ１类、Ｍ２类和Ｎ１类车辆。轻型车又根据排量细分为：微型车：排

量≤１Ｌ；轿车：乘员不超过５人的Ｍ１类车；出租车：所有排量；其他车：轻型车中除上述三种以外
的所有车辆。

３５２　中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大于３５ｔ至８ｔ之间的汽车，即３５ｔ＜最大总质量≤８ｔ，包括载货汽车和载客汽车。

３５３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大于８ｔ的汽车，包括载货汽车和载客汽车。

３６　机动车排放因子
单位行驶里程内机动车某种污染物平均排放量，单位是ｇ／ｋｍ。

３７　机动车空气污染物排放分担率

１



ＨＪ／Ｔ１８０ ２００５

指机动车排放的某种污染物占该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率，以％表示。
３８　机动车污染浓度分担率

对某一空气污染物而言，指其环境空气浓度中源于机动车排放部分占总浓度的比率，以％表示。

４　城市机动车空气污染测算

在指定的区域内对城市机动车污染源进行排放总量、污染物浓度分布和污染物排放分担率和浓

度分担率的测算。

４１　机动车空气污染测算流程图

图４－１　城市机动车空气污染测算流程图

４２　机动车污染源排放总量及排放分担率的测算
机动车某种污染物年排放量：

ＥＱｊｗ ＝１０
－６×Ｐｊ×Ｍｊ×Ｅｆｊｗ

ＥＱｗ ＝∑
ｎ

ｊ＝１
ＥＱｊｗ　　　　（ｎ＝１，２，……２８） （４－１）

式中：ＥＱｊｗ———第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的年排放量，ｔ／ａ；
ＥＱｗ———所有车类型，ｗ种污染物年排放量，ｔ／ａ；
ｊ———车类型；
ｎ———车类型总数
ｗ———污染物类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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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ｊ———统计年份ｊ类型车保有量，辆；
Ｍｊ———ｊ类型车年平均行驶里程，ｋｍ／ａ；
Ｅｆｊｗ———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的排放因子，ｇ／（ｋｍ·辆）。

机动车某种污染物排放分担率：

排放分担率 ＝〔ＥＱｗ／（ＥＱｗ（固定源）＋ＥＱｗ）〕×１００％；
式中：ＥＱｗ———机动车排放ｗ种污染物年排放量，ｔ／ａ；
ＥＱｗ（固定源）———固定源排放ｗ种污染物年排放量，ｔ／ａ。
４３　机动车空气污染浓度分布的测算

计算移动线源、移动面源的源强，利用环境空气质量扩散模式，进行污染物浓度分布的测算。

４３１　排放源强
（１）移动线源源强计算公式：

Ｑｉｊｗ ＝ｑｊｉ×ｌｉ×Ｅｆｊｗ

Ｑｊｗ ＝∑
ｎ

ｉ＝１
Ｑｉｊｗ （４－２）

式中：Ｑｉｊｗ———某条线源道路，第ｉ段路上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排放源强，ｇ／ｈ；
Ｑｊｗ———某条线源道路，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排放源强，ｇ／ｈ；
ｑｊｉ———ｊ类型车在第ｉ段路上的车流量，辆 ／ｈ；
ｌｉ———第ｉ段路长，ｋｍ；
ｎ———某条线源道路上划分的总段数；
Ｅｆｊｗ———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的排放因子，ｇ／（ｋｍ·辆）。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控制区内各条线源源强，ｇ／ｈ。
（２）交通面源源强计算公式：

Ｑｉｊｗ ＝ｑｊｉ×ｌｉ×Ｅｆｊｗ （４－３）
式中：Ｑｉｊｗ———移动面源分摊到第ｉ个网格上，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的排放源强，ｇ／ｈ；

ｑｊｉ———ｊ类型车在网格ｉ内道路上的平均车流量，辆 ／ｈ；
ｌｉ———网格ｉ内道路的长度，ｋｍ；
Ｅｆｊｗ———ｊ类型车ｗ种污染物的排放因子，ｇ／（ｋｍ·辆）。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网格ｉ内，机动车的排放源强，ｇ／ｈ。从而得到整个控制区内分摊到各个网

格内的移动面源源强。

４３２　浓度分布及浓度分担率
利用公式 （４－２）、（４－３）计算机动车污染源源强，使用当地气象数据，采用本标准推荐的空

气质量扩散模型进行浓度分布测算。

机动车某种污染物浓度分担率：

浓度分担率 ＝〔Ｄｗ／（ＳＤｗ＋Ｄｗ）〕×１００％
式中：Ｄｗ———机动车排放ｗ种污染物浓度，ｍｇ／ｍ

３；

ＳＤｗ———固定源排放ｗ种污染物浓度，ｍｇ／ｍ
３。

５　城市机动车排放源调查

为测算城市机动车排放源排放总量和浓度分布，首先要确定测算区域、污染源调查方法和调查

对象。

５１　城市空气质量控制区的确定
控制区应根据城市的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能源结构、工业布局、交通流量、道路条件、地形、

地貌、气象条件、污染源分布情况等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按当地行政区划分，由当地政府确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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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相邻区域的高架大气污染源对控制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控制区外围设立外围控制区。

外围控制区为一个环形区域，宽度为１０ｋｍ。根据城市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在城市的主导风向和次主
导风向或盛行风向上可增加到２０ｋｍ。外围控制区的大气污染源分为两类考虑。第一类为排放高度
１００ｍ以下的大气污染源，这类源对控制区的影响不予考虑。第二类为排放高度１００ｍ以上的高架源，
考虑其对控制区的影响。

５２　城市道路状况调查
将城市道路划分为线源无障碍道路、线源有障碍道路和面源道路三种类型。在确定的城市空气

质量控制区域内，调查线源道路和每个网格中面源道路的实际长度、宽度。在调查线源道路长度时

将车流量发生变化处设为节点，列表标明两节点间的道路长度、节点坐标、线源道路起点和终点坐

标。填写城市道路基本状况调查表 （见附录Ａ，表Ａ１），提供城市交通地图。
调查方法：测量法 （ＧＩＳ测量法、ＧＰＳ测量法、地图比例尺测量法）。

５３　城市车种构成调查
根据本标准定义的对机动车辆类型的划分 （见附录Ａ，表Ａ２），对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及年行驶

里程进行分类统计，填写统计报表 （见附录Ａ，表Ａ３ａ、表Ａ３ｂ、表Ａ３ｃ、表Ａ３ｄ、表Ａ３ｅ）。
调查方法：部门调查、资料收集法。

５４　城市交通流量调查
在线源和面源道路中，选取能代表该种路型车流量特征的典型道路进行车流量的调查，并在车

流量发生变化的节点处分别布点。需要调查道路上的日、季或年的车流量变化情况，给出变化曲线

及最大车流量和平均车流量。对于多车道道路需分车道统计车流量，然后进行合并处理，填写统计

报表 （见附录Ａ，表Ａ４）。在统计车流量时，应按车辆的类型，分别统计每种车类型的车辆数量。
监测时段为２４ｈ连续监测。

调查方法：实地监测法。

５５　机动车排放因子
适用本标准的机动车排放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在国家环保总局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机

动车环保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ｅｃｃ－ｓｅｐａ．ｏｒｇ．ｃｎ／上公布。

６　其他排放污染源调查

６１　固定源的分类及调查
固定源调查应是控制区内的工业源、生活源、第三产业污染源，包括点源、面源。涉及的主要

污染物是与机动车排放密切相关的ＣＯ、ＣＯ２、ＮＯｘ、ＨＣ、ＰＭ１０和ＳＯ２。调查方法及调查内容按照ＨＪ／
Ｔ２２—１９９３《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及ＧＢ／Ｔ３８４０—１９９１《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技术方法》执行。对固定源的调查还应增加对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及储油库挥发排放污染源

的调查。内容包括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储油库的具体位置、数量；分种类、分标号的汽油、柴油

年销售量，储存规模；防止燃油蒸发所采用的设施情况。

调查方法：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法。

６２　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的调查
对固定源进行包括位置、分布、排放方式、炉或窑类型、燃料类型及用量、排放的污染物和其

排放强度以及烟囱高度等的调查，计算城市各类型炉、窑燃烧不同燃料每年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

７　现状调查

７１　城市社会经济概况调查
城市人口，城市面积，城市道路建设情况、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等。
调查方法：资料收集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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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调查
城市批准的环境功能区划分与执行标准。提供地图。

调查方法：资料收集法。

７３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调查
（１）现有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简述。提供监测布点图。
（２）现有例行监测资料的统计分析。统计分析主要包括：首要污染物、达各级空气质量标准的

天数、城市主要污染物 （ＰＭ１０、ＮＯ２、ＮＯｘ、ＳＯ２）年均值、Ｏ３超标小时数及有 Ｏ３超标的天数。调
查方法：监测法、资料收集法。

（３）专门空气污染数据、研究资料的收集。包括：当地环境监测站历年环境监测数据、论文、
报告、资料汇编等。调查方法：资料收集法。

７４　空气污染控制对策与法规调查
执行的排放标准、法规、污染控制规划、机动车污染控制对策。涉及内容包括：新车、在用车；

道路交通管理；车用燃料等。包括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各种技术措施以及行政手段。

调查方法：资料收集法。

８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测

８１　网格划分
确定控制区后，根据控制区的大小，将控制区初始网格化。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控制区面积、控

制精度要求以及模式运行的实际能力，选择２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以内的基本网格。控制区内有点源、线
源、面源。

点源在控制区内根据坐标安放。线源为交通流动源，应根据各个城市具体道路情况，分别考虑

成不同种类的线源。线源根据交通流量的变化分段给出每段的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

８２　预测因子
污染物浓度分布预测因子：ＣＯ、ＮＯｘ、ＮＯ２和ＰＭ１０。

８３　基准控制条件
采用四季或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的气象资料作为基准控制条件，可分别整理成为联合频率或

者逐时气象资料。对于北方城市应以采暖季节为准，用非采暖季节的气象数据校核；南方城市使用

四个季节或１月、４月、７月、１０月的气象资料。对于不同地形的地区，采用不同的基准控制条件。
平原地区可以采用稳定度、风向风速联合频率，也可采用逐时气象资料。山区复杂地形采用逐时气

象资料。

８４　控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执行国家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或地方规定的标准。

８５　扩散模式的数学模型
８５１　固定源

不同气象条件下，固定点源、面源采用 ＨＪ／Ｔ２２—１９９３《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推荐的数学模型及模型参数。

８５２　移动线源
移动污染线源采用 ＪＴＪ００５—１９９６《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中推荐的数学模型和参

数。移动污染面源处理方法与固定面源相同。

８５３　城市多源模式和平均浓度
８５３１　城市多源模式

在实际计算中，利用点源、面源、线源公式计算浓度，再利用单源公式逐一计算各个源对计算

点的浓度贡献，然后叠加起来就得到城市多源在该计算点所造成的浓度贡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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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式如下：

ｃ（ｘ，ｙ，ｚ）＝∑
ｋ０

ｋ＝１
ｃｋ（ｘ，ｙ，ｚ）

这里的（ｘ，ｙ，ｚ）为自然坐标系上计算点的坐标，ｃ（ｘ，ｙ，ｚ）为城市全部源在该计算点所造成的
浓度贡献；ｃｋ（ｘ，ｙ，ｚ）为单个源在计算点上的浓度贡献，ｋ为源的编号，ｋ０为源的个数。
８５３２　平均浓度

在计算某时段的平均浓度时，只要分别计算该时段内的若干次浓度并取其平均值即可得出该时

段的平均浓度值。日均浓度的计算是在日均典型气象条件下，列出这些日子的逐时气象数据，求得

逐时浓度，再求其２４ｈ的平均值。

ｃｄ ＝１／２４∑
２４

ｉ＝１
ｃｈｉ

式中：ｃｄ———日平均浓度；
ｃｈｉ———小时平均浓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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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城市机动车污染源调查表

表Ａ１　城市道路基本状况调查表
道路名称 类　型 宽度／ｍ 长度／ｋｍ 起点坐标 （ｘ，ｙ） 终点坐标 （ｘ，ｙ）

表Ａ２　机动车车型分类表
机 　　　动 　　　车

轻型车 中型车 重型车 摩托车
三轮汽车或
低速货车

汽　油 出租车

微
型
轿
车
其
他
汽
油
柴
油
燃
气

柴
油

燃气

两
用
燃
料

单
燃
料

汽
油
柴
油

公交车 燃气

汽
油
柴
油
燃
气
两
用
燃
料

单
燃
料

汽
油
柴
油

公交车 燃气

汽
油
柴
油
燃
气
两
用
燃
料

单
燃
料

二
冲
程

四
冲
程

轻
便

单
缸

多
缸

表Ａ３ａ　在用车 （新车排放未达到国Ⅰ排放标准的在用车）数据统计表

机动车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油 （气）耗／
（Ｌ／１０２ｋｍ）

年均行驶里程／
（ｋｍ／ａ）

城区行驶里程

比例 （％）
油品质量状况

说　明

轻

型

汽

车

汽
油
车

微型车

轿　车
其他车

柴油车

出
租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中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重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摩
托
车

二冲程

四冲程

轻　便
三轮汽
车或低
速货车

单　缸

多　缸
注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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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ｂ　在用车 （新车排放达到国Ⅰ排放标准的在用车）数据统计表

机动车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油 （气）耗／

（Ｌ／１０２ｋｍ）
年均行驶里程／
（ｋｍ／ａ）

城区行驶里程

比例 （％）
油品质量状况

说　明

轻

型

汽

车

汽
油
车

微型车

轿　车

其他车

柴油车

出
租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中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重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摩
托
车

二冲程

四冲程

轻　便

三轮汽

车或低

速货车

单　缸

多　缸

注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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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ｃ　在用车 （新车排放达到国Ⅱ排放标准的在用车）数据统计表

机动车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油 （气）耗／

（Ｌ／１０２ｋｍ）
年均行驶里程／
（ｋｍ／ａ）

城区行驶里程

比例 （％）
油品质量状况

说　明

轻

型

汽

车

汽
油
车

微型车

轿　车

其他车

柴油车

出
租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中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重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摩
托
车

二冲程

四冲程

轻　便

三轮汽

车或低

速货车

单　缸

多　缸

注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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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ｄ　在用车 （新车排放达到国Ⅲ排放标准的在用车）数据统计表

机动车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油 （气）耗／

（Ｌ／１０２ｋｍ）
年均行驶里程／
（ｋｍ／ａ）

城区行驶里程

比例 （％）
油品质量状况

说　明

轻

型

汽

车

汽
油
车

微型车

轿　车

其他车

柴油车

出
租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中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重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摩
托
车

二冲程

四冲程

轻　便

三轮汽

车或低

速货车

单　缸

多　缸

注释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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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ｅ　在用车 （新车排放达到国Ⅳ排放标准的在用车）数据统计表

机动车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油 （气）耗／

（Ｌ／１０２ｋｍ）
年均行驶里程／
（ｋｍ／ａ）

城区行驶里程

比例 （％）
油品质量状况

说　明

轻

型

汽

车

汽
油
车

微型车

轿　车

其他车

柴油车

出
租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中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重

型

汽

车

汽油车

柴油车

燃
气
车

两用燃料

单燃料

公
交
车

汽油

柴油

燃气

摩
托
车

二冲程

四冲程

轻　便

三轮汽

车或低

速货车

单　缸

多　缸

注释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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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４　车 流 量 调 查 表

道路名称 车类型

时间 车流量／（辆／ｈ） 平均车速／（ｋｍ／ｈ）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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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Ｂ
（规范性附录）

测 算 方 法 示 例

　　使用本标准评估城市机动车污染源排放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体步骤如下：

Ｂ１　确定评估区域

某城市确定评估区域为１００ｋｍ×５０ｋｍ的城市区域 （包括城区和近郊区）。

Ｂ２　收集基础数据

（１）填写表Ａ３ａ，统计各类型机动车基础数据。该城市共有１２种类型车，数量及年行驶里程
见表Ｂ２１。

表Ｂ２１　××市××××年机动车数据统计表

车　类　型 车数／辆 年行驶里程／１０４ｋｍ 城区行驶比例 （％）

微型车 ８８９３ ３ ９０

轿车 ３３６４９ ２ ９０

其他轻型车 ３４４５０ ３ ７０

轻型柴油车 １８４３ ４ ７０

出租车 １２０１７ １０ ９０

中型汽油车 ３８４６ ３ ７０

中型柴油车 ７４９９ ４ ６０

重型汽油车 ２８８４ ４ ４０

重型柴油车 ８５４０ ４ ４０

摩托车 （二冲程） １８７４７ ２ ８０

摩托车 （四冲程） ９４２２ ２ ８０

轻便摩托车 １８４４３ ２ ８０

总　　计 １６０２３１

（２）调查城市道路状况和车流量变化情况，填写表Ａ１、表Ａ４，形成调查表Ｂ２２、Ｂ２３。

表Ｂ２２　××市××××年城市道路基本状况调查表

道路名称 类　　型 宽度／ｍ 长度／ｋｍ 起点坐标 （ｘ，ｙ） 终点坐标 （ｘ，ｙ）

Ａ 环形路 １０ ２０ ｘ１１，ｙ１１ ｘ１２，ｙ１２

Ｂ 城市主干道 １６ １０ ｘ２１，ｙ２１ ｘ２２，ｙ２２

Ｃ 高速路 １２ １０ ｘ３１，ｙ３１ ｘ３２，ｙ３２

Ｄ 普通路 ８ ５ ｘ４１，ｙ４１ ｘ４２，ｙ４２

表Ｂ２３　××市××××年车型车流量调查表

道路名称 车　　类　　型

时　　间 车流量／（辆／ｈ） 平均车速／（ｋｍ／ｈ）

８∶００ ２３０ ２０

９∶００ ２００ 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５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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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　计算排放总量和模拟污染物浓度分布

（１）机动车年排放总量
利用公式 （４－１）计算分类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和总排放量，计算结果见表Ｂ３１。

表Ｂ３１　××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统计结果

机动车类型

ＣＯ ＮＯｘ ＨＣ

城区排放量／
（ｔ／ａ）

总排放量／
（ｔ／ａ）

城区排放量／
（ｔ／ａ）

总排放量／
（ｔ／ａ）

城区排放量／
（ｔ／ａ）

总排放量／
（ｔ／ａ）

微型车 １７７２４ ２５００ ２３９３ ３００ ２８５９ ３００

轿车 １８０１２４ ２６０００ １２７８２ １５００ １５４０５ １８００

其他轻型车 １４１６５３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４３９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３３ ２５００

轻型柴油车 ３４８ ４０ ８２２ １００ ８７ ９

出租车 ２９４４２０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９２９ ２２００ ３９８７６ ４０００

中型汽油车 ４４１１６ ７０００ ７０７９ ９００ ６１０９ ７００

中型柴油车 ３７４６ ７００ １０６１８ １２００ ３１７２ ５００

重型汽油车 ８６５３４ １５０００ ２４３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１９８３ ２５００

重型柴油车 １１６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０５４ ５５００ ７８９９ １５００

摩托车 （二冲程） ２９７１６ ３２００ ２４８ ３０ ９８６８ １０００

摩托车 （四冲程） １２６５０ １５００ ３７４ ４０ １９８４ ２００

轻便摩托车 ７４２９ ８５０ ３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６７９ ６２０

总　　计 ８３０１１８ １１３７９０ １３１０３７ １８８１０ １２６９５５ １３５２９

（２）利用空气质量扩散模式模拟污染物浓度分布
利用公式 （４－２）、公式 （４－３）计算城市道路上机动车排放源强，结合当地气象资料，输入计

算模式，得到污染物浓度分布状况。

根据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结合空气质量标准限值，对城市机动

车污染源给城市空气质量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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