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油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03]10 号 2003-01-13 实施)

一、总则和控制目标

1.1 为保护大气环境，防治柴油车排放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推

动柴油车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促进车用柴油油品质量的提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本技术政策。本技术政

策是对《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国家环保总局、原国家机械工

业局、科技部 1999 年联合发布)有关柴油车部分的修订和补充。自本技

术政策发布实施之日起，柴油车的污染防治按本技术政策执行。本技术

政策将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适时修订。

1.2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所有在我国境内使用的柴油车、车用柴油

机产品和车用柴油油品。

1.3 柴油发动机燃烧效率高，采用先进技术的柴油发动机污染物

排放量较低。国家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使用可靠的柴油车。

1.4 柴油车排放的污染物及其在大气中二次反应生成的污染物

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会造成不良影响。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

国家将不断严格柴油车污染物排放控制的要求，逐步降低柴油车污染物

的排放水平，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1.5 柴油车主要排放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

物(NOx)和颗粒污染物等，控制的重点是氮氧化物(NOx)和颗粒污染物。



1.6 我国柴油汽车污染物排放当前执行相当于欧洲第一阶段控

制水平的国家排放标准。我国柴油汽车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是：2004 年

前后达到相当于欧洲第二阶段排放控制水平；到 2008 年，力争达到相当

于欧洲第三阶段排放控制水平；2010 年之后争取与国际排放控制水平接

轨。

1.7 国家将逐步加严农用运输车的排放控制要求，并最终与柴油

汽车并轨。

1.8 各城市应根据空气污染现状、不同污染源的大气污染分担率

等实际情况, 在加强对城市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的同时, 加强对柴油车

等流动污染源的排放控制，尽快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1.9 随着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先进、污染物

排放性能好并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不应采取歧视性政策。

1.10 国家通过优惠的税收等经济政策，鼓励提前达到国家排放

标准的柴油车和车用柴油发动机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二、新生产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产品排放污染防治

2.1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出厂的新产品,其污染物排放

必须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否则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

2.2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积极研究并采用先进的发

动机制造技术和排放控制技术，使其产品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地方

的排放控制目标和排放标准。以下是主要的技术导向内容：

2.2.1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积极采用先进电子控制

燃油喷射技术和新型燃油喷射装置，实现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燃油系统

各环节的精确控制，促进其产品升级。



2.2.2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在其产品中应采用新型燃

烧技术，实现柴油机的洁净燃烧和柴油车的清洁排放。

2.2.3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积极开发实现油、气综合

管理的发动机综合管理系统（EMS）和整车管理系统，实现对整车排放性

能的优化管理。

2.2.4 应积极研究开发并采用柴油车排气后处理技术，如广域空

燃比下的气体排放物催化转化技术和再生能力良好的颗粒捕集技术，降

低柴油车尾气中的污染物排放。

2.3 为满足不同阶段的排放控制要求，推荐新生产柴油车及车用

柴油机可采用的技术路线是：

2.3.1 为达到相当于欧洲第二阶段排放控制水平的国家排放标

准控制要求，可采用新型燃油泵、高压燃油喷射、废气再循环（EGR）、

增压、中冷等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2.3.2 为达到相当于欧洲第三阶段排放控制水平的要求，可采用

电控燃油高压喷射（如电控单体泵、电控高压共轨、电控泵喷嘴等）、

增压中冷、废气再循环（EGR）及安装氧化型催化转化器等技术相结合的

综合治理技术路线；

2.3.3 为达到相当于欧洲第四阶段排放控制水平的排放控制要

求，可采用更高压力的电控燃油喷射、可变几何的增压中冷、冷却式废

气再循环 EGR）、多气阀技术、可变进气涡流等，并配套相应的排气后

处理技术的综合治理技术路线。

排气后处理技术包括氧化型催化转化器、连续再生的颗粒捕集器

(CRT)、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及氮氧化物储存型后处理技术（NSR）

等。



2.4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在其质量保证体系中，根

据国家排放标准对生产一致性的要求，建立产品排放性能和耐久性的控

制内容。在产品开发、生产质量控制、售后服务等各个阶段，加强对其

产品排放性能的管理。在国家规定的使用期限内，保证其产品的排放稳

定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要求。

2.5 柴油车及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在其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详

细说明使用条件和日常保养项目，在给特约维修站的维修手册中应专门

列出控制排放的维修内容、有关零部件更换周期、维修保养操作规程以

及生产企业认可的零部件的规格、型号等内容，为在用柴油车的检查维

护制度（I/M 制度）提供技术支持。

三、在用柴油车排放污染防治

3.1 在用柴油车在国家规定的使用期限内，要满足出厂时国家排

放标准的要求。控制在用柴油车污染排放的基本原则是加强车辆日常维

护，使其保持良好的排放性能。

有排放性能耐久性要求的车型，在规定的耐久性里程内，制造厂

有责任保证其排放性能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稳定达标。

3.2 在用柴油车的排放控制，应以完善和加强检查/维护（I/M）

制度为主。通过加强检测能力和检测网络的建设，强化对在用柴油车的

排放性能检测，强制不达标车辆进行维护修理，以保证车用柴油机处于

正常技术状态。

3.3 柴油车生产企业应建立和完善产品维修网络体系。维修企业

应配备必要的排放检测和诊断仪器，正确使用各种检测诊断手段，提高

维护、修理技术水平，保证维修后的柴油车排放性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的要求。

3.4 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在用柴油车报废标准的有关规定，及时淘



汰污染严重的、应该报废的在用柴油车，促进车辆更新，降低在用柴油

车的排放污染。

3.5 在用柴油车排放控制技术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确需改造的

城市和地区，应充分论证其技术经济性和改造的必要性，并进行系统的

匹配研究和一定规模的改造示范。

在此基础上方可进行一定规模的推广，保证改造后柴油车的排放

性能优于原车的排放。

确需对在用柴油车实行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对其进行改造的

城市，需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报经国务院批准。

3.6 城市应科学合理地组织道路交通，推动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

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柴油车等流动源的污染排放控制水平。

四、车用油品

4.1 国家鼓励油品制造企业生产优质、低硫的车用柴油，鼓励生

产优质、低硫、低芳烃柴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保证车用柴油质量

稳定达到不断严格的国家车用柴油质量标准的要求。

4.2 国家制定车用柴油有害物质环境保护指标并与柴油车和车

用柴油机排放标准同步加严，为新的排放控制技术的应用、保障柴油车

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提供必需的支持条件。

4.3 国家加强对柴油油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车用柴油进口

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加大对加油站的监控力度，保证加油站的车用柴油

油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保证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使用符合国家车

用柴油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车用柴油。

4.4 为满足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对柴油车排放控制的严格要



求，油品制造企业可精炼和供应更高品质、满足特殊使用要求的车用柴

油，国家在价格、税收等方面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给予鼓励。

4.5 催化裂化柴油、部分劣质原油和高硫原油的直馏柴油应经过

加氢等精制工艺，保证车用柴油的安定性，并使其硫含量符合使用要求。

4.6 国家鼓励发展利用生物质等原料合成制造柴油的技术。

4.7 油品生产企业应提高润滑油品质，保证其满足柴油车使用要

求。

五、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排放测试技术

5.1 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配备完善的排放测试仪器

设备，以满足产品开发、生产一致性检测的需要。

5.2 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排放测试仪器设备及试验室条件的控

制应适应不断严格的国家排放标准的需要，满足排放标准规定的要

求。

5.3 鼓励柴油车加载烟度测量设备的开发，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

推广使用。

5.4 应加强国产柴油车和车用柴油机污染物排放测试仪器和设

备的研究开发，鼓励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推动排放测试技术与国际先进

水平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