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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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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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复合肥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要求,包括评价方法、基本要求、评价

指标及要求、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同时规定了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报告所应遵守的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团粒法、料浆法、熔体法、挤压法生产的、执行 GB/T 15063 标准的复

合肥料产品的低碳（绿色）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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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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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 15063 复合肥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HG/T 5680-2021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法） 

3 术语与定义 

GB/T 15063、GB/T 33761-2017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复合肥料 compound fertilizer 

氮、磷、钾三种养分中，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化学方法和（或）物理方法制成的肥

料。 

3.2 

团粒法  pellet method 

一定细度的固体基础肥料在适宜的液相存在条件下，通过机械搅动促使粒子在不断运动

下，物料间相互碰撞、挤压、滚动使其紧密而成型，团聚粘附成粒的工艺方法。 

注：利用尿素或硝酸铵溶液替代固体尿素或硝酸铵来作为原料生产复合肥料的工艺以及采

用氨酸法造粒工艺生产复合肥料的工艺，亦视为团粒法的一种。 

3.3 

料浆法  slurr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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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合肥料生产中进入造粒系统的物料全部或者大部分以料浆形式加入的工艺方法。料浆

可以是磷酸、硝酸、硫酸或某种混合酸与氨的反应产物。在这类工艺中，可以把部分固体氮源、

钾盐均匀加入料浆中，也可以直接与返料一起加入到造粒机中造粒制成颗粒复合肥料。 

3.4 

熔体法  melting method 

含水量很低且可流动的含或不含固体的熔体通过喷杯或类似装置形成液滴，然后冷却凝结

固化成颗粒，或熔体喷入返料粒子上，在细小的粒子表面涂布或粘结成符合要求的颗粒的工艺

方法。 

3.5 

挤压法  extrusion method 

利用机械外力的作用使粉状基础肥料成粒的一种工艺方法。 

3.6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 

在辐射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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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2150—2015,定义 3.16] 

4 核算边界 

本文件界定的核算边界包括复合肥料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复合肥料生产服务

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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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职工食堂、车间

浴室、保健站等）。 

生产系统是从原料到产品所确定的生产工艺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组成的完整体系。从

基础肥料经破碎后进入生产系统开始，包括配料、造粒、干燥、筛分、冷却、成品包装等工序，

但不包括基础原料的转换。 

料浆法原料包括制备后作为复合肥料生产原料的料浆与其它基础原料，本文件界定的料浆

法核算边界不包含料浆前段制备工序。 

5 评价方法 

    满足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要求（见 6）中的所有规定及要求可称为低碳（绿色）产

品。 

6 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技术要求 

6.1基本要求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应符合GB/T 15063的规定。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应符合GB 38400的要求。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应符合HG/T 5680-2021的要求。 

6.2低碳（绿色）产品评价值要求 

每吨复合肥料生产过程的低碳（绿色）评价限值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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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见附录A 
 

表 6.1低碳（绿色）产品评价值 

生产工艺 
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限值

（kgCO2e/t） 

团粒法 ≤50 

料浆法 ≤60 

熔体法 ≤40 

挤压法 ≤23 

7. 数据统计期 

复合肥料生产过程碳排放量数据统计应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统计，一般情况下应以财

务年为统计期，具体应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a) 产品已批量投入生产； 

b) 统计期不低于两个完整的生产周期。 

8. 低碳（绿色）产品碳排放评价报告 

产品碳排放评价报告至少应包括附录 B的内容。该报告可作为执行本标准时各方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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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碳排放计算方法 

A1.概述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碳排放的计算范围包括复合肥料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

直接为复合肥料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CO2排放量。生产系统产生的CO2排放包括各

核算单元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CO2排放量之和；辅助生产系统

及直接为复合肥料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CO2排放包括厂内机修、运输、动力等所

消耗的燃料和电力所产生的CO2排放量，按式（1）计算： 

                      

( ) ++=
i

iii EEEE 购入热，购入电，燃烧，  …………………………（1）                     
 
                                     

式中： 

E  --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iE燃烧，  --核算单位 i 的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iE购入电，  --核算单位 i 的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iE购入热，  --核算单位 i 的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i  --核算单元编号。 

A2.燃料燃烧排放 

A2.1化石燃料燃烧的碳排放量 

核算单元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核算期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按式（2）计算： 

2

12

44
1

GWPcoOFCCADE jjj
n

j
i 
















 −

=燃烧，

 ………………（2） 

式中： 

iE燃烧，  --核算单位 i的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jAD  --核算期内第j种化石燃料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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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Nm

3
）； 

jCC  --核算期内第j种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每吨（tC/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
4
Nm

3
）； 

jOF  --核算期内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2GWPco  --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取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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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i  --核算单元编号； 

j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A2.2活动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数据应根据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指流入核算单元且

明确送往各类燃烧设备作为燃料燃烧的化石燃料部分。不包括复合肥料生产过程产生的副产

品或可燃废气被回收并被本核算单元作为燃料燃烧的部分。燃料消耗量的计量应符合GB 

17167的相关规定。 

A2.3排放因子的获取 

A2.3.1化石燃料的含碳量 

a）有条件的企业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检测燃料的含碳量,企业如果有满足资质

标准的检测单位也可自行检测。燃料含碳量的测定应遵循 GB/T 476、SH/T 0656、GB/T 13610、 

GB/T 8984等相关标准，其中对煤炭应在每批次燃料入厂时或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测，并根 

据燃料入厂量或月消费量加权平均作为该煤种的含碳量；对油品可在每批次燃料入厂时或每 

季度进行一次检测，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油品的含碳量；对天然气等气体燃料可在每批次燃

料 入厂时或每半年至少检测一次气体组分，然后根据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分数及该组分化

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计算含碳量，见式（3）： 

              
 











=

n

nn
j

CN
CC 10

4.22

12 
…………………………（3） 

式中： 

jCC  --待测气体j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
4
Nm

3
）； 

n  --待测气体每种气体组分n的体积分数，取值范围0~1，例如95%的体积分数取值为

0.95； 

nCN  --气体组分n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 

12  --碳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4.22  --标准状况下理想气体摩尔体积，单位为标立方米每千摩尔（Nm3/kmol）。 

b）没有条件的实测燃料含碳量的，可定期检测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并按式（4）计算燃

料的含碳量： 

jjj EFNCVCC = …………………………（4） 

式中： 

jCC  --化石燃料品种j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每吨（tC/t）；对气

体燃料，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分米（tC/10
4
Nm

3
）； 

jNCV  --化石燃料品种j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立分米（GJ/10
4
N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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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  --化石燃料品种j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参见标准《GB/T 

32151.10-2015》附录B中表B.1。 

燃料低位发热量的测定应遵循 GB/T 213、GB/T 384、GB/T 22723 等相关标准，其中对

煤炭应在每批次燃料入厂时或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测，以燃料入厂量或月消费量加权平均作

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 发热量；对天然气等气体燃料可在每批次燃料入厂时或每半年进行一

次检测，取算术平均值作为低位发热量。 

没有燃料发热量实测条件的企业，低位发热量也可以釆用标准《GB/T 32151.10-2015》

附录B中表B.1的推荐值。 

A2.3.2燃烧碳氧化率 

燃烧碳氧化率参考参照标准《GB/T 32151.10-2015》附录 B中表 B.1。 

A3.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a）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5）计算： 

                     电购入电，购入电， EFADE ii = …………………………（5） 

式中： 

iE购入电，  --核算单元i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AD购入电，  --核算期内核算单元i购入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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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6）计算： 

 

                    热购入热，购入热， EFADE ii =  …………………………（6） 

式中： 

iE购入热，  --核算单元i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AD购入热，  --核算期内核算单元 i 购入热力，单位为吉焦（GJ）； 

热EF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A3.1活动数据的获取 

电力活动数据，以企业和电网公司结算的电表读数或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为

据。热力活动数据,以热力购售结算凭证或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为据。 

a）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按式（7）转换为热量单位： 

( ) −= 1868.420ww TMaAD热水 10-3…………………………（7） 

式中： 

热水AD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wMa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wT  --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1868.4  --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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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按式（8）转换为热量单位： 

( ) 1074.83 −= stst EnMaAD蒸汽
-3 …………………………（8） 

式中： 

蒸汽AD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stMa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stEn  --蒸汽多对应的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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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标准《GB/T 32151.10-2015》附录B中表B.7和B.8。 

A3.2排放因子的获取 

包括： 

a）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场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

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的最近年份发布数据相应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b）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可取推荐值0.11tCO2/GJ，也可采用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

据。 

A4 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按照式（9）计算。 

1000=
Q

E
Cc …………………………………（9） 

式中： 

Cc  ——生产复合肥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吨（kgCO2e/t）； 

E  ——统计期内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Q ——统计期内合格复合肥料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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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评价报告内容 

B.1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应包括： 

a）制造商/生产企业/组织/服务名称与简单描述； 

b）地址、网站、电话等联系方式。 

B.2产品种类和描述 

产品描述应至少包含： 

a）出厂序号 

b）产品类型 

c）工艺类型 

B.3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自我评价报告完成或发布日期。 

B.4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评价结果 

复合肥料低碳（绿色）产品评价结果按表 B.1。 

表 B.1 低碳（绿色）产品评价结果 

工艺类型 碳排放量（kgCO2e/t） 

（按表 6.1生产工艺的划分填写） （填写碳排放计算值） 

结论（注：将选中方框涂黑） 符合  不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