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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关于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部署要求，加快河北省LNG

重卡车辆货运项目碳减排量向碳资产转化，特编制《河北省LNG重卡车辆货运项

目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版本号V01），指导降碳产品开发设计、计量与监测

等工作，使减排量达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要求，进而推动减排量的交易，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本方法学参照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发布的“清洁发

展机制（CDM）”中有关方法学、工具、方式和程序，按照相关性、完整性、准

确性、透明性、一致性原则，结合河北省LNG重卡货运行业经营生产现状和发展

情况，在适用条件、额外性论证、减排量核算、数据监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和创新，保障减排量量化及额外性论证环节的论证及审核清晰、可操作，并确

保案例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尽量真实、准确、保守。

本方法学充分征询了能源、气候、方法学等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建议，尽力保

证方法学能够符合交通领域减排量化的基本要求，同时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具

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河北省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碳

减排量核算方法学》（版本号V01）进行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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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确保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推

动其碳减排量向碳资产转化，使其满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科学性和真

实性要求，特编制本方法学。

2. 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河北省范围内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减排量的核算流程和

方法。

3. 适用条件

采用本方法学的项目活动，应遵循以下适用条件：

（1）本方法学是燃料替代类型方法学，适用于重卡车辆货运活动中的燃料

替代活动；

（2）项目活动下的重卡车辆应为LNG单燃料重卡；

（3）本方法学适用于由加气站运营单位进行减排量申报，加气站运营单位

应负责与LNG重卡车辆使用/运营单位以及货运司机等各相关方之间签署代理开

发协议，明确减排量开发授权，确保减排量的唯一性，并建立减排量权益分配机

制；

（4）纳入项目活动的LNG重卡应在河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加气站进行加

注活动；

（5）项目活动的申请方应确保项目活动下的车辆信息可得，至少包括车辆

类型以及车牌号、加注日期等。

（6）为充分体现重卡货运业务技术进步对减排量的影响，本方法学不适用

于氢能重卡1保有量在重卡整体保有量中占比达到或超过5%的情景。

1 考虑到电动重卡的运输距离限制以及可商业化量产的电动化重卡技术现状，电动重卡不能形成LNG重卡运

输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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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引用条件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文件和工具：

(1) 清洁发展机制工具《基准线识别及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

(2) 清洁发展机制方法学《生物天然气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AMS-III.AQ

(3)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4)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

(6) 《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

(7)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

案（试行）的通知》（冀政办字〔2021〕123号）

(8) 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

实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冀气候领办〔2021〕19号）

(9)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碳资产价值实现机制若干措施（

试行）的通知》（冀政办〔2022〕145号）

5. 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LNG重卡是指以液化天然气作为发动机燃料的重型载货汽车（总质量大于

或等于12000kg的载货汽车）。本方法学中的LNG重卡仅包括以LNG作为单一燃

料的车型。

柴油重卡是指以常规柴油作为发动机燃料的重型载货汽车。

6. 项目减排量计算方法

6.1项目边界的确定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括：

 项目活动及基准线情景下的重卡车辆；

 重卡车辆提供货运服务行驶或运营的地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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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G加气站，包括LNG存储、加注装置等。

项目边界内应包含或排除的排放源如表1所示

表1：项目边界内应包含或排除的排放源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

类

是否包

括
解释和说明

基准

线排

放

柴油重卡车辆进行货

物运输过程中燃料燃

烧所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柴油重卡使用尿素选

择性催化器过程的排

放

CO2 否 次要排放源

项目

活动

LNG重卡车辆进行货

物运输过程中产生的

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是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LNG重卡运输过程中不

会产生N2O排放

加气站生产经营过程

中电力消耗所产生的

排放

CO2 是 次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加气站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甲烷逃逸排放

CO2 否 次要排放源

CH4 是 主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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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项目减排量计入期

项目采用固定计入期，计入期为10年。项目计入期不得早于2021年9月20日。

6.3额外性论证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形成绿色

低碳运输方式，推广电力、氢燃料、液化天然气动力重型货运车辆，推动运输工

具装备低碳转型。LNG重卡的应用对于河北省以及全国交通领域的双碳实践具有

重大的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然而，目前LNG重卡货运体系仍面临技术、经济

方面的障碍，通过推动碳资产化实现其低碳价值，能够有效助力LNG重卡的推广，

加速交通行业绿色转型进展，因此符合本方法学要求的项目采用简化额外性论证

方式。

步骤一：LNG重卡保有量占比论证

当LNG重卡保有量在重卡总体保有量占比中小于5%时，项目自动具备额外

性。

步骤二：额外性论证

当LNG重卡的保有量在所有重卡车辆类型保有量中的比重不超过20%时，需

进一步论证项目活动存在一个或多个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障碍，该障碍可以是

LNG加气站运营方所面临的障碍，也可以是LNG重卡使用方/购买方所面临的障

碍。

当LNG重卡保有量占比超过20%后，项目将不具备额外性。

6.4基准线确定及减排量计算

6.4.1基准线情景

本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LNG以外的其他燃料类型重卡进行货物运输，在当前

技术条件下，主要为柴油重卡的货运活动。

6.4.2减排量计算

（1）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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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准线排放为柴油重卡提供同等货物运输服务时产生的排放，计算方法

如下公式（1）：

��� = ����,�× �����,� × ��������� × �������� × ��� （1）

其中，

BEy 第 y年的基准线排放(tCO2)

feff,y 第 y 年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和项目车辆（LNG 重卡）单位里

程燃料消耗比

FCLNG,y 第 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LNG加注量（t）

NCVDiesel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燃料（柴油）的净热值（GJ/t）

EFDiesel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燃料（柴油）排放因子（tCO2/GJ）

IR 基准线车辆的技术进步因子，技术进步率与日历年对应，基准线车

辆的技术进步因子默认值为 0.99

t 项目活动开始后的第 t年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和项目车辆（LNG重卡）单位里程燃料消耗比 feff,y

可采用附录 1的缺省值或依据公式（2）进行计算：

����,� = �����,������,�

�����,���,�
（2）

其中，

feff,y 第 y年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和项目车辆（LNG重卡）单位

里程燃料消耗比

�����,������,� 第 y年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行驶单位里程柴油消耗量

（kg/km）

�����,���,� 第 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行驶单位里程LNG消耗量（kg/km）

（2） 项目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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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排放（PE）包括LNG重卡车辆行驶过程中燃烧排放的CO2和甲烷逃逸排

放，加气站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电力产生的CO2间接排放以及LNG加注站产生的

甲烷逃逸排放。计算方法如下公式（3）：

��� = �����,� + �����,� + ����,� + �����,� （3）

其中，

PEy 第 y年项目排放（tCO2e)

PELNG,y 第 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行驶过程中燃烧排放（tCO2)

PEVME,y 第 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甲烷逃逸排放（tCO2e)

PEEC,y 第 y年 LNG加气站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e）

PESME,y 第 y年 LNG加气站甲烷逃逸排放（tCO2e)

项目车辆（LNG重卡）行驶过程中燃烧排放（PELNG,y）计算方法如下公式（

4）：

�����,� = � �����,�,�� × ������ × �����,� （4）

其中，

FCLNG,i,y 第 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的 LNG加注量（t）

NCVLNG 项目车辆（LNG重卡）燃料（LNG）的净热值（GJ/t）

EFLNG 项目车辆（LNG重卡）燃料（LNG）排放因子（tCO2/GJ）

i 项目车辆的加气站 i

LNG重卡车辆行驶过程中甲烷逃逸排放（PEVME,y）计算方法如下公式（5）

：

�����,� = � ����,�,�� × ����� × ������ （5）

其中，

ALNG,i,y 第 y年在加气站 i进行加注的 LNG的重卡车辆数量（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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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VME 项目车辆（LNG重卡）甲烷逃逸排放因子（tCH4/辆）

�����4 CH4的全球增温潜势

LNG加气站电力消耗所产生排放PEEC,y,i计算方法如下公式（6）：

����,� = � ���,�� × ������ （6）

其中，

ECy,i 第 y年加气站 i从电网购入的电量（MWh），不含可再生能源来源

的电力，如加气站自建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电量

EFgrid 全国电网平均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LNG加气站生产经营过程中甲烷逃逸排放PESME,i,y计算方法如下公式（7）:

�����,� = � �����,�,�� × ����� × ����� × ������ （7）

其中，

GRLNG LNG的气化率（m3/t）

EFSME 加气站生产经营过程中CH4甲烷逃逸排放因子（tCH4/ 106m3 天然气）

（3）泄漏排放

本方法学中，项目泄漏排放不予考虑。

（4）减排量计算

��� = ��� − ��� （8）

其中，

BEy 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PEy 第 y年项目活动的排放量（tCO2）

ERy 第 y年项目活动的减排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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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据来源与监测程序

7.1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作为监测的一部分，应对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电子存档并保留至最后一个计

入期结束后两年。除非有特别说明，下列表格中的数据应100%进行监测，除非

在以下表格中有特别说明。所有的测量数值均应来自测量仪器，测量仪器需要经

过检定校准，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监测数据说明详见下列表格。

参数 FCLNG,y

数据单位 t

数据描述 第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的LNG加注量

数据来源 LNG加气机

测量程序 每次加注时测量并记录

监测频率 每次

QA/QC程序 用销售记录对测量结果进行交叉检验

核查要点

1) 查阅每日/每月LNG加注量的原始台账或信息化系统记录

的数据；

2) 查阅LNG销售记录或结算凭证；

现场确认流量计的安装位置、表计精度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查阅流量计的检定校准记录。

参数 氢能重卡保有量占比

数据单位 -

数据描述
监测期内氢能重卡保有量在重卡整体保有量中的占比是否超过

5%

数据来源

1) 国家权威机构、交通行业的发布值；

2) 学术研究数据；

3) 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调研报告。

测量程序 -

监测频率 每年

QA/QC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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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要点 -

参数 车辆信息

数据单位 -

数据描述
确认LNG加注的重卡车型及车牌号，纳入项目活动的车型应为

单一LNG燃料重卡

数据来源 车辆加注时获取该信息

测量程序 -

监测频率 每次加注时

QA/QC程序 -

核查要点

1） 查阅每日/每月LNG加注量的原始台账或信息化系统记

录的数据；

2） 查阅LNG销售记录或结算凭证。

参数 FCPKM,Diesel,y

数据单位 kg/km

数据描述 第y年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行驶单位里程柴油消耗量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优先级：

1. 依据统计学相关抽样要求，抽取河北省范围内一定比例的

柴油重卡进行检测；

2. 文献数据或行业统计数据。

测量程序 车辆能耗检测程序

监测频次 每年

QA/QC程序 检测程序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检测设备应经过检定

校准

核查要点

1） 确认柴油重卡的抽样程序，包括抽样数量、抽样车辆是

如何确定的；

2） 确认油耗检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 确认油耗检测机构的相关资质情况。

参数 FCPKM,LNG,y

数据单位 kg/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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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描述 第y年项目车辆（LNG重卡）行驶单位里程LNG消耗量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优先级：

1. 依据统计学相关抽样要求，抽取项目边界内一定比例的LNG
重卡进行检测；

2. 文献数据或行业统计数据。

测量程序 车辆能耗检测程序

监测频次 每年

QA/QC程序 检测程序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检测设备应经过检定

校准

核查要点

1） 确认LNG重卡的抽样程序，包括抽样数量、抽样车辆是如

何确定的；

2） 确认气耗检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 确认气耗检测机构的相关资质情况。

参数 EFDiesel

数据单位 tCO2/GJ

数据描述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燃料（柴油）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取值
0.0726

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进行动态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NCVDiesel

数据单位 GJ/t

数据描述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燃料（柴油）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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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43.33

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进行动态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IR

数据单位 -

数据描述 基准线车辆的技术进步因子

数据来源
技术进步率应用于每一日历年。对于基准线所有车辆类型来说

其技术改进因子的缺省值为0.99

取值 车辆的技术进步因子默认值为0.99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

参数 EFLNG

数据单位 tCO2/GJ

数据描述 项目车辆（LNG重卡）燃料（LNG）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取值
0.0543

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进行动态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NCVLNG

数据单位 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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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描述 项目车辆（LNG重卡）燃料（LNG）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取值
41.868

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进行动态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ALNG,i,y

数据单位 辆

数据描述 第y年加注站i的加注LNG的重卡车辆数量

数据来源 加气机

测量程序 每次加注时测量并记录

监测频率 每次

QA/QC程序 用销售记录对测量结果进行交叉检验

核查要点

1） 查阅每日/每月LNG加注量的原始台账或信息化系统记

录的数据；

2） 查阅LNG销售记录或结算凭证。

参数 EFVME

数据单位 tCH4/辆

数据描述 项目车辆（LNG重卡）甲烷逃逸排放因子（tCH4/辆）

数据来源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

根据最新版本数据进行更新

取值 3.0*10-4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GWP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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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

数据描述 CH4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来源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录》

根据最新版本数据进行更新

取值 25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ECi,y

数据单位 MWh

数据描述 第y年加气站i从电网购入的电量（MWh）

数据来源 电表

测量程序 根据国家标准进行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测量，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QA/QC程序 用购电记录对测量结果进行交叉检验

核查要点
1）查阅每月电表抄表记录、电力统计台账；

2）查阅下网电量结算单、结算发票等材料。

参数 EFgrid

数据单位 tCO2/MWh

数据描述 全国电网平均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0.5703
根据每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值确定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参数 GRLNG

数据单位 m3/t

数据描述 常温下LNG的气化率

数据来源 LNG气质报告

测量程序 根据国家标准进行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测量，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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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项目申请者应采取下列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1）项目申请者需建立健全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碳资产管理体系，建立、

实施并持续改进监测计划，制定专人落实监测活动相关职责。

（2）LNG加气机应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的技术要求进行配

置。

（3）LNG加气机定期检定校准工作应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

执行。

QA/QC程序 -

核查要点
查阅气质报告原件，确认数据值、检测方法、检测单位等关键信

息

参数 EFSME

数据单位 t CH4/106 m3

数据描述 加气站甲烷逃逸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

根据最新版本数据进行更新

取值 0.003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排放

核查要点 确认是否引用最新版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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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柴油、LNG重卡单位里程燃料消耗比feff缺省值

基于GB30510-2018《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限值》、JT/T 1411-2022《天然

气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等国家行业标准，以及、国际相关研究

成果2中的重卡能耗数据，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得到feff的参考值如附表1所示。

���� =

�����,������
���������

�����,���
������

附表1 feff参考值

参数 数值 单位

feff 0.78 -

2
德国联邦环境署，《Decarbonization of on-road freight transport and the role of LNG from a Germ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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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降碳产品评估申请报告提纲

河北省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降碳产品评估申请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 项目基本信息

1.1 概况

1.2 地理位置

1.3 项目活动的技术说明

1.4 没有注册其它减排机制的声明

2. 方法学应用

2.1 采用的方法学及适用条件

2.2 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2.3 额外性论证

3. 项目减排量的计入期和核查期情况

3.1 计入期情况

3.2 核查期情况

4. 减排量计算情况

4.1 基准线情景

4.2 项目减排量计算

5. 报告结论

6. 数据来源与监测程序

6.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6.2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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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明文件：1.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如营

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2.减排量确权协议；3.项目申请报告所涉及的

监测数据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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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北省LNG重卡车辆货运项目降碳产品评估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方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

（注：项目业主为单位请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

织机构代码；项目业主为个人请填写身份证号码。）

单位类型：□企业；□集体；□个人；□其他

1.2 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项目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选用方法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项目计入期 ＿＿年＿＿月＿＿日 至 ＿＿年＿＿月＿＿日

2.4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范围：＿＿＿＿＿＿＿＿＿＿

资产归属证明：＿＿＿＿＿＿＿＿＿＿

3-数据和参数

3.1基准线排放监测数据

项目车辆LNG重卡加注量：＿＿＿＿＿

基准线车辆（柴油重卡）项目车辆（LNG重卡）单

位里程燃料消耗比feff：＿＿＿＿＿

3.2项目排放监测数据

项目车辆LNG重卡加注量：＿＿＿＿＿

加气站加注的LNG重卡的数量：＿＿＿＿＿

加气站电网购入电量：＿＿＿＿＿

4-减排量计算结果

申请评估的减排量 ＿＿＿＿＿＿＿＿tCO2e

5-申请方申明

本单位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

负责。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

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单位确认，在上述申请时段内所产生的

减排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若本次减排量获得签发，也

不再将本次项目所涉及的减排量申请为其他国内外减排机制。若本次有虚报假报及

重复申请签发，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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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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