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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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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行驶中的在用汽车使用遥测法实时检测排气污染物时的排放限值、检测方法、数据

处理和结果判定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GB/T 15089规定的M类、N类点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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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13/ 1800  在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DB13/ 1801  在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遥测法 

利用光学原理远距离对行驶中的在用汽车进行排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检测的方法。 

3.2  

机动车特征功率  简称VSP 

车辆行驶状况下测到的单位车辆质量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单位为kW/t，根据汽车理论有式（1）平

衡方程： 

                           
 

M

vFvFEE
dt

d

VSP
af 


pk

整车质量

车辆驱动功率 ………………………(1) 

式中： 

kE ——车辆动能，J； 

pE ——车辆势能，J； 

Ff ——滚动阻力，N； 

Fa ——空气阻力，N； 

M ——车辆质量，kg； 

v ——车辆行驶速度，m/s。 

http://www.bzsb.info/searchStandard.do
http://www.bzsb.info/searchStandar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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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汽车理论对其中的部分参数进行近似和简化之后，得到简化的VSP计算公式（2）： 

                  341002.3132.0sin81.91.1 vavVSP   ……………………(2) 

式中： 

v ——车辆行驶速度，m/s； 

a ——车辆行驶加速度，m/s2； 

 ——路面坡度角度，°。 

4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1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限值见表 1。 

表1 遥感检测法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限值 

项目 
CO 

（%） 

HC 

（ ×10
-6
） 

NOx 

（  ×10
-6
） 

限值 2.5 200 2000 

注：本标准同样适用于在我省道路上行驶的外埠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4.2 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限值见表 2。 

表2 遥感检测法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限值 

5 检测方法及数据处理 

5.1 检测方法 

采用遥测法，检测规程见附录A，设备技术要求见附录B，设备安装和使用见附录C，设备校准要求

见附录D，检测数据按附录E进行记录，检测结果报告格式见附录F。 

5.2 数据处理 

对于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如果检测数据符合下列要求，检测结果有效，否则检测结果无效。 

3kW/t ≤ VSP ≤ 20 kW/t 

对于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检测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否则检测结果无效。 

VSP ≥ 0 kW/t 

6 结果判定 

项目 
光吸收系数 K 值 

（m
-1
） 

限值 2.0 

注：本标准同样适用于在我省道路上行驶的外埠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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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于本标准规定的相应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若检测结果

高于相应排放限值，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

送达之日起 30 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DB13/ 1801和DB13/ 1800的检测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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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遥测检测规程 

A.1 检测条件 

A.1.1 检测地点 

检测地点应使受检车辆具有微小载荷，宜选择具有一定坡度的上坡路面，不应在下坡路面进行测量。

测量场地应当是适宜安全放置遥测设备，并便于进行后续检测的路面。 

检测道路应当为单车道行驶，每辆车通过的间隔时间不小于1s，前后两辆车辆通过时间少于1s的测

量结果无效。 

A.1.2 环境条件 

A.1.2.1 检测地点的风速不得持续超过5 m/s。 

A.1.2.2 检测地点环境温度应当在0 ℃～45 ℃的范围内。 

A.1.2.3 检测地点相对湿度小于80 %。 

A.1.3 检测设备 

采用近红外波段的激光二极管吸收光谱测量排气中的CO和CO2，采用紫外光源的紫外差分吸收光谱

测量NO和HC（1,3-丁二烯）。 

采用非分散红外吸收光谱测量排气中的CO、CO2和HC（丙烷），采用紫外光源的紫外差分吸收光谱

测量NO。 

采用紫外光或绿光检测排气中的不透光度。 

设备应满足附录B的规定，其安装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A.2 检测方法 

A.2.1 按照A.1中规定的检测要求选择检测地点和检测环境。 

A.2.2 按照附录C的规定安装检测设备。 

A.2.3 车辆通过检测点，检测设备自动进行车牌号码拍照并进行牌照识别、检测车辆行驶速度与加速

度、检测排气污染物浓度，计算VSP值，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和计算结果存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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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遥测设备的技术要求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附录A所述试验中使用的遥测设备需要满足的要求。 

B.2 遥测设备的组成及基本技术要求 

遥测设备应至少由下列设备组成，并满足规定要求。 

B.2.1 气体浓度检测分析仪 

气体浓度检测分析仪由发射器、反射镜（如果适用）、光电信号检测仪与分析仪组成。 

B.2.2 红外光源 

可调谐红外二极管激光器或非分散红外光源。 

B.2.3 紫外光源 

氘灯或其他紫外光源。 

B.2.4 反射镜 

用于将发射器发射的红外光和紫外光反射回接收端。 

B.2.5 光电信号检测与分析仪 

B.2.5.1 对接收端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并将结果输出，仪器应该能够自动消除每次检测的背景

误差。 

检测范围：   

CO  ：0 %～10 % ； 

CO2  ：0 %～16 % ； 

HC  ：0～10000×10
-6 
； 

NO  ：0～10000×10
-6 
； 

光吸收系数 ：0～16 m
-1
。 

B.2.6 测速仪 

B.2.6.1 当车速不超过100 km/h时，在0.5 s内准确检测车辆的速度和加速度。 

B.2.6.2 车速检测允许误差± 0.5 m/s。 

B.2.6.3 检测的加速度允许误差± 0.2 m/s
2
。 

B.2.7 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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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码摄像机或带有数码片摄取功能的模拟数码摄像机，可遥控调整其焦距、光圈等，并将图像

数据传输到计算机。 

B.2.8 计算机 

计算机应带有供数据交换使用CD、DVD等读写装置，显示器屏幕显示的最小分辨率为：800×600。 

B.2.9 湿度计 

相对湿度检测范围为5 %～95 %，准确度为满量程的±3 %。 

B.2.10 温度计 

检测范围为-10 ℃～＋50 ℃，准确度为±0.5 ℃。 

B.2.11 坡度计 

坡度角度检测范围：-15°～＋15°，精度 ±0.1°。 

B.2.12 网络要求 

全省采用统一的数据传输网络技术标准，遥测设备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通讯系统。联网带宽要保

证所有数据同步传输至省市环保部门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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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遥测设备的安装和使用 

C.1 安装步骤 

C.1.1 检测时光路距地面高度应在20 cm～60cm的范围。 

C.1.2 检测双光程长度不应小于12 m。 

C.1.3 仪器安装见图C.1。 

 

图C.1 遥测设备安装示意图（仅供参考） 

C.1.4 如图C.1示设置后确认连接无误，接通电源。（注意：设置时应先码放安全锥桶，确保人员、仪

器和车辆安全）。 

C.1.5 调试 

打开计算机和分析仪，分析仪预热30min，分析仪达到稳定后,执行检测应用程序。发射器和接收器

应水平；调整测速、加速度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路；调节摄像机焦距、光圈确保拍出清晰的汽车牌照部位

图片。 

C.1.6 设备校准见附录D。 

C.2 检测及检测人员要求 

C.2.1 检测 

在仪器自动测试过程中，检测人员要随时观察检测参数、波形和周围情况，若有异常(如光路偏移、

车辆拥堵等)时需要及时调试仪器，保证检测设备正常运行。 

C.2.2 拆卸 

检测完毕后，先关闭计算机和分析仪，切断电源，拆除仪器之间的各个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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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设备维护 

应定期对检测设备进行清洁保养和光学仪器校准。 

C.2.4 检测人员要求 

C.2.4.1 检测人员上岗前要接受规定的基础理论及实际操作培训。 

C.2.4.2 检测人员需要穿醒目的工作服，带防护镜，随身携带通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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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遥测设备校准要求 

遥测设备的校准为定时自动校准。在检测前进行校准，当检测光路发生变化时需重新校准，记录校

准时间。 

D.1 标准物质要求 

D.1.1 尾气遥测仪标气成分及浓度 

浓度： 

标气1、NO  1500×10
-6
，CO2  15 %，N2  余； 

标气2、1,3-丁二烯100×10
-6
或丙烷1200×10

-6
，CO  2.5 %，CO2   14.5 %，N2  余。 

D.1.2 标准烟度卡要求 

所用校准烟度卡至少应配备三片，烟度卡的标准示值应符合表D.1的规定。 

表D.1 烟度卡标准示值 

组份 不透光度/% 

低示值 10 

中示值 25 

高示值 50 

D.2 校准时间间隔要求 

连续检测时两次校准时间间隔应小于3 h，或按照操作手册中的规定执行。 

D.3 标准气体校准过程要求 

D.3.1 校准过程中不允许有车辆通过检测系统，否则需要重新校准。 

D.3.2 校准喷气次数按操作手册要求进行。 

D.3.3 检测值与标气之间的相对误差满足设备要求。 

D.3.4 当标定或自检失败时，软件不可用于检测，直到下次标定或自检通过后方可继续。 

D.4 车速测量系统校准要求 

车速校准系统校准周期不应大于180 d，在10 km/h～100 km/h的速度范围内，车速校准的准确      

度±0.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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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遥测数据记录 

下列信息在每次检测进行后，应使用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记录存贮，并通过网络传输到中心数据库（包

括合格和不合格结果）。 

检测地点每经过一辆车，不论是否测得其有效排放，系统均需生成一个新的纪录。每个记录都需要

赋予特定的序列号。 

E.1 输入参数 

a) 检测地点、坡度和检测员编号； 

b) 检测系统编号； 

c) 自动生成测试日期和开始、结束时间； 

d) 自动生成检测顺序号。 

E.2 检测环境参数 

a) 风速 （m/s）； 

b) 相对湿度（%）； 

c) 温度（℃）。 

E.3 每辆车分别记录检测结果 

a) 车辆号牌号码； 

b) 图片顺序号(采用 JPG 格式，大小 704×288)； 

c) CO 测量结果；  

d) HC 测量结果；  

e) NO 测量结果；  

f) CO2测量结果； 

g) 烟度测量结果； 

h) 车辆行驶速度和加速度； 

结果判别（合格与不合格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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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遥测法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序列号： 

检测地点：                                  检测时间：                                                

检测操作员：                                                 

F.1 检测环境参数 

相对湿度（%）：                            温度（℃）：                      

风速（m/s）：                               大气压力（kPa）：                                   

坡度（°）：                                                            

F.2 检测设备 

检测系统名称：                             检测系统型号：                    

检测系统编号：                             制造厂：                                                

F.3 检测结果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图片系列号：                                     

 

 

图片 

 

 

排气污染物 CO（%） HC（10
-6
） NO(10

-6
） 

光吸收系数 

(m
-1
) 

测试结果     

排放限值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决 通过/未通过 通过/未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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