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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是基于生态设计的理念，针对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主要环境影响指标

进行的综合性评价。生态设计作为国际先进设计方法潮流，是实现污染预防的重要措施，是

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具体体现，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渠道，对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出了

更高要求。 

国外发达国家纷纷基于生态设计理念在电子、建筑等行业开展了综合性评价项目，对引

领行业环境改善、节能降耗和绿色消费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充分研究并借鉴国

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汽车标准、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

(China Eco-Car Assessment Programme，简称 C-ECAP)于 2015 年正式制订完成。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提出了在安全之外的“健康、节能、环保”三个方面对汽车

产品进行标准严格、试验规范、权威公正的生态性能评价，评价属于汽车产品自愿性认证范

畴，最终评价结果以直观并量化的等级评价——白金、金、银、铜牌形式进行发布。 

随着汽车产品生态设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标准的不断更新，《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

将会继续完善，进而推动汽车产品生态设计的进步，引领汽车产业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绿

色消费，提升创新开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培育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汽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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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宗旨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旨在建立高标准、公平和客观的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方法，为

消费者提供充足的汽车产品健康、节能、环保等生态性能信息，推动生产企业增强社会责任，

促进汽车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和绿色消费。 

1.2 评价结果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指标由基础指标和加分指标构成，综合分数满分为 105 分。其中，基

础指标（车内空气质量、车内噪声、有害物质、综合油耗、尾气排放）满分为 100 分，加分

指标（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

报告）满分为 5 分。根据综合分数，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结果如下： 

总分 发布结果 奖牌类型 认证注册 

җфл分 

具体分数+奖牌 

白金牌 

是 
җ80 且<90 分 金牌 

җт0 且<80 分 银牌 

җсл且<70 分 铜牌 

<60 分 具体分数 — 否 

1.3 说明 

（1）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作为针对于汽车产品开展的一项产品认证项目，在未涉及认证专

业术语的范畴内，均以“评价”字眼出现，涉及认证专业术语的范畴内，以原术语为准。 

（2）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属于汽车产品自愿性认证范畴，认证申请由具有法人资格的生产

制造商或其授权委托方提出方可开展。 

（3）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车型的评价结果仅对获证的认证单元有效。使用中国生态汽车评

价结果的各方应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4）评价信息和结果发布的唯一官方网站为 www.c-ecap.info，其他媒体未经授权，不可

转载。 

（5）随着汽车产品生态设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标准的不断更新，《中国生态汽车评

价规程》将会继续完善，以不断推动汽车产品生态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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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实施规则 

2.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以传统能源（汽油、柴油）为燃料的 M1 类车辆，即按照《机动车辆及挂车

分类》（GB/T 15089）规定，包含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九座的载客车辆。 

2.2 认证模式 

产品抽样检验 + 技术参数评定 

2.3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流程见《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流程》（附件 1）。 

2.3.1 认证申请 

申请委托方可以自愿申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并填写《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书》（附件

2），按《提交文件及材料清单》（附件 3）要求提交文件资料。 

2.3.2 申请资料审查 

认证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填写《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评审表》（附件 11），对

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的申请予以受理，并于 5 个工作日内发出《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受理通知

书》（附件 12）及《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方案》（附件 13）；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

的申请，及时告知认证委托方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方应及时补正全部内容，直到申请

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认证机构才予以受理。 

2.3.3 认证单元划分 

同一车辆型号且同一销售型号的汽车产品视为同一认证单元。 

2.4 产品抽样 

2.4.1 抽样方法 

认证机构向认证委托方出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产品抽样通知单》（附件 14），由认证委

托方负责协调抽样，认证机构核对样品信息，并填写《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抽样单》（附件 15）。 

样品可采用市场抽样、生产线末端抽样或成品库抽样（对于成品库抽样应确保抽样基数

不低于 3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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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抽样数量 

每个认证单元 3 辆。 

2.5 产品检验及技术参数评定 

2.5.1 产品检验 

认证机构指定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实施检验，向其发送《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试验任务通

知单》（附件 16），并由检验机构出具相应检验报告（附件 17-20）。 

检验项目及依据见附件 21。 

2.5.2 技术参数评定 

认证机构根据认证委托方提交的相应技术参数和相关支撑资料进行评定，并出具相应的

评定报告（附件 22-25）。 

技术参数评定项目及依据见附件 21。 

2.5.3 评价指标依据 

（1）车内空气质量 

以《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GB/T 27630）中的限值要求为零分基准，以限值*0.1

为满分基准，以三辆车试验平均值/基准值所获得结果作为得分系数判定依据，车内空气质量

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1 所示。 

表 1 车内空气质量得分系数计算表 

名称 

基准值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mg/m

3
 

车内 

空气质量 

苯 0.11 ≥1 

≥0.9 且<1 

≥0.8 且<0.9 

≥0.7 且<0.8 

≥0.6 且<0.7 

≥0.5 且<0.6 

≥0.4 且<0.5 

≥0.3 且<0.4 

≥0.2 且<0.3 

≥0.1 且<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甲苯 1.10 

二甲苯 1.50 

乙苯 1.50 

苯乙烯 0.26 

甲醛 0.10 

乙醛 0.05 

丙烯醛 0.05 

备注： 

1）检验时间应为新车下线（生产日期）后 28-33 天。 



 

5 

 

2）每辆车平行采样两个，其差值与平均值相对偏差不得超过 20%，不对三组检测结果间

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2）车内噪声 

以《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GB/T 18697）为车内噪声检验标准，选择 60km/h

匀速行驶车内噪声作为评价工况，以 65dB（A）为零分基准，以 55dB（A）为满分基准，以

三辆车的试验平均值作为实验结果，车内噪声得分系数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车内噪声得分系数划分表 

名称 
测量值 

dB（A） 
得分系数 

车内噪声 

≥65.0 

≥63.5 且<65.0 

≥62.0 且<63.5 

≥61.0 且<62.0 

≥60.0 且<61.0 

≥59.0 且<60.0 

≥58.0 且<59.0 

≥57.0 且<58.0 

≥56.0 且<57.0 

≥55.0 且<56.0 

<55.0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备注： 

1）车内噪声检验磨合里程为 3000 公里。 

2）以驾驶员右耳旁车内噪声测量值作为测量结果。 

3）测量结果，要求每辆车测得的三个检测结果最大值与最小值偏差不大于 1dB（A），不

对三组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3）有害物质 

以《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和其附录 A《禁用物质的豁免》的标准要求为依

据标准，分别确定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见附件 5）和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见

附件 6）。根据企业提交资料（附件 4-6）中材料数据表单 ID 信息，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

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对评价车型有害物质情况进行评定，评定流程如下： 

1）对《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中所有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情况进行检查，统计

其中完全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种类数量，计算其占材料种类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高风险零

部件不含有害物质材料种类总数/高风险零部件材料种类总数； 

2）对《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中所有豁免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提前达标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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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统计其中提前达标材料数量，计算其占零部件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豁免零部件提前

达标数/豁免零部件总数； 

3）在不拆解车辆，且不对零部件进行破坏性试验的原则下，通过相关专业检验设备对样

车中不含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材料进行抽样检验并与其材料数据表单进行对比，材料数据

表单中显示不含且设备未检出，视为符合，否则该零部件材料统计时判定为含有害物质。 

（4）综合油耗 

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 19578）中的限值要求为零分基准，零分系数为 0，以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GB 27999）中的目标值要求为满分基准，满分系数为

1，以三辆车的试验平均值作为实验结果，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综合油耗得分系数计算，综合

油耗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3 所示。 

表 3 综合油耗得分系数计算表 

整备质量 

kg 

零分基准 满分基准 

限值 1 限值 2 目标值 1 目标值 2 

L/100km 

CM≤750 5.2 5.6 4.3 4.5 

750<CM≤865 5.5 5.9 4.3 4.5 

865<CM≤980 5.8 6.2 4.3 4.5 

980<CM≤1090 6.1 6.5 4.5 4.7 

1090<CM≤1205 6.5 6.8 4.7 4.9 

1205<CM≤1320 6.9 7.2 4.9 5.1 

1320<CM≤1430 7.3 7.6 5.1 5.3 

1430<CM≤1540 7.7 8.0 5.3 5.5 

1540<CM≤1660 8.1 8.4 5.5 5.7 

1660<CM≤1770 8.5 8.8 5.7 5.9 

1770<CM≤1880 8.9 9.2 5.9 6.1 

1880<CM≤2000 9.3 9.6 6.2 6.4 

2000<CM≤2110 9.7 10.1 6.4 6.6 

2110<CM≤2280 10.1 10.6 6.6 6.8 

2280<CM≤2510 10.8 11.2 7.0 7.2 

2510<CM 11.5 11.9 7.3 7.5 

备注： 

1）装有手动挡变速器且具有三排以下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

存在）的车辆燃料消耗量参考限值 1 及目标值 1。 

2）装有非手动挡变速器且具有三排以下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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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车辆燃料消耗量参考限值 2 及目标值 1。 

3）具有三排及以上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存在）的车辆燃料

消耗量参考限值 2 及目标值 2。 

4）综合油耗检验磨合里程为 3000 公里。 

5）车辆行驶阻力可由企业选择标准规定值或企业提供值。由企业提供的情况下，需要同

时提供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确认的检测报告、计算报告等相关资料（以上资料统称“综合

油耗辅助资料”）。 

6）不对三辆车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5）尾气排放 

以《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GB18352.5）中的 I 型试验

排放限值要求为零分基准，以限值*0.3 为满分基准，以三辆车实测平均值*标准推荐的劣化系

数/限值作为实验结果进行得分系数评定，尾气排放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4 所示。 

表 4 尾气排放得分系数计算表 

名称 
基准质量 

（RM） 

（kg） 

限值 

测量值/限值 
得分 

系数 

CO THC NMHC NOx 

LI 

(g/km) 

L2 

(g/km) 

L3 

(g/km) 

L4 

(g/km) 

类别 级别 PI CI PI CI PI CI PI CI 

第一

类车 
- 全部 1.00 0.50 0.100 - 0.068 - 0.060 0.180 

≥1.00 

≥0.90 且<1.00 

≥0.80 且<0.90 

≥0.70 且<0.80 

≥0.60 且<0.70 

≥0.50 且<0.60 

≥0.45 且<0.50 

≥0.40 且<0.45 

≥0.35 且<0.40 

≥0.30 且<0.35 

<0.30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

类车 

Ⅰ RMÒ1305 1.00 0.50 0.100 - 0.068 - 0.060 0.180 

Ⅱ 1305＜RMÒ1760 1.81 0.63 0.130 - 0.090 - 0.075 0.235 

Ⅲ 1760＜RM 2.27 0.74 0.160 - 0.108 - 0.082 0.280 

名称 
基准质量

（RM） 

（kg） 

限值 

THC+NOx PM PN 

L2+ L4 

(g/km) 

L5 

(g/km) 

L6 

(个/km) 

类别 级别 PI CI PI
(1)

 CI PI CI 

第一 

类车 
- 全部 - 0.230 0.0045 0.0045 - 6.0×10

11
 

第二 

类车 

Ⅰ RMÒ1305 - 0.230 0.0045 0.0045 - 6.0×10
11

 

Ⅱ 1305＜RMÒ1760 - 0.295 0.0045 0.0045 - 6.0×10
11

 

Ⅲ 1760＜RM - 0.350 0.0045 0.0045 - 6.0×10
11

 

注：PI=点燃式 CI=压燃式 

（1） 仅适用于装缸内直喷发动机的汽车。 

备注： 

1）尾气排放检验磨合里程为 3000 公里。 

2）非缸内直喷汽油机汽车 PM 实测值按零计算。 

3）劣化系数以标准推荐值为准。 

4）不对三辆车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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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按照《道路车辆可再利用性

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法》（GB/T 19515）要求进行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并按附

件 7 要求提交《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要求可再利用率≥85%且可回收利用

率≥95%。 

（7）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按照《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1）

标准要求和附件 8 格式要求提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8）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按照《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

求与指南》（GB/T 24044）标准要求和附件 9 格式要求提交《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零

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见附件 10。 

2.5.4 评价指标分值分配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指标分值分配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评价指标分值分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健康（40.0） 

车内空气质量（16.0） 

苯（2.0） 

甲苯（2.0） 

二甲苯（2.0） 

乙苯（2.0） 

苯乙烯（2.0） 

甲醛（2.0） 

乙醛（2.0） 

丙烯醛（2.0） 

车内噪声（12.0） — 

有害物质（12.0） 
高风险零部件（4.0） 

豁免零部件（8.0） 

节能（30.0） 综合油耗（30.0） — 

环保（30.0） 尾气排放（30.0） 

汽油机 柴油机 

CO（7.5） CO（7.5） 

THC（7.5） THC+ NOX 

（15.0） NOX（7.5） 

PM（7.5） PN（7.5） 

加分（5.0）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2.0）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1.0） —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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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每份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可加 1.0 分，该项指标最高可加 2.0 分。 

2.5.5 指标计算方法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由评价车型各项指标得分系数和相应指标满分值乘积与加分指标附加

分数之和计算得出，如下式所示。 

1

n

i i

i

S S Q S
=

= +ä  

式中， i 为指标序号， S为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分数， iS 为指标 i 得分系数， iQ 为指标 i 满

分值，S 为加分指标分数。 

2.6 认证报告编制 

认证机构根据检验报告及《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出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报告》（附

件 26）。 

2.7 认证复核与决定 

2.7.1 认证报告复核 

认证机构技术委员会授权认证决定人员对检验报告、《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及《中国

生态汽车评价报告》的全部内容进行复核及评定，并出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技术委员会复

核及评定报告》（附件 27）。 

2.7.2 认证决定 

认证机构根据《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复核及评定报告》情况，出具认证决定，经审批签发

后，对达到评价等级要求的产品颁发对应的《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证书》（附件 28），允许

获证方使用认证标志（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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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标志 

2.7.3 对评价结果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认证委托方对评价过程或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认证机构提出申投诉，对评价结果异议

的申诉和处理见《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程序》。 

2.8 评价结果跟踪 

在证书有效期内，认证机构根据市场信息收集及其他信息反馈情况，对获证产品是否持

续符合评价规程要求进行监督，如发现不符合情况，按《注册资格的保持、暂停、恢复、撤

销和换证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2.9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2.9.1 认证标志的加施 

获证方可按《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将认证标志加施

在获证产品的适当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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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认证证书的变更 

认证证书变更应满足认证合同规定的要求，如果其产品发生以下变更时，认证委托方应

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1）获证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结构、制造工艺和供应商等发生变化； 

（2）获证产品的商标，制造商或工厂信息（名称、地址等）发生变化； 

（3）其他影响认证结果的变更。 

认证机构应核查以上变更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变更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

异进行补充检验和/或技术参数评定；评定后，确认原证书继续有效或换发认证证书。 

2.9.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按《注册资格的保持、暂停、恢复、撤销和换证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2.10 认证收费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收费涉及申请费、产品检验费、技术参数评定费、认证报告费、审定

与注册费（含证书费）等，具体费用见《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收费标准》（附件 29）。 

2.11 认证人员 

认证机构对各类人员（含规程制定人员、认证项目管理人员、资格/能力评定人员、产品

抽样检验人员、技术参数评定人员、产品认证决定人员）根据其所承担的任务和认证机构对

认证业务范围特点的分析和风险评估，确定其管理能力和/或专业能力的资格准则，并进行评

价、聘用和监督。以确保各类认证人员对其运作涉及的领域有适宜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内容

见《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人员专业能力评定资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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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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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书 

申请书编号：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书 

 
 
 
 
 

认证委托人：                         
申 请 日 期 ：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邮寄：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邮编：300300 

电话：022-84379886 

传真：022-8437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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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书》填写说明 

（1）有关自愿性产品认证的公开文件、申请书可通过 www.c-ecap.info 下载获取。 

（2）申请书编号由认证机构填写。 

（3）申请者应按规定要求用签字笔如实填写或打印成文，并按申请书文件清单

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4）填写选项内容时，在被选项前的“□”内打“√”。 

（5）认证委托人为证书持有者，以下简称认证委托人。代理申请的组织或个人

不是认证委托人。 

（6）申请书内容填写好后，依据“提交文件和材料清单”中确认提交材料后，

按照认证申请联系方式将申请书寄往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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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组 织 承 诺 

（1）始终遵守认证方案的有关规定。 

（2）为进行审核做出所有必要的安排，包括为审查文件所做的准备，开放所有

的区域、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和准备相应的人员，以实施评价（例

如检验、检查、评审、监督、复评）和解决投诉。 

（3）本企业申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时，愿意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认

证机构的有关规定，确认申请资料信息（含材料数据系统信息）完整性与

真实性，接受对企业的认证产品检验、技术参数评定，按时交纳认证费用。 

（4）在申请时和合同有效期内不隐瞒重要信息，不提供虚假信息。 

（5）当产品有重大变化时及时向认证机构通报并接受监督审查。 

（6）仅在获准认证范围内出具认证声明。 

（7）在使用产品认证结果时，其方式不得损害认证机构的声誉，也不做任何使

认证机构认为可能误导或未经授权的有关产品认证的声明。 

（8）确保不采取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或报告。 

（9）使用认证结果仅表明产品经认证符合特定标准。 

（10）在文件、宣传册或广告等传播媒体中，对认证内容的引用，要符合认证

机构的要求，并允许认证机构将评价结果在网站、杂志等媒体上公开发布。 

（11）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注销、撤销时，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同时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媒体宣传，并按认证机构要求在 15 天内交

回所有认证材料。 

 

认证委托人（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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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产品主要参数 

（注：如有多个

配置，请填写产

品信息汇总表）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产品商标  发动机排量  

整备质量 

（kg） 
 燃料种类 □汽油   □柴油 

变速箱 

形式 
 

座位数 

（安装点数量） 
 

申请项目 
申请类别 □初次认证     □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认证变更 

生产地址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部门  职务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单位意见 

 

 

 

 

 

 

认证委托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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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产品信息汇总表 

序号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产品商标 
发动机 

排量 

整备质量 

（kg） 
燃料种类 

变速箱 

形式 

座位数 

（安装点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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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提交文件及材料清单 

提交文件及材料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初次认证 
扩大产品 

认证范围 
认证变更 暂停恢复 

1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书 

（附件 2） 
ƶ ƶ ƶ —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ƶ — — — 

3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ƶ — — — 

4 
有害物质核算资料 

（要求附件 4-6） 
ƶ ƶ ƶ ƶ 

5 综合油耗辅助资料 ƶ ƶ ƶ ƶ 

6 
加分项技术参数报告 

（要求见附件 7-10） 
ƶ ƶ ƶ ƶ 

注：“▲”代表提交项；“—”代表非提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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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零部件材料数据表单（MDS）检查授权书 

 

ᴌ ЃMDSЄ  

ӫ 

本单位自愿申请汽车产品有害物质评估，授权            机构

检查我单位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

获得授权机构可在规定时间内查询我单位材料数据信息，我单位将予

以全力配合。 

 

 

 

认证委托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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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 

ᴌ  

编 

号 
零部件通用名称 

本企业 

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编号 供应商名称 

材料数据报表

编号/版本 

有害物质 备注（替

代部件） Pb Hg Cd Cr
6+

 PBB PBDE 

1 汽油发动机火花塞  
         

氧传感器 

2 发动机舱内燃油供油管  
          

3 发动机主线束  
          

4 发动机缸盖密封垫  
          

5 发动机减震块  
          

6 发动机用紧固标准件  
          

7 排气歧管密封垫  
          

8 变速器左侧半轴油封  
          

9 变速器用紧固标准件  
          

10 动力转向回油软管  
          

11 左前制动油管  
          

12 左前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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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零部件通用名称 

本企业 

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编号 供应商名称 

材料数据报表

编号/版本 

有害物质 备注（替

代部件） Pb Hg Cd Cr
6+

 PBB PBDE 

13 轮速传感器  
          

14 左前大灯线束套管  
          

15 左前大灯线束绝缘线皮  
          

16 左外后视镜  
          

17 前风窗玻璃密封胶  
          

18 左前车门密封胶条  
          

19 左前门内把手罩盖  
          

20 左前车门限位器  
          

21 左前门内饰板  
          

22 左前车门锁  
          

23 驾驶员座椅靠背骨架  
          

24 驾驶员侧安全带卡扣  
          

25 驾驶员侧安全带卷收器  
          

26 左遮阳板  
          

填报说明： 

1. 零部件编号与材料数据报表编号一一对应； 

2. 对于标准件，选择该零部件使用量最多的型号，取其一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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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害物质：若零部件含有害物质则用“●”表示，不含有用“○”表示； 

4. 如零部件为总成下级零部件，无单独 ID 号，可填写上一层积零部件总成 ID 号； 

5. 涉及多个或对称零部件任选一个表单提交，如：后视镜可选左或右外后视镜材料数据报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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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 

ᾭ ᴌ  

编 

号 

零部件 

通用名称 

本企业 

零部件名称 
零部件编号 供应商名称 

材料数据表

ID/版本 
备注（替代部件） 

说明 

部位/材料 对应 GB/T30512豁免范围 

1 发动机连杆 
  

  车身、活塞冷却喷嘴 钢材 1.机械加工用钢材和镀锌钢 

2 铝车轮 
  

  
发动机支架、活塞、

铝合金缸体 
铝材 2.铝材 

3 气门嘴 
  

  燃油喷嘴、同步环 铜合金 3.铜合金 

4 
发动机启动用

蓄电池   
  - 电极 5.蓄电池 

5 减震器 
  

  - 金属 6.减震器 

6 
电动摇窗机控

制开关   
  安全气囊控制器 

电控板（PCB 板）

引脚焊锡 
9.电路板及其他电气部件用焊料 

7 
中央电器控制

单元   
  - 玻璃或陶瓷 

11.灯泡玻璃和火花塞釉层除外

的具有含铅玻璃或陶瓷基复合

材料的电气元件 

8 前大灯 
  

  - 汞 20.前照灯用放电灯 

9 
仪表板显示器

荧光管   
  - 汞 21.仪表板显示器荧光管 

10 
驾驶员座椅针

织护套   
  安全带织带 织物 23.十溴二苯醚 

填报说明： 

1. 零部件编号与材料数据报表编号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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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企业申报车型不存在对应零部件的情况，方可选择替代部件； 

3. 如零部件为总成下级零部件，无单独 ID 号，可填写上一层积零部件总成 ID 号； 

4. 涉及多个或对称零部件任选一个表单提交，如：前大灯可选左前大灯材料数据报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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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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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注册商标  

销售型号  企业名称  

申请日期  申请人  

核 

算 

评 

估 

依 

据 

 

核 

算 

评 

估 

项 

目 

 

核 

算 

评 

估 

结 

论 

 

 

 

 

 

 

 

 

 

 

 

 

 

 

 

核算机构（单位公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                    审核：                   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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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序号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评估结果 

1    

2    

3    

4    

 

 

参考车型核算结果 

序号 核算内容 单位 核算要求 核算结果 判定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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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报告编号：                   

 

 

 

 

ᴗҟ ᵩ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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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Љᴗҟ  ב

1.1  ᴗҟ ‟ 

（见附表 1） 

1.2  Ӏ ֥₴ ‟ 

（见附表 2及附表 3） 

1.3  Ḫ  

（见附表 4） 

2Љ  

2.1   

注：用文字说明 

2.2    

注：用文字说明 

3Љ ꜠  

3.1  

3.1.1  

（见附表 5） 

3. 1.2 ┼  

（见附表 6） 

3. 1.3  

（见附表 7） 

3.2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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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表 8） 

Е Ὺᴗҟ Їᴗҟ ᶱ ɼ 

3. 2.2  

（见附表 9） 

注：若有其他外热源或冷冻水，可自行扩展。 

4Љ  

注：用文字说明 

5Љ  

注：用文字说明 

6.  

序号 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1 动力站房  

2 冲压工序  

3 涂装工序  

4 总装工序  

5 其他  

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tCO2e） 

 

7.῎  

本报告真实、可靠，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报告无效。  

认证委托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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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经营地址   

温室气体管理部门信息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温室气体管理部门名称  

温室气体报告对接人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通信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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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汽车产量 

 

序号 车辆型号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1  台              

2  台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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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动力站房产出情况表 

 

序号 能源类型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1 冷冻水 m
3
             

2 压缩空气 m3             

3 热水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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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重点设备信息表 

 

工序或部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物理位置 测量设备和型号 

动力站房 
    

    

冲压工序 
    

    

焊接工序 
    

    

涂装工序 
    

    

总装工序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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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能源直接排放 

 

工序 
能源 

类别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数据来源 

动力站房 天然气 Nm3              

冲压工序                

焊接工序                

涂装工序                

总装工序                

其他 

天然气 Nm3                           

汽油 L                           

柴油 L                           

煤 t                           

注：1.未列出的能源类别，企业可自行补充。2.Nm
3
，是指在 0摄氏度 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气体体积；能源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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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制程直接排放 

注：1.制程直接排放：由化学反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化石燃料燃烧）； 2.制程：产生温室气体的化学过程。 

工序 制程 温室气体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数据来源 

动力站房 
               

 
                           

冲压工序 
               

 
                           

焊接工序 
               

               

涂装工序 
               

 
                           

总装工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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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逸散直接排放 

工序 逸散源 
温室气

体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数据来源 

动力站房 
               

 
                           

冲压工序 
               

 
                           

焊接工序 
               

               

涂装工序 
               

 
                           

总装工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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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能源间接排放 

工序 能源类型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月 12月 来源 

动力站房 

电 kWh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压缩空气 m
3
              

冲压工序 

电 kWh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压缩空气 m
3
              

焊接工序 电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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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能源类型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月 12月 来源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压缩空气 m
3
              

涂装工序 

电 kWh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压缩空气 m
3
              

总装工序 

电 kWh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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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能源类型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月 12月 来源 

压缩空气 m
3
              

其他 

电 kWh                           

冷冻水 m
3
              

热水 m
3
              

压缩空气 m
3
              

注：1.能源类别（冷冻水、压缩空气、热水等，如这些间接能源是来自企业动力自行生产， “来源”列可不填，如来自外部，请在“来源”列给予详细

说明，包括购买时间及数量），企业可自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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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外购蒸汽 

种类 1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应用工序 数据来源 

10.0 MPa级               

5.0 MPa 级               

3.5 MPa 级               

2.5 MPa 级               

1.5 MPa 级               

1.0 MPa 级               

0.7 MPa 级               

0.3 MPa 级               

小于 0.3 

MP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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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ᴌ ᴍ  

Ѓ ᴌ Є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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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CA 研究开展的背景； 

LCA 研究内容简介； 

LCA 研究的提起方（甲方）和执行方（乙方）； 

LCA 研究执行的时间和报告时间。 

2 ῗ  

2.1 ‼ 

本报告参考的国际标准主要包括： 

·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2.2 ӎ 

3  

简要介绍评价方法；使用的评价软件；引用的生命周期数据库。 

3.1  

3.1.1  

3.1.2ꜗ ᵣ 

包括产品主要功能特点，寿命周期，重量，产品主要技术参数等。 

附图 1 产品的实物图片（或者设计宣传图） 

3.1.3  

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包括的生命周期阶段，及边界中未包含的过程及原因，如是否包

含现场建筑、机械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生产制造过程。 

说明数据取舍准则与分配规则。 

附图 2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3.2  

数据收集时间段，应采用最近的有代表性的年平均水平数据。如果无法获得年平均数据，

可以使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平均数据，并提供使用这些数据的原因。清单数据中未包含的

过程数据需要予以报告，或者根据取舍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44 

3.2.1  

列出零部件生产阶段需输入的主要原材料与辅助原材料的数据，并没有遗漏。 

说明各种类型主要原材料和辅助性原材料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来源。 

附表 1生产单个产品材料输入清单（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材料名称 Material 单位 Unit 量 Amount 生产过程 Process 类别 Category 

钢铁 Steel kg   主要原材料 

清洗液  kg   辅助原材料 

…      

3.2.2 ֥  

生产阶段的数据应选取有代表性的现场数据，包括生产阶段主要工艺流程，产品生产阶

段能源资源的输入数据，及向空气、水体和土壤排放的污染物输出数据等，并没有遗漏。 

说明各种类型能源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来源。 

附图 3 产品生产阶段工艺流程图 

附表 2 生产单个产品能源资源输入清单（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名称 Energy 单位 Unit 量 Amount 生产过程 Process 

电 Electricity kWh   

天然气 Natural gas MJ   

水 Water m3   

…     

附表 3 生产单个产品污染物输出清单（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名称 Waste 单位 Unit 量 Amount 生产过程 Process 类别 Category 

固体废弃物 Solid waste kg   向土壤的排放 

废水 wastewater kg   向水体的排放 

二氧化硫 SO2 kg   向空气的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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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ᴍ 

说明产品所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可采用 CML2001 评价方法，产品的环境影响

类别包括全球变暖、酸化、光化学氧化剂生成、富营养化和臭氧层损耗等 5 个方面。 

附表 4 环境影响类型指标和单位 

环境影响类型 环境影响指标 环境影响指标英文名称 单位 

全球变暖 全球增温潜势 GWP,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kg CO2e 

酸化 酸化潜势 AP, Acidification potential kg SO2e 

光化学氧化剂生成 光化学氧化剂生成潜势 
POCP, Photochemical oxidant creation 

potential 
kgC2H4e 

富营养化 富营养化潜势 EP,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kg PO4
3- e 

臭氧层损耗 臭氧层损耗潜势 ODP, 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kg CFC-11e 

4  

用图表展示各种环境影响类型的评价结果，进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贡献分析，识别影

响重大的过程，可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4.1  

附表 1 产品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汇总表 

影响指标 

Impact indicator 

单位 

Unit 

原材料获取 

Raw material acquisition 

生产 

Production 

总值 

Total 

GWP kgCO2e    

AP kgSO2e    

POCP kgC2H4e    

EP kgPO4
3- e    

ODP kg CFC-11e    

4.1.1Ὴ ЃGWP 100שׂ Є 

附图 4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全球增温潜势 

4.1.2  ЃAPЄשׂ

附图 5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酸化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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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ᾩ ╛  ЃPOCPЄשׂ

附图 6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光化学氧化剂生成潜势 

4.1.4 ῠ  ЃEPЄשׂ

附图 7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富营养化潜势 

4.1.5 ЃODPЄ 

附图 8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臭氧层损耗潜势 

4.2  

4.2.1 ⌡ 

附图 9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环境影响百分比 

附图 10 产品原材料获取阶段的环境影响构成 

附图 11 产品生产阶段的环境影响构成 

4.2.2 ҅  

完整性检查 

一致性检查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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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白车身 13 车门 

2 引擎盖 14 翼子板 

3 后备箱盖 15 前端模块 

4 发动机缸体 16 发动机缸盖 

5 进气歧管 17 摆臂 

6 制动器 18 油底壳 

7 方向盘 19 驱动轴 

8 转向轴 20 座椅骨架 

9 保险杠 21 轮胎 

10 B 柱 22 轮毂 

11 车顶模块 23 仪表盘 

12 发动机架支 24 车顶行李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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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评审表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申请评审表 

项目编号： 

申请单位  

认证单元划分  

是否接受过认证 
□ 是（原证书状态：                ；原认证时间：      年    月） 

□ 否 

企业资

料验证 

序号 文件名称 初次认证 
扩大产品 

认证范围 
认证变更 暂停恢复 

1 申请书 □ □ □ —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 — — — 

3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 — — — 

4 有害物质核算资料 □ □ □ □ 

5 综合油耗辅助资料 □ □ □ □ 

6 加分项技术参数报告 □ □ □ □ 

评审 

结论 

 

 

 

 

 

 

 

评审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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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受理通知书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受理通知书 

 

 

                         ： 

 

贵公司于       年    月    日提交的  （子品牌+车辆型号+销售型号）  

产品认证申请书，经审查，我中心作出如下决定： 

□受理申请 

□不受理申请 

 

理由如下： 

 

 

 

 

 

 

 

认证机构（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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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方案 

认证单元划分情况 

认证单元划分负责人：                          划分时间： 

 

认证单元划分核查人：                          核查时间： 

 

序号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抽样来源 抽样人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若有多个认证单元，需针对每个单元单独制作一份《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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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计划表 

企业名称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样品来源 
Ǐ 市场抽样  Ǐ 生产线末端抽样 

Ǐ 成品库抽样（基数大于 30 辆） 
抽样人员  

评价指标 

检验计划 

检验指标 起止日期 提交材料名称 

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噪声    

综合油耗    

尾气排放    

技术参数 

评定计划 

评定内容 起止日期 提交材料名称 

有害物质核算情况    

可回收利用率和 

可再利用率核算报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 

编制计划 

工作内容 起止日期 提交材料名称 

报告编制及评定    

评价报告

复核计划 

工作内容 起止日期 提交材料名称 

报告复核及评定    

项目 

联系人 
 

联系

方式 

手机  

邮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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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产品抽样通知单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产品抽样通知单 

 

                       （委托方单位名称）： 

 

根据《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的认证要求，我中心派  （抽样人姓名）  于    

（抽样日期）    抽取贵公司产品作为试验样品。样品详细信息如下： 

抽取地点：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认证机构（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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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抽样单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抽样单 

认

证

机

构

填

写 

机构名称  项目负责人  

地址  邮编  

E-mail  电话  

抽样方式 □市场抽样     □生产线末端抽样    □成品库抽样（基数：     辆） 

抽样人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制造日期  

被

抽

样

单

位

填

写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  

职务  手机  

E-mail  传真  

余样处理 
□企业取回（报告签批后三个月内取回，逾期未取，认证机构自行处置）    

□其他处理方式:               

检

验

机

构

填

写 

检验机构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E-mail  电话  

传真  验收日期  

样品验收状态 □良好    □破损     □缺失      □其他         

备

注 

（1）此单一式三份，被抽样单位、认证机构和检验机构各执一份； 

（2）检验机构在检验试验完成后将此单及检验报告一并归置认证机构。 

 

  



 

54 

附件 16：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试验任务通知单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试验任务通知单 

项目编号： 

试

验

委

托

方 

委托单位  

地址  项目负责人  

E-mail  邮编  

电话  传真  

试

验

受

委 

托

方 

检验机构  

地址  项目负责人  

E-mail  邮编  

电话  传真  

认

证

委

托

方

信

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制造商名称  

制造商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  

职务  电话  

E-mail  传真  

试

验

信

息 

产品名称  子品牌名称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试验内容及

试验标准 

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HJ/T 400） 

车内噪声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GB/T 18697） 

尾气排放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8352.5） 

综合油耗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GB/T 19233） 

测试项目类

型 
□初次认证     □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认证变更     □暂停恢复 

余样处理 
□企业取回（报告签批后三个月内取回，逾期未取，中心自行处置） 

□其他处理方式 

报告发送期

限 
         年      月     日前提交委托方 

项目负责人： 

 

日期： 

认证机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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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车内空气质量检验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检   验   报   告 
 

 

车内空气质量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检验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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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 

6.抽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试验楼 

电    话: 13682126192（王坤） 

邮政编码: 3003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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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    标  

规格型号  检验类别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抽 样 者  抽样日期  

样品数量  生产日期  

检验依据 

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

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 

GB/T 27630-2011《乘用车内空气

质量评价指南》 

检验项目 乘用车车内空气质量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车内空气质量的检验结果见本报告“检验结果”。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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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限值要求 

（mg/m
3
） 

检验结果（mg/m
3
） 方法检出限 

（mg/m
3
） 1 2 3 平均值 

1 苯 ≤0.11      

2 甲苯 ≤1.10      

3 二甲苯 ≤1.50      

4 乙苯 ≤1.50      

5 苯乙烯 ≤0.26      

6 甲醛 ≤0.10      

7 乙醛 ≤0.05      

8 丙烯醛 ≤0.05      

 

二、检验时间、地点： 

检验于      年     月     日在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 

 

附录 A：试验照片 

 

 

附录 B：检验环境条件 

时间阶段 
环境温度

（℃） 

环境湿度

（%RH） 

最大风速

（m/s） 

大气压力

（KPa） 

背景浓度（mg/m
3
） 

甲苯 甲醛 

准备阶段       

封闭阶段       

采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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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样品情况表 

 

项目 样品情况 

产品名称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生产企业  

样车类型  

样车 VIN 号  

样车发动机号  

发动机排量（ml）  

燃料类型及标号  

整车整备质量（kg）  

车辆外廓尺寸（长×宽×高）(mm)  

车辆乘员人数（人）  

座椅 R 点坐标  

座椅设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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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关键零部件清单 

序号 
零部件 

总成名称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主要分总成 

名称 
外观颜色 单一或层积复合材料 材质 厚度 材料供应商 

1 前排座椅   

包覆物总成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泡沫总成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2 后排座椅   

包覆物总成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泡沫总成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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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零部件 

总成名称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主要分总成 

名称 
外观颜色 单一或层积复合材料 材质 厚度 材料供应商 

3 仪表板总成   

仪表板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手套箱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4 门内饰板总成   

内饰板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隔音垫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5 副仪表板总成   副仪表板本体  □单一材料 第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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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零部件 

总成名称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主要分总成 

名称 
外观颜色 单一或层积复合材料 材质 厚度 材料供应商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二层    

第三层    

中央扶手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6 地毯总成   

地毯总成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隔音垫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7 顶棚总成   顶棚总成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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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零部件 

总成名称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 

主要分总成 

名称 
外观颜色 单一或层积复合材料 材质 厚度 材料供应商 

第三层    

8 
车门密封条总

成 
  

密封条总成本

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9 
衣帽架（行李

箱隔板） 
  

衣帽架（行李箱

隔板）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10 备胎盖板   备胎盖板本体  

□单一材料 

□层积复合材

料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注：层积复合材料如层数不够请另行增加。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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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车内噪声检验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检   验   报   告 
 

 

车内噪声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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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名称） 

 

 

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 

6.抽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试验楼 

电    话: 13602059095（赵建红） 

邮政编码: 3003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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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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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    标  

型号规格  检验类别  

受检单位  受检单位  

抽 样 者  抽样时间  

样品数量  生产日期  

检验依据 
GB/T 18697-2002 《声学 汽车车内

噪声测量方法》 
检验项目 60km/h匀速行驶车内噪声 

  
  

  
 

          

 

经检验，该样车 60km/h 匀速行驶车内噪声的检验结果见本报告“检验结果”。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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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60km/h 匀速行驶车内噪声（dB（A）） —— 

1 2 3 平均值  

    

 

 

二、检验时间、地点： 

检验于     年    月     日在                      进行。 

 

 

附录 A：试验条件 

项目 标准要求 测量结果 

声学

环境 

测量地点 
车辆距建筑物、墙壁或汽车外的类

似大型物体的距离大于 20m。 
 

背景噪声 ——  

气象

条件 

汽车外面气温 -5℃到+35℃  

风速 ≤5m/s  

风向 ——  

道路条件 

应是硬路面，必须尽可能平滑、不

得有接缝、凹凸不平或类似的表面

结构。 

道路表面必须干燥，不得有雪、污

物、石块、树叶等杂物。 

 

轮胎气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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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样品情况表 

样车 VIN号  

车辆类型  

底盘型号及生产厂  

整备质量（kg）  

最大总质量（kg）  

车长×车宽（mm）  

驱动方式  

发动机型号及生产厂  

样车发动机号  

发动机型式  

发动机位置和布置方式  

气缸数及排量（ml）  

额定功率（kW） 

对应转速（r/min） 
 

变速器型式  

变速器型号及生产厂  

档位数及速比  

轮胎型号及生产厂  

消声器型号、数量及生产厂  

空滤器型号及生产厂  

排气管位置及朝向  

发动机舱隔声材料  

车身各内衬板内隔声材料型号

及生产厂 
 

车门和车体门框密封件型号和

生产厂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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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综合油耗检验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检   验   报   告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汽油/柴油）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检验机构名称）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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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 

6.抽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15822551190（曹磊） 

邮政编码: 3003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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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    标  

型号规格  检验类别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抽 样 者  抽样日期  

样品数量  生产日期  

检验依据 

GB/T19233-2008《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

试验方法》 

GB 19578-201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

值》 

检验项目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综合油耗的检验结果见本报告“检验结果”。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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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检验结果 

1.燃料消耗量 

检验项目 
检  验  结  果(L/100km) 

1 2 3 平均值 

燃油消耗量 

市区运转循环     

市郊运转循环     

综合     

 

2.二氧化碳排放量 

检验项目 
检  验  结  果(g/km) 

1 2 3 平均值 

二氧化碳 

排放量 

市区运转循环     

市郊运转循环     

综合     

 

二.检验时间、地点 

检验于       年     月     日在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排放室进行。 

附录：样品情况表 

车辆类型  整车整备质量（kg）  

VIN  最大总质量（kg）  

底盘型号  底盘生产厂  

最大车速(km/h)  设计乘员数（人）  

轮胎规格型号  里程表读数(km)  

轮胎生产厂  驱动轮轮胎压力（kPa）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型式  

发动机排量(l)   最大净功率/转速(kW/r/min)  

发动机点火方式  发动机燃烧室结构  

进气方式  燃料类型及标号  

燃料供给方式  冷却方式  

发动机气门数（进/排）  发动机缸心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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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数  气缸排列型式  

容积压缩比  缸径及行程（mm）  

怠速转速(r/min)  驱动型式  

变速器型式/档位数  主减速比  

各档速比  

ECU硬件型号  ECU硬件生产厂  

ECU软体型号  ECU软体生产厂  

增压器型号/外观号  增压器生产厂  

中冷器型号/外观号  中冷器生产厂  

氧传感器型号/外观号  氧传感器生产厂  

EGR型号/外观号  EGR生产厂  

二次空气喷射装置型号/

外观号 
 二次空气喷射装置生产厂  

空气喷射系统型式  
贵金属总含量(g)及贵金属比

例（Pt:Pd:Rh） 
 

催化转化器型号/外观号  催化转化器生产厂  

催化转化器的型式  催化器壳体的型式  

催化转化器装车数量  催化单元数  

载体体积(cm
3
)， 

结构和材料 
 催化器安装位置  

催化器孔密度 

（目/平方英寸） 
 

催化转化器尺寸（cm）/体积

(cm
3
) 

 

载体生产厂  涂层生产厂  

备注  

照片：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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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尾气排放检验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检   验   报   告 
 

 

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排放(汽油/柴油)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检验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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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 

6.抽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15822551190（曹磊） 

邮政编码: 3003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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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    标  

型号规格  检验类别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抽 样 者  抽样日期  

样品数量  生产日期  

检验依据 
GB18352.5-2013《轻型汽车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 
检验项目 

常温下冷起动后排气污染物

排放（Ⅰ型）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尾气排放的检验结果见本报告“检验结果”。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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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检验结果 
                                                        单位：g/km 

检验 

项目 

标 准 限 值 检  验  结  果  

(基准质量：     kg) 1 2 3 平均值 

CO 1.00     

THC 0.100     

NMHC 0.068     

NOx 0.060     

PM 0.0045     

PN 6.0*10
11
     

注：表中检验结果已乘劣化系数 CO：1.5，THC：1.3，NMHC：1.3，NOX：1.6，PM：1.0。 

 

二、 检验时间、地点 

检验于       年     月    日在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排放室进行。 

附录：样品情况表 

车辆类型  整车整备质量（kg）  

VIN  最大总质量（kg）  

底盘型号  底盘生产厂  

最大车速(km/h)  设计乘员数（人）  

轮胎规格型号  里程表读数(km)  

轮胎生产厂  驱动轮轮胎压力（kPa）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型式  

发动机排量(ml)  最大净功率/转速(kW/r/min)  

发动机点火方式  发动机燃烧室结构  

进气方式  燃料类型及标号  

燃料供给方式  冷却方式  

发动机气门数（进/排）  发动机缸心距（mm）  

气缸数  气缸排列型式  

容积压缩比  缸径及行程（mm）  

怠速转速(r/min)  驱动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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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器型式/档位数  主减速比  

各档速比  

ECU硬件型号  ECU硬件生产厂  

ECU软体型号  ECU软体生产厂  

增压器型号/外观号  增压器生产厂  

中冷器型号/外观号  中冷器生产厂  

氧传感器型号/外观号  氧传感器生产厂  

EGR型号/外观号  EGR生产厂  

二次空气喷射装置型号/

外观号 
 二次空气喷射装置生产厂  

空气喷射系统型式  
贵金属总含量(g)及贵金属比

例（Pt:Pd:Rh） 
 

催化转化器型号/外观号  催化转化器生产厂  

催化转化器的型式  催化器壳体的型式  

催化转化器装车数量  催化单元数  

载体体积(cm
3
)， 

结构和材料 
 催化器安装位置  

催化器孔密度（目/平方

英寸） 
 

催化转化器尺寸（cm）/体积

(cm
3
) 

 

载体生产厂  涂层生产厂  

备注  

 

照片：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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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指标依据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指标依据 

指标名称 基准划分依据 检验/评定依据 检验机构 

综合油耗 

GB 19578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限值 

GB 27999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评价方法及指标 

GB/T 19233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国家轿车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车内噪声 —— GB/T 18697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尾气排放 CO、HC、NOx、PM 颗粒物 GB 18352.5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车内空气 

质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

乙烯、甲醛、乙醛、丙烯醛 

GB/T 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

量评价指南 

HJ/T 400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

采样测定方法 

有害物质 
高风险零部件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

求 
——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豁免零部件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GB/T 19515 道路车辆可再利用性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法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ISO 14064-1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

南 

ISO 14064-3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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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有害物质评定报告 

报告编号：                   

 

 

 

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 
 

 

有害物质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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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评定、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评定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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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定依据 

以《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和其附录 A《禁用物质的豁免》的标准要求为依

据标准，分别确定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见附件 6）和豁免零部件（见附件 7）。根据

企业提交资料（附件 4-7）中材料数据表单 ID 信息，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

中的材料数据信息，对评价车型有害物质情况进行评定，评定流程如下： 

1）对《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中所有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情况进行检查，统计

其中完全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种类数量，计算其占材料种类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高风险

零部件不含有害物质材料种类总数/高风险零部件材料种类总数； 

2）对《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中所有豁免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提前达标情况进行

检查，统计其中提前达标材料数量，计算其占零部件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豁免零部件提

前达标数/豁免零部件总数； 

3）在不拆解车辆，且不对零部件进行破坏性试验的原则下，通过相关专业检验设备对样

车中不含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材料进行抽样检验并与其材料数据表单进行对比，材料数据

表单中显示不含且设备未检出，视为符合，否则该零部件材料统计时判定为含有害物质。 

 

2、评定结果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材料数据来源 
是否以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

作为评定依据  

2.高风险零部件 

零部件材料总数（类） 
 

不含有害物质材料总数（类） 
 

不含有害物质比例（%） 
 

抽检情况与企业提交数据是否符合（是/否） 
 

3.豁免零部件 

零部件总数（个） 
 

提前达标零部件（个） 
 

提前达标零部件比例（%） 
 

抽检情况与企业提交数据是否符合（是/否） 
 

评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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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评定报告 

报告编号：                   

 

 

 

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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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评定、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评定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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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定依据 

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按照《道路车辆可再利用

性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法》（GB/T 19515）要求进行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并

按《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附件 8 要求提交《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2、评定结果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2.可再利用率是否达标（≥85%）； 
 

3.可回收利用率是否达标（≥95%）； 
 

4.是否以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作为核算依据。 
 

评定结果 
 

 

评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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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评定报告 

报告编号：                   

 

 

 

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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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评定、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评定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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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定依据 

按照《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1）

要求，并按照《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附件 9 格式要求提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评定结果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企业报告的数据原则上须是生产评价产品的工厂的上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2.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3.信息填报完整； 
 

4.数据统计准确、完整，数据来源叙述清楚，可核查； 
 

5.核算边界划分清楚； 
 

6.排放因子使用及来源说明清楚； 
 

7.计算过程详细并可验证，无计算错误； 
 

8.数据真实性声明；  

9.报告有法人签章。 
 

评定结果（所有评定项都符合，评定结果才能为“通过”，其他情况为 “不通过”） 
 

评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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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评定报告 

报告编号：                   

 

 

 

产品技术参数评定报告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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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评定、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评定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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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定依据 

按照《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24044）标准要求，并按照附件 10 格式要求提交《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

报告》，《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见附件 11。 

 

2、评定结果 

评定内容 评定项 
评定结果 

零部件 1 零部件 2 

编制依据是否充分、合理 

1.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2.企业在最近五年内开展的 LCA 工作。 
 

 

清单数据评审 

1.单位过程数据真实可靠，经过正确的计算和单位转换； 
 

 

2.背景数据来源叙述清楚； 
 

 

3.所选择的工艺以及工艺等级与实际情况相符，工艺流程图

详细规范；  
 

4.产品生产的材料输入、能源资源输入和污染物输出清单； 
 

 

5.包含零部件生产阶段的主要工艺过程，包括产品生产阶段

输入的原材料输入、能源输入和污染物排放数据并没有遗

漏，未包含的过程需要予以报告，或者根据裁剪规则的规定

进行调整； 
 

 

6.经过物料平衡、水平衡和其他验证数据能保持一致或者在

相关误差范围内；  
 

7.数据不确定性的来源得到记录，主要计算假设有明确的记

录。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LCIA）评审 

1.方法学和影响类别具备相关的科学性； 
 

 

2.与确定的研究目标和范围一致，方法学的局限性和假设选

择也应当具备透明性。  
 

生命周期解释评审 

1.进行了重大环境问题的识别，并给与解释说明； 
 

 

2.进行了完整性和一致性检查，需要解释的部分都有相关记

录和说明。 
  

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阐述清楚明确。 
 

 

评定结果（所有评定项都符合，评定结果才能“通过”，其他情况为“不通过”）   

评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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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报告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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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评定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评定人员签字和评定时间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评定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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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企业生态理念及相关技术概况） 

 

由   （认证申请方）   自愿申请，依据《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要求，对 （车辆型

号+销售型号） 进行了中国生态汽车评价（C-E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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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及产品相关评价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产品参数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产品商标  燃料种类 Ǐ汽油  Ǐ柴油 

整备质量（kg）  
座位数 

（安装点数量）  

变速箱形式  

样品来源 
Ǐ市场抽样    Ǐ生产线末端抽样 

Ǐ成品库抽样（基数：      辆） 
抽样人员  

评价指标 

检验进度 

检验指标 起止日期 检验人员 

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噪声    

综合油耗    

尾气排放    

技术参数 

评定进度 

评定内容 起止日期 评定人员 

有害物质核算情况    

可再利用率和 

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 

编制计划 

工作内容 起止日期 编制人员 

报告编制及评定    

评价报告

复核计划 

工作内容 起止日期 复核人员 

报告复核及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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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结果 

1、车内空气质量 

以《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GB/T 27630）中的限值要求为零分基准，以限值*0.1

为满分基准，以三辆车试验平均值/基准值所获得结果作为得分系数判定依据，车内空气质量

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1 所示。 

表 1 车内空气质量得分系数计算表 

名称 

基准值 测量值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mg/m
3
 

车内 

空气质量 

苯 0.11 
 

 
 

甲苯 1.10 
 

 
 

二甲苯 1.50 
 

 
 

乙苯 1.50 
 

 
 

苯乙烯 0.26 
 

 
 

甲醛 0.10 
 

 
 

乙醛 0.05 
 

 
 

丙烯醛 0.05 
 

 
 

备注： 

（1）检验时间为新车下线      天。 

（2）每辆车平行采样两个，其差值与平均值相对偏差不得超过 20%，不对三组检测结

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3）检验于      年     月     日在                         进行。 

2、车内噪声 

以《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GB/T 18697）为车内噪声检验标准，选择 60km/h

匀速行驶车内噪声作为评价工况，以 65dB（A）为零分基准，以 55dB（A）为满分基准，以

三辆车的试验平均值作为实验结果，车内噪声得分系数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车内噪声得分系数划分表 

名称 
测量值 

dB（A） 
得分系数 

车内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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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车内噪声检验磨合里程为      公里。 

（2）以驾驶员右耳旁车内噪声测量值作为测量结果。 

（3）测量结果，要求每辆车测得的三个检测结果最大值与最小值偏差不大于 1dB（A），

不对三组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4）检验于      年     月     日在                         进行。 

3、有害物质 

以《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和其附录 A《禁用物质的豁免》的标准要求为依

据标准，分别确定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和豁免零部件。根据企业提交资料中材料数据

表单 ID 信息，原则上基于材料数据系统数据，对评价车型有害物质情况进行评定，评定流

程如下： 

（1）对《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清单》中所有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情况进行检查，统

计其中完全不含有害物质的材料种类数量，计算其占材料种类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高风

险零部件不含有害物质材料种类总数/高风险零部件材料种类总数； 

（2）对《有害物质豁免零部件清单》中所有豁免零部件材料的有害物质提前达标情况进

行检查，统计其中提前达标材料数量，计算其占零部件总数的比例，得分系数=豁免零部件

提前达标数/豁免零部件总数； 

（3）在不拆解车辆，且不对零部件进行破坏性试验的原则下，通过相关专业检验设备对

样车中不含有害物质高风险零部件材料进行抽样检验并与其材料数据表单进行对比，材料数

据表单中显示不含且设备未检出，视为符合，否则该零部件材料统计时判定为含有害物质。 

有害物质评定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有害物质评定结果表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材料数据来源 
是否以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

作为评定依据  

2.高风险零部件 

零部件材料总数（类） 
 

不含有害物质材料总数（类） 
 

不含有害物质比例（%） 
 

抽检情况与企业提交数据是否符合（是/否） 
 

3.豁免零部件 零部件总数（个） 
 



 

99 

提前达标零部件（个） 
 

提前达标零部件比例（%） 
 

抽检情况与企业提交数据是否符合（是/否） 
 

备注： 

（1）评定于      年     月     日由天津华诚认证中心进行。 

4、综合油耗 

以《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 19578）中的限值为零分基准，零分系数为 0，以《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GB 27999）中的目标值要求为满分基准，满分系数为 1，

以三辆车的试验平均值作为实验结果，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综合油耗得分系数计算，综合油

耗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4 所示。 

表 4 综合油耗得分系数计算表 

整备质量 

kg 

零分基准 满分基准 
测量值 

得分系数 □限值 1 □限值 2 □目标值 1 □目标值 2 

L/100km 

   
    

备注： 

（1）装有手动挡变速器且具有三排以下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

存在）的车辆燃料消耗量参考限值 1 及目标值 1。 

（2）装有非手动挡变速器且具有三排以下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

位”存在）的车辆燃料消耗量参考限值 2 及目标值 1。 

（3）具有三排及以上座椅（只要有可使用的座椅安装点，就算“座位”存在）的车辆燃

料消耗量参考限值 2 及目标值 2。 

（4）综合油耗检验磨合里程为 3000 公里。 

（5）车辆行驶阻力曲线由申请企业提供，但需要同时提供试验报告、计算报告或其他相

关资料，并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确认。 

（6）不对三辆车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7）检验于      年     月     日在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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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尾气排放 

以《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GB18352.5）中的 I 型试验

排放限值要求为零分基准，以限值*0.1 为满分基准，以三辆车实测平均值*标准推荐的劣化系

数/基准值作为实验结果进行得分系数评定，尾气排放得分系数计算如表 5 所示。 

表 5 尾气排放得分系数计算表 

名称 基准质量（RM） 

（kg） 

限值 

CO THC NMHC NOx 

LI 

(g/km) 

L2 

(g/km) 

L3 

(g/km) 

L4 

(g/km) 

类别 级别 PI CI PI CI PI CI PI CI 

第一类车 - 全部         

第二类车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名称 基准质量（RM） 

（kg） 

限值 

THC+NOx PM PN 

L2+ L4 

(g/km) 

L5 

(g/km) 

L6 

(个/km) 

类别 级别 PI CI PI
(1)

 CI PI CI 

第一类车 - 全部 -    -  

第二类车   -    -  

测量值/基准值       

得分系数       

备注： 

（1）尾气排放检验磨合里程为     公里。 

（2）非缸内直喷汽油机汽车 PM 实测值按零计算。 

（3）劣化系数以标准推荐值为准。 

（4）不对三辆车检测结果间的偏差进行额外规定。 

（5）检验于      年     月     日在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 

6、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基于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按照《道路车辆可再利用

性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法》（GB/T 19515）要求进行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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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提交《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核算报告》。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评定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评定结果表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2.可再利用率是否达标； 
 

3.可回收利用率是否达标； 
 

4.是否以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CAMDS）中的材料数据信息作为核算依据。 
 

评定结果 
 

备注： 

（1）评定于      年     月     日由天津华诚认证中心进行。 

7、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按照《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1）

标准和评价规程格式要求提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评定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评定结果表 

评定项 评定结果 

1.企业报告的数据原则上须是生产评价产品的工厂的上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2.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3.信息填报完整； 
 

4.数据统计准确、完整，数据来源叙述清楚，可核查； 
 

5.核算边界划分清楚； 
 

6.排放因子使用及来源说明清楚； 
 

7.计算过程详细并可验证，无计算错误； 
 

8.数据真实性声明；  

9.报告有法人签章。 
 

评定结果（所有评定项都符合，评定结果才能为“通过”，其他情况为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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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评定于      年     月     日由天津华诚认证中心进行。 

8、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按照《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24044）标准和评价规程格式要求提交《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

中《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备选清单》见附件 11。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评定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评定结果表 

评定内容 评定项 
评定结果 

零部件 1 零部件 2 

编制依据是否充分、合理 

1.与报告模板要求的内容一致；   

2.企业在最近五年内开展的 LCA 工作。 
 

 

清单数据评审 

1.单位过程数据真实可靠，经过正确的计算和单位转换； 
 

 

2.背景数据来源叙述清楚； 
 

 

3.所选择的工艺以及工艺等级与实际情况相符，工艺流程图

详细规范；  
 

4.产品生产的材料输入、能源资源输入和污染物输出清单； 
 

 

5.包含零部件生产阶段的主要工艺过程，包括产品生产阶段

输入的原材料输入、能源输入和污染物排放数据并没有遗

漏，未包含的过程需要予以报告，或者根据裁剪规则的规定

进行调整； 
 

 

6.经过物料平衡、水平衡和其他验证数据能保持一致或者在

相关误差范围内；  
 

7.数据不确定性的来源得到记录，主要计算假设有明确的记

录。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LCIA）评审 

1.方法学和影响类别具备相关的科学性； 
 

 

2.与确定的研究目标和范围一致，方法学的局限性和假设选

择也应当具备透明性。  
 

生命周期解释评审 

1.进行了重大环境问题的识别，并给与解释说明； 
 

 

2.进行了完整性和一致性检查，需要解释的部分都有相关记

录和说明。 
  

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阐述清楚明确。 
 

 

评定结果（所有评定项都符合，评定结果才能“通过”，其他情况为“不通过”）   

备注： 

（1）评定于      年     月     日由天津华诚认证中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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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价分数计算 

指标分类 满分 得分系数 得分结果 

基础指标 

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噪声    

尾气排放    

综合油耗    

加分指标 

有害物质核算情况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 

核算报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合计 — —  

 
四、评价结论 

由   （认证申请方）   自愿申请，依据《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规程》要求，对 （车辆型

号+销售型号） 进行了中国生态汽车评价（C-ECAP）。 

经核算，该认证单元最终得分为：       分， 

Ǐ授予中国生态汽车评价（C-ECAP） （奖牌） 。 

Ǐ不授予中国生态汽车评价（C-ECAP）奖牌。 

 

 

 

评定：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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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复核及评定报告 

报告编号：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 

复核及评定报告 
 

 

 

 

 

产品名称：                                

车辆类型：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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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复核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复核报告专用章”或认证机构公章无效。 

3.报告无复核人员签字和评定时间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复核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地址电话: 

地    址: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电    话: 022-84379886 

邮政编码: 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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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登记 

项目编号： 

认证委托人名称  

认证委托人地址  

制造商/生产厂名称  

制造商/生产厂地址  

项目负责人  

认证类别 □初次认证   □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认证变更   □暂停恢复 

试验人员  

试验日期  

技术参数评定  

技术参数评定日期  

技术参数评定  

实施规则  

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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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及评定表 

序号 评定内容 是否符合评定要求 

一、项目准备 

1 产品范围是否属于本机构已开展的业务范围  

2 合同签定及其评审是否符合规定  

3 产品认证单元划分是否正确  

4 申请书填写是否完整、充分  

5 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是否完整  

6 其他（包括项目准备文件是否齐全、规范）  

二、评价计划及试验安排 

1 认证方案是否覆盖了规程中规定的全部要求  

2 
技术参数评定组、试验人员组成及其资质/级别、专业支持是否满足规

定 
 

3 试验周期是否合理  

4 视同检验项目是否适宜（适用时），试验检验项目是否完整  

5 扩大/缩小检查是否与相关产品/单元变化相适宜  

6 外包检验过程控制是否符合要求  

7 检验结果是否合理  

8 其他（包括审核策划过程的文件是否齐全、完整）  

三、技术参数评定 

1 技术参数评定是否按规程要求实施  

2 技术参数评定如有变更是否有说明并按规定处置  

3 技术参数评定所需的培训是否得到落实（适用时）  

4 技术参数评定报告的结果是否正确  

四、认证总结 

1 认证报告编制是否充分、完整，是否与实际参数评定和试验情况相吻合  

2 技术参数报告、产品检验报告是否齐全，有效  

3 认证报告中认证范围及结论是否合理  

4 提交的相关文件是否齐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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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论： 

□同意认证注册； □评定提出问题整改后，同意认证注册 

□同意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评定提出问题整改后，同意扩大产品认证范围 

□同意认证变更； □评定提出问题整改后，同意认证变更 

□同意恢复认证注册； □评定提出问题整改后，同意恢复认证注册 

 

情况说明： 

 

最终确定的认证范围： 

 

序号 车辆型号 销售型号 评价分数 评价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复核及评定人：                             评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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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认证证书 

 

  

 

 

    天 津 华 诚 认 证 中 心 

 

֥ ӫ 
证书编号：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地址：  

商      标：  

制造商/生产厂名称：  

制造商/生产厂地址：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车辆型号 + 销售型号）：  

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评定等级： 

认证模式：产品抽样检验 + 技术参数评定 

上述产品符合 CAQC-CP-GZ-002 实施规则  （奖牌等级）  要求，特发此证。 

发证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有效期至: XXXX年XX月XX日 

 
 

                        中心代表： 

  
            

 

 

 

 

   天津华诚认证中心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科研楼 336 

邮编：300300 

 

 

 

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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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中国生态汽车评价收费标准 

1、申请费 

申请费是认证机构在受理产品认证申请时向申请认证的汽车生产企业收取的费用。 

申请费的收取标准为：6000 元。 

2、产品检验费 

产品检验费是产品检验机构按照产品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对抽样产品进行相关性能检

验，并出具检验报告时，向申请认证的汽车生产企业收取的费用。 

产品检验费按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收费标准收取。详见下表： 

序号 指标名称 依据标准 收费标准 

1 车内空气质量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HJ/T 400） 25000 元/辆 

2 车内噪声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GB/T 18697） 6000 元/辆 

3 综合油耗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GB/T 19233） 

见备注 

4 尾气排放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8352.5） 

备注： 

（1）噪声、排放、油耗试验前，要求统一进行 3000 公里磨合，磨合试验费 15000 元/

辆。 

（2）非直喷汽油发动机汽车 11000 元/辆，直喷汽油发动机汽车 16000 元/辆；柴油发动

机汽车 19000 元/辆 

（3）抽样产品托运费由委托方承担。 

3、技术参数评定费 

技术参数评定费是认证机构或相关机构按照产品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对申请认证的对

应产品技术参数和相关支撑资料进行评定，并出具相关审核或核算报告时，向申请认证的汽

车生产企业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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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评定费的收取标准详见下表： 

序号 指标名称 依据标准 收费标准 

1 有害物质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 15000 元/单元 

2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

用率核算报告 

《道路车辆可再利用性和可回收利用性计算方法》（GB/T 

19515） 
9000 元/份 

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

及指南》（ISO 14064-1）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 

9000 元/份 

4 
零部件生命周期 

评价报告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认证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认证 要求与指南》（GB/T 24044） 
9000 元/份 

4、认证报告费 

认证报告费是认证机构根据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计算方法，综合各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依据

和评价指标数据，对评价车型出具的含计算过程及数据来源的报告费用。 

认证报告费收取标准为：6000 元。 

5、审定与注册费（含证书费） 

审定与注册费是认证机构对各评价指标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评价指标数据的准确性、认

证报告的完成性进行审核评定，颁发中国生态汽车评价证书时向申请认证的汽车生产企业收

取的费用。 

审定与注册费（含证书费）收取标准为：6000 元。如需增加证书副本，每证另收工本费

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