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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多晶硅生产企业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相关的术语、核算边界、计量要求、核算

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以多晶硅产品生产活动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可按照本文件提供的方法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并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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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6422 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

GB/T 9109.2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动态计量 第 2 部分：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286 液态烃动态测量体积计量流量计检定系统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23111 非自动衡器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201 气体流量计

GB/T 34050 智能温度仪表通用技术条件

GB/T 36411 智能压力仪表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和 GB/T231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晶硅生产企业 polycrystalline silicon production enterprise

以多晶硅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3.2

绿电 Green Electricity

绿电是指在生产电力的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或趋近于零的电力（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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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349143


多晶硅生产企业生产系统包括三氯氢硅合成、三氯氢硅精馏提纯、四氯化硅氢化、还原、还原尾气干

法回收、产品处理包装、硅芯制备、氢气制备、“三废”处理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纯水、循环水、脱盐

水、氮气、压缩空气等制备及蒸汽锅炉、空调、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调度

指挥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多晶硅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排放：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

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企业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多晶硅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参见附录 A。
如果报告主体除多晶硅生产外还存在其他产品生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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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参见附录 B）。

4.2 核算和报告范围

4.2.1 燃料燃烧排放

多晶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燃料燃烧排放是指煤、油、气等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燃烧设备（如锅

炉、内燃机、燃气灶等）或移动燃烧设备（厂内机动车辆）中发生氧化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多晶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主要是厂界内的制氢工序消耗天然气、甲醇、煤

等原材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若企业从事多晶硅生产所用的氢气采用水电解制氢或全部外购，则不涉及

此类排放问题。

4.2.3 过程排放

多晶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过程排放主要是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等使用过程中逸散导致的氢氟碳化

物、氢氟氯碳化物、二氧化碳的排放。

4.2.4 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多晶硅生产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

在电力、热力生产企业。

4.2.5 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多晶硅生产企业输出的电力、热力（蒸汽、热水等）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5 计量要求

5.1 参数识别

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参数的类型见表 1。

表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参数识别

排放源名称 具体的排放源 计量参数类型 计量方法

化石燃料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消耗量
衡器、油流量计、气体流

量计

低位发热量 GB/T 213规定的检测方法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

的排放

制氢工序消耗天然气、甲醇、煤等原

材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产品消耗量

气体流量计、液体流量计、

衡器

过程排放
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等使用过程中逸

散导致的氢氟碳化物、二氧化碳的排放。

氟利昂消耗量 衡器

二氧化碳消耗量 衡器



排放源名称 具体的排放源 计量参数类型 计量方法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产

生的排放
生产过程购入和输出的电力产生的排放 购入和输出电量 电表

购入和输出的热力产

生的排放

生产过程购入和输出的热力产生的排

放

购入和输出蒸汽量、蒸汽温

度、蒸汽压力

流量仪表、温度仪表、压

力仪表

购入和输出热水量、热水温

度
流量仪表、温度仪表

5.2 化石燃料消耗量计量要求

化石燃料消耗量的计量要求见表 2。

表2 化石燃料消耗量计量要求

燃料类型 计量器具 准确度等级
计量设备

溯源方式

溯源

频次

计量

频次

记录

频次
安装位置

固态燃料

非自动衡器 0.1 检定 1次/12个月 每批 每批
-

连续累计自动

衡器（皮带秤）
0.5 检定 1次/12个月 连续 每月

安装在进燃炉

燃烧前

液态燃料 油流量计
成品油：0.5

重油、渣油：1.0 检定/校准 1次/12个月 每批 每批
安装在储油罐

与燃炉之间

气态燃料 气体流量计 2.0 检定/校准 1次/12个月 连续 每月

安装于储气罐

与燃炉、燃气

灶之间

注：以最新发布的行业排放指南为准。

5.3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5.3.1 能源产品消耗量的计量要求

煤等固态原料的消耗量应使用计量衡器称量，并记录每批次进货量，每月至少统计一次进货量，并做

好相应的台账。

甲醇、天然气等原料的消耗量应使用流量计（具有瞬时、累计功能），并做好相应的台账。

5.3.2 计量器具要求

企业应购买符合GB/T 23111要求的计量衡器、流量计。

5.4 过程排放计量要求

5.4.1 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等补充量的计量要求

企业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等消耗量应使用计量衡器称量，并记录每批次进货量，每月至少统计一

次出货量，并做好相应的台账。

5.4.2 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等补充量的计量器具要求

企业应购买符合GB/T 23111要求的计量衡器。

5.5 购入和输出电力和热力计量要求

5.5.1 购入和输出电力的计量要求



不同类型的电表计量要求见表3。

表 3 电表计量监测要求

电能表 准确度等级 计量设备溯源方式 溯源频次 计量/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

Ⅰ类 0.5S 检定/校准 1次/6个月 连续 每月

Ⅱ类 0.5 检定/校准 1次/12个月 连续 每月

Ⅲ类 1.0 检定/校准 1次/24个月 连续 每月

Ⅳ类 2.0 检定/校准 / 连续 每月

Ⅴ类 2.0 检定/校准 / 连续 每月

5.5.2 购入和输出热力的计量要求

企业应按 GB 17167的要求配备相应的热力表，蒸汽、热水的流量仪表监测要求应符合 GB/T 32201的
要求；安装于企业核算的边界位置，应按 GB/T 17286进行检定或校准；温度仪表监测要求应符合 GB/T 34050
标准；压力仪表监测要求应符合 GB/T 36411标准。热力的计量监测要求见表 4。

表 4 热力计量监测要求

分类 准确度等级
计量设备

溯源方式

溯源

频次

计量/监测

频次

记录

频次

安装

位置

蒸汽

流量仪表：2.5

温度仪表：1.0

压力仪表：1.0

检定/校准 1次/12个月 连续 每月 输入与输出处

热水
流量仪表：2.5

温度仪表：1.0
检定/校准 1次/12个月 连续 每月 输入与输出处

5.6 计量监测管理要求

企业应加强计量监测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应设立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

修及报废等管理工作；

b）企业能源计量管理人员应通过有关部门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并建立和保存能源计量管理人员的

技术档案；

c）能源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及维修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d）企业应建立计量器具一览表。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的名称、规格型号、准确度等级、生产厂家、出

厂标号、本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状态（指合格、准用、停用等）；

e）用能设备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 GB/T 6422、GB/T 15316中关于用能设备的能源监测要求；

f）企业应建立计量器具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检定校准确认表；

-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g）企业的计量器具，凡属于自行校准且自行规定校准间隔的，应有现行有效的受控文件作为依据；

h）计量器具应定期检定（校准）。凡经检定（校准）不符合要求或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应使用。

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应遵守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



i）在用的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与计量器具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签，以备查验和管理。

6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6.1 核算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识别排放源；

（2）收集活动数据；

（3）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4）分别计算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及热

力所对应的排放量；

（5）汇总计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6.2 核算方法

6.2.1 概述

多晶硅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

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同时扣除输出的电力、

热力所对应的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E=E燃烧＋E原材料＋E过程＋E购入电＋E购入热－E输出电－E输出热 (1)
式中：

E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燃烧 ──报告主体燃料燃烧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原材料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过程 ──过程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购入电 ──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购入热 ──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输出电 ──报告主体输出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E 输出热 ──报告主体输出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单位为吨（t）。

6.2.2 燃料燃烧排放

6.2.2.1 计算公式

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

按公式（2）计算。

E燃烧 



n

1
ii )(

i
EFAD （2）

式中：

E燃烧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6.2.2.2 活动数据获取

6.2.2.2.1 概述

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公式（3）计

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吨（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Nm3）；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消耗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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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2 燃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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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3 低位发热量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遵循 GB/T 213、GB/T 384、GB/T 22723等相关标准，开展实测；不具备条件的企业

宜参考表 C.1的推荐值。

6.2.2.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EFi ──第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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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i ──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宜参考表 C.1；
O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宜参考表 C.1；。

12
44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6.2.3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6.2.3.1 计算公式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制氢工序的天然气、甲醇或煤等消耗）按公式（5）计算。

E 原材料=EF× P (5)

式中：

E 原材料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制氢工序的天然气、甲醇或煤等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F ──制氢工序的天然气、甲醇、煤等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万标立方

米原材料（tCO2／104Nm3），或吨二氧化碳每吨原材料（tCO2／t）；

P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报告主体的原材料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单位为吨(t)；对气体，单位为万标

立方米(104Nm3)
6.2.3.2 活动数据获取

所需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报告主体为天然气、甲醇或煤的消耗，釆用企业计量数据，单位

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6.2.3.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排放因子采用天然气制氢、甲醇或煤等制氢行业的每万标立方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推荐值，或参考化

工行业排放因子的获取方式。

6.2.4 过程排放

6.2.4.1 计算公式

多晶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过程排放主要是制冷剂氟利昂、二氧化碳使用过程中逸散导致的氢氟碳化物

（HFCs）、氢氟氯碳化物（HCFC）、二氧化碳的排放。按公式（6）计算。

E 过程= QHFCs×GWPHFCs+QCO2 + QHCFC×GWPHCFC（6）

式中：

E 过程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QHFCs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氢氟碳化物逃逸排放量，单位为吨（t）；

QCO2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二氧化硅逃逸排放量，单位为吨（t）；

GWPHFCs ──氢氟碳化物相比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推荐值为 164~14600；
QHCFC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氢氟氯碳化物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

GWPHCFC ──氢氟氯碳化物相比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推荐值为 1960。
6.2.4.2 活动数据获取

制冷剂当年的补充量数据，可以从企业统计台账、统计报表获得。

6.2.5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6.2.5.1 计算公式

a) 企业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7)计算：

E 购入电=AD 购入电×EF 电 ( 7 )

式中：

E 购入电 ──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 购入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购入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b) 企业购入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8)计算：

E 购入热=AD 热×EF 热 ( 8 )

式中：

E 购入电 ──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 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电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c) 企业输出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9)计算：

E 输出电=AD 电×EF 电 (9 )

式中：

E 输出电 ──输出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 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d) 企业输出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0)计算：

E 输出热=AD 热×EF 热 ( 10)

式中：



E 输出热 ──输出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 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热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6.2.5.2 活动数据获取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和输出电力，活动数据优先使用企业的电表记录，若数据缺省可参照供应商

供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电力数据；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和输出热力，活动数据优先使用企业的电表记录，若数据缺省可参照供应商

供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热力数据；

6.2.5.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应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相应区域数据。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

供热单位的实测值，也可按 0.11tCO2/GJ计算。

7 数据质量管理

报告主体宜加强温室气体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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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

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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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照附录 D的模板制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包括对活动数据的监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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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报告内容和格式

8.1 概述

报告主体应参照附录 B的格式进行报告。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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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

过程排放量、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及热力所对应的排放量。

8.4 活动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工业生产的各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自产的

非电解水制氢的氢气产量、购入和输出的电量及热量，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多晶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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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标准的要求，报告其活动数据及来源。

8.5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工业生产的各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报告

主体生产地的电力消费排放因子和热力消费排放因子等数据，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多晶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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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报告要求标准，报告其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附 录 A

附 录 B（资料性）

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典型的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示意图见图A。

图 A 典型的多晶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示意图

过程排放



附 录 C

（资料性）

报告格式模板

多晶硅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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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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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1 报告主体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源类别 二氧化碳 氢氟碳化物 甲烷 合计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排放量/tCO2e

过程排放量/tCO2e

其中
氢氟碳化物排放量/tCO2e

二氧化硅排放量

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e

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tCO2e

输出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e

输出的热力产生的排放/tCO2e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tCO2e
不包括购入、输出电力和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包括购入、输出电力和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表 B.2报告主体活动数据相关数据一览表 a

排放源类别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净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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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焦 t
焦炭 t
原油 t

燃料油 t
汽油 t
柴油 t
煤油 t

液化天然气 t

燃料燃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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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类别 参数名称 量值 单位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 非电解水制氢的氢气产量 104Nm3

过程
氟利昂制冷剂逃逸排放量 t

二氧化碳制冷剂逃逸排放量 t

购入、输出的电力
从其他企业购买的电力 MWh

输出的电力 MWh

购入、输出的热力
从其他企业购买的热力 GJ

输出的热力 GJ
a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多晶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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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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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3报告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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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焦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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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

参数名称 量值 单位

氢气生产消耗天然气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氢气生产消耗甲醇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氢气生产消耗煤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购入、输出的电力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tg/MWh

购入、输出的热力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tCO2/GJ

a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多晶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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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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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 C.1、表 C.2、表 C.3。

表 C.1 常用化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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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26.7c 27.4b×10-3 94 b

烟煤 t 19.570d 26.1b×10-3 93 b

褐煤 t 11.9 c 28b×10-3 96 b

洗精煤 t 26.334a 25.41b×10-3 90 d

其它洗煤 t 12.545 a 25.41b×10-3 90 d

型煤 t 17.460 d 33.6b×10-3 90 b

其他煤制 t 17.460 d 33.6b×10-3 98 b

焦炭 t 28.435 a 29.5b×10-3 93 b

石油焦 t 32.5 c 27.50b×10-3 98 b

液

体

燃

料

原油 t 41.816 a 20.1b×10-3 98 b

燃料油 t 41.816 a 21.1b×10-3 98 b

汽油 t 43.070 a 18.9b×10-3 98 b

柴油 t 42.652 a 20.2b×10-3 98 b

一般煤油 t 43.070 a 19.6b×10-3 98 b

液化天然 t 51.498e 15.3b×10-3 98 b

液化石油 t 50.179 a 17.2b×10-3 98 b

石脑油 t 44.5 c 20.0b×10-3 98 b

焦油 t 33.453a 22.0c×10-3 98 b

粗苯 t 41.816 a 22.7d×10-3 98 b

其它石油 t 41.031 d 20.0b×10-3 98 b

气

体

燃

料

天然气 104N 389.31a 15.3b×10-3 99 b

高炉煤气 104N 33.00 d 70.80c×10-3 99 b

转炉煤气 104N 84.00 d 49.60d×10-3 99 b

焦炉煤气 104N 179.81 a 13.58b×10-3 99 b

炼厂干气 t 45.998 a 18.2b×10-3 99 b

其它煤气 104N 52.270 a 12.2b×10-3 99 b

a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b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c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 2019修订版；

d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表 C.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因子相关推荐值

参数名称 单位 量值

氢气生产消耗天然气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XX

氢气生产消耗甲醇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XX

氢气生产消耗煤的排放因子 tCO2／10
4
Nm

3
H2 XX

注：数据来源为 XX 统计数据。

表 C.3 温室气体全球变暧潜势值

温室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全球变暧潜势值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9

氢氟碳化物(HFCs)

HFC-23 14600

HFC-32 771

HFC-152a 164

HCFC-22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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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模板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

碳排放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A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版本及修订

版本号 制定（修订）时间 制定（修订）时间 修订说明

B 报告主体描述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

称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行业分类

（按核算标准分类）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电话：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制定人 姓名： 电话： 邮箱：

报告主体简介

1. 单位简介

（至少包括：成立时间、所有权状况、法定代表人、组织机构图和厂区平面分布图）

2. 主营产品

（至少包括：主营产品的名称及产品代码）

3. 主营产品及生产工艺

（至少包括：每种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流程描述，并在图中标明碳排放设施，对于涉及化学反应的工艺需写明化

学反应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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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

4. 法人边界的核算和报告范围描述1

5. 主要排放设施
2

5.1 与燃料燃烧排放相关的排放设施

编号 排放设施名称 排放设施安装位置 排放过程及温室气体种类
3

是否纳入配额管控范围

5.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设施

编号 排放设施名称 排放设施安装位置 排放过程及温室气体种类
4

是否纳入配额管控范围

5.3 与工业过程排放相关的排放设施

编号 排放设施名称 排放设施安装位置 排放过程及温室气体种类
5

是否纳入配额管控范围

5.4 主要耗电和耗热的设施
6

编号 设施名称 设施安装位置 是否纳入配额管控范围

1)
1
按行业核算方法和报告要求中的“核算边界”章节的要求具体描述。

2)
2
对于同一设施同时涉及 5.1/5.2/5.3/5.4 类排放的，需要在各类排放设施中重复填写。

3)
3
例如燃煤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
4
例如燃煤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5)
5
例如脱硫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6)
6
该类设施，特别是耗电设施，只需填写主要设施即可，例如耗电量较小的照明设施可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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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D-1 燃料燃烧排放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燃料种类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

7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明具

体方法和标准）；

 缺省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

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详细

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

录频次

数据缺

失时的

处理方

式

数据

获取

负责

部门

监测设

备及型

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燃料种类 A
8

消耗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含碳量
9

碳氧化率 %

燃料种类 B

消耗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含碳量

碳氧化率 %

燃料种类 C

……

7)
7
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8)
8
填报时请列明具体的燃料名称，同一燃料品种仅需填报一次；如果有多个设施消耗同一种燃料，请在“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中对“消耗量”、“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

碳量”、“含碳量”“碳氧化率”等参数进行详细描述，不同设施的同一燃料相关信息应分别列明。

9)
9
仅适用于化工和石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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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行业核算标准中，除燃料燃烧、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和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以及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外，其他排放均列入此表。）

过程参数 参数描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
10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

写明具体方法和标准）；

 缺省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

注的方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

式详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

记录

频次

数据缺

失时的

处理方

式

数据获

取负责

部门
监测设

备及型

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标准中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

过程排放：（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标准中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

D-3 温室气体回收、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等需要扣除的排放量
过程参数 参数描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

11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

写明具体方法和标准）；

 缺省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

注的方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

式详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

录频次

数据缺

失时的

处理方

式

数据获

取负责

部门
监测

设备

及型

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10) 10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11) 11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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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回收：

参数 1

……

CH4回收：

参数 1

……

固碳产品对应的排放：

参数 1

……

其他排放：（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标准中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

D-4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过程参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

12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

注的方式写明具体方法和标准）；

 缺省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填报时，采用在表下

加备注的方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

备注的方式详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录

频次

数据缺失

时的处理

方式

数据获

取负责

部门
监测设备及

型号

监测设备安

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

备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校

准频次

净购入电量 MWh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净购入热量 GJ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 tCO2/GJ

12)
12
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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