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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及测量方法》解读

日前，环境保护部会同质检总局发布了《轻型混合动力电动

汽车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及测量方法》（GB19755-2016），就如何

理解、贯彻该标准，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邹首民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1、制定该标准的必要性和背景情况

近些年来国家积极鼓励发展包括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内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并且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和成熟，从 2014 年

开始，我国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产销量大幅上升，由之前的年产

量不足万辆，已上升到 2015 年的 7 万辆左右；且随着我国汽车

油耗和排放标准的不断升级，该类汽车的产销量仍将保持增长。

由于有电能的辅助，传统汽车的测量方法无法准确评判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因此需要制订专门的污染物排放测

量方法。该标准规定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要确认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运行的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完全烧燃



2

油的情况下）均不能超过排放标准；二是要评价其整体综合排放

效果。

2、标准适用于哪些车辆？

该标准适用于最大总质量小于 3.5 吨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即同时装备两种动力源——热动力源（传统的内燃机）与电动力

源（电池或其他储能装置等）的轻型汽车，包括可外接充电和不

可外接充电两类。适用于新车定型、生产、销售，及在用车达标

监管环节，但不适用于在用车辆的年检，在用车辆年检另有标准

规定。

3、污染物项目和限值？

该标准规定了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污染控制要求和测

量方法，具体的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执行轻型汽车排放标

准（GB 18352.3-2005 和 GB 18352.5-2013）相应阶段的要求，

其中第四阶段污染物项目包括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质量）；第五阶段比第四阶段增加了颗粒物粒子数量

要求。

4、与原标准有哪些不同？

2005 年发布的《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污染物排放测量方

法》（GB/T19755-2005），仅适用于国二阶段的轻型混合动力电动

汽车。该标准是对 GB/T 19755-2005 的修订，主要修订了两个方

面的内容：

一是规定可外接充电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常温工况法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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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试验中，在消耗电量最多和消耗电量最少的两种状态下测量

排放时，不但加权值要满足限值要求，每种状态下的排放也要满

足限值要求。原标准仅规定加权值满足限值即可，则有可能出现

纯燃油状态排放超标的情况。

二是改变部分试验规程和增加试验项目，与轻型汽车相应阶

段的试验项目相同。试验规程方面，主要将常温工况法尾气排放

试验改为从冷启动开始取样，同时对可外接充电车辆增加了一种

可选的测量程序；试验项目方面，增加低温试验、车载诊断系统

试验等内容。

5、标准实施时间及环境效益？

该标准是对国四和国五阶段的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测

量方法方面的规定，排放控制水平与常规车辆是相同的，因此，

实施时间分别与国四、国五阶段一致。

该标准实施后，对于不可外接充电车，通常与同阶段常规车

减排效果相当，即：国四比国三，削减 50%；国五比国四，削减

25%。对于可外接充电车，由于要求使用燃油时排放也要达标，

其综合排放将比同阶段常规车进一步削减 30%-70%。

6、执行该标准的经济成本如何？

轻型混合动力汽车排放控制水平的升级，与轻型汽车标准一

致。因此，本测量方法标准的实施，不会带来额外的车辆技术升

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