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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03]7号 2003-01-13实施) 

 
 

  1．总则和控制目标 

  1.1 为保护大气环境，防治摩托车（如不特别指出，均含轻便摩托车，下同）

排放造成的污染，推动摩托车行业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制订本技术政策。本技术政策是对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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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摩托车部分的

细化和补充。自本技术政策发布实施之日起，摩托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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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在我国境内所有新定型和新生产摩托车以及在我国

上牌照的所有在用摩托车。 

  1.3 本技术政策主要控制摩托车排放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

和氮氧化物（NOx）等排气污染物和可见污染物，并应采取措施控制摩托车噪声

污染。 

  1.4 我国摩托车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是： 

  1.4.1 2004 年新定型的摩托车（不含轻便摩托车）产品污染物的排放应当

达到相当于欧盟第二阶段排放控制水平；2005年新定型的轻便摩托车产品污染

物的排放应当达到相当于欧盟第二阶段的排放控制水平；2006 年前后我国所有

新定型的摩托车产品污染物的排放应达到国际先进排放控制水平。 

  1.4.2 国摩托车产品排放耐久性里程，当前应当达到 6000 公里，2006年前

后应当达到 10000 公里。 

  1.5 摩托车产品生产应向低污染、节能的方向发展，并逐步提高摩托车排放

耐久性里程。 

  1.6 国家通过制订优惠的税收、消费等政策措施，鼓励生产、使用提前达到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摩托车产品，努力推动报废摩托车、废旧催化器的回收和

处置，鼓励规模化和环保型的回收、处置产业的发展。 

  1.7 摩托车数量大、污染严重的城市可以要求提前执行国家下一阶段更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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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排放标准，但须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2、新生产摩托车排放污染防治 

  2.1 国家逐步建立摩托车产品型式核准制度，加快摩托车产品法制化管理进

程。摩托车生产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在排放标准规定的耐久性里程内，

其产品排放稳定达到排放标准的要求。不符合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生产摩托

车，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 

  2.2 强化摩托车污染排放抽查制度。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生产企业应建立完善

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中应包括摩托车污染排放生产一致性质量保证计划。国家根

据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生产一致性的要求，定期抽查摩托车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

性。 

  2.3 摩托车排放污染控制技术的污染削减效果应以工况法排放试验结果为

依据。 

  2.4 摩托车及摩托车发动机生产企业应积极采用摩托车发动机机内控制和

机外控制措施，实现新生产摩托车的低排放、低污染。应优先采用机内净化措施，

在排放降到一定程度后再采用机外净化措施。 

  2.5 燃油摩托车发动机机内控制推荐技术措施包括： 

  2.5.1 改善摩托车发动机燃烧系统，优化燃烧室设计，提高燃烧效率，降低

发动机噪声。 

  2.5.2 采用多气门和可变技术，提高发动机的动力性，降低油耗，降低摩托

车污染物的排放。 

  2.5.3 通过摩托车发动机化油器结构改进和优化匹配，采用化油器混合气电

控调节，改善混合气的形成条件，实现混合气空燃比的精细化控制，有效降低摩

托车污染物排放。 

  2.5.4 采用电控燃油喷射技术，精确控制空燃比，使摩托车发动机的燃油经

济性、动力性和排放特性达到最佳匹配。采用电控燃油喷射技术逐步替代化油器

是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的发展趋势。 

  2.6 摩托车发动机机外净化推荐技术措施包括： 

  2.6.1 采用催化转化技术是控制摩托车排放污染的有效措施。二冲程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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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化程度不很高的四冲程摩托车上安装的催化转化器宜采用氧化型催化剂；高

强化四冲程摩托车及电控燃油喷射摩托车可逐步使用三效催化器。 

  2.6.2 安装催化转化器时需要对摩托车发动机进行技术改进、降低原车排

放，并将催化转化器与摩托车进行合理的技术匹配。在保证摩托车发动机动力性

和经济性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净化效果，保证其使用寿命。 

  2.7 为满足我国第二阶段摩托车排放控制要求，四冲程摩托车宜通过优化化

油器结构，实现混合气精确控制，或安装适当氧化型催化转化器的治理技术路线；

二冲程摩托车宜采用改善扫气过程，开发低成本的燃油直接喷射技术，并安装氧

化型催化转化器的治理技术路线。 

  2.8 为满足不断严格的国家摩托车排放控制要求，宜逐步采用电控燃油喷射

技术，并安装催化转化器的综合治理技术路线。 

  2.9 采用严格的摩托车排放控制技术路线初期一次性投资较大，但整个控制

过程中环境和经济效益良好。摩托车排放污染控制宜在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的基

础上，采用相对严格的控制方案。 

  3、在用摩托车排放污染防治 

  3.1 应强化在用摩托车的检查/维护（I/M）制度。加强维修保养是控制在用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方法。 

  3.2 在用摩托车污染物排放检测主要采用怠速法。鼓励采取严格的措施，强

化在用摩托车的排放性能检测。对不达标车辆强制进行维修保养，保证车辆发动

机处于正常技术状态。经维修仍不能满足排放标准要求的摩托车应予以报废。 

  3.3 国家逐步建立摩托车维修单位的认可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使其配备必

要的排放检测和诊断仪器，正确使用各种检测诊断手段，提高维修、保养技术水

平。维修单位应根据摩托车产品说明书中专门给出的日常保养项目、维修保养内

容，采用主机厂原配的零部件进行维修保养，保证维修后的摩托车排放达到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3.4 严格按照国家摩托车报废的有关规定，淘汰应该报废的在用摩托车，减

少在用摩托车的排放污染。 

  3.5 在用摩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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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保证改造后摩托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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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性能优于原车排放。在用摩托车排放技术改造需按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

定报批。 

  4、摩托车车用油品及排放测试设备 

  4.1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优质无铅汽油，逐步提高油品质量标准。 

  4.2 采用电控燃油喷射技术的摩托车，使用的汽油中应加入符合要求的清净

剂，防止喷嘴堵塞。 

  4.3 应使用摩托车专用润滑油，满足摩托车润滑性、清净性和防止排气堵塞

性能的需要。鼓励摩托车低烟润滑油的使用，减少摩托车的排烟污染。 

  4.4 摩托车工况法排放测试设备应符合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技术要

求。 

  5、国家鼓励的摩托车排放控制技术和设备 

  5.1 鼓励摩托车用催化转化器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应大力开发净化效率

高、耐久性好的催化转化器，促进催化转化器产业化并保证批量生产的质量。 

  5.2 鼓励先进的摩托车电控燃油喷射技术和设备的研制和使用。 

  5.3 鼓励研究开发摩托车工况法排放测试设备和摩托车排放耐久性试验专

用试验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