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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

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指导和规范本

市纺织、造纸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

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

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关反馈意见。

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罗鸿斌、臧玲、朱君奕。 

本方法咨询专家：吴淑仪、黄蓓、施浩、陆永华、张乾、戴励、黄晖、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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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纺织、造纸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排放，包

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

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纺织、造纸行业的废水处理、污泥厌氧消化处理以及堆填区轧机废弃物处理过程等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原则上不计入本方法核算范围内。 

 

3.1 纺织行业 

纺织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铲

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3.2 造纸行业 

造纸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铲

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产生的直接排放（如有）；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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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Na2CO3）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

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2） 

式中： 

i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燃料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焦/立方

米（TJ/t 或 TJ/ m3）； 

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十亿千

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外），其投入的化石燃

料视作燃料燃烧，该部分排放量应计入其排放总量，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

排放量参照（2）式计算，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减。    

4.1.1.2 过程排放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以下两种方式计算得到： 

1）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进行检测，则按石灰石、白云石和纯碱等碳

酸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计算排放量。计算公式按（3）式。 

   kkjj 碳酸盐分子量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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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k表示不同碳酸盐类型，包括碳酸钙、碳酸钠；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碳酸盐分子量表示该类型碳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 

2）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不进行检测，则基于碳酸盐原料的消耗量及

过程排放因子计算得到，按（4）式计算： 

   jj 过程排放因子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4） 

式中： 

j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过程排放因子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单位碳酸盐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吨（tCO2/t）。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源于前述电力

和热力的生产,按（5）式计算：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5） 

式中： 

k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瓦时

(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的数据。购买量或销

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

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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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进行计量。相关计

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窑炉、锅炉

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3）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销售量等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 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

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

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

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

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得。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

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

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

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及 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

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以燃料收到

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 所列缺省值（优先采用附录 A中表 A-2所列缺省值，

若表中无对应设备或对应燃料，则采用表 A-3 所列缺省值）。对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也

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后，按（6）式计算获得。检测应遵

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窑炉热平衡测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

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

保留检测数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 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改造的，

则应在改造后再次实施检测。 

%100/ 



煤炭含碳量）（用煤量飞灰含碳量）－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炉渣含碳量－漏煤量煤炭含碳量－炉渣量氧化率＝（用煤量
（6）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过程中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的检测，应遵

循《GB/T 3286.1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 氧化钙量和氧化镁量的测定》、《GB/T 3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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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碳量的测定》、《ASTM E359,苏打灰（碳酸钠）的化学分

析方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同一种碳酸盐原料每年检测不少于 3次，且连续两次检

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碳酸盐原料的检测值。 

碳酸盐相应的分子质量见附录 A。 

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如无检测值，则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

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代数据

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负荷变

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

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监

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等）

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

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

法，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排放主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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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版见附录 B。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化石

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等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计量等

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

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

应遵循上述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的一致性、

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对应的相

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生产过程排放应报告碳酸盐原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

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相关数据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

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排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版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进行质量控

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年

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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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

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量的原始凭

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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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4 t-C/TJ① 23.210×103KJ/Kg② 

烟煤 25.8t-C/TJ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0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① 28.435×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t-C/TJ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①   38.9310×103KJ/m3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① 17.406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② 15.7584×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① 47.310×103KJ/Kg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007）；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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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行

业 
设备 烟煤 焦炭 原油 燃料

油 
汽油 柴油 LPG 天然

气 
焦炉

煤气 
其他

煤气 
电站锅炉 95.5%          

工业锅炉（大

于等于 10 蒸 t） 
95%          

工业锅炉（小

于 10 蒸 t） 
95% 97%         

化铁炉  98%         

工业窑炉     98%  98% 99% 99% 99% 

纺

织

行

业 

柴油发电机      98%     

电站锅炉 95.5%          

工业锅炉（大

于等于 10t/h） 
95%          

工业锅炉（小

于 10t/h） 
95%          

工业窑炉  97%         

碱回收炉   98% 98%   99% 99%  99% 

造

纸

行

业 

柴油发电机      98%     

 



  11 

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焦炭 95 

其他煤制品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表 A-4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盐 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钙（CaCO3） 100 
碳酸钠（Na2CO3） 106 

表 A-5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碳酸盐原料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石灰石 0.430 
白云石 0.474 
纯碱 0.415 

表 A-6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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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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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B-2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原料使用的相关说明（如有）。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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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式说明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碳酸盐原料消耗数据获取 

碳酸盐原料名称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表 B-4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获取方式说明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生产系统

/设备 
燃料 
品种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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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 

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获取方式说明 

碳酸盐含量 二氧化碳含量 
碳酸盐原料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石灰石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白云石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纯碱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B-6 不确定性说明 

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降低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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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上海市纺织、造纸行业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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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表 C-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报告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C-2 排放主体主要生产情况 

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单位） 年产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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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碳酸盐原料使用的相关说明（如有）。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工艺流程介绍（可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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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表 C-4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是否与监测计划一致      □ 是          □ 否 

监测计划是否更改      □ 是          □ 否 

监测计划更改说明与相关附件 

 

 

 

 

 

 

 

 

 

 

 

 

 

排放类型 

□ 燃烧排放 

□ 直接排放 

□ 过程排放 

□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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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直接排放 

表 C-5 化石燃料燃烧 

低位热值(KJ/Kg 或 KJ/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燃料品种 燃料消耗量 

（t 或 m3）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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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主要生产系统化石燃料燃烧 

氧化率(%) 
生产系统 燃烧设备 燃料品种 燃料消耗量（t 或 m3） 

量值 来源 备注 
排放量（t CO2）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其他   10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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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外售二次能源含碳物质对应排放 

低位热值(KJ/Kg 或 KJ/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能源 
品种 

单位 销售量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排放量 
（t CO2）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C-8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排放（碳酸盐含量有检测） 

碳酸盐原料 消耗量（t） 碳酸盐含量（%） 
排放因子（t 

CO2/t） 排放量（t CO2） 

石灰石  碳酸钙  44/100  
白云石  碳酸钙  44/100  
纯碱  碳酸钠  44/106  
…… ……     

总计  

 
表 C-9 添加配浆化学剂（CaCO3, Na2CO3）生产过程排放（碳酸盐含量无检测） 

碳酸盐原料 消耗量（t）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排放量（t CO2） 

石灰石    

白云石    

纯碱    
总计  

 

 

（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间接排放 

表 C-10 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 

能源品种 外购量（万千瓦时或百万千

焦） 
排放因子 排放量（t CO2） 

电力  7.88 吨 CO2/万千瓦时  

热力  0.11 吨 CO2/百万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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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表 C-11 温室气体排放汇总（单位：tCO2） 

排放类型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总排放量  

上一年度总排放  

 

（六）不确定性说明 

表 C-12 不确定性说明 

列举可能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及为降低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七）其他说明 

表 C-13 其他说明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如生物质燃料排放、废弃物处置等内容） 

 
 
 
 
 
 
 



 25 

 

（八）真实性声明 

表 C-14 真实性声明 

声明陈述 

本年度排放报告完整、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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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核算某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累加得

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误差传播定律，二是使

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传播定律法。对于单

个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

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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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是 n 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2%吨和 40±10%吨，根据 1 误差传播

公式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78.5
70

04.4

4030

)1.040()02.030( 22





cU

 

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2 2 2 2
1 2

1

N

c s s sn sn
n

U U U U U


     
                      （2）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000±5%吨，褐煤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吨二氧化碳/

吨褐煤，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2.11%)10(%)5( 22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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