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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氢燃料电池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氢燃料电池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相关术语、产品种类及描述、产品碳足迹量化界定、数

据和数据质量、生命周期各阶段数据收集、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车载氢燃料电池产品的碳足迹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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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24-2001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Ⅰ型环境标志 原则和程序 

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20042.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第1部分：术语 

GB/T 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2024、GB/T 24040-2008、GB/T 32150-2015、GB/T 20042.1与GB/T 24499界定的以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产品种类 product category 

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群组。 

[来源：GB/T 24024-2001，定义3.3] 

 

产品种类规则 product category rules(PCR) 

对一个或多个产品种类进行Ⅲ型环境声明所必须满足的一套具体的规则、要求和指南。 

[来源：GB/T 24025-2009，定义3.5]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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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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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

物（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2008，定义3.1]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碳足迹评价中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40-2008，定义3.32]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T/XXX XXXX—XXXX 

2 

用来作为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来源：GB/T 24040-2008，定义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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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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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数据可以包含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和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1]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3] 

 

数据质量 data quality 

数据在满足所声明的要求方面的能力特性。 

[来源：GB/T 24040-2008，定义3.19]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3] 
注1：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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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2：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现场数据 site-specific data 

从产品系统中获得的初级数据。 
注1：所有现场数据均为初级数据，但并不是所有初级数据都是现场数据，因为数据可能是从不同产品系统内部获得

的。 

注2：现场数据包括场地内一个特定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 

[来源：GB/T 24067-2024，3.6.2] 

 

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GHG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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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之外所做出的规定。 

[来源：GB/T 24040-2008，定义3.18]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PCR 产品种类规则 

GHG 温室气体 

GWP 全球增温潜势 

CNC加工 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精密机械加工 

  

5 总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5%AF%86%E6%9C%BA%E6%A2%B0%E5%8A%A0%E5%B7%A5/44403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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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遵循 GB/T 24067的原则。 

碳抵消以及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信息交流不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仅针对单一环境影响类型，即气候变化，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其他潜在环境影响，

也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6 量化目的 

为满足相关产业企业管理碳排放、提升竞争力以及绿色发展需求，为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统一规定

的碳足迹核算方法。结合取舍准则，通过量化产品生命周期或选定过程中所有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清除量，计算从贵金属等原料开采到生产一块xxx千瓦的氢燃料电池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其对气候

变化影响，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 

氢燃料电池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量化范围主要包括原材料获取、催化剂组建制备、膜

电极组建制备、双极板组建制备、密封、组堆、电堆活化和测试、组装检验包装、其他要件生产制造过

程等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包括产品系统内所用的辅助材料和燃料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 

氢燃料电池生产过程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CO2）。 

7 量化范围 

声明单位 

本文件以千克氢燃料电池声明单位，产品碳足迹报告（见附录D）中应以千克氢燃料电池产品排放

的二氧化碳当量来记录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的结果。 
注： 声明单位应仅用于产品部分碳足迹。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应使用户能够明确地识别产品，包括但不仅限于： 

a) 产品名称（产品种类）； 

b) 产品主要性能； 

c) 产品工艺； 

d) 产品标准编号； 

e) 相关质量标准的编号； 

f)    产品所获取的标志。 

系统边界 

7.3.1 产品阶段流程 

氢燃料电池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定义为“摇篮”到“大门”，共分为两个阶段：原辅材料获取阶段、产

品制造阶段。氢燃料电池产品系统边界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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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氢燃料电池产品碳足迹核算系统边界示意图 

a) 应包括原材料获取阶段（原材料获取、运输、加工）; 

b) 应包括产品制造阶段（关键部件生产、其他部件生产）； 

7.3.2 取舍准则 

在产品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产品碳足迹影响小于1%的环节，但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应超过产

品碳足迹的5%。 

7.3.3 产品阶段范围 

7.3.3.1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材料获取阶段从自然界材料提取时开始，在原材料产品到达部件生产工厂时终止。 

原材料获取阶段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原辅材料的获取和运输（铜合金、铝合金、镍合金、不锈钢、石墨等）； 

b) 能源的获取和输送（电力、热力等）； 

c) 燃料的获取和运输（汽油、柴油、煤炭、天然气等）。 

7.3.3.2 产品制造阶段 

产品制造阶段从产品原材料进入工厂开始，到最终产品离开工厂终止。产品制造阶段流程包括但不

限于： 

a) 催化剂组建制备； 

b) 膜电极组建制备； 

c) 双极板组建制备； 

d) 密封、组堆； 

e) 电堆活化和测试； 

f) 组装检验包装； 

g) 其他要件生产制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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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氢燃料电池生产流程图 

7.3.3.2.1 催化剂组建制备 

催化剂组建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阳极浆料、阴极浆料准备（Pt/c、去离子水、甲醇有机溶剂、聚离体溶液等）； 

b) 浆料宏观分散搅拌（机械搅拌）； 

c) 浆料微观分散搅拌（剪切分散）； 

d) 浆料超声分散。 

7.3.3.2.2 膜电极组建制备 

膜电极组建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涂布（催化剂浆料涂布和干燥）； 

b) 热压（固化的催化剂层热转印到 PEM）； 

c) 贴合。 

7.3.3.2.3 双极板组建制备 

双极板组建制备分为金属双极板和石墨双极板。金属双极板组建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金属双极板组建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 

1）冲压刻蚀液压； 

  2）清洗； 

3）焊接； 

4）涂覆； 

b) 石墨双极板组建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 

1）切片； 

  2）侵渍； 

3）磨压； 

4）CNC 加工； 

8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数据类型 

8.1.1 初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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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包含直接排放的活动数据或从特定场地获取的数据，也可包含产品相应进程中

的数据分配值。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可以通过测量或建模获得，其结果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特定值。分配

的数据只要满足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要求，可被认为是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产品的关键部件和主要生产

过程数据宜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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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次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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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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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替代数据。次级数据包括通过引用公用数据、参考数据和其他文献研究等数据以供组织计算产品碳排

放量而收集的数据和其他背景数据，如排放因子数据等，对数据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按照

附录 B中表 B.1采集。 

8.1.3 现场数据 

现场数据包括生产单一规格的氢燃料电池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等，应对数据的获得方式及来源

予以说明，按照附录A中表A.1采集。应收集的数据信息种类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收集信息种类 

类别 收集信息种类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地址、数据统计周期、生产规模 

资源消耗 原材料、辅材、包装材料的消耗量、水耗 

能源消耗 生产过程、厂内运输过程涉及的能源消耗量 

废弃物产生 
固体废弃物及对应处理方式（焚烧、填埋等）、废气、废

水 

运输 原料、能源及废弃物的运输距离及运输方式 

 

数据收集期间 

一般情况下，初级数据的收集时间为数据盘查前的最近一年。生产期间未达一年者，以最近至少一

个月的生产期间为基础，同时应考虑该数据的代表性与准确性。 

数据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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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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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够满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需要； 

b) 地域代表性：收集数据所在的地理区域，以及针对具有地理特性的产品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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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针对产品的具体技术数据； 

d) 时间代表性：数据的年份和收集数据的最短时间期限，以及针对具体被评价产品的时间数据； 

e) 准确性：当数据、模式和假设等存在多种选择时，应优先考虑最准确的数据； 

f) 完整性：数据采样范围应足够大，测量的周期性应足够长，数据删减应满足 7.3.2 的取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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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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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来源：当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易于获取时，产品碳足迹的量化应优先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用于

产品碳足迹量化的所有数据，其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 

j) 不确定性：尽可能使用现有的质量最好的数据，以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数据收集 

8.4.1 数据收集规则 

a) 数据收集应选择质量较高的数据进行采集，数据质量依次递减的顺序分为下列 7类： 

1) 实际量测值、计算值； 

2) 相同工艺／设备的经验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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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文献、行业内专家经验的估算值； 

4) 区域范围内相关数据； 

5) 国内相关数据； 

6) 国外相关数据。 

k) 应以一个自然年为数据收集周期； 

l) 数据应具有代表性，包括数据获取时间的代表性、技术的代表性、地理位置的代表性； 

m) 数据来源应清晰及透明； 

n) 初级数据的主要来源： 

1) 供应商的直接监测或记录； 

2) 基于标的产品进行分配； 

3) 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 

o) 次级数据的主要来源： 

1) 由供应商提供的且经过第三方机构核证的产品碳排放计算数据； 

2) 正式公开的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3) 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资料库。 

8.4.2 数据收集步骤 

氢燃料电池产品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评估宜遵循以下步骤： 

a) 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并建立数据库完成收集的数据和评估过程； 

b) 使用产品生命周期流程图，确定有需求的数据，并开展过程审查，以便集中数据收集工作； 

c) 对于直接管控下的过程，搜集原始数据； 

d) 对于其他过程，收集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或次级数据，并评估直接排放数据、能源或材料使用数据、

排放因子等的数据质量； 

e) 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分析并找到数据缺口，收集更高质量的数据。 

8.4.3 数据收集项目 

8.4.3.1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材料获取阶段应收集以下过程相关的数据： 

a) 各原材料开采/生产/成型/精炼过程； 

b) 各原材料运输过程,包括铁路和公路运输； 

c) 能源生产/输送过程； 

d) 上述过程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弃物处理相关的 GHG排放，其中委外处理的仅计算其     

        运输过程。 
注： 原材料获取阶段收集的数据可使用次级数据。 

8.4.3.2 产品制造阶段 

产品制造阶段应收集以下过程相关的数据： 

a)  催化剂组建制备阶段原料投入量及燃力、电力消耗； 

b)  膜电极组建制备阶段原料投入量及燃力、电力消耗； 

c)  双极板组建制备阶段原料投入量及燃力、电力消耗； 

d)  密封、组堆阶段电量消耗及燃力、电力消耗； 

e)  电堆活化和测试阶段电量消耗及燃力、电力消耗； 

f)  组装检验包装阶段电量消耗及燃力、电力消耗； 

g)  其他要件生产制造过程。 

h)  上述过程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弃物处理的过程。 
注： 产品制造阶段收集的数据应优先选择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量化程序 

数据收集完成后，应对产品系统中每一单元过程中与功能单位进行量化。量化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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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该活动的排放因子，将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和次级数据换算为 GHG排放量，以

产品每功能单位的 GHG排放量的形式记录。 

b) 用具体 GHG排放值乘以相应的 GWP值将 GHG排放量数据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 

分配 

8.6.1 分配应根据 GB/T 24040及 GB/T 24044中规定的分配程序。 

8.6.2 对包含多个产品或循环体系的系统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a) 尽可能避免分配； 

b) 优先使用物理关系（如数量、质量、工时等）进行分配； 

c) 若无法建立物理关系，宜根据经济价值或其它关系进行分配，且应提供所使用分配关系的依据

及计算说明。 

9 数据计算 

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见公式（1） 

CFPGHG = ∑�∑ �ADi × EFLCA,i,j�i × GWPj�i ……………………….….（1） 

式中： 

CFPGHG   ——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kgCO2e/声明单位）计； 

ADi          ——系统边间内，各功能单位中第i种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相关数据（包括初级数据

和次级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EFLCA,,i,,j ——第i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j的排放系数，单位与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相匹配；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量 

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通过生命周期对获取1吨原材料（铜合金、铝合金、镍合金、石墨等）

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进行核算，按公式计算： 
CFP原材料 = �E燃烧 + E电力热力 + E其他�/P原材料………………………….（2） 

式中： 

CFP原材料——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燃烧 ——核算周期内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电力热力——核算周期内消耗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其他 ——核算周期内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P原材料——核算周期内原材料获取量，单位为千克（kg )； 

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9.3.1 催化剂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催化剂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通过生命周期对生产1吨催化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进行核

算，按公式计算： 
CFP催化剂 = �E燃烧 + E电力热力 + E聚离物 + E其他�/P催化剂……………….（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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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催化剂——催化剂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燃烧 ——核算周期内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电力热力——核算周期内消耗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聚离物——核算周期内还原剂（甲醛、甲酸铵、硼氢化钠等）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其他 ——核算周期内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P催化剂——核算周期内催化剂的产量，单位为吨（kg）； 

9.3.2 膜电极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膜电极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通过生命周期对生产1吨膜电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进行核

算，按公式计算： 
CFP膜电极 = �E燃烧 + E电力热力 + E其他 − E余热�/P膜电极………….……….（4） 

式中： 

CFP膜电极——膜电极制备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燃烧 ——核算周期内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电力热力——核算周期内消耗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余热 ——核算周期内涂布、热压、贴合过程中回收热量所对应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

化碳当量（kgCO2e）； 

E其他 ——核算周期内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P膜电极——核算周期内膜电极的产量，单位为千克（kg）； 

9.3.3 其他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通过生命周期对双极板制备、密封、组堆、电堆活化和测试、组装检验包

装、其他要件生产制造过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进行核算，按公式计算： 
CFP其他 = �E燃烧 + E电力热力 + E其他� /P电池……………………………….（5） 

式中： 

CFP其他——双极板制备、密封、组堆、电堆活化和测试、组装检验包装、其他要件生产制造过程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燃烧 ——核算周期内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电力热力——核算周期内消耗电力、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其他 ——核算周期内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P电池——核算周期内氢燃料电池的产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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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命周期结果解释 

氢燃料电池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定义为“摇篮”到“大门”，共分为两个阶段：原辅材料获取阶段、

产品制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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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别重大问题（可包括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或流）。 

b) 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 

c) 结论、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按照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对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产

品碳足迹和部分产品碳足迹的量结果进行解释， 解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产品碳足迹和各阶段碳足迹的说明； 

2) 对不确定性分析，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3)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4) 描述空间系统的划分方法及空间格网粒度（如适用）； 

5) 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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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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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更多信息见 GB/T 24044-2008 4.5 和 GB/T 24067-2024 附录 A、附录 B。 

11 产品碳足迹报告 

依据本文件编制的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参考格式见附录C）。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产品碳足迹评价： 

1) 产品描述； 

2) 评价范围：功能单位、系统边界； 

3) 产品碳足迹计算：数据采集、数据分配、计算； 

4) 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c) 其他必要信息：有效期、报告编制及评价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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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现场数据收集 

现场数据收集表见表A.1。 

表A.1 初级数据收集表格式示例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企业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产品信息 

数据统计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重量  尺寸  

产品示意图  

产品工艺流程

图 
 

生产单一规格的氢燃料电池产品 

 项目 消耗量 单位 
总重量 

kg 

材料成分

及比例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km 
供应商 

资源消耗 

铜合金        

不锈钢        

铝合金        

镍合金        

...        

加工消耗 催化剂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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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电极制备        

双极板制备        

封装        

…        

能源消耗 

电        

燃料        

…        

温室气体

排放 

二氧化碳        

…        

废弃物 

项目 消耗量 单位 
总重量 

kg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km 
处置方式 

废弃包装       

….       

注： 消耗的资源、能源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项目以厂家实际生产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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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次级数据收集 

次级数据采集表见表B.1。 

表B.1 次级数据收集 

背景数据 
二氧化碳

当量 

数据

来源 
数据获取方式 

时间代表

性 

地域代表

性 

技术代表

性 

资源 

铜合金       

不锈钢       

铝合金       

镍合金       

...       

能源 电       

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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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部分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 

表 C.1  部分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 
 

温室气体 100 年范围的全球变暖 
潜势（GWP 100） 名称 结构式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CO2 1 

甲烷（Methane） CH4 27.9 

氧化亚氮（Nitrous oxide） N2O 273 

三氟甲烷（HFC-23） CHF3 14600 

二氟甲烷（HFC-32） CH2F2 771 

一氟甲烷（HFC-41） CH3F 135 

三氟化氮 NF3 17400 

全氟三乙胺 N(C2F5)3 10300 

全氟三丙胺 N(CF2CF2CF3)3 9030 

全氟三丁胺 N(CF2CF2CF2CF3)3 8490 

全氟三戊胺 N(CF2CF2CF2CF2CF3)3 7260 

全氟异丁腈 (CF3)2CFCN 2750 

全氟丁烷（PFC-31-10） n-C4F10 10000 

全氟戊烷（PFC-41-12） n-C5F12 9220 

全氟己烷（PFC-51-14） n-C6F14 8620 

全氟庚烷（PFC-61-16） n-C7F16 8410 

全氟辛烷（PFC-71-18） n-C8F18 8260 

全氟萘烷（PFC-91-18） C10F18 7480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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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idu.com/link?url=P5UFsZY5L4aRkNYlSa4BiK78f-BIyLR1MQ3irj4sluTqyM7U_uIwcL9Czn5m48fZxiOcLA5pUEXJNnUc9WMdR_
http://www.baidu.com/link?url=zbfQ-0I4KCcOh-gxZnLyMf-uQ-QsdZJ5nlZd2uKCgmlBxVH31LNp25bNc7EgP7WqYLHl6ZtxApHeW_M8AyTp1E9IrvctiLf3CWvqqV3Cd8zGS3DU_ssJ6lH7X99VdR1IstvAQcFSfnYUQy1mzbvvU0WRO-Oa-vONShIj2iV89dS
http://www.baidu.com/link?url=PQdKsMcg8OWuT2JsjV3hQDOdLNUING2wHJ-fgdyfOkajYQrktr6YbWc8nIYNq1sz2nm1Pc3pR8G4Ob1eqjk1O2eX_rvKTC4HSjzo01e8ilJV30P0zKTFcjza2aqbo_vGlMU2nMJG2fS09K7YoyQsX_
http://www.baidu.com/link?url=mJQZxFu41Himbk_mD2XWzDwMB_I40QLs4vvXddnRfzyjg2j5_-h3ZxaZ5V7pOLcupMwakdL2R6AHQO27GLP8Uq
http://www.baidu.com/link?url=khtULr3AJIr1hbiYO54jV72e-E7W2PrLErMWl9w6B3P2Xkxl0YBaLFCkQBMvVyZd
http://www.baidu.com/link?url=gCtmCH8hOwAETaWxpcoengJSwT2P3YsKsI9bGy-mh83Rx8DezvcLwijHMdz7owL_K7xFUtpe33OEqscT4CgWkzjs6gGLJudsBqV7my1or6TxEk6C1TvNnyVTyTMEdgpfqWqVl3oFsZP0oNI-X33I21CYuf-mYp7VJCGzq7EM3yD7VaQeAp4sa-j5mmvpusXU
http://www.baidu.com/link?url=Rar18mtpx8HEiW53Zy-TQu1VDb6ScB3vhCYmNWbo0gw2co08DgKmcqyaWK5n8QywTbcVFe1jjOUrK1896sf3PZ-i5uzgZlFPPvTJUmM6etm
https://www.chembk.com/cn/chem/%E5%85%A8%E6%B0%9F%E5%BA%9A%E7%83%B7
http://www.baidu.com/link?url=vBzJO6-TsBCj47KsDq7YxCeCO4JJoDqTIM9fSr_9uJ00iGhs4zN3XCD-0xA1axXTGWCfHbLe7O6QFI3Gw700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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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模板） 

 

 

 

 

 

 

 

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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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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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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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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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目的 

 

三、 量化范围 

1、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 

2、系统边界 

3、取舍准则 

4、时间范围 

四、 清单分析 

1、数据来源说明 

初级数据： 

次级数据： 

2、分配原则与程序 

分配依据： 

分配程序：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3、清单结果及计算 

表 D.1 氢燃料电池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 

生命周期阶段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kgCO2e/功能单位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 

   

   

   

   

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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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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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影响评价 

1、影响类型和特征化因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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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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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功能单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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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CO2e。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情

况如表D.2和图D.1所示。 

表 D.2 氢燃料电池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 kgCO2e/功能单位 百分比 备注说明 

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 

   

   

   

   

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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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1 氢燃料电池产品各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饼状图或柱形图） 

2、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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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相关参考数值 

E.1 能源开采及生产过程碳排放因子 

常用能源开采及生产过程碳排放因子见表E.1。 

表D.1 能源开采及生产过程碳排放因子 

名称 单位 碳排放因子 

天然气 kgCO2e /m³ 0.017 

煤制品 kgCO2e / kg 0.701 

汽油 kgCO2e / kg 0.674 

柴油 kgCO2e / kg 0.674 

注：数据来源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E.2 运输过程碳排放因子 

常用运输过程碳排放因子见表E.2。 

表D.2 原辅料运输过程碳排放因子 

原辅料运输方式 单位 碳排放因子 

公路货运 kgCO2/tkm 0.098 

货船运输 kgCO2/tkm 0.004 

铁路运输 kgCO2/ tkm 0.010 

飞机货运 kgCO2/ tkm 1.146 

管道运输 kgCO2/ tkm 0.056 

注：数据来源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E.3 燃料相关参数参考值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参考值见表E.3。 

表D.3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参考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GJ/t，

GJ/10
4
Nm

3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燃料碳氧

化率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 27.4 94% 

烟煤 t 23.736 26.1 93% 

褐煤 t 11.9 28.0 96% 

洗精煤 t 26.334 25.41 90% 

其他洗煤 t 12.545 25.41 90% 

其他煤制品 t 17.46 33.6 90% 

焦炭 t 28.435 29.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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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 20.1 98% 

燃料油 t 41.816 21.1 98% 

汽油 t 43.070 18.9 98% 

柴油 t 42.652 20.2 98% 

一般煤油 t 43.031 19.6 98% 

液化天然气 t 51.498 17.2 98%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17.2 98% 

焦油 t 33.453 22.0 98% 

粗苯 t 41.816 22.7 98% 

气体燃料 

焦炉煤气 10
4
Nm

3
 173.54 12.1 99% 

高炉煤气 10
4
Nm

3
 33.00 70.8 99% 

转炉煤气 10
4
Nm

3
 84.00 49.60 99% 

其他煤气 10
4
Nm

3
 52.270 12.2 99% 

天然气 10
4
Nm

3
 389.31 15.3 99% 

注1：洗精煤、其他洗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一般煤油、液化石油气、焦油、粗苯、转炉煤气、其他

煤气、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注2：无烟煤、烟煤、褐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其他煤制品、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一般煤油、焦炉煤气、转

炉煤气、其他煤气、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及碳氧化率数据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烟煤、

焦炉煤气的低位发热量和焦炭的碳氧化率数据来源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钢铁生产》。 

注3：无烟煤、褐煤、液化天然气低位的发热量，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焦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来源为《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注4：其他煤制品、高炉煤气的低位发热量，粗苯的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E.4 其他参数参考值 

其他参数参考值见表E.4。 

表D.4 其他参数参考值 

名称 单位 CO2排放因子 

热力 tCO2/GJ 0.110 

电力 tCO2/KWh 0.93 

注：数据来源为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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