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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88416788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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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国网英

大股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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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评估内容、情景确定

及排放源识别、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和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侧储能电站运行过程中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其他

电压等级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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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32151.8—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 第 2部分：电网企业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760—2017、GB/T 32150—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

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33760—2017、GB/T 32150—2015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电网侧储能电站 grid-side energy storage power plant
在电网公变母线接入的接受电网调度控制的参与电力调峰调频的储能电站。

3.2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 3.4]

3.3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 3.5]

3.4

电网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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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的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引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值。

3.5

火电机组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of thermal power units
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火电机组的平均碳排放因子，反映当前电网火电机组的碳排放强度。

3.6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 3.12]

3.7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

联的系数。

[来源：GB/T32150—2015,定义 3.15]

3.8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32150—2015,定义 3.16]

3.9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计算项目情景相对于基准线情景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时间区间。

4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

4.1 概述

储能电站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a)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b) 项目及基准线情景确定；

c) 减排量计算；

d)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4.2 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本文件覆盖的项目边界是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所在的地理范围，边界包括项目活动所在地

所属的电力系统。项目边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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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准线情景下的一个项目活动单元边界

图 2 项目情景下的一个项目活动单元边界

基准线情景与项目的主要排放源及减排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a) 储能充放电减排量1。电网侧储能电站充电时作为负荷，增加了电力间接碳排放，采用电网

平均碳排放因子法计算其项目碳排放量。电网侧储能电站接收电力调度机构指令在电网调

峰调频需求时段放电时，作为电源替代部分调峰调频火电机组，采用火电平均碳排放因子

1
储能电站的充放电量从电站关口电表采集，充电量（即下网电量）已经涵盖了厂用电，故不需要单独计算储能

电站的厂用电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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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基准线减排量。

b) 网损间接碳排放。电网侧储能电站充电时，增加了电网负荷，该部分电力传输增加了

输电线路损耗和变压器损耗，这些网损量可通过电网分时分压线损率统计获取，并采用碳

排因子法计算其项目碳排放量。

4.3 温室气体种类确定

储能电站项目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仅为二氧化碳。

4.4 项目的基准线情景确定

本标准规定的基准线情景按表 2确定。

表 1 项目类型与基准线情景

项目类型 基准线情景

新建或改建项目 行业内（或该地区）所采用的主流技术或国家政策要求的技术

4.5 减排量计算

减排量计算与基准线排放量相比，项目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为该项目的排放量。一定时期

内因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由式（1）计算：

ER BE PE  …………………………………………（1）
式中：

ER——一定时期内，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E——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同一时期内，项目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基准线排放量和项目排放量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4.6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4.6.1 监测计划及数据监测要求

储能电站的监测程序制定应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0 执行。需要监测的数据及要求详见

附录 B。
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

质。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整执行。

在项目实施中，项目业主应按规范实施监测准则和程序，通过各类测量仪器/表的监测获得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

求。

4.6.2 数据质量管理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

不确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宜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附录 B中的监测数据和参数为企业实

际测量值，通常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1执行。

4.7 减排量评估报告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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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要求和内容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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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方法

A.1 项目减排量计算

ER BE PE  ………………………………………….（A.1）
式中：

ER——一定时期内，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E——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E——同一时期内，项目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2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 DEBE EC EF
火电………………………………………….（A.2）

式中：

BE——一定时期内，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CDE——同一时期内，电网侧储能电站的放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火电——同一时期内，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火电机组的平均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

瓦时（tCO2e / MWh）。

A.3 项目排放量计算

= + % CE ELPE P EC EF （1 ） ………………………………………….（A.3）

式中：

PE——一定时期内，项目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CCE——同一时期内，电网侧储能电站的充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EL——同一时期内，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e/MWh)。
ΔP%——同一时期内，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分压线损率。



T/CAS XXX—20XX

7

附 录 B

（规范性）

监测数据和要求

B.1 监测的数据和要求见表 B.1。

表 B.1 储能电站项目的监测数据和要求

数据/参数 单位 描述 监测频率 监测方法/来源

ECCE MWh
同一定时期内，电网侧储能电站项

目的充电量

连续测量，或定期累

计测量
储能电站关口电表

ECDE MWh
同一定时期内，电网侧储能电站项

目的放电量

连续测量，或定期累

计测量
储能电站关口电表

ΔP%
同一定时期内，项目所在区域电网

的分压线损率。
电力企业的定期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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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C.1 项目参数推荐值见表 C.1。

表 C.1 项目相关参数推荐值

参数 单位 描述 推荐值

EF 火电 tCO2e/MWh 储能电站所在区域电网火电机组的平均碳排放因子 0.8177a

EFEL tCO2e/MWh 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5703b

a 数据取值来源为《2021、2022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

b 数据取值来源为 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c 以上因子数据如有更新，可参考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

ICS 01.120

A 00

关键词：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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