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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２１５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第１部分：发电企业；

———第２部分：电网企业；

———第３部分：镁冶炼企业；

———第４部分：铝冶炼企业；

———第５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第６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第７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第８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第９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第１０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第１１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第１２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２１５１的第１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４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常州宏大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互太（番

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岜山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东华

大学、福建宇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浙江航民股份

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程鰑、杨爱民、张中娟、顾金华、马建华、李戎、孙正、毛志平、吕迎智、王民忠、

杨会玲、徐建国、汪洋洋、张丽欣、聂曦、朱重庆、朱水虎、卢重亮。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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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１２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２１５１的本部分规定了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相关的术语、核算边界、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本部分涉及的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

（ＣＯ２）和甲烷（Ｃ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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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１０．２　工业碳酸钠及其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工业碳酸钠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１３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８４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ＧＢ／Ｔ１６０６　工业碳酸氢钠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２２７２３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９４５２　纺织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温室气体　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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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

３．２

报告主体　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犲狀狋犻狋狔

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２］

３．３

纺织服装企业　狋犲狓狋犻犾犲犪狀犱犵犪狉犿犲狀狋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以纺纱、织造、前处理、印花、染色、后整理、服装生产和加工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核算单位。

３．４

燃料燃烧排放　犳狌犲犾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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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７］

３．５

过程排放　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８］

３．６

废水处理排放　狑犪狊狋犲狑犪狋犲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纺织服装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在厌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３．７

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狉狅犿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犱狅犳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犺犲犪狋

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热力包括蒸汽、热水等。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９］

３．８

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狉狅犿犲狓狆狅狉狋犲犱狅犳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犺犲犪狋

企业输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０］

３．９

活动数据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犱犪狋犪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２］

３．１０

排放因子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３］

３．１１

碳氧化率　犮犪狉犫狅狀狅狓犻犱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燃料中的碳在燃烧过程中被完全氧化的百分比。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４］

３．１２

全球变暖潜势　犵犾狅犫犪犾狑犪狉犿犻狀犵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犌犠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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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５］

３．１３

二氧化碳当量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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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６］

２

犌犅／犜３２１５１．１２—２０１８



４　核算边界

４．１　概述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

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检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

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报告主体还从事纺织服装生产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则

应遵循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参考附录Ａ）。

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见图１。

图１　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４．２　核算和报告范围

４．２．１　燃料燃烧排放

纺织服装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４．２．２　过程排放

纺织服装企业碳酸盐使用过程（包括水净化使用碳酸钠、印染过程使用碳酸钠或碳酸氢钠等）分解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４．２．３　废水处理排放

纺织服装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在厌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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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纺织服装企业购入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４．２．５　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纺织服装企业输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５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５．１　核算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完整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ａ）　确定核算边界；

ｂ）　识别排放源；

ｃ）　收集活动数据；

ｄ）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ｅ）　分别计算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废水处理排放量、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及热力所对应的

排放量；

ｆ）　汇总计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５．２　核算方法

５．２．１　概述

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所有的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废水处理排

放量、购入电力及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之和，扣除输出的电力及热力产生的排放量，按式（１）计算：

犈＝犈燃烧 ＋犈过程 ＋犈废水 ＋犈购入电 ＋犈购入热 －犈输出电 －犈输出热

……………………（１）

　　式中：

犈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ｔＣＯ２ｅ）；

犈燃烧 ———报告主体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犈过程 ———报告主体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犈废水 ———报告主体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ｔＣＯ２ｅ）；

犈购入电 ———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犈购入热 ———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犈输出电 ———报告主体输出的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犈输出热 ———报告主体输出的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５．２．２　燃料燃烧排放

５．２．２．１　计算公式

纺织服装企业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核算期内企业各种化石燃料燃烧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按式（２）计算：

犈燃烧 ＝∑
狀

犻＝１
（犃犇犻×犈犉犻）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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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犈燃烧———核算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犃犇犻———核算期内消耗的第犻种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ＧＪ）；

犈犉犻 ———第犻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ｔＣＯ２／ＧＪ）；

犻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５．２．２．２　活动数据获取

５．２．２．２．１　概述

核算期内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式（３）计算：

犃犇犻＝犖犆犞犻×犉犆犻 ……………………（３）

　　式中：

犃犇犻 ———核算期内消耗的第犻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ＧＪ）；

犖犆犞犻———核算期内第犻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

（ＧＪ／ｔ）；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立方米（ＧＪ／１０４Ｎｍ３）；

犉犆犻 ———核算期内第犻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ｔ）；对气体燃料，

单位为万标立方米（１０４Ｎｍ３）。

５．２．２．２．２　燃料消耗量

企业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应根据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燃料消耗量具体计量仪器

的标准应符合ＧＢ１７１６７、ＧＢ／Ｔ２９４５２的相关规定。

５．２．２．２．３　低位发热量

企业可遵循ＧＢ／Ｔ２１３、ＧＢ／Ｔ３８４、ＧＢ／Ｔ２２７２３等相关标准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实测，也可参考表

Ｂ．１的推荐值。

５．２．２．３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式（４）计算：

犈犉犻＝犆犆犻×犗犉犻×
４４

１２
……………………（４）

　　式中：

犈犉犻———第犻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ｔＣＯ２／ＧＪ）；

犆犆犻———第犻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ｔＣ／ＧＪ），可参考表Ｂ．１；

犗犉犻———第犻种燃料的碳氧化率，可参考表Ｂ．１。

４４

１２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５．２．３　过程排放

５．２．３．１　计算公式

纺织服装企业过程排放量为核算期内使用的各种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按式

（５）计算：

犈过程 ＝∑
狀

犻＝１
（犉碳酸盐，犻×犳犻×犈犉碳酸盐，犻） ……………………（５）

　　式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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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过程　　———核算期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犉碳酸盐 ———核算期内第犻种碳酸盐的消耗量，单位为吨（ｔ）；

犳犻 ———第犻种碳酸盐的纯度，以％表示；

犈犉碳酸盐，犻———第犻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碳酸盐（ｔＣＯ２／ｔ碳

酸盐）。

５．２．３．２　活动数据获取

所需的活动数据是核算期内各种碳酸盐的消耗量，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不包括碳酸盐

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碳酸氢盐或ＣＯ３
２－发生转移而不产生二氧化碳的部分。

碳酸盐的纯度，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遵循ＧＢ／Ｔ１６０６、ＧＢ／Ｔ２１０．２等相关标准，开展实测；不具备条

件的企业宜采用供应商提供的数据。

５．２．３．３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式（６）计算：

犈犉碳酸盐，犻＝
４４

犕 碳酸盐，犻

……………………（６）

　　式中：

犈犉碳酸盐，犻———第犻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碳酸盐（ｔＣＯ２／ｔ碳酸盐）；

４４ ———二氧化碳的相对分子质量；

犕 碳酸盐，犻 ———第犻种碳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

５．２．４　废水处理排放

５．２．４．１　计算公式

纺织服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经厌氧处理会产生甲烷。废水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按式（７）计算：

犈废水 ＝犈ＣＨ４×犌犠犘ＣＨ
４

……………………（７）

　　式中：

犈废水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ｔＣＯ２ｅ）；

犈ＣＨ４
———核算期内废水厌氧处理排放的甲烷量，单位为吨（ｔ）；

犌犠犘ＣＨ
４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２１。

５．２．４．２　活动数据获取

５．２．４．２．１　概述

甲烷排放量按式（８）计算：

犈ＣＨ４＝犜犗犠 ×犈犉－犚 ……………………（８）

　　式中：

犈ＣＨ４
———核算期内废水厌氧处理排放的甲烷量，单位为吨（ｔ）；

犜犗犠———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单位为吨化学需氧量（ｔＣＯＤ）；

犈犉 ———甲烷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甲烷每吨化学需氧量（ｔＣＨ４／ｔＣＯＤ）。

犚 ———甲烷回收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４．２．２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根据核算期内厌氧处理的废水量、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的犆犗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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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厌氧处理系统出口的犆犗犇 浓度来确定。厌氧处理的废水量采用废水站统计的数据，厌氧处理

系统进口废水犆犗犇 浓度和厌氧处理系统出口犆犗犇 浓度采用检测犆犗犇 浓度的平均值。按式（９）计算：

犜犗犠 ＝犠 ×（犆犗犇ｉｎ－犆犗犇ｏｕｔ）×１０
－３ ……………………（９）

　　式中：

犜犗犠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单位为吨化学需氧量（ｔＣＯＤ）；

犠 ———厌氧处理的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采用企业计量数据；

犆犗犇ｉｎ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的每立方米千克化学需氧量（ｋｇＣＯＤ／ｍ
３），采用检测值的平

均值；

犆犗犇ｏｕｔ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的每立方米千克化学需氧量（ｋｇＣＯＤ／ｍ
３），采用检测值的平

均值。

各化学需氧量浓度检测值可以是企业检测或委托第三方检测。

５．２．４．２．３　甲烷回收量

采用企业计量数据，或根据企业台账、统计报表来确定。

５．２．４．２．４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采用式（１０）计算：

犈犉＝犅ｏ×犕犆犉 …………………… （１０）

　　式中：

犈犉 　———甲烷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甲烷每吨化学需氧量（ｔＣＨ４／ｔＣＯＤ）；

犅ｏ ———废水厌氧处理系统的甲烷生产潜力，单位为吨甲烷每吨化学需氧量（ｔＣＨ４／ｔＣＯＤ）；

犕犆犉 ———甲烷修正因子，无量纲；

对于废水厌氧处理系统的甲烷生产潜力，优先使用国家公布的数据，如果没有，则采用本部分的推

荐值０．２５ｋｇＣＨ４／ｋｇＣＯＤ。

对于甲烷修正因子 ＭＣＦ，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

本部分的推荐值０．３。

５．２．５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５．２．５．１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ａ）　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１１）计算：

犈购入电 ＝犃犇购入电 ×犈犉电力 ……………………（１１）

式中：

犈购入电　 ———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犃犇购入电 ———核算期内购入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ＭＷｈ）；

犈犉电力 ———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ｔＣＯ２／ＭＷｈ）。

ｂ）　企业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１２）计算：

犈购入热 ＝犃犇购入热 ×犈犉热力 ……………………（１２）

式中：

犈购入热　 ———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犃犇购入热 ———核算期内购入的热力量，单位为吉焦（ＧＪ）；

犈犉热力 ———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ｔＣＯ２／Ｇ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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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企业输出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１３）计算：

犈输出电 ＝犃犇输出电 ×犈犉电力 …………………… （１３）

式中：

犈输出电　———输出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犃犇输出电 ———核算期内输出电量，单位为兆瓦时（ＭＷｈ）；

犈犉电力 ———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ｔＣＯ２／ＭＷｈ）。

ｄ）　企业输出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１４）计算：

犈输出热 ＝犃犇输出热 ×犈犉热力 ……………………（１４）

式中：

犈输出热　———输出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ｔＣＯ２）；

犃犇输出热 ———核算期内输出的热力量，单位为吉焦（ＧＪ）；

犈犉热力 ———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ｔＣＯ２／ＧＪ）。

５．２．５．２　活动数据获取

核算期内购入和输出的电力活动数据以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

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核算期内购入和输出的热力量，活动数据以企业热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热

力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按式（１５）转换为热量单位：

犃犇热水 ＝犕犪ｗ×（犜ｗ－２０）×４．１８６８×１０
－３ ……………………（１５）

　　式中：

犃犇热水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ＧＪ）；

犕犪ｗ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ｔ）；

犜ｗ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４．１８６８ ———水在常温压下的比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ｋＪ／（ｋｇ·℃）］。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按式（１６）转换为热量单位：

犃犇蒸气 ＝犕犪ｓｔ×（犈狀ｓｔ－８３．７４）×１０
－３ ……………………（１６）

　　式中：

犃犇蒸汽———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ＧＪ）；

犕犪ｓｔ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ｔ）；

犈狀ｓｔ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ｋＪ／ｋｇ），饱和蒸汽和

过热蒸汽的热焓可分别查阅表Ｂ．２和表Ｂ．３。

５．２．５．３　排放因子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电网排放因子。

热力排放因子可取推荐值０．１１ｔＣＯ２／ＧＪ。

６　数据质量管理

报告主体应加强温室气体数据质量管理工作，至少包括：

ａ）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

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ｂ）　根据各种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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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ｃ）　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不断提高监测能力，并制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包括对活动水平数据

的监测和对燃料低位发热量等参数的监测；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维

护管理，并记录存档；

ｄ）　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以及相关责任人等信息的

记录管理；

ｅ）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验，对可能产

生的数据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７　报告内容和格式

７．１　概述

报告主体参照附录Ａ的格式进行报告。

７．２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

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７．３　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废水处

理排放量、购入和输出电力及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７．４　活动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生产所使用的各种燃料的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碳酸盐的品种、重量、

纯度；废水处理量；废水厌氧池进、出水口化学需氧量，购入和输出电量、热力量，并说明这些数据的

来源。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纺织服装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则

应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标准，报告其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

７．５　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生产使用的各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废水处理排放因子，

核算采用的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等数据及其来源（采用本部分的推荐值或实测值）。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纺织服装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则

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标准，报告其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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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报告格式模板

纺织服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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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表１～表３的表

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温室气体排放

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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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报告主体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源类别 总计

燃料燃烧排放量／ｔＣＯ２

过程排放量／ｔＣＯ２

废水处理排放量／ｔＣＯ２ｅ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ｔＣＯ２

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ｔＣＯ２

输出电力产生的排放量／ｔＣＯ２

输出热力产生的排放量／ｔＣＯ２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ｔＣＯ２ｅ

表２　报告主体活动数据一览表
ａ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消耗量

ｔ或１０４Ｎｍ３

低位发热量

ＧＪ／ｔ或ＧＪ／１０４Ｎｍ３

燃料燃烧ｂ

无烟煤 ｔ

烟煤 ｔ

褐煤 ｔ

洗精煤 ｔ

其他洗煤 ｔ

其他煤制品 ｔ

焦炭 ｔ

原油 ｔ

燃料油 ｔ

汽油 ｔ

柴油 ｔ

一般煤油 ｔ

液化天然气 ｔ

液化石油气 ｔ

焦油 ｔ

焦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高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转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其他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天然气 １０４Ｎｍ３

炼厂干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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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排放源类别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生产过程ｃ

Ｎａ２ＣＯ３ 的消耗量 ｔ

Ｎａ２ＣＯ３ 的纯度 ％

ＮａＨＣＯ３ 的消耗量 ｔ

ＮａＨＣＯ３ 的纯度 ％

废水处理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废水量 ｍ３

厌氧池ＣＯＤｉｎ浓度 ｋｇＣＯＤ／ｍ
３

厌氧池ＣＯＤｏｕｔ浓度 ｋｇＣＯＤ／ｍ
３

电力、热力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购入电力量 ＭＷｈ

购入热力量 ＧＪ

输出电力量 ＭＷｈ

输出热力量 ＧＪ

　　
ａ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除纺织服装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应自行加行

报告。

ｂ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能源品种。

ｃ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碳酸盐品种。

表３　排放因子相关数据一览表
ａ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ｔＣ／ＧＪ

碳氧化率

％

燃料燃烧ｂ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他洗煤

其他煤制品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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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ｔＣ／ＧＪ

碳氧化率

％

燃料燃烧ｂ

焦油

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

其他煤气

天然气

炼厂干气

过程排放ｃ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碳酸钠 ｔＣＯ２／ｔ

碳酸氢钠 ｔＣＯ２／ｔ

废水处理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废水厌氧处理系统

甲烷生产潜力
ｋｇＣＨ４／ｋｇＣＯＤ

甲烷修正因子

电力、热力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购入电力 ｔＣＯ２／ＭＷｈ

购入热力 ｔＣＯ２／ＧＪ

输出电力 ｔＣＯ２／ＭＷｈ

输出热力 ｔＣＯ２／ＧＪ

　　
ａ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除纺织服装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应自行加行

报告。

ｂ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能源品种。

ｃ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碳酸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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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燃料和蒸汽相关参数推荐值

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Ｂ．１、表Ｂ．２、表Ｂ．３。

表犅．１　常用燃料相关参数的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ＧＪ／ｔ，ＧＪ／１０４Ｎｍ３

单位热值含碳量

ｔＣ／ＧＪ

燃料碳氧化率

％

固体

燃料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他洗煤

型煤

焦炭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２６．７ａ

１９．５７０ｃ

１１．９ａ

２６．３４４ｄ

１２．５４５ｄ

１７．４６０ｃ

２８．４３５ｄ

２７．４×１０－３ｂ

２６．１×１０－３ｂ

２８．０×１０－３ａ

２５．４１×１０－３ｂ

２５．４１×１０－３ｂ

３３．６×１０－３ｃ

２９．５×１０－３ｂ

９４ｂ

９３ｂ

９６ｂ

９０ｂ

９０ｂ

９０ｂ

９３ｂ

液体

燃料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炼厂干气

煤焦油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ｔ

４１．８１６ｄ

４１．８１６ｄ

４３．０７０ｄ

４２．６５２ｄ

４３．０７０ｄ

４４．２ａ

５０．１７９ｄ

４５．９９８ｄ

３３．４５３ｄ

２０．１×１０－３ｂ

２１．１×１０－３ｂ

１８．９×１０－３ｂ

２０．２×１０－３ｂ

１９．６×１０－３ｂ

１７．２×１０－３ｂ

１７．２×１０－３ｂ

１８．２×１０－３ｂ

２２．０×１０－３ａ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９８ｂ

气体

燃料

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

其他煤气

天然气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７９．８１ｄ

３３．００ｃ

８４．００ｃ

５２．２７０ｄ

３８９．３１ｄ

１３．５８×１０－３ｂ

７０．８０×１０－３ａ

４９．６０×１０－３ｃ

１２．２０×１０－３ｂ

１５．３×１０－３ｂ

９９ｂ

９９ｂ

９９ｂ

９９ｂ

９９ｂ

　　
ａ 数据取值来源为《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ｂ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ｃ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２００７）。

ｄ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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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　饱和蒸汽热焓表

压力

ＭＰａ

温度

℃

焓

ｋＪ／ｋｇ

压力

ＭＰａ

温度

℃

焓

ｋＪ／ｋｇ

０．００１ ６．９８ ２５１３．８ １．００ １７９．８８ ２７７７．０

０．００２ １７．５１ ２５３３．２ １．１０ １８４．０６ ２７８０．４

０．００３ ２４．１０ ２５４５．２ １．２０ １８７．９６ ２７８３．４

０．００４ ２８．９８ ２５５４．１ １．３０ １９１．６０ ２７８６．０

０．００５ ３２．９０ ２５６１．２ １．４０ １９５．０４ ２７８８．４

０．００６ ３６．１８ ２５６７．１ １．５０ １９８．２８ ２７９０．４

０．００７ ３９．０２ ２５７２．２ １．６０ ２０１．３７ ２７９２．２

０．００８ ４１．５３ ２５７６．７ １．７０ ２０４．３０ ２７９３．８

０．００９ ４３．７９ ２５８０．８ １．８０ ２０７．１０ ２７９５．１

０．０１０ ４５．８３ ２５８４．４ １．９０ ２０９．７９ ２７９６．４

０．０１５ ５４．００ ２５９８．９ ２．００ ２１２．３７ ２７９７．４

０．０２０ ６０．０９ ２６０９．６ ２．２０ ２１７．２４ ２７９９．１

０．０２５ ６４．９９ ２６１８．１ ２．４０ ２２１．７８ ２８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６９．１２ ２６２５．３ ２．６０ ２２６．０３ ２８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７５．８９ ２６３６．８ ２．８０ ２３０．０４ ２８０１．７

０．０５０ ８１．３５ ２６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３３．８４ ２８０１．９

０．０６０ ８５．９５ ０６５３．６ ３．５０ ２４２．５４ ２８０１．３

０．０７０ ８９．９６ ２６６０．２ ４．００ ２５０．３３ ２７９９．４

０．０８０ ９３．５１ ２６６６．０ ５．００ ２６３．９２ ２７９２．８

０．０９０ ９６．７１ ２６７１．１ ６．００ ２７５．５６ ２７８３．３

０．１０ ９９．６３ ２６７５．７ ７．００ ２８５．８０ ２７７１．４

０．１２ １０４．８１ ２６８３．８ ８．００ ２９４．９８ ２７５７．５

０．１４ １０９．３２ ２６９０．８ ９．００ ３０３．３１ ２７４１．８

０．１６ １１３．３２ ２６９６．８ １０．０ ３１０．９６ ２７２４．４

０．１８ １１６．９３ ２７０２．１ １１．０ ３１８．０４ ２７０５．４

０．２０ １２０．２３ ２７０６．９ １２．０ ３２４．６４ ２６８４．８

０．２５ １２７．４３ ２７１７．２ １３．０ ３３０．８１ ２６６２．４

０．３０ １３３．５４ ２７２５．５ １４．０ ３３６．６３ ２６３８．３

０．３５ １３８．８８ ２７３２．５ １５．０ ３４２．１２ ２６１１．６

０．４０ １４３．６２ ２７３８．５ １６．０ ３４７．３２ ２５８２．７

０．４５ １４７．９２ ２７４３．８ １７．０ ３５２．２６ ２５５０．８

０．５０ １５１．８５ ２７４８．５ １８．０ ３５６．９６ ２５１４．４

０．６０ １５８．８４ ２７５６．４ １９．０ ３６１．４４ ２４７０．１

０．７０ １６４．９６ ２７６２．９ ２０．０ ３６５．７１ ２４１３．９

０．８０ １７０．４２ ２７６８．４ ２１．０ ３６９．７９ ２３４０．２

０．９０ １７５．３６ ２７７３．０ ２２．０ ３７３．６８ ２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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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　过热蒸汽热焓表 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温度

压力

０．０１

ＭＰａ

０．１

ＭＰａ

０．５

ＭＰａ

１

ＭＰａ

３

ＭＰａ

５

ＭＰａ

７

ＭＰａ

１０

ＭＰａ

１４

ＭＰａ

２０

ＭＰａ

２５

ＭＰａ

３０

ＭＰａ

０℃ ０ ０．１ ０．５ １ ３ ５ ７．１ １０．１ １４．１ ２０．１ ２５．１ ３０

１０℃ ４２ ４２．１ ４２．５ ４３ ４４．９ ４６．９ ４８．８ ５１．７ ５５．６ ６１．３ ６６．１ ７０．８

２０℃ ８３．９ ８４ ８４．３ ８４．８ ８６．７ ８８．６ ９０．４ ９３．２ ９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７．１ １１１．７

４０℃ １６７．４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９ １６８．３ １７０．１ １７１．９ １７３．６ １７６．３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１ １８９．４ １９３．８

６０℃ ２６１１．３ ２５１．２ ２５１．２ ２５１．９ ２５３．６ ２５５．３ ２５６．９ ２５９．４ ２６２．８ ２６７．８ ２７２ ２７６．１

８０℃ ２６４９．３ ３３５ ３３５．３ ３３５．７ ３３７．３ ３３８．８ ３４０．４ ３４２．８ ３４６ ３５０．８ ３５４．８ ３５８．７

１００℃ ２６８７．３ ２６７６．５ ４１９．４ ４１９．７ ４２１．２ ４２２．７ ４２４．２ ４２６．５ ４２９．５ ４３４ ４３７．８ ４４１．６

１２０℃ ２７２５．４ ２７１６．８ ５０３．９ ５０４．３ ５０５．７ ５０７．１ ５０８．５ ５１０．６ ５１３．５ ５１７．７ ５２１．３ ５２４．９

１４０℃ ２７６３．６ ２７５６．６ ５８９．２ ５８９．５ ５９０．８ ５９２．１ ５９３．４ ５９５．４ ５９８ ６０２ ６０５．４ ６０３．１

１６０℃ ２８０２ ２７６７．３ ２７６７．３ ６７５．７ ６７６．９ ６７８ ６７９．２ ６８１ ６８３．４ ６８７．１ ６９０．２ ６９３．３

１８０℃ ２８４０．６ ２８３５．７ ２８１２．１ ２７７７．３ ７６４．１ ７６５．２ ７６６．２ ７６７．８ ７６９．９ ７７３．１ ７７５．９ ７７８．７

２００℃ ２８７９．３ ２８７５．２ ２８５５．５ ２８２７．５ ８５３ ８５３．８ ８５４．６ ８５５．９ ８５７．７ ８６０．４ ８６２．８ ９５３．１

２２０℃ ２９１８．３ ２９１４．７ ２８９８ ２８７４．９ ９４３．９ ９４４．４ ９４５．０ ９４６ ９４７．２ ９４９．３ ９５１．２ ９５３．１

２４０℃ ２９５７．４ ２９５４．３ ２９３９．９ ２９２０．５ ２８２３ １０３７．８ １０３８．０ １０３８．４ １０３９．１ １０４０．３ １０４１．５ １０２４．８

２６０℃ ２９９６．８ ２９９４．１ ２９８１．５ ２９６４．８ ２８８５．５ １１３５ １１３４．７ １１３４．３ １１３４．１ １１３４ １１３４．３ １１３４．８

２８０℃ ３０３６．５ ３０３４ ３０２２．９ ３００８．３ ２９４１．８ ２８５７ １２３６．７ １２３５．２ １２３３．５ １２３１．６ １２３０．５ １２２９．９

３００℃ ３０７６．３ ３０７４．１ ３０６４．２ ３０５１．３ ２９９４．２ ２９２５．４ ２８３９．２ １３４３．７ １３３９．５ １３３４．６ １３３１．５ １３２９

３５０℃ ３１７７ ３１７５．３ ３１６７．６ ３１５７．７ ３１１５．７ ３０６９．２ ３０１７．０ ２９２４．２ ２７５３．５ １６４８．４ １６２６．４ １６１１．３

４００℃ ３３６２．５２ ３２７８ ３２１７．８ ３２６４ ３２３１．６ ３１９６．９ ３１５９．７ ３０９８．５ ３００４ ２８２０．１ ２５８３．２ ２１５９．１

４２０℃ ３３２０．９６ ３３１９．６８ ３３１３．８ ３３０６．６ ３２７６．９ ３２４５．４ ３２１１．０ ３１５５．９８ ３０７２．７２ ２９１７．０２ ２７３０．７６ ２４２４．７

４４０℃ ３３６２．５２ ３３６１．３６ ３３５５．９ ３３４９．３ ３３２１．９ ３２９３．２ ３２６２．３ ３２１３．４６ ３１４１．４４ ３０１３．９４ ２８７８．３２ ２６９０．３

４５０℃ ３３８３．３ ３３８２．２ ３３７７．１ ３３７０．７ ３３４４．４ ３３１６．８ ３２８８．０ ３２４２．２ ３１７５．８ ３０６２．４ ２９５２．１ ２８２３．１

４６０℃ ３４０４．４２ ３４０３．３４ ３３９８．３ ３３９２．１ ３３６６．８ ３３４０．４ ３３１２．４ ３２６８．５８ ３２０５．２４ ３０９７．９６ ２９９４．６８ ２８７５．２６

４８０℃ ３４４６．６６ ３４４５．６２ ３４４０．９ ３４３５．１ ３４１１．６ ３３８７．２ ３３６１．３ ３３２１．３４ ３２６４．１２ ３１６９．０８ ３０７９．８４ ２９７９．５８

５００℃ ３４８８．９ ３４８７．９ ３４８３．７ ３４７８．３ ３４５６．４ ３４３３．８ ３４１０．２ ３３７４．１ ３３２３ ３２４０．２ ３１６５ ３０８３．９

５２０℃ ３５３１．８２ ３５３０．９ ３５２６．９ ３５２１．８６ ３５０１．２８ ３４８０．１２ ３４５８．６ ３４２５．１ ３３７８．４ ３３０３．７ ３２３７ ３１６６．１

５４０℃ ３５７４．７４ ３５７３．９ ３５７０．１ ３５６５．４２ ３５４６．１６ ３５２６．４４ ３５０６．４ ３４７５．４ ３４３２．６ ３３６４．６ ３３０４．７ ３２４１．７

５５０℃ ３５９３．２ ３５９５．４ ３５９１．７ ３５８７．２ ３５６８．６ ３５４９．６ ３５３０．２ ３５００．４ ３４５９．２ ３３９４．３ ３３３７．３ ３２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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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续） 单位为千焦每千克

温度

压力

０．０１

ＭＰａ

０．１

ＭＰａ

０．５

ＭＰａ

１

ＭＰａ

３

ＭＰａ

５

ＭＰａ

７

ＭＰａ

１０

ＭＰａ

１４

ＭＰａ

２０

ＭＰａ

２５

ＭＰａ

３０

ＭＰａ

５６０℃ ３６１８ ３６１７．２２ ３６１３．６４ ３６０９．２４ ３５９１．１８ ３５７２．７６ ３５５４．１ ３５２５．４ ３４８５．８ ３４２３．６ ３３６９．２ ３３１２．６

５８０℃ ３６６１．６ ３６６０．８６ ３６５７．５２ ３６５３．３２ ３６３６．３４ ３６１９．０８ ３６０１．６ ３５７４．９ ３５３８．２ ３４８０．９ ３４３１．２ ３３７９．８

６００℃ ３７０５．２ ３７０４．５ ３７０１．４ ３６９７．４ ３６８１．５ ３６６５．４ ３６４９．０ ３６２４ ３５８９．８ ３５３６．９ ３４９１．２ ３４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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