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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２０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

定起草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ꎮ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ꎮ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标准处提出ꎮ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归口ꎮ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石化 (上海) 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碳众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江苏盛虹产业集团有限公司ꎮ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杨为民、 李诚炜、 杨世飞、 徐根东、 王川、 郭孟威、 李继文、 张楚珂、 钱增

学、 邵强、 赵丽萍、 郭明阳、 龚柳柳、 方涵、 孙红伟、 李延军、 宋冰清、 肖彦之ꎮ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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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精对苯二甲酸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精对苯二甲酸的产品碳足迹核算的量化目的、 量化范围、 清单分析、 影响评价、 结

果解释、 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声明等ꎮ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的产品碳足迹量化ꎮ
本文件仅针对一个单一影响类别ꎬ 即气候变化ꎬ 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其他方面环境潜在影

响ꎬ 也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作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ＧＢ / Ｔ ２４０２５　 环境标志和声明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ＩＳＯ １４０４４: ２００６ꎬ ＩＤＴ)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ＧＢ / Ｔ ３２６８５　 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　 环境标志和声明　 足迹信息交流的原则、 要求和指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ꎮ
３ １　

温室气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ꎻ ＧＨＧ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 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ꎬ ３ １ꎬ 有修改]

３ ２　
二氧化碳当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ꎻ ＣＯ２ｅ
在辐射强迫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ꎬ ３ １６ꎬ 有修改]

３ ３　
全球变暖潜势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ꎻ ＧＷＰ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ꎬ ３ １５ꎬ 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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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ꎻ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ꎬ ３ １３]

３ ５　
系统边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３２]

３ ６　
功能单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
用来作为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０—２００８ꎬ ３ ２０]

３ ７　
声明单位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ｕｎｉｔ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ꎮ 示例: 质量 (１ｔ 精对苯二甲酸)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８]

３ ８　
取舍准则　 ｃｕｔ－ｏｆ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对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和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在研究范

围之外所作出的规定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１８]

３ ９　
共生产品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
同一个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中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３]

３ １０　
分配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将过程或产品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流划分到所研究的产品系统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产品系统中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１５]

３ １１　
初级数据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或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ꎮ
注 １: 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ꎬ 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

品系统

注 ２: 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３ ６ １]

３ １２　
次级数据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ａｔａ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３ ６ ３]

３ １３　
原材料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初级和次级材料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１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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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４　
排放因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用来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ꎬ ３ １３]

３ １５　
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参数ꎬ 可用来合理反映量化结果的数值离散程度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６ ４ꎬ 有修改]

３ １６　
数据质量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数据在满足所声明的要求方面的能力特性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１９]

３ １７　
生命周期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指产品的一系列连续且相互联系的阶段ꎬ 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以及生命末

期处理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ꎬ ３ １]

４　 量化目的

４ １　 应用意图及目的

　 　 开展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碳足迹研究的总体目的是结合取舍准则ꎬ 通过量化产品生命周期或选定过

程的所有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ꎬ 计算 １ 吨精对苯二甲酸产品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ꎬ 其对

气候变化影响以二氧化碳当量 (ＣＯ２ｅ) 表示ꎮ
开展精对苯二甲酸的碳足迹量化目的还包括:
———评价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生命周期内相关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ꎬ 提供碳足迹量化报告ꎻ
———识别精对苯二甲酸系统的高排放环节ꎬ 挖掘降碳潜力ꎬ 为深度减排提供技术策略ꎻ
———促精对苯二甲酸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沟通ꎬ 协同降碳ꎬ 推动市场向低碳产品转型ꎮ
本文件潜在应用还包括为产品研发、 技术改进、 碳足迹绩效追踪和沟通等提供信息支持ꎮ

４ ２　 目标受众

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商、 经销商、 使用者等ꎮ

５　 量化范围

５ １　 产品描述

　 　 ａ) 精对苯二甲酸 (Ｐｕｒｅ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 简称 ＰＴＡ)ꎮ 常温下为白色粉状晶体ꎬ 易溶于碱ꎬ 微溶

于水ꎬ 不溶于乙醚、 醋酸、 氯仿ꎮ 主要用于生产聚酯ꎮ
ｂ) 产品等级及技术要求: 应符合 ＧＢ / Ｔ ３２６８５ 的规定ꎮ

５ ２　 声明单位

声明单位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ꎮ 本文件中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的声明单位设定为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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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１ 吨 (ｔ)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ꎮ
对产品系统边界范围内所有原始数据的采集应按照相同的计算基准流 (以吨为统计单位)ꎮ

５ ３　 系统边界

５ ３ １　 边界设定

系统边界决定产品碳足迹评价所涵盖的单元过程ꎮ 应确定纳入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单元过程ꎬ 以及

对这些单元过程评价应达到的详细程度ꎮ
精对苯二甲酸系统边界内碳足迹量化范围主要包括:
１)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阶段发生的直接排放ꎻ
２) 消耗电力和蒸汽发生的间接排放ꎻ
３) 原辅材料、 燃料等上游排放及运输排放ꎻ
４) 废弃物处置产生的排放等ꎮ
本文件设定的精对苯二甲酸产品 “从摇篮到大门” 的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系统边界如图 １ 所示:

即包括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的上游排放、 原辅材料储运和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加工阶段的过程排放ꎮ
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工艺流程图见附录 Ａꎮ

图 １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示意图

５ ３ ２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从自然界材料提取时开始ꎬ 到原材料和能源到达生产工厂时终止ꎮ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过程:
ａ) 原辅材料获取过程 (例如对二甲苯、 醋酸、 压缩空气、 氢气等等)ꎻ
ｂ) 原辅材料运输过程 (例如对二甲苯、 醋酸等)ꎻ
ｃ) 能源获取过程 (例如汽油、 柴油、 重油、 煤炭、 天然气、 电力、 热力等)ꎻ
ｄ) 能源运输过程 (例如汽油、 柴油、 重油、 煤炭、 天然气等)ꎮ

５ ３ ３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阶段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阶段从原料进入工厂开始ꎬ 到精对苯二甲酸离开工厂终止ꎬ 包括以下过程:
ａ) 对苯二甲酸生产相关过程ꎬ 包括:

１) 对二甲苯氧化反应过程ꎻ
２) 氧化产物结晶过程ꎻ
３) 氧化反应器尾气吸收过程ꎻ
４) 对苯二甲酸浆料分离过程ꎻ
５) 粗对苯二甲酸干燥过程ꎻ
６) 溶剂及催化剂回收过程ꎻ
７) 粗对苯二甲酸加氢反应过程ꎻ
８) 加氢反应后 ＰＴＡ 溶液结晶过程ꎻ
９) 结晶单元 ＰＴＡ 浆料过滤和干燥过程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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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余热回收利用ꎮ
ｃ) 燃料及电 (热力) 等能源消耗相关过程ꎮ

６　 清单分析

６ １　 数据收集和确认

６ １ １　 数据收集

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需要收集的数据分为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ꎮ 数据收集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

据的收集ꎮ
６ １ ２　 初级数据收集

初级数据包含直接测量的活动数据ꎬ 也可包含产品相应进程中的数据分配值 (数据分配应遵守 ６ ２
数据分配原则)ꎮ

初级数据可以通过测量或建模获得ꎬ 其结果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特定值ꎮ 分配的数据只要满足初

级活动水平数据的要求ꎬ 可被认为是初级活动水平数据ꎮ 必须基于质量或其他合理的方式ꎬ 将设施或

场地的具体数据分解到产品层面ꎮ
产品的关键部件和主要生产过程数据应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ꎬ 如产品制造阶段的原材料消耗、

能源消耗、 污染物排放以及运输 (包括运输形式、 运输距离和运输量) 等ꎮ
注: 初级数据具有代表性ꎬ 宜反映所评价产品生命周期过程正常情况下的状况ꎮ 一般情况下ꎬ 初级活动数据的收集

周期为数据盘查前的最近一年ꎮ 生产周期未达一年者ꎬ 以最近至少一个月的生产周期为基础ꎬ 同时应考虑该数

据的代表性与准确性ꎬ 但此时碳足迹计算结果仅做参考ꎮ

初级数据的主要来源:
ａ) 供应商的直接监测或记录ꎻ
ｂ) 基于标的产品进行分配ꎻ
ｃ) 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ꎮ

６ １ ３　 次级数据收集

无法获取初级数据时ꎬ 应根据本文件 ６ １ ４ 的数据质量要求ꎬ 选择次级数据并在评价报告中解释说

明ꎮ 次级数据从外部来源 (如ꎬ 生命周期数据库、 行业协会、 供应商报告等) 获得ꎬ 或从组织内部的

另一过程、 活动 (如ꎬ 相同种类或类似产品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中获得ꎬ 用作产品生命周期的清单

过程的替代数据ꎮ
应从以下数据来源优先选择次级数据:
ａ) 由第三方证明符合本产品类别规则的数据ꎬ 例如行业平均数据、 基于文献研究的估算、 协会、

公开的生产数据、 政府统计、 文献研究、 工程研究和专利ꎬ 也可以基于财务数据: 它可以包括

专家经验数据和其他通用数据ꎻ
ｂ) 基于符合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０—２００８ 和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等标准ꎬ 普及度较高的区域、 国家或国际数

据库ꎻ
ｃ) 未经验证的数据ꎬ 评价报告中应说明使用理由ꎮ
注 １: 如果缺少区域或国家的具体数据集ꎬ 则选择同样的生产原材料ꎬ 该材料应来自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尽量相

似的国家和地区ꎮ
注 ２: 如果缺少具体的生产原材料数据ꎬ 则选择适当的代用材料数据ꎬ 例如ꎬ 来自同一化学族的化学物质ꎮ

６ １ ４　 数据质量确认

在确定产品碳足迹量化所使用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和次级数据时ꎬ 应优先考虑以下方面:
ａ) 覆盖范围: 数据的覆盖范围与产品系统边界保持一致ꎬ 且能够满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需要ꎻ
ｂ) 地域代表性: 收集数据所在的地理区域ꎬ 以及针对具有地理特性的产品的具体数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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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技术代表性: 数据是否针对具体某项技术或一套混合技术ꎬ 以及针对产品的具体技术数据ꎻ
ｄ) 时间代表性: 数据的年份和收集数据的最短时间期限ꎬ 以及针对具体被评价产品的时间数据ꎻ
ｅ) 准确性: 数据采样范围应足够大ꎬ 测量的周期性应足够长ꎬ 当数据、 模式和假设等存在多种选

择时ꎬ 应优先考虑最准确的数据ꎻ
ｆ) 完整性: 数据采样范围应包含边界内完整的产品流和能源流ꎬ 数据收集阶段应以完整性为准则ꎬ

数据处理阶段考虑数据删减应满足 ６ ３ 的取舍准则ꎻ
ｇ) 一致性: 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 统计口径、 处理规则等ꎻ
ｈ) 可再现性: 有关方法和数据值的信息应能允许独立的专人再现研究的结果ꎻ
ｉ) 来源: 当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易于获取时ꎬ 产品碳足迹的量化应优先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ꎻ 用

于产品碳足迹量化的所有数据ꎬ 其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ꎻ
ｊ) 不确定性: 尽可能使用现有的质量最好的数据ꎬ 以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ꎻ
ｋ) 单位: 数据汇总过程应注意数据单位的转换 (如质量单位统计单位为 ｋｇꎬ 热值统计单位为 ＭＪ

等)ꎬ 各数据应至少保留两位有效数字ꎮ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表示例见附录 Ｂꎮ

６ ２　 分配原则

在边界设置或数据收集时ꎬ 若发现至少有一个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包含多个产品ꎬ 则总排放量需要

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进行分配ꎮ
分配的原则如下:
ａ) 尽量避免进行数据分配ꎻ
ｂ) 优先使用物理关系参数 (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量、 生产工时等) 进行分配ꎻ
ｃ) 无法找到物理关系时ꎬ 则依经济价值进行分配ꎻ
ｄ) 若使用其他分配方法ꎬ 须提供所使用参数的基础及计算说明ꎻ
ｅ) 应由了解生产实际情况的人员根据 ａ) ～ｄ) 原则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对数据进行分配ꎮ

６ ３　 取舍准则

若某排放源的 ＧＨＧ 排放量估测值小于或等于产品生命周期内 ＧＨＧ 排放量估测值的 １％ꎬ 则可进行

删减ꎮ 但所有删减项目的 ＧＨＧ 排放量估测值合计不得超过产品生命周期内 ＧＨＧ 排放量估测值的 ５％ꎮ

６ ４　 清单计算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结果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数据表ꎬ 展示每声明单位产品在每个阶段 /单元过程中

的资源使用量 (如原材料、 能源)ꎬ 以及释放到环境中的排放物 (如温室气体、 废水、 固体废物)ꎮ

７　 影响评价

７ １　 通则

　 　 影响类型选用潜在的气候变化的影响ꎬ 本文件中涉及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乘以 １００ 年的全球变暖

潜势值 (ＧＷＰ 值) 见附录 Ｆꎮ 该 ＧＷＰ 值采用 ＩＰＣＣ 推荐的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排放 (ｋｇＣＯ２ｅ /
ｋｇ) 的单位ꎮ

７ ２　 计算方法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碳足迹量化应包括生命周期中排放和清除的二氧化碳当量ꎬ 全生命周期产品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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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量化范围包括产品生产、 运输、 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ꎮ 精对苯二甲酸系统碳排放量按式 (１)
计算ꎮ

ＥＧＨＧ ＝ＥＣＯ２原料＋能源获取＋ＥＣＯ２生产＋ＥＣＯ２运输－ＲＣＯ２回收 (１)
式中:
ＥＧＨＧ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原料＋能源获取———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过程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生产 ———生产过程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运输 ———运输过程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ＲＣＯ２回收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回收的碳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ꎮ

７ ２ １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过程排放计算方法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排放包括自产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和外购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排放ꎬ 外购温

室气体排放因子由上游供应商提供ꎬ 若供应商无法提供ꎬ 则采用数据库或文献数据ꎬ 自产原料温室气

体排放因子由上游装置量化数据带入ꎮ 对于不同来源的同一种原料ꎬ 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应按照实际

来源分类统计并计算ꎮ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过程排放计算方法按式 (２) 计算ꎮ

ＥＣＯ２原料＋能源获取 ＝ ∑
ｎ

ｉ ＝ １
(ＦＣ原料或能源 ｉ × ＥＦ原料或能源 ｉ) (２)

式中:
ＥＣＯ２原料＋能源获取———原材料获取阶段碳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ＦＣ原料或能源ｉ ———各原料、 辅料、 助剂等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Ｆ原料或能源ｉ ———各原料、 辅料、 助剂等材料和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包括开采和加工过程ꎬ

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计 (ｔＣＯ２ｅ / ｔ)ꎻ
ｉ ———各原料、 辅料、 助剂等或能源的种类ꎬ 不同来源的原料分别进行统计ꎮ

７ ２ ２　 生产过程排放计算方法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生产过程碳足迹量化包括能源消耗排放和工艺排放ꎮ 能源消耗排放是指精对苯

二甲酸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涉及能源工质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ꎬ 能源工质涉及水、 电、 蒸汽、 燃料等ꎬ
输入来源包括自产和外购ꎬ 输出包括用于自用或外供ꎻ 工艺排放是指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生产过程工艺

产生的二氧化碳ꎮ
ＥＣＯ２生产 ＝ＥＣＯ２燃烧＋ＥＣＯ２电力＋ＥＣＯ２蒸汽＋ＥＣＯ２水

＋ＥＣＯ２其他＋ＥＣＯ２工艺 (３)
式中:
ＥＣＯ２燃烧———化石燃料消耗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电力———净消耗电力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蒸汽———净消耗蒸汽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水

———净消耗水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其他———其他能源消耗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ＥＣＯ２工艺———工艺过程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ꎮ

７ ２ ２ １　 化石燃料消耗排放量计算方法

化石燃料消耗排放主要指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中化石燃料用于动力或热力供应的燃烧过程产生的排

放ꎮ 燃料消耗量可根据生产统计数据得到ꎮ 化石燃料消耗排放量计算方法按式 (４) 计算ꎮ

ＥＣＯ２燃烧 ＝ ∑
ｎ

ｉ ＝ １
ＡＤｉ × ＮＣＶｉ × ＥＦ ｉ × ＯＦ ｉ ×

４４
１２

æ

è
ç

ö

ø
÷ (４)

式中:
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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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耗量ꎬ 对固体或液体燃料ꎬ 单位为吨 ( ｔ)ꎬ 对气体燃

料ꎬ 单位为万立方米 (１０４ｍ３)ꎻ
ＮＣＶ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ꎬ 对固体和液体燃料ꎬ 单位为吉焦每吨 (ＧＪ / ｔ)ꎬ 对气体燃

料ꎬ 单位为吉焦每万立方米 (ＧＪ / １０４ｍ３)ꎻ
ＥＦ 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ꎬ 单位为吨碳每吉焦 (ｔ / ＧＪ)ꎻ
ＯＦ 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ꎬ％ꎮ

７ ２ ２ ２　 净消耗电力排放量计算方法

净消耗电力排放为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中电力净消耗产生的排放ꎮ 按照不同来源分为内部发电、 直

供电力和电网电力ꎬ 可根据来源选择不同的碳足迹因子ꎬ ２０２３ 年度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和主要发

电类型碳足迹因子见附录 Ｃꎮ 净消耗电力排放量计算方法按式 (５) 计算ꎮ
ＥＣＯ２净电 ＝ＡＤ电力×ＥＦ电力 (５)

式中:
ＡＤ电力———电力的净消耗量ꎬ 单位为兆瓦时 (ＭＷｈ)ꎻ
ＥＦ电力———电力碳足迹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兆瓦时 [ｔＣＯ２ｅ / (ＭＷｈ) ]ꎮ

７ ２ ２ ３　 净消耗蒸汽排放量计算方法

净消耗蒸汽排放量为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中蒸汽净消耗产生的排放ꎮ 净消耗蒸汽排放量计算方法按

式 (６) 计算ꎮ
ＥＣＯ２蒸汽 ＝ＡＤ蒸汽×ＥＦ蒸汽 (６)

式中:
ＡＤ蒸汽———蒸汽的净消耗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Ｆ蒸汽———蒸汽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ꎮ

７ ２ ２ ４　 净消耗水排放量计算方法

净消耗水排放量为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中不同类型用水消耗产生的排放ꎬ 净消耗水排放量计算方法

按式 (７) 计算ꎮ
ＥＣＯ２水

＝ＡＤ水×ＥＦ水 (７)
式中:
ＡＤ水———不同类型的用水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Ｆ水———所在区域的不同类型用水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 (ｔＣＯ２ｅ / ｔ)ꎮ

７ ２ ２ ５　 其他气体产生的排放量计算方法

在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过程中ꎬ 还包括氮气、 净化风等其他能源消耗ꎮ 其他能源消耗排放量计算方

法按式 (８) 计算ꎮ
ＥＣＯ２其他 ＝ＡＤ其他×ＥＦ其他 (８)

式中:
ＡＤ其他———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气体量ꎬ 单位为 ｍ３ꎻ
ＥＦ其他———所使用气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米 (ｔＣＯ２ｅ / ｍ

３)ꎮ
７ ２ ２ ６　 工艺排放量计算方法

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工艺中发生氧化反应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ꎮ 工艺上通过计量氧化反应产生的尾

气量和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进行计算ꎬ 工艺排放量化计算方法按式 (９) 计算ꎮ
ＥＣＯ２工艺 ＝ (ＲＦ×ＣＲ－ＦＱ×Ｃａｉｒ) ×Ｔ (９)

式中:
ＲＦ ———氧化反应器尾气的平均流量ꎬ 单位为吨每小时 (ｔ / ｈ)ꎻ
ＣＲ ———氧化反应尾气中 ＣＯ２浓度ꎬ 单位为％ (质量百分数)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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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Ｑ ———氧化反应进料空气的平均流量ꎬ 单位为吨每小时 (ｔ / ｈ)ꎻ
Ｃａｉｒ ———进料空气中的 ＣＯ２浓度ꎬ 单位为％ (质量百分数)ꎻ
Ｔ ———统计周期内装置的生产运行时间ꎬ 单位为小时 (ｈ)ꎮ

７ ２ ３　 运输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包括原料、 能源和产品运输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ꎬ 运输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按式 (１０) 计算ꎮ

Ｅ运输 ＝ ∑
ｎ

ｉ ＝ １
Ｓ分配ꎬ ｉ × ＦＣ ｉ × ＥＦ ｉ (１０)

式中:
Ｅ运输 ———运输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Ｓ分配ꎬｉ ———分配系数ꎬ 第 ｉ 段运输过程碳排放占输运系统碳排放的比重ꎻ
ＦＣ ｉ ———第 ｉ 种燃料的消耗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Ｆ ｉ ———第 ｉ 种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包括开采、 加工过程ꎬ 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计 (ｔＣＯ２ｅ / ｔ)ꎻ
ｉ ———运输过程的不同阶段ꎮ

７ ２ ４　 ＣＯ２回收利用量计算方法

如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企业建有 ＣＯ２回收利用装置ꎬ ＣＯ２回收利用量按式 (１１) 计算ꎮ
ＲＣＯ２回收 ＝Ｑ×ＰＵＲＣＯ２

×１９ ７ (１１)
式中:
ＲＣＯ２回收———为边界 ＣＯ２回收利用量ꎬ 单位为吨ꎻ
Ｑ ———为边界内回收且外供的 ＣＯ２ 气体体积ꎬ 单位为万 Ｎｍ３ꎻ
ＰＵＲＣＯ２

———为 ＣＯ２ 外供气体的纯度ꎬ 单位为％ꎻ
１９ ７ ———为 ＣＯ２气体的密度ꎬ 单位为吨 /万 Ｎｍ３ꎮ

７ ２ ５　 产品碳足迹的计算方法

ＣＦＰ精对苯二甲酸 ＝ＥＧＨＧ / Ｇ总 (１２)
式中:
ＣＦＰ精对苯二甲酸———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碳足迹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 (ｔＣＯ２ｅ / ｔ)ꎻ
ＥＧＨＧ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ｅ)ꎻ
Ｇ总 ———输出产品产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ꎮ
计算示例见附录 Ｄꎮ

８　 结果解释

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生命周期结果解释阶段应包括以下步骤:
ａ) 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的量化结果ꎬ 识别显著环节 (可包括生命周期阶

段、 单元过程或流)ꎻ
ｂ) 完整性、 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的评估ꎻ
ｃ) 结论、 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ꎮ
按照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ꎬ 对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的量化结果进行解释ꎬ 解释应包括以

下内容:
ａ) 说明产品碳足迹和各阶段碳足迹ꎻ
ｂ) 分析不确定性ꎬ 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ꎻ
ｃ)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ꎻ
ｄ) 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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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解释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 对重要输入、 输出和方法学选择 (包括分配程序) 进行敏感性检查ꎻ
ｂ) 评估建议对结果的影响ꎮ

９　 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参考格式见附录 Ｅ):
ａ) 基本情况:

１) 委托方和评价方信息ꎻ
２) 报告信息ꎻ
３) 依据的标准ꎻ
４) 使用的产品种类规则或其他补充要求的参考资料 (如有)ꎮ

ｂ) 量化目的:
１) 开展研究的目的ꎻ
２) 预期用途ꎮ

ｃ) 量化范围:
１) 产品说明ꎬ 包括功能和技术参数ꎻ
２)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及以及基准流ꎻ
３) 系统边界ꎻ
４) 取舍准则ꎻ
５)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ꎮ

ｄ) 清单分析:
１) 数据收集信息ꎬ 包括数据来源ꎻ
２) 重要的单元过程清单ꎻ
３) 纳入范围的温室气体清单ꎻ
４) 分配原则与程序ꎻ
５) 数据说明ꎬ 包括有关数据的决定和数据质量评价ꎮ

ｅ) 影响评价:
１) 影响评价方法ꎻ
２) 特征化因子ꎻ
３) 产品碳足迹计算ꎮ

ｆ) 结果解释:
１) 结论和局限性ꎻ
２) 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ꎻ
３) 电力处理ꎬ 应包括关于电网排放因子计算和相关电网的特殊局限信息ꎻ
４) 在产品碳足迹研究中披露和证明相关信息项的选择并说明理由ꎮ

ｇ) 研究中使用的产品种类规则或其他补充要求的参考资料ꎮ

１０　 产品碳足迹声明

如需声明时ꎬ 可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２５ 或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 的规定进行ꎬ 相关声明可用于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

产品之间的比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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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

ＰＴＡ 工艺流程图示例

图 Ａ １　 二步法加氢精制工艺流程图

图 Ａ ２　 一步法 (Ｅａｓｔｍａｎ 工艺) 流程图

图 Ａ ３　 Ｐ８氧化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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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表示例

　 　 以下示例并不代表全部收集范围ꎬ 报告主体应根据生产系统实际情况补充或调整ꎮ
数据收集项目如表 Ｂ １~表 Ｂ ３ 所示ꎮ

表 Ｂ １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 /辅料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材质或成分 用量 使用工序

对二甲苯 对二甲苯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氧化

醋酸 醋酸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氧化

氧化催化剂 醋酸钴、 醋酸锰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氧化

加氢催化剂 二氧化硅、 钯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加氢

四溴乙烷 四溴乙烷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氧化

空气 氧气、 氮气 实际生产用量 (若存在数据分配应遵循 ６ ２ 原则) 氧化

氢气 氢气 加氢



表 Ｂ ２　 运输 (原 /辅材料)

原 /辅料名称 年运输量 (ｔ) 运输距离 运输方式 单车载重

对二甲苯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醋酸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催化剂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氢气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氧气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醋酸钴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醋酸锰 实际生产用量 见填写说明 ２ ２ 见填写说明 ２ ３



填写说明:
２ １ 运输方式一般常见有 “航空” “水运” “火车” “汽运” 等ꎬ 能源种类常见有 “航空煤油” “柴油” “汽油” “电
力” “生物柴油” “乙醇” 等ꎻ
２ ２ 运输距离是从原材料始发地到工厂的平均距离ꎬ 同一种物料有不同的始发地的ꎬ 应按照各始发地的发货量进行加

权平均ꎬ 不确定的情况下ꎬ 可以按照运输方式直接从地图上估算ꎻ
２ ３ 单车载重一般为汽运时每次运输时的单车装载重量ꎬ 其他运输方式直接填写平均每批次发货重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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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３　 能源输入与输出

能耗种类 单位 年消耗 /产生量 使用工序

电 ｋＷｈ

可再生能源电力 (若有) ｋＷｈ

天然气 Ｎｍ３

蒸汽 (提供压力、 温度) ＧＪ

压缩空气 ｍ３

生产水 ｔ

脱盐水 ｔ

生活水 ｔ

锅炉水 ｔ

氮气 Ｎｍ３

净化风 Ｎｍ３



填写说明:
１ 各种能源按照实际消耗填写ꎬ 单位根据能源物质种类确定ꎬ 例如电力的单位为 ｋＷｈꎬ 热力的单位为 ＭＪ 等ꎬ 各种

其他的单位为 ｍ３ 等ꎻ
２ 能源物质的年消耗量以实际生产统计数据为准ꎬ 应按照各种产品的实际消耗统计ꎬ 无法分产品统计的按照产品的

产量进行合理拆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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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

常用参数参考值

表 Ｃ １　 ２０２３年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

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ｋＷｈ)

全国 ０ ６２０５

表 Ｃ ２　 ２０２３年主要发电类型电力碳足迹因子

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ｋＷｈ)

燃煤发电 ０ ９４４０

燃气发电 ０ ４７９２

水力发电 ０ ０１４３

核能发电 ０ ００６５

风力发电 ０ ０３３６

光伏发电 ０ ０５４５

光热发电 ０ ０３１３

生物质发电 ０ ０４５７

　 　 注: [来源 «生态环境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能源局 «关于发布 ２０２３ 年电力碳足迹因子数据的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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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资料性)
计算示例

　 　 以某精对苯二甲酸生产企业为例ꎬ 该厂精对苯二甲酸生产装置物料平衡如表 Ｄ １ 所示ꎮ

表 Ｄ １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物料平衡表

序号 进料 加工量 (ｔ) 出料 产量 (ｔ)

１ 对二甲苯 (９９ ７％) １７５６８０ ０ ＰＴＡ 产品 ２７００００

２ 压缩空气 ８８２９００ ０ 尾气洗涤塔废气 ７４３１４５ ０

３ 氢气 (９９ ９％) ４３ ２ 精制单元洗涤塔废气 ０ １

４ 钴溶剂 (１２ ０％) ２７ ０ ＰＴＡ 干燥机放空洗涤塔废气 ０ ２

５ 锰溶剂 (１２ ０％) ７ ７ ＰＴＡ 料仓废气 １１７０７ ９

６ 溴化氢 (４８ ０％) ２８１ ３ 醋酸回收装置废水 ６１５６６ ８

７ 醋酸 (９９ ５％) ８６４０ ０ 催化剂回收装置废水 Ｗ １２９１６ ４

８ 碱液 (３２％ＮａＯＨ) ３３７５ ０ 尾气洗涤塔废水 ６２３７０ ５

９ 碳酸钠 (２０％) ３２４０ ０ 精制单元洗涤及干燥废水 ３２６２５ ６

１０ 甲酸钠 (９７ ０％) ３２５ ８ 粗对苯二甲酸 ９０

１１ 除盐水 ３５３７０ ０

１２ 原水 ８４５３２ ５

合计 １１９４４２２ ５ 合计 １１９４４２２ ５

１ 原料带入排放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原料主要为来自对二甲苯、 醋酸、 压缩空气ꎬ 原料带入 ＣＯ２排放量计算结果如

表 Ｄ ２所示ꎮ

表 Ｄ ２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原料带入排放汇总表

序号 原料名称 投入量 (ｔ) 碳足迹 (ｔＣＯ２ / ｔ) 原料排放量

１ 对二甲苯 (９９ ９％) １７５６８０ ０ １ ２６９１ ２２２９５５ ５

２ 压缩空气 ８８２９００ ０ ０ ０００１３ １１４ ８

３ 醋酸 (９９ ５％) ８６４０ ０ ２ ６ ２２４６４ ０

４ 除盐水 ３５３７０ ０ ０ ００３５１７ １２４ ４

５ 原水 ８４５３２ ５ ０ ０００５２８ ４４ ６

６ 天然气 未获取数据

合计 ２４５７０３ ３

５１

Ｔ / ＣＳＰＣＩ ７００１６—２０２４



２ 能源消耗排放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能源消耗排放主要为电力、 蒸汽、 脱盐水、 锅炉水等ꎬ 能源消耗 ＣＯ２排放量计算

结果如表 Ｄ ３ 所示ꎮ

表 Ｄ ３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能源消耗排放汇总表

序号 原料名称 投入量 (ｔ) 碳足迹 (ｔＣＯ２ / ｔ) 能源消耗排放量 (ｔＣＯ２)

１ 生产水 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５２８ ０ ０５３

２ 生活水 ２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２８ １ ０５６

３ 脱盐水 ３２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５１７ １１２５ ４４

４ 锅炉水 ３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２８６ ６８５ ８

５ 电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９９７ ４９８５

６ 高压蒸汽 ９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１２６７７ ３５２１４ １０

７ 低压蒸汽 １００ ０ ３４６５７ ３４ ６６

８ 氮气 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２８ １５８ ４

９ 净化风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３４ １４７ ４

合计 ４２３５１ ９０

３ 工艺过程排放

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过程中氧化反应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计算所需参数如表 Ｄ ４ 所示ꎮ

表 Ｄ ４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生产过程排放统计表

氧化反应尾气平均

流量 (ｔ / ｈ)
尾气中的 ＣＯ２平均

浓度 (％)
氧化反应进料空气平均

流量 (ｔ / ｈ)
空气中 ＣＯ２平均

浓度 (％)
运行时间 (ｈ)

２１０ ０ ８８ ２４０ ０ ０３ ８０２４

按照 ７ ２ ２６ 中式 (９) 进行计算ꎬ 在该统计期内工艺过程的 ＣＯ２排放量为 １４５７０ｔＣＯ２ꎮ
由以上过程可得到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的 ＣＯ２排放总量ꎬ 结果见表 Ｄ ５ꎮ

表 Ｄ ５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 ＣＯ２排放量汇总表

序号 排放类型 排放总量 (ｔＣＯ２)

１ 原料带入排放 ２４５７０３ ３

２ 能源消耗排放 ４２３５１ ９

３ 工艺过程排放 １４５７０

４ 运输过程排放 该企业未统计

合计 ３０２６２５ ２

４ 精对苯二甲酸产品的碳足迹按照 ７ ２ ５ 中式 (１２) 计算:
ＣＦＰ精对苯二甲酸 ＝ＥＧＨＧ / Ｇ总 ＝ ３０２６２５ ２ / １１９４４２２ ５ ＝ ０ ２５３４ｔＣＯ２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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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 (模板)

产品碳足迹报告 (模板)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生产者名称: 　 　 　 　 　 　 　 　 　 　 　 　 　 　 　 　 　 　 　 　 　 　

报告编号: 　 　 　 　 　 　 　 　 　 　 　 　 　 　 　 　 　 　 　 　 　 　 　

出具报告机构: (若有)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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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况

１ 生产者信息

生产者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授权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概况: 　 　 　 　 　 　 　 　 　 　 　 　 　 　 　 　 　 　
２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功能: 　 　 　 　 　 　 　 　 　 　 　 　 　 　 　 　 　 　
产品介绍: 　 　 　 　 　 　 　 　 　 　 　 　 　 　 　 　 　 　
产品图片: 　 　 　 　 　 　 　 　 　 　 　 　 　 　 　 　 　 　
３ 量化方法

依据标准: 　 　 　 　 　 　 　 　 　 　 　 　 　 　 　 　 　 　
二、 量化目的

　 　 　 　 　 　 　 　 　 　 　 　 　 　 　 　 　 　 　 　 　 　 　
三、 量化范围

１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以　 　 　 　 　 　 　 为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ꎮ
２ 系统边界

□原材料获取阶段　 □生产阶段　 □分销阶段　 □使用阶段　 □生命末期阶段

系统边界图:
图 １　 ××产品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图

３ 取舍准则

采用的取舍准则以　 　 　 　 　 　 　 　 　 　 　 　 　 　 为依据ꎬ 具体规则如下:
４ 时间范围

　 　 　 　 　 　 　 年度ꎮ
四、 清单分析

１ 数据来源说明

初级数据: 　 　 　 　 　 　 　 　 　 　 ꎻ
次级数据: 　 　 　 　 　 　 　 　 　 　 ꎮ
２ 分配原则与程序

分配依据: 　 　 　 　 　 　 　 　 　 　 ꎻ
分配程序: 　 　 　 　 　 　 　 　 　 　 ꎮ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３ 清单结果及计算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碳排放计算说明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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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碳足迹 (ｋｇ ＣＯ２ｅ /功能单位)

原材料获取

生产

分销
运输

仓储

使用

生命末期

４ 数据质量评价 (可选项)
数据质量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报告使用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进行评价ꎬ 具体评价内容包

括: 数据来源、 完整性、 数据代表性 (时间、 地理、 技术) 和准确性ꎮ
五、 影响评价

１ 影响类型和特征化因子选择

２ 产品碳足迹结果计算

六、 结果解释

１ 结果说明

　 　 　 　 　 公司 (填写产品生产者的全名) 生产的　 　 　 　 　 (填写所评价的产品名称ꎬ 每功能

单位的产品)ꎬ 从　 　 　 　 　 (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 到　 　 　 　 　 (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 生命周

期碳足迹为　 　 　 　 　 ｋｇＣＯ２ｅꎮ 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如表 ２ 和图 ２ 所示ꎮ

表 ２　 　 　 　 　 　 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 碳足迹 (ｋｇＣＯ２ｅ /功能单位) 百分数 (％)

原材料获取

制造

分销

使用

生命末期

总计

注: 具体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一般以饼状图或是柱形图表示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情况ꎮ

图 ２　 ××各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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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假设和局限性说明 (可选项)
结合量化情况ꎬ 对范围、 数据选择、 情景设定等相关的假设和局限进行说明ꎮ
３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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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资料性)

全球变暖潜势值

表 Ｆ １　 部分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１００ 年 ＧＷＰ注 １

二氧化碳 ＣＯ２ １

甲烷 ＣＨ４ ２７ ９

　 　 注 １: 部分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来源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气候变化报告 ２０２１: 自然科学基础第

一工作组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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