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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 

成立于2012年6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 
 
通过辅助决策管理、开展科研攻关、服务行业企业，致力于在交通领域
促进资源节约、改善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交通节能减排工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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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 

1.能耗 

2.污染物排放 

3.碳排放 

三类对象 

   

1.公共电汽车      7.旅游 

2.轨道交通        8.货运 

3.出租车客运      9.停车管理 

4.省际            10.基建养护 

5.郊区客运        11.租赁 

6.水运            12.机动车维修 

十二大交通行业 

1.34万交通行业车辆 

2.419万私人小客车 

3.其他 

559万辆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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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 
运输服务、社会交通、基础设施 

 

燃油消耗 

能源消耗 污染物排放 

碳排放 

交通环境
监测网 

交通节能减
排实验室 

交通领域能
耗排放统计
监测平台 

四层级交
通排放模

型 

包括七个子实验室和一辆移动监测车，全面覆盖“人、车、路、环境”交通要素，

依托海量交通数据的强大优势，满足多环境要素的协同影响，支持交通领域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各方面的决策支持与检测评估工作需求

移动源排
放实验室

交通生
态环境
检测室

生态驾驶实验室
交通噪声和
振动检测室

交通水
环境检
测室

交通大气环
境检测室

绿色道路
实验室

北京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

车 路人 环境

开展交通领域驾驶员

驾驶行为模拟和矫正

实验，为交通行业和

社会驾驶员提供生态

驾驶培训和评价服务

开展实际道路能耗排放

试验，支持行业车辆选

型、运营优化以及相应

的节能减排效果评价等

工作

开展路政行业低碳材

料、再生混合料、温

拌沥青等技术研发，

针对道路工程节能减

排效果开展评估

开展道路、客货运枢纽、轨道场站等重

点交通基础设施周边环境大气、水、噪

声、土壤等要素的监测工作。科学准确

的掌握交通领域污染现状，为明确交通

行业环保重点、掌握交通环保设施有效

性提供依据。

交通排放模型是治污治堵相关战略决策、规律研判、政策措施
制定的重要支持工具
综合考虑：国内外研究基础、基础数据水平、实际应用需求

    全面启动覆盖“能耗、燃油、污染物排放、碳排放”，能够实现
“可分析、可追溯、可分解可考核、可预测可预警”的统计监测体系。 

四大类（239个）功能点

车辆监测

总量核算

平台将完成1.8万车辆、191种车型数据实时采集，接入32类数据，
建设一中心、四平台、十八大系统，实现对公交、货运、出租、旅游、
省际、郊区、轨道、社会车辆等领域能耗排放实时监测

决策支持

企业管理

北京市交通环境监测网络

 2013年我中心受交通委

委托承担了北京交通环

境监测试点工程建设，

在京塘路土桥等四处建

设交通环境在线监测点，

能够实时监测PM2.5、PM10、

NOx和CO等主要交通污染

物浓度及断面车流量

 十三五时期，将根据交

通部要求，并加强与环

保局合作，全面开展交

通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将交通环境监测点扩展

至5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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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1.1% 
天津：20.0% 

杭州：28.0% 

广州：21.7% 
深圳：41.0% 

石家庄：12.5% 

南京：24.6% 

宁波：22.0% 

上海：25.2% 

一、研究背景 

交通系统：真实情况？构成？趋势？潜力在

哪里？ 

与交通拥堵类似，能源环境问题是大城市面临的又一 “城市病” 

环保部门：PM2.5源解析结果显示，

交通排放占20%-40%，是大城市颗

粒物的最主要来源 

统计部门：中国能源消耗40亿

吨标煤，其中交通运输与社会

交通能耗占比接近20% 



一、研究背景 

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科学、准确、定量的
分析判断交通能耗排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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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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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高频的多源异构数据采集、存储与清理 

以车辆为单位的多维数据感知技术 

基于OBD和时空定位的
能耗感知技术 

基于检测和工况数据的排
放感知技术 

基于车辆状况和工况数据的
驾驶行为感知技术 

科学、精准的核算与评估模型技术 

交通节能减排统计监测智能化监测分析系统 

决策者 管理者 研究者 企业 公众 

基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核
算清单模型 

基于空间维度的中观路网
评估模型 

基于时空维度的单车监测
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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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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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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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 2、首创了基于大数据的三层次交通能耗排放模型体
系，满足支持不同尺度的交通能耗排放决策管理需求 

• 3、自主研发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微观驾驶行为关键参
数提取技术，首创面向矫正的驾驶行为评价方法 

• 4、建成国际首个集微观监测、宏观分析、政策评价及
决策支持于一体的交通节能减排智能化监测分析平台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以车辆基础特征为坐标原点，
以时间为坐标，同步感知机动车
能耗、污染物排放、运行工况、
运营特征和驾驶行为等五维节能
减排关键信息 

 
核心： 
（1）能耗综合指标直接感知 
（2）污染物指标间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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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源五维感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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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1）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兼容多种发动机类型的高精度监测器具，

实现车辆能耗综合指标的直接感知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兼容多发动机类型的能耗排放计量设备 

故障 能耗 
… 

排放 

北斗/GPS双模 

OBD数据采集 

无线通信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技术先进性 

 兼容多种发动机类型，覆盖车型达
11类39种（康明斯、依维柯、玉柴、
现代等） 

 实现了动态能耗、驾驶工况、排放
工况、定位信息等4类26项指标的直
接感知，是传统器具的3-4倍 

 监测偏差在3%以内（同类器具20%以
上），达到计量要求 

出租车能耗排放实时监测界面 

指标 单位 内容

能源类型 2 柴油

瞬时油耗 L/100km 31.3

累计里程 km 10735.5

尿素液位 70%

SCR工作状态 2

Nox浓度值 ppm 312

氧化氮超标 未报警

OBD状态 未报警

仪表盘速度 km/h 22.6

档位状态 3

扭矩 31

转速 rpm 1687

空调状态 开启

卫星数 5

纬度参数 40.125132

经度参数 116.667883

速度方向 129.03

时间 20150519011130

速度 km/h 22.6

运行工况

能耗

排放

驾驶行为

（1）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兼容多种发动机类型的高精度监测器具，

实现车辆能耗综合指标的直接感知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京AR1810  市公交集团 

柴油    国V   单机   2年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2）引入了国际先进的VSP理论，首创了基于大数据的车辆排放动态

模拟技术，实现了车辆实时污染物排放的间接感知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技术要点： 

 参数提取：基于车辆实际运行大数据，依据VSP理论，
采用车载排放获取技术，提取车辆运行的工况参数 

 排放图谱：利用国际先进的PEMS车载排放采集技术，
充分考虑车型、里程劣化、排放劣化等影响因素，积
累本地化的车辆排放率修正图谱 

 实时匹配：通过感知车辆实时运行工况信息，匹配得
到污染物排放数据，实现车辆实时排放感知 

𝑽𝑽𝑽（𝐒𝐒𝐒𝒕） =
𝑨𝒗𝒕 + 𝑩𝒗𝒕𝟐 + 𝑪𝒗𝒕𝟑 + 𝒎𝒗𝒕𝒂𝒕

𝒇𝒔𝒔𝒂𝒔𝒔
 

其中，𝒗𝒕: 速度(m/s)；𝒂: 加速度(m/s2)；𝒎、𝑨、𝑩、𝐂、𝒇为固定值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技术先进性 

1、首创了基于单车的机动车能耗排放多维感知技术 

国III轻型汽油车城市快速路工况 

 与相比传统模型，排放模拟
与真实值偏差由40%降低至5% 

 模拟精度达到秒级，可与能
耗计量设备采集频度相匹配，
一定程度解决了车载器具无
法直接监测污染物的问题 

 

（2）引入了国际先进的VSP理论，首创了基于大数据的车辆排放动态

模拟技术，实现了车辆实时污染物排放的间接感知 



2、首创了基于大数据的多层次交通能耗排放模型体系，满
足支持不同尺度的交通能耗排放决策管理需求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基于时间维度的宏观
核算清单模型 

基于空间维度的中观静
态、动态路网评价模型 

基时空维度的单车
监测分析模型 

基于车辆特征刻画和活
动水平参数提取技术，
实现机动车能耗排放总
量的快速评估与预测 

与交通模型紧密衔接，
实现17万条路段交通
能耗排放评估与预测 

基于能耗排放感知技术，
实现单车能耗排放动态
监测分析 



技术先进性：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宏观层面 

• 车型结构划分（284种） 
• 车辆行驶里程（动态） 
• 车辆行程速度（动态） 
• 综合排放因子 

 中观层面 

• 车型结构划分（284种） 
• 车辆行驶里程（动态） 
• 车辆行程速度（动态） 
• 路网车型结构（动态） 
• 路网交通流量（动态） 
• 速度排放因子 

 微观层面 

• 车辆微观工况（动态） 
• 能耗监测（动态） 
• 车辆关键排放状态 
• 排放率数据 

a 

b 

c 

通过宏观模型，真正基于移动源能耗排放
微观监测大数据得到宏观统计预测指标，
实现了微观监测对宏观决策的有效支持 

宏、中观模型的关键参数数量是传统模
型的5-8倍，对多类交通节能减排政策
高度敏感 

在模型校核过程中首次实现了宏、中、微
观三层次数据关联校核，确保了各层次数
据结果的一致性 

2、首创了基于大数据的四层次交通能耗排放模型体系，满
足支持不同尺度的交通能耗排放决策管理需求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3 自主研发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微观驾驶行为关键参数提

取技术，首创面向矫正的驾驶行为评价方法 

基于车辆运行大数据，提取各类驾驶行为关键参数，输入四层次综合评价模
型得到驾驶者评估报告，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培训方式和教程 
 

技术先进性 

 效果指标从能耗扩展至污染物排放 

 以行为矫正为目的，关键参数扩展
为32个，是传统模型8-10倍，行为
识别和评价结果更为精确 

 创新性地建立了四层次评价模型，
较传统单层级模型更能准确定位行
为矫正潜力环节 

 

𝐹 = 𝑘1𝑅1(�𝑤𝑖𝑇𝑖(�𝛽𝑗𝐶𝑗)) + 𝑘2𝑅2(�𝑤𝑖𝑇𝑖(�𝛽𝑗𝐶𝑗)) 

其中，𝐹为驾驶员的驾驶行为综合评分值； 

k为不同道路条件下的贡献率占比； 

w为不同交通条件下贡献率的占比； 

𝛽为不同车辆工况条件下贡献率的占比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4、建成国际首个集微观监测、宏观分析、政策评价及
决策支持于一体的交通节能减排智能化监测分析平台  

• 实现了交通能耗排放实时
监测—宏观分析—政策评
价—决策支持功能 

 

• 集成了40余个多源异构数

据，近100TB数据量； 

 

• 积累了5万典型交通能耗排

放特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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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辆为单位的多维数据感知技术 

基于OBD和时空定位的
能耗感知技术 

基于检测和工况数据的排
放感知技术 

基于车辆状况和工况数据的
驾驶行为感知技术 

科学、精准的核算与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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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清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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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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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在特大型城市得到较长时间的应用和验证，
得到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天津、河北等多个地方
政府部门高度评价 

三、应用效果 



    得到统计部门的高度认可。北
京市已依托此技术对交通能源统计
核算方法进行了重大变革，在全国
率先实现了基于车辆监测的交通能
耗统计核算 

 

 2014年初，市统计局、市交通委联合印
发《北京市交通行业能耗统计调查工作
实施方案》，将基于车辆监测数据的能
耗统计核算方法正式应用到统计工作中 

 交通重点行业企业通过交通节能减排监
测分析平台自动获得得到本企业月度能
耗数据，并上报统计局 

北京市交通行业能耗统计调查工
作实施方案（2015-2017） 

三、应用效果 



三、应用效果 

2014.11.3-11.14 
APEC会议 
单双号限行 

2014.12.28 
地铁新线开通 

2015.2.18-2.24 
春节 

2015.8.20-9.3 
纪念日阅兵 
单双号限行 

  APEC 地铁新线开通 春节 纪念日阅兵 

货运 降低 不变 降低 降低 
公交 增长 降低 增长 增长 
出租 不变 不变 降低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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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了北京市能耗排放的长期监测及变化趋势分析，为
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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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效果 

1、实现了北京市能耗排放的长期监测及变化趋势分析，为
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因具备科学预测分析交通能耗排放综合指标能力，可对各措施进行量化评估，
北京市在交通十三五规划体系中设置了交通节能减排专项规划 



2014年11月基础限行政
策下预测排放情况 

限行方案1 

污染物排放情况 

三环内PM2.5降低20% 

例1：APEC会议和阅兵期间交通综合措施实施前，均进行了不同限
行措施方案的污染物排放预测，其结果直接影响了最终政策方案
中的车辆停驶措施。 

限行方案2： 

污染物排放情况 

三环内PM2.5降低40% 

三、应用效果 

2、为政府重大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提供决策支持 



• 系统实时接入： 
• 北京市交通运行协调指挥中心TOCC 

• 北京市1+4+N能源监测平台 

• 北京工业大学交通协同创新平台 

• 系统数据服务： 
• 交通运输部； 
•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北京市统计局； 
• 北京市环境与保护局 
• 重点用能企业 

 

三、应用效果 

3、多渠道多方式共享交通能耗排放数据，服务政府决策 



例1：多个出租企业开始应用交通智能化
统计监测技术建立数据平台，提高了能耗
排放监测能力 

三、应用效果 

北汽出租监测平台立项文件 

4、多渠道多方式共享交通能耗排放数据，服务企业 



例2：节能减排驾驶培训 
• 已形成多个培训教程，初步被纳入到交通行业驾驶员培训体系，前期

培训结果显示能耗降低为7% 
• 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建设培训基地。 

三、应用效果 

驾驶行为培训体系 培训教材和培训实景 

4、多渠道多方式共享交通能耗排放数据，服务企业 



三、应用效果 

 5、已启动京津冀地区交通节

能减排智能化监测分析体系建

设工作 



 节约人工成本、时间成本。 
全市交通企业约7700家，以每家1-2人完成数据统计工作和填报工作计算，每年节约人工
达9240人（以平均每家企业投入1.2人） 

经济效益 

栏目 
年份 

新增产值 
（万元） 

新增利润 
（万元） 

2013年 2423 710 

2014年 4504 1439 

2015年 4040 1342 

累计 10967 3491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项目中使用的能耗计量监测设备使用效果良好，
相关企业自行投入购买扩大监测规模，采购相关
设备，为设备厂商提供累计3491万元的经济效益 

 推动交通企业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 
以出租行业为例，驾驶行为培训后，节能效果达到7%，可实现司机月均减少能耗成本444.5
元。全出租行业拥有出租车6.7万辆，超过10万名司机，仅出租行业每年可节约能耗成本
5300万元。 

三、应用效果 



社会效益 

（1）积累了自2013年以来的北京12大行业交通能耗排放数据库，有

效地提高了决策效率和科学化水平。 

（2）为国家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等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科学、

准确、及时的分析和预测能耗排放量 

（3）为APEC会议、抗日战争胜利日阅兵等重大活动期间交通污染排

放治理措施提供支持。 

（4）提高交通运输企业自身节能减排能力和水平 

三、应用效果 



目   录 

一、背景情况 

二、关键技术与创新点 

三、应用效果 

四、未来展望 



（1）每年持续开展排放数据测试采集，不断补充交通行业的车辆排放
特征数据，支持宏、中、微观的节能减排评估工作，能够为行业制定目
标和规划服务 

（2）结合北京市交通领域统计监测平台的后续建设，开展动态交通排
放模型的研发与应用 

（3）研究交通排放贡献与交通环境容量问题，开展机动车污染源扩散
机理的研究，建立能够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交通PM2.5减排决策支持系
统，以从多维度评价交通排放 

（4）针对交通影响因素方面，进一步整合交通、排放、公安、手机等
各类不同来源数据，构建面向政策敏感、出行相关联的交通出行数据，
服务于市民出行 

    在大数据时代，交通节能减排的评估工作也将面临数据的压力，不

只是量，还有来源。未来面向多源异构的整合，更是需要满足宏、中、

微观各层次评估的数据需求。未来还需着重开展以下工作： 



汇报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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