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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或改造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 

 

一、 来源、定义和适用条件 

1. 来源 

本方法学属于“大规模”方法学，来自新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申

请：“新建或改造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由上海置信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和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提交。 

本方法学还引用了下列工具的最新版本： 

CDM EB 批准的“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和“基准线情景识别与额外

性论证组合工具”。 

 

2. 定义 

对于本方法学，应用以下定义： 

电力线路：按电力线路用途分为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输电线路指连接二个

变电站之间的线路，配电线路指连接变电站和配电变压器或连接配电变压器和用

户的线路。 

线路损耗（即线损）：指电力传输中的电阻热损失，由于电流流经有电阻的

导线造成的有功功率的损耗。 

输送容量：电力线路在正常情况下允许输送的最大功率。 

 

3.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以下项目活动： 

（1） 新建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 

（2） 对现有电力线路进行改造，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替代现有电力线

路中使用的导线或电缆，提供不低于现有的输送容量。 

本方法学适用于以下条件： 

（1） 项目边界清晰、可界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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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参与方必须在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项目活动能够

提供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同等或更好的功能效果，包括输电距离、输送容

量、交直流输电方式及电力来源。 

（3） 项目活动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没有被规定强制实施； 

（4） 仅申请由于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导致的线损降低产生的减排量； 

（5） 引用的相关工具中包括的适用条件要适用。 

 

二、 基准线方法学 

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含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的电力线路，线路的起点之前

和终点之后的输配电系统不是项目边界的一部分。 

包含在项目边界内或排除在项目边界外的温室气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边界内包含及不包含的排放源 

排放源 气体类型 是否包括 理由/说明 

基
准
线 

基准线情景下的电力线路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为简化考虑，予以排除 

N2O 否 为简化考虑，予以排除 

项
目
活
动 

项目情景下的电力线路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为简化考虑，予以排除 

N2O 否 为简化考虑，予以排除 

 

2. 基准线情景识别和额外性论证 

在识别基准线情景和额外性论证时，应使用最新版本的“基准线情景识别与

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 

 

3.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根据基准线情景下线损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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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ine,BL,y Elec,yBE Q EF 
 (1) 

其中： 

yBE  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tCO2） 

Line,BL,yQ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线损（MWh） 

Elec ,yEF  第 y 年电力线路所输送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tCO2/MWh） 

 

基准线情景下线损可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确定，以下计算适用于导线或电缆的

的型号规格及所通过电流一致的情况下，否则应分段计算。 

方式 1：若项目情景下每根导线或电缆的电流、运行时间，以及基准线情景

下线路长度、使用的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并联根数这些参数是可得的，

则通过以下公式计算线损： 

1）对于单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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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三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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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ine,BL,yQ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线损（MWh） 

n 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并联根数 

PJ ,i ,yI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第 i 时的电流（A） 

ym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电流测量次数 

BLr  基准线情景下使用的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Ω/km） 

yT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路运行时间（h） 

BLL  基准线情景下线路的长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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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若方式 1 计算公式所需参数不完全可得，则选择相似线路线损平均

值作为基准线情景下线损，相似线路的选取应依据最新版本的“基准线情景识别

与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普遍性分析中的要求，即相似线路满足以下要求： 

a) 位于与拟议项目活动所在的相同的省份； 

b) 使用与基准线情景下使用的相同的导线或电缆； 

c) 传输与拟议项目活动类似输送容量（+/-50%）的电力； 

d) 跨越与拟议项目活动类似距离（+/-50%）的电力线路； 

e) 商业运营时间早于拟议项目的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或项目开始日期。 

 

4. 项目排放 

项目排放根据项目情景下线损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y Line,PJ,y Elec,yPE Q EF 
 (4) 

其中： 

yPE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tCO2） 

Line,PJ,yQ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损（MWh） 

Elec ,yEF  第 y 年线路所输送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tCO2/MWh） 

 

项目情景下线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进行确定，以下计算适用于导线或电

缆的型号规格及所通过电流一致的情况下，否则应分段计算。 

方式 1：若项目情景下每根导线或电缆的电流、运行时间、线路长度、使用

的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并联根数这些参数是可得的，则通过以下公式计

算线损： 

1）对于单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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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三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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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ine,PJ ,yQ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损（MWh） 

n 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并联根数 

PJ ,i,yI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第 i 时的电流（A） 

ym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电流测量次数 

PJr  项目情景下使用的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Ω/km） 

yT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路运行时间（h） 

PJL  项目情景下线路的长度（km） 

 

方式 2：若方式 1 计算公式所需参数不完全可得，而项目情景下线路的起点

输入电量、终点输出电量参数可得，则通过以下公式计算项目情景下线损： 

, , , , , , Line PJ y line in y line out yQ Q Q  (7) 

其中： 

Line,PJ ,yQ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损（MWh） 

line,in,yQ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路在起点输入电量（MWh） 

line,out ,yQ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路在终点输出电量（MWh） 

 

5. 泄漏 

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 

 

6. 减排量 

减排量计算如下： 

yyy PEBE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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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Ry 第 y 年减排量（tCO2e） 

BEy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tCO2e） 

PEy 第 y 年项目排放（tCO2e） 

 

7.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BLL  

单位 km 

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线路长度 

来源 

必须使用下列来源之一作为数据源：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交给政府权威机构申请批复的项目文件； 

 提交给融资机构进行评估的项目文件； 

 被注册工程师认证的项目文件； 

 项目业主提供的基准线情景下该线路的技术文

件或运行记录。 

使用的数值 - 

备注 - 

 

数据/参数 PJL  

单位 km 

描述 项目情景下线路长度 

来源 

必须使用下列来源之一作为数据源：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交给政府权威机构申请批复的项目文件； 

 提交给融资机构进行评估的项目文件； 

 被注册工程师认证的项目文件； 

 项目业主提供的项目情景下该线路的技术文件

或运行记录。 

使用的数值 - 

备注 - 

 

数据/参数 B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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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Ω/km 

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 

来源 

必须使用下列来源之一作为数据源：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说明文件或相关参数计算得

到；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试验报告； 

 提交给政府权威机构申请批复的项目文件； 

 提交给融资机构进行评估的项目文件。 

使用的数值 - 

备注 - 

 

数据/参数 PJr  

单位 Ω/km 

描述 项目线情景下导线或电缆单位长度的电阻 

来源 

必须使用下列来源之一作为数据源：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说明文件或相关参数计算得

到；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试验报告； 

 提交给政府权威机构申请批复的项目文件； 

 提交给融资机构进行评估的项目文件。 

使用的数值 - 

备注 - 

 

数据/参数 n 

单位 - 

描述 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并联根数 

来源 

必须使用下列来源之一作为数据源：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说明文件；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试验报告； 

 提交给政府权威机构申请批复的项目文件； 

 提交给融资机构进行评估的项目文件。 

使用的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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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三、 监测方法学 

1. 一般监测规则 

作为监测的一部分，收集的所有数据应该进行电子存档，并且至少保存至最

后一个计入期结束后两年。应当对所有数据进行监测，除非在下列表格中有特别

说明。 

另外，本方法学所涉及到的相关工具中的监测条款在此也适用。 

 

2. 所需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Elec ,yEF  

单位 tCO2/MWh 

描述 第 y 年线路所输送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 

来源 
利用“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所计算的并网

发电的组合边际CO2排放因子 

测量程序（如果有） 参考“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监测频率 参考“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参考“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备注 - 

 

数据/参数 yT  

单位 h 

描述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线路运行小时数 

来源 项目监测设备或运行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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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PJ ,i ,yI  

单位 A 

描述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第 i 时的电流 

来源 项目监测设备或电网运行相关管理信息系统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监测设备或电网运行相关管理信息系统 

监测频率 至少每小时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测量设备要定期校验以保证精度 

备注 - 

 

数据/参数 ym  

单位  

描述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导线或电缆的电流测量次数 

来源 项目监测设备或运行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line,in,yQ  

单位 MWh 

描述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在电力线路起点输入的电量 

来源 电网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电表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测量设备要定期校验以保证精度 

备注 计算项目排放时，若选择方式 2，则监测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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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line,out,yQ  

单位 MWh 

描述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在电力线路终点输出的电量 

来源 电网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电表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测量设备要定期校验以保证精度 

备注 计算项目排放时，若选择方式 2，则监测此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