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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碳排放在线监测终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技术性能、安装、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验收、日常运行管理、

质量管理以及数据传输、处理、存储等有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二氧化碳为监测对象的工业碳排放在线监测终

端（系统）。

2、 工作简况。

2024 年 8 月，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草案

经审批予以立项；

2024 年 11 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处组织标准草案研讨会，编

制组根据研讨会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

2025 年 3 月，修订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协会秘书处公开征

求意见。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原则：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等原则，在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和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

规则进行编制，力求各项内容科学合理，符合政府、园区、企业在碳

排放管理工作实际需求，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标准内容：《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与服务平台 第 2部分：碳排放在

线监测终端》系统性地规范了碳排放在线监测终端的设计原则、监测

范围与内容、基本架构与组成，以及软硬件技术要求。标准详细定义

了硬件配置，包括接口类型、供电电源、安装结构和环境条件等技术



细节。在软件功能方面，标准明确要求实现碳排放监测边界识别、数

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存储与管理、碳排放数据上报、数据分析与展示、

碳排放预警以及企业碳盘查报告生成等核心功能。与此同时，标准对

数据质量提出要求，确保数据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时效性、可访问性和可追溯性，强调了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

的技术指标。此外，规定了终端（系统）应遵循的信息安全要求，并

规范了运维管理和性能要求，涵盖数据采集性能、存储性能、准确度

和边缘计算性能等关键维度。

4、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经过和依据：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无重要技术说明。

6、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

无。

7、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

及的新、旧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废止/

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8、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

特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与服务平台 第2部分：碳排放在线监测终端》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9、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10、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等国家顶

层政策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

放双控全面转型。2023年4月，国家标准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指出构建碳监测核算核查标准规范，重

点制修订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监测方法、监测设备、在线监测

系统和碳管控平台建设等标准。

《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与服务平台 第 2部分：碳排放在线监测终

端》标准的发布，对于推动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成为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该标准通过规

范碳排放在线监测终端的设计、功能和技术要求，为构建科学完善的

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提供了有力保障。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统一行业技

术规范，降低企业设备选型与实施成本，有效推动碳监测技术的标准

化规范化应用。碳排放在线监测终端的规范部署有助于企业实现碳排

放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动态监控，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

性，为构建科学完善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奠定可靠的数据基础，为政府



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碳减排政策提供有力依据，有助于提升我国碳排

放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11、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

说明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不涉及。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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