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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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 / ＴＣ２８０ /

ＳＣ１) 归口ꎮ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石化 (北京) 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 北京燕山石化高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东华大学

先进低维材料中心、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基本有机原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ꎮ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高静、 李彤、 杨化浩、 杨世飞、 李斌、 孙志斌、 黄煜、 王雅玲、 董建强、 陈

冬梅、 赵丽萍、 高昂、 贾婷、 雷渭萍、 张志军、 罗莎、 李强ꎮ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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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聚乙烯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乙烯产品碳足迹计算量化目的、 量化范围、 清单分析、 影响评价、 结果解释、 产

品碳足迹报告和产品碳足迹声明等ꎮ
本文件适用于以乙烯为原料ꎬ 经原料精制、 聚合反应生产的聚乙烯产品碳足迹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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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１５　 聚乙烯 (ＰＥ) 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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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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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４４１—２０１６　 石油化工设计能耗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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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界定的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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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 (ＣＯ２)、 甲烷 (ＣＨ４)、 氧化亚氮 (Ｎ２Ｏ)、 氢氟碳化合物 (ＨＦＣｓ)、 全氟

碳化合物 (ＰＦＣｓ)、 六氟化硫 (ＳＦ６) 和三氟化氮 (ＮＦ３)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２ １]

３ ２　
产品碳足迹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ꎻ ＣＦＰ
产品系统中的 ＧＨＧ 排放量和 ＧＨＧ 清除量之和ꎬ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ꎬ 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

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ꎮ
注: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ꎬ 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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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产品部分碳足迹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ꎻ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ＦＰ
在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内的一个或多个选定阶段或过程中的 ＧＨＧ 排放量和 ＧＨＧ 清除量之和ꎬ 并以

二氧化碳当量表示ꎮ
注 １: 产品部分碳足迹是基于或由与特定过程或足迹信息模型有关的数据汇集而成ꎬ 这些数据是产品系统的一部

分ꎬ 可作为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基础ꎮ
注 ２: “足迹信息模型” 的定义请参见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 ２０１７ꎬ ３ １ ４ꎮ
注 ３: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结果ꎬ 以每个声明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１ ２]

３ ４　
二氧化碳当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ꎻ ＣＯ２ｅ
比较某种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ꎮ
注: 给定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２ ２]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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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２ ４]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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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产品系统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拥有基本流和产品流ꎬ 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ꎬ 并能模拟产品生命周期的单元过程的集合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２]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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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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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４]

３ １０　
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５]

３ １１　
单元过程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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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２　
功能单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
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７]

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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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ｋｇ 乙烯)、 体积 (１Ｌ 原油)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８]

３ １４　
基准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ｌｏｗ
在给定的产品系统中ꎬ 为实现功能单位功能所需过程的输入或输出量ꎮ
注: 对于产品部分碳足迹而言ꎬ 基准流参考的是声明单位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３ ９]

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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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３ １６　
初级数据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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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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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ꎬ ３ ６ １]

３ １７　
次级数据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ａｔａ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ꎮ
注 １: 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ꎬ 可来源于数据库ꎬ 公开文献、 国家排放因子、 计算估算数

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ꎬ 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ꎮ
注 ２: 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６ ３]

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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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４ １]

３ １９　
生命周期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产品相关的连续且相互连接的阶段ꎬ 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ꎮ
注: 与产品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 生产、 销售、 使用和生命末期处理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４ ２]

３ ２０　
生命周期评价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ꎻ ＬＣＡ
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输入、 输出和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与评估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４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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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１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ＬＣＩ
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ꎬ 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输入和输出的汇编和量化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４ ４]

３ ２２　
废物　 ｗａｓｔｅ
持有人计划处置或被要求处理的物质或物品ꎮ
注: 本定义源自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但在本文件中不局限于危

险废物ꎮ
[来源: ＧＢ / Ｔ 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ꎬ ３ ４ ９]

４　 量化目的

４ １　 应用意图及目的

　 　 开展聚乙烯产品碳足迹研究的总体目的是结合取舍原则 (６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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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产品对全球变暖的潜在影响ꎬ 以及在不同阶段、 不同

过程、 不同空间位置的影响构成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ꎮ
本文件可适用但不限于为产品研究和开发、 减排潜势分析、 技术改进、 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和信

息交流提供信息ꎮ
本文件有助于按照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 开展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的信息交流ꎮ

４ ２　 目标受众

聚乙烯产品的生产商、 经销商、 消费者等ꎮ

５　 量化范围

５ １　 产品描述

　 　 ａ) 聚乙烯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ꎬ 简称 ＰＥ) 是乙烯单体经聚合反应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ꎮ 在工业上ꎬ
也包括乙烯与少量 ａ－烯烃的共聚物ꎮ 聚乙烯无臭ꎬ 无毒ꎬ 手感似蜡ꎬ 具有优良的耐低温性能

(最低使用温度可达－１００～－７０℃)ꎮ 化学稳定性好ꎬ 因聚合物分子内通过碳—碳单键相连ꎬ 能

耐大多数酸碱的侵蚀 (不耐具有氧化性质的酸)ꎮ 常温下不溶于一般溶剂ꎬ 吸水性小ꎬ 电绝缘

性优良ꎮ 聚乙烯树脂为本色颗粒ꎬ 无杂质ꎬ 无黑粒ꎮ
ｂ) 生产工艺主要有釜式法、 管式法、 淤浆法、 气相法ꎮ 聚乙烯分为不同的类型: 低密度聚乙烯

(ＬＤＰＥ)、 高密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ＬＬＤＰＥ)ꎮ
ｃ) 聚乙烯树脂产品按用途分为 ７ 类ꎬ 分别为: 吹塑类、 挤出管材类、 挤出薄膜类、 涂层类、 电线

电缆绝缘类、 挤出单丝类、 注塑类聚乙烯树脂ꎬ 每种用途的聚乙烯树脂又分为不同的牌号和

等级ꎮ
ｄ) 聚乙烯树脂的产品技术要求ꎬ 包括但不限于密度、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拉伸屈服应力或拉伸断

裂应力、 拉伸断裂标称应变或拉伸断裂应变、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 耐环境应力开裂等质量指

标及其检验方法ꎮ 依据产品标准为 ＧＢ / Ｔ １１１１５ꎮ

５ ２　 声明单位

本文件聚乙烯产品的声明单位为 １ｔ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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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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为统计单位)ꎮ

５ ３　 系统边界

５ ３ １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应包括所界定的系统边界内单元过程中对聚乙烯产品碳足迹有显著贡献的所

有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ꎮ
５ ３ ２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的系统边界一般包括两种形式 (见图 １)ꎬ 本文件规定了聚乙烯产品生产从

摇篮到大门的系统边界及详细的碳足迹计算方法:
① 从摇篮到坟墓: 涵盖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碳足迹评价ꎻ
② 从摇篮到大门: 包括原材料及辅料从原油开采获取、 生产和运输、 生产排放过程ꎬ 直到产品离

开工厂大门的产品碳足迹评价ꎮ

图 １　 聚乙烯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５ ３ ３　 聚乙烯生产过程中所有与产品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包括在 “从摇篮到大门” 的

产品碳足迹计算中ꎬ 包括化石或生物质清除、 能源消耗 (电力、 外部热量和蒸汽ꎻ 天然气、 沼气等燃

料消耗)、 公用工程、 生产、 运输、 工艺废弃物处理、 废水处理、 反应中消耗的催化剂以及所有与原材

料消耗有关的价值链上下游温室气体排放ꎮ
５ ３ ４　 根据国内聚乙烯生产工艺现状ꎬ 展开图 １ 生命周期中的生产加工阶段的工艺流程图ꎮ 聚乙烯产

品的系统边界设定为乙烯进厂到聚乙烯产品出厂的所有的加工过程ꎮ 聚乙烯产品工艺流程图见图 ２ꎬ 重

点关注工序: 原料精制、 聚合反应、 树脂脱气和排放气回收ꎮ

图 ２　 聚乙烯产品工艺流程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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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清单分析

应在目的和范围确定后开展聚乙烯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ꎬ 包括以下步骤:
ａ) 数据收集ꎻ
ｂ) 数据确认ꎻ
ｃ) 将数据关联到单元过程和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ꎻ
ｄ) 系统边界调整ꎻ
ｅ) 分配ꎮ
本文件中的特定规定适用于:
———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ꎻ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时间跨度或地理覆盖范围ꎻ
———特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处理ꎮ
如果采用了 ＣＦＰ－ＰＣＲꎬ 应根据 ＣＦＰ－ＰＣＲ 的要求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ꎮ

６ １　 数据收集和确认

６ １ １　 各阶段数据收集内容

聚乙烯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主要分为原料获取阶段、 生产阶段、 运输阶段ꎮ 各阶段数据收集内容

如下:
６ １ １ １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

原料获取阶段应收集:
ａ) 原材料种类及消耗量ꎻ
ｂ) 原材料碳足迹数据ꎻ
ｃ) 能源的获取过程 (例如天然气、 电力、 热力等)ꎮ

６ １ １ ２　 生产阶段

聚乙烯生产阶段应收集:
ａ) 物料平衡: 原材料、 辅助材料、 添加剂等的投入类型及投入量ꎻ
ｂ) 能源消耗: 产品生产过程燃料、 电力、 蒸汽、 水等能源工质消耗量ꎻ
ｃ) 工厂燃料及能源实测排放因子ꎻ
ｄ) 生产阶段工艺排放数据ꎮ

６ １ １ ３　 运输阶段

运输阶段应收集以下数据:
ａ) 原辅材料运输过程: 各类原料、 辅料、 助剂等材料厂内运输产生燃料的消耗量ꎻ
ｂ) 能源的输送过程: 各类能源厂内运输产生燃料的消耗量ꎻ
ｃ) 聚丙烯产品的运输过程: 聚丙烯产品由包装线运输到库房产生燃料的消耗量ꎮ

６ １ ２　 数据收集规则

应收集产品系统边界范围内每一个单元过程的数据ꎬ 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ꎮ
６ １ ２ １　 初级数据是通过测量、 采访和调查ꎬ 从组织直接获得的数据ꎬ 包括输出的产品、 副产品和废

物ꎬ 输入物料、 净外购能源ꎬ 内外部运输相关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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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聚乙烯生产阶段的原材料消耗量、 能源消耗量等ꎮ 初级数据具有代表性ꎬ 宜反应

所评价产品生产周期过程正常情况下的状况ꎮ
数据来源包括ꎬ 但不限于:
———聚乙烯产品、 副产品、 物料: 生产实测、 物料清单 (包含物料材质信息)、 领料 /投料清单等ꎻ

６

Ｔ / ＣＳＰＣＩ ７００１３—２０２４



———废物: 固体废物管理台账、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委托处置合同等ꎻ
———净外购能源: 结算发票、 缴费清单、 抄表记录等ꎻ
———运输: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运输工具等ꎮ

６ １ ２ ２　 无法获取初级数据时ꎬ 应根据本文件 ６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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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数据包括基础原材料、 能源和运输的碳排放或清除因子和其他计算参数ꎮ
数据来源包括ꎬ 但不限于:
———政府公开发布的行业平均值ꎻ
———生命周期清单数据集ꎻ
———科技文献和学术论文ꎻ
———行业协会报告ꎻ
———由上游供应商提供符合产品碳足迹计算要求的产品碳足迹数值ꎮ
对于可能对研究结论由显著影响的数据ꎬ 应说明相关数据的收集过程、 收集时间以及数据质量的

详细信息ꎮ 如果这些数据不符合数据质量的要求 (见 ６ １ ３)ꎬ 也应作出说明ꎮ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查ꎬ 以确认并提供证据证明数据质量要求符合 ６ １ ３ 的

规定ꎮ
结合石化行业的实际特点ꎬ 在进行数据收集时充分考虑借助供应链上下游数据支撑ꎬ 包括上游产

品数据和下游物流数据等ꎬ 对于碳排放和清除量占产品碳足迹比例较高的输入物料ꎬ 宜采集上游供应

商生产过程原始数据或由上游供应商提供符合产品碳足迹计算要求的产品碳足迹数值ꎬ 否则采取经验

证过的参考值ꎬ 并给予恰当的解释ꎮ 根据聚乙烯的生产工艺ꎬ 在获得聚乙烯生产原料带入排放的参考

值的情况下ꎬ 可以重点关注聚乙烯生产加工过程ꎬ 从而将生命周期阶段间接简化ꎮ
数据收集表模板见附录 Ａꎮ

６ １ ３　 数据质量规则

应确保聚乙烯产品碳足迹计算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是从实际聚乙烯生产企业和上游供应商获取ꎮ
应确保数据选择时考虑时间代表性、 技术路线代表性和地理代表性ꎬ 以降低系统偏差和不确定性ꎮ
应对采集的原始数据数中出现的异常数据进行基础统计分析ꎬ 以消除异常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ꎮ

６ ２　 取舍原则

产品碳足迹核算应包括系统的所有原材料及辅料投入、 工艺过程、 能源消耗等排放活动ꎮ 当个别

排放源或原材料及辅料对某一单元过程的碳足迹无显著贡献 (小于所评价产品碳足迹预测值的 １％)
时ꎬ 可将其作为数据排除项排除并进行报告ꎮ 在此前提下ꎬ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的计算ꎬ 还应满足如下

要求:
ａ) 总舍弃的原材料及辅料投入量不宜超过原材料及辅料总投入量的 ５％ꎻ
ｂ) 总舍弃的能源输入量不宜超过能源总输入量的 ５％ꎻ
ｃ) 在输入和对产品碳足迹的影响不明确的情况下ꎬ 应使用通用数据进行总体计算ꎬ 确定是否可以

应用取舍 (迭代方法)ꎻ
ｄ) 上游环境足迹较高的原材料及辅料输入 (例如ꎬ 贵金属ꎬ 含有铂类金属的催化剂)ꎬ 即使输入

质量≤总质量的 １％ꎬ 也应纳入产品碳足迹计算ꎮ
针对舍弃的温室气体排放ꎬ 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说明ꎮ

６ ３　 数据分配

６ ３ １　 当某一过程同时生产不同的产品时ꎬ 首先按照产品类别来分配相关的能源消耗和排放ꎬ 不同产

品组之间按照该过程所处理的不同产品间的质量或经济价值来分配ꎬ 然后在同一产品组内再按数量或

质量来分配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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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２　 数据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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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影响评价

聚乙烯装置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系统边界内所有生产单元的原材料获取带来的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运输阶段带来的排放量、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 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ꎬ 同时扣

除固碳产物以及回收利用的 ＣＯ２所对应的排放量ꎮ 生产阶段排放因子优先采用实测值ꎬ 不能获取时可使

用缺省因子ꎬ 见附录 Ｂꎮ
其他各阶段数据获取及计算方法可参照生产阶段ꎬ 排放因子优先使用实测值ꎬ 不能获取时可使用

缺省因子等ꎮ
７ １　 聚乙烯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按式 (１) 计算ꎮ

ＥＧＨＧ ＝ＥＣＯ２原辅材料＋能源＋ＥＣＯ２过程＋ＥＣＯ２能耗＋ＥＣＯ２运输－ＥＣＯ２回收 (１)
式中:
ＥＧＨＧ 　 　 　 　 ———聚乙烯生产阶段的碳排放总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 ｅ)ꎻ
ＥＣＯ２原辅材料＋能源 ———产品原辅材料、 能源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 ｅ)ꎻ
ＥＣＯ２过程 ———聚乙烯生产阶段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 ｅ)ꎻ
ＥＣＯ２能耗 ———聚乙烯生产阶段净消耗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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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ＣＯ２ ｅ)ꎻ
ＥＣＯ２回收 ———聚乙烯生产阶段回收的碳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 ｅ)ꎮ

７ ２　 聚乙烯装置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按式 (２) 计算ꎮ

ＥＣＯ２原辅材料＋能源 ＝ ∑
ｎ

ｉ ＝ １
(ＦＣ原辅材料＋能源ꎬ ｉ × ＥＦ原辅材料＋能源ꎬ ｉ) (２)

式中:
ＥＣＯ２原辅材料＋能源———产品原辅材料、 能源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ｔＣＯ２ ｅ)ꎻ
ＦＣ原辅材料＋能源ꎬ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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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能源ꎬｉ———各原料、 辅料、 助剂等材料和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包含开采、 加工过程ꎬ

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计 (ｔＣＯ２ ｅ / ｔ)ꎻ
ｉ ———各原料、 辅料、 助剂和能源的种类ꎮ

７ ３　 聚乙烯生产阶段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按式 (３) 计算ꎮ

ＥＣＯ２过程 ＝ ∑
ｎ

ｉ ＝ １
((ＧＦ ｉ × ＥＣ ｉ － ＡＦ ｉ × ＡＣ ｉ) × ４４ / １２ ) (３)

式中:
ＥＣＯ２过程———统计期内ꎬ 聚乙烯生产过程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ＧＦ ｉ ———统计期内ꎬ 聚乙烯生产过程第 ｉ 种原料用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Ｃ ｉ ———统计期内ꎬ 第 ｉ 种输入原料含碳量ꎬ％ (质量分数)ꎻ
ＡＦ ｉ ———统计期内ꎬ 聚乙烯生产过程第 ｉ 种产品产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ＡＣ ｉ ———统计期内ꎬ 第 ｉ 种输出产物含碳量ꎬ％ (质量分数)ꎮ

７ ４　 聚乙烯生产阶段净消耗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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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１　 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 (４) 计算ꎮ

ＥＣＯ２净电 ＝ ∑
ｎ

ｉ ＝ １
(ＡＤ电力ꎬ ｉ × ＥＦ电力ꎬ ｉ) (４)

式中:
ＡＤ电力ꎬｉ———聚乙烯生产结算消耗的第 ｉ 种电力ꎬ 单位为千瓦时 (ｋＷｈ)ꎻ
ＥＦ电力ꎬｉ———第 ｉ 种电力碳足迹因子ꎬ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ｋｇＣＯ２ ｅ / (ｋＷｈ) ]ꎮ

７ ４ ２　 净消耗蒸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 (５) 计算ꎮ

ＥＣＯ２蒸汽 ＝ ∑
ｎ

ｉ ＝ １
(ＡＤ蒸汽ꎬ ｉ × ＥＦ蒸汽ꎬ ｉ) (５)

式中:
ＡＤ蒸汽ꎬｉ———聚乙烯装置消耗的第 ｉ 种净蒸汽热量ꎬ 单位为吉焦 (ＧＪ)ꎻ
ＥＦ蒸汽ꎬｉ———第 ｉ 种蒸汽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吉焦 (ｔＣＯ２ ｅ / ＧＪ)ꎮ

ＡＤ蒸汽 ＝ ∑
ｎ

ｉ ＝ １
{Ｍｉｎｉ × (Ｅｉｎｉ － ８３ ７４) × １０ －３} － ∑

ｎ

ｉ ＝ １
{Ｍｏｕｔｉ × (Ｅｏｕｔｉ － ８３ ７４) × １０ －３} (６)

式中:
Ｍｉｎｉ ———第 ｉ 种进入边界的蒸汽的质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ｉｎｉ ———第 ｉ 种边界内蒸汽所对应的温度、 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ꎬ 单位为 ｋＪ / ｋｇꎮ
Ｍｏｕｔｉ———第 ｉ 种外供蒸汽的质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ｏｕｔｉ ———第 ｉ 种外供蒸汽所对应的温度、 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ꎬ 单位为 ｋＪ / ｋｇꎮ

７ ４ ３　 净消耗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 (７) 计算ꎮ

ＥＣＯ２水
＝ ∑

ｎ

ｉ ＝ １
(ＡＤ水ꎬ ｉ × ＥＦ水ꎬ ｉ) (７)

式中:
ＡＤ水ꎬｉ———聚乙烯生产阶段用第 ｉ 种水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ꎻ
ＥＦ水ꎬｉ———所在区域的不同用水温室气体排放因子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 (ｔＣＯ２ ｅ / ｔ)ꎮ

７ ４ ４　 其他气体 (包括压缩空气、 氮气等)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 (８) 计算ꎮ

ＥＣＯ２其他 ＝ ∑
ｎ

ｉ ＝ １
(ＡＤ其他ꎬ ｉ × ＥＦ其他ꎬ ｉ) (８)

式中:
ＡＤ其他ꎬｉ———聚乙烯生产阶段消耗的第 ｉ 种气体量ꎬ 单位为 ｍ３ꎻ
ＥＦ其他ꎬｉ———所使用第 ｉ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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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ＣＯ２ ｅ / ｍ３)ꎮ

７ ４ ５　 化石燃料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 (９) 计算ꎮ

ＥＣＯ２燃烧 ＝ ∑
ｎ

ｉ ＝ １
ＡＤｉ × ＮＣＶｉ × ＥＦ ｉ × ＯＦ ｉ ×

４４
１２

æ

è
ç

ö

ø
÷ (９)

式中:
ｉ　 　 ———第 ｉ 种化石燃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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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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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聚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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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 (１０) 计算ꎮ

ＥＣＯ２运输 ＝ ∑
ｎ

ｉ ＝ １
(Ｓ分配ꎬ ｉ × ＦＣ ｉ × ＥＦ ｉ) (１０)

式中:
ＥＣＯ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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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聚乙烯生产阶段 ＣＯ２回收利用量按式 (１１) 计算ꎮ
ＥＣＯ２回收 ＝Ｑ×ＰＵＲ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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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２外供气体的纯度 (ＣＯ２体积浓度)ꎬ 取值范围为 ０~１ꎻ
１９ ７ ———ＣＯ２气体的密度ꎬ 单位为吨 /万 Ｎｍ３ꎮ

７ ７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按式 (１２) 计算ꎮ
ＣＦＰ聚乙烯 ＝ＥＧＨＧ×Ｇ总 (１２)

式中:
ＣＦＰ聚乙烯———聚乙烯产品碳足迹ꎬ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 (ｔＣＯ２ｅ / ｔ)ꎻ
Ｇ总 ———输出产品产量ꎬ 单位为吨 (ｔ)ꎮ
计算示例见附录 Ｃꎮ

８　 结果解释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生命周期解释阶段应包括以下步骤:
ａ) 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产品碳足迹和部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ꎬ 识别

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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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ｃ) 结论、 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ꎮ
应按照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ꎬ 对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或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产品碳足迹和

部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进行解释ꎬ 解释应包括以下内容:
———对产品碳足迹和各阶段碳足迹的说明ꎻ
———对不确定性分析ꎬ 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ꎻ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ꎻ
———描述空间系统的划分方法及空间格网粒度 (如适用)ꎻ
———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ꎮ
解释宜包括以下内容:
———对重要输入、 输出和方法学选择 (包括分配程序) 进行的敏感性检查ꎬ 以理解结果的敏感性

和不确定性ꎻ
———替代使用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ꎻ
———不同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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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议的结果的影响评价ꎻ
———空间系统的划分和空间格网分辨率选择对结果的影响评价 (如适用)ꎮ
注: 更多信息见 ＧＢ / Ｔ 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４ ５ꎮ

９　 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的目的是记录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结果ꎬ 并说明该报告符合

本文件的规定ꎬ 模板见附录 Ｄꎮ
可将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的结果用于足迹信息交流 (见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ꎮ
应在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完整地、 准确地、 无偏向地、 透明地、 详细地记录和说明结果、 数据、

方法、 假设和生命周期解释ꎬ 以便相关方能够理解产品碳足迹固有的复杂性和所做出的权衡ꎮ
根据产品碳足迹目的和范围ꎬ 确定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的类型和格式ꎮ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应允

许其结果和生命周期解释可被用在与研究目的相一致的其他方面ꎮ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计算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基本情况

ａ) 委托方和评价方信息ꎻ
ｂ) 报告信息ꎻ
ｃ) 依据的标准ꎻ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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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ａ) 开展研究的目的ꎻ
ｂ) 预期用途ꎮ

ｃ 范围

ａ) 产品说明ꎬ 包括功能和技术参数ꎻ
ｂ) 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以及基准流 (见 ５ ２)ꎻ
ｃ) 系统边界ꎬ 包括:

———作为基本流中的系统输入和输出类型ꎻ
———有关单元过程处理的决策准则 (考虑其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结论的重要性)ꎻ
———产品系统关联的空间范围、 空间系统划分和空间格网粒度选择ꎬ 并说明其理由 (如适用)ꎻ

ｄ) 取舍准则和取舍点 (见 ６ ２)ꎻ
ｅ)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描述ꎬ 包括对选定的使用阶段和生命末期阶段假设情景的描述 (如适

用)ꎬ 替代使用情景和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影响的评价ꎮ
ｄ 清单分析

ａ) 数据收集信息ꎬ 包括数据来源 (见 ６ １)ꎻ 　
ｂ) 分配原则与程序 (见 ６ ３)ꎻ
ｃ) 数据说明 (见 ６ １)ꎬ 包括有关数据的决定和数据质量评价ꎮ

ｅ 影响评价

ａ) 影响评价方法ꎻ
ｂ) 特征化因子ꎻ
ｃ) 清单结果与计算ꎻ
ｄ) 结果的图示 (可选)ꎮ

ｆ 结果解释 (见 ８)
ａ) 结论和局限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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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ꎻ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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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披露在产品碳足迹研究决策中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并说明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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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２５ 或 ＩＳＯ １４０２６ 的规定开展产品碳足迹声明或信息交流ꎬ 使具有同样功能的产品

之间进行比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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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表

表 Ａ １　 物料平衡表

填表人及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生产工艺:

数据时间:

单元过程及其统计口径描述:

类型 来源 名称 数量 (ｔ) 来源

输入物料 来自上游的原料

乙烯

总计

类型 去处 名称 数量 (ｔ) 去向

输出物料 产品

聚乙烯

总计

表 Ａ ２　 能源消耗表

项目 单位 消耗量

新鲜水 ｔ

循环水 ｔ

软化水 ｔ

除盐水 ｔ

除氧水 ｔ

１０ ０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５ ０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３ ５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２ ５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１ ５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１ ０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０ ７ＭＰａ 级蒸汽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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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单位 消耗量

０ ３ＭＰａ 级蒸汽 ｔ

<０ ３ＭＰａ 级蒸汽 ｔ

电力 ｋＷｈ

 

表 Ａ ３　 碳含量统计表

项目

原料碳含量

产物碳含量 /产物组成

表 Ａ ４　 三剂统计表

项目 单位 消耗量

剂 １ ｔ / ａ

剂 ２ ｔ / ａ

剂 ３ ｔ / ａ

 

表 Ａ ５　 运输数据

产品名称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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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

常用参数参考值

表 Ｂ １　 ２０２３年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

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ｋＷｈ)

全国 ０ ６２０５

表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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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Ｂ ３　 ２０２３年输配电碳足迹因子

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ｋＷｈ)

输配电 (不含线损) ０ 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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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资料性)
计算示例

　 　 淤浆法生产聚乙烯计算案例:
以某石化企业生产聚乙烯为例ꎬ 该厂淤浆法生产聚乙烯物料平衡如表 Ｃ １ 所示ꎮ

表 Ｃ １　 淤浆法生产聚乙烯物料平衡表

序号 进料 加工量 (ｔ) 序号 出料 产量 (ｔ)

１ 乙烯 ２８２４１１ １ 聚乙烯 ２７９５６６

２ 丙烯 ６９５ ２ 低聚物 １６１３

３ 丁烯－１ ５５５ ３ 废品塑料 ４８

４ 氢气 ６０ ４ 损失 ２４９４

总计 ２８３７２１ 合计 ２８３７２１

ａ 原料带入排放

聚乙烯生产时原料主要为来自乙烯裂解装置生产的乙烯、 丙烯、 氢气和丁烯－１ 等ꎮ 聚乙烯生产装

置原料带入 ＣＯ２排放量用 ７ ２ 式 (２) 进行计算ꎬ 计算结果如表 Ｃ ２ 所示ꎮ

表 Ｃ ２　 乙烯裂解装置原料带入排放汇总

序号 进料 投入 (ｔ) 碳足迹因子 (ｔＣＯ２ / ｔ) 原料带入排放 (ｔＣＯ２)

１ 乙烯 ２８２４１１ １ １１３ ３１４３２３ ４４３

２ 丙烯 ６９５ １ １１３ ７７３ ５３５

３ 丁烯－１ ５５５ １ １１３ ６１７ ７１５

４ 氢气 ６０ １ １１３ ６６ ７８

总计 ２８３７２１ ３１５７８１ ４７３

　 　 注: 原料碳足迹按照 ６ １ １ 收集ꎮ

ｂ 净消耗蒸汽排放

按照 ７ ４ ２ 式 (６) 计算输入的高压蒸汽和输出的低压蒸汽热量ꎬ 按照式 (５) 计算碳排放量ꎬ 结

果如表 Ｃ ３ 所示ꎮ

表 Ｃ ３　 净消耗蒸汽排放

序号 名称 ２３ 年耗实物量 (ｔ) 过热蒸汽热 (ｋＪ / ｋｇ) 排放量 (ｔＣＯ２)

１ ４ １ＭＰａ 蒸汽 ６５６６５ ２７９９ ４ １９６１５ ６２

２ １ ４ＭＰａ 蒸汽 １１２４１９ ２７９３ ８ ３３５１２ ８５

合计 ５３１２８ ４７

ｃ 净消耗电力排放

使用 ７ ４ １ 式 (４) 进行计算ꎬ 结果如下:
ＥＣＯ２净电 ＝ＡＤ电力×ＥＦ电力 ＝ ６５６９５ ７３６×０ ６２０５＝ ４０７６４ ２ｔＣＯ２

注: 电力碳足迹因子按照表 Ｂ １ 取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 ０ ６２０５ｋｇＣＯ２ / ｋＷ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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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净消耗水排放

使用 ７ ４ ３ 式 (７) 进行计算ꎬ 计算得到:

表 Ｃ ４　 净消耗水排放

序号 名称 ２３ 年耗实物量 (ｔ) 碳足迹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ｔ) 排放量 (ｔ)

１ 新鲜水 ４９０５３ ０ ５２８ ２５ ９０

２ 循环水 ９８０３７４６９ ０ ２１１ ２０６８５ ９１

合计 ２０７１１ ８１

ｅ 聚乙烯生产阶段其他气体排放

其他气体碳排放量根据 ７ ４ ４ 式 (８) 进行计算ꎬ 该厂包括氮气、 净化压缩空气、 非净化压缩空

气ꎬ 计算结果如下:

表 Ｃ ５　 净消耗其他气体排放

序号 名称 ２３ 年耗实物量 (ｍ３) 碳足迹因子 (ｋｇＣＯ２ / ｍ３) 排放量 (ｔ)

１ 氮气 １４２６６３８０ ０ ５２８×１０－３ ７５３２ ６５

合计 ７５３２ ６５

ｆ 聚乙烯生产阶段碳排放量按式 (１) 计算ꎬ 结果如下:
ＥＧＨＧ ＝ ３１５７８１ ４７３＋５３１２８ ４７＋４０７６４ ２＋２０７１１ ８１＋７５３２ ６５

＝ ４３７９１８ ６０３ｔＣＯ２

ｇ 聚乙烯产品碳足迹按 ７ ７ 式 (１２) 计算ꎬ 结果如下:
ＣＦＰ聚乙烯 ＝ＥＧＨＧ / Ｇ总 ＝ ４３７９１８ ６０３ / ２８３７２１＝ １ ５４３ｔＣＯ２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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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 (模板)

　 　 产品碳足迹报告格式模板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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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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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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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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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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选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给出的 １００ 年全球变暖潜势 (ＧＷＰ)ꎬ 具体数值参

考附录 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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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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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ｇ ＣＯ２ｅ /功能单位) 百分数 (％)

原材料获取

制造

分销

使用

生命末期

总计

图 １　 ∗∗各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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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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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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资料性)

全球增温潜势值

　 　 部分 ＧＨＧ 的 ＧＷＰ 参考值见表 Ｅ １ꎮ

表 Ｅ １　 部分 ＧＨＧ 的 ＧＷＰ 参考值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１００ 年的 ＧＷＰ (截至出版时)

二氧化碳 ＣＯ２ １

甲烷 ＣＨ４ ２７ ９

氧化亚氮 Ｎ２Ｏ ２７３

三氟化氮 ＮＦ３ １７４００

六氟化硫 ＳＦ６ ２５２００

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ＨＦＣ－２３ ＣＨＦ３ １４６００

ＨＦＣ－３２ ＣＨ２Ｆ２ ７７１

ＨＦＣ－４１ ＣＨ３Ｆ １３５

ＨＦＣ－１２５ Ｃ２ＨＦ５ ３７４０

ＨＦＣ－１３４ ＣＨＦ２ＣＨＦ２ １２６０

ＨＦＣ－１３４ａ Ｃ２Ｈ２Ｆ４ １５３０

ＨＦＣ－１４３ ＣＨ２ＦＣＨＦ２ ３６４

ＨＦＣ－１４３ａ ＣＨ３ＣＦ３ ５８１０

ＨＦＣ－１５２ａ Ｃ２Ｈ４Ｆ２ １６４

ＨＦＣ－２２７ｅａ Ｃ３ＨＦ７ ３６００

ＨＦＣ－２３６ｆａ Ｃ３Ｈ２Ｆ６ ８６９０

全氟碳化物 (ＰＦＣｓ)

全氟甲烷 (四氟甲烷) ＣＦ４ ７３８０

全氟乙烷 (六氟乙烷) Ｃ２Ｆ６ １２４００

全氟丙烷 Ｃ３Ｆ８ ９２９０

全氟丁烷 Ｃ４Ｆ１０ １００００

全氟环丁烷 Ｃ４Ｆ８ １０２００

全氟戊烷 Ｃ５Ｆ１２ ９２２０

全氟己烷 Ｃ６Ｆ１４ ８６２０

　 　 注: 部分 ＧＨＧ 的 ＧＷＰ 来源于 ＩＰＣＣ «气候变化报告 ２０２１: 自然科学基础第一工作组对 ＩＰＣＣ 第六次评估报告的

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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