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digital-camscanner.onelink.me/P3GL/g26ffx3k


目 录

1.概述 .......................................................................................................... 4

1.1报告目的 ........................................................................................... 4

1.2报告准则 ........................................................................................... 4

1.3报告目标 ........................................................................................... 4

1.4报告范围 ........................................................................................... 4

2.核算过程和方法 ......................................................................................5

2.1工作组安排 ....................................................................................... 5

2.2文件评审 ........................................................................................... 6

2.3现场沟通 ........................................................................................... 6

2.4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7

2.5内部技术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7

3.核算方法与内容 ......................................................................................8

3.1企业基本情况 ...................................................................................8

3.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9

3.3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9

3.3.1系统边界 ............................................................................9

3.3.2工艺流程 ..........................................................................10

3.3.3功能单位 ..........................................................................10

4.碳足迹计算 ............................................................................................ 12

4.1计算方法 ......................................................................................... 13

4.1.1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 13



4.2产品碳足迹计算 .............................................................................14

4.3活动数据及来源 .............................................................................15

4.3.1原材料开采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 15

4.3.2原材料运输入厂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 16

4.3.3生产过程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 18

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 19

4.4.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19

4.4.2柴油碳氧化率 ..................................................................19

4.4.3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19

5.预合金粉产品碳足迹计算 ...................................................................19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19

5.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 20

5.3预合金粉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 20

5.3.1原材料生产碳排放 ..........................................................20

5.3.2预合金粉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柴油的碳排放 .........20

5.3.3预合金粉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量 ............................. 21

5.4产品碳足迹结果 .............................................................................21

6.结论与分析 ............................................................................................ 22

7.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7.1营业执照 ......................................................................................... 24

7.2企业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表 .............................................................25

7.3原材料检测报告 .............................................................................26

7.4设备清单 ......................................................................................... 28



7.5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29



4

1.概述

1.1报告目的

河南省CDM与低碳技术服务中心根据《（ISO/TS 14067-2013）

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的要求和指南》和《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文件的要

求，独立公正地对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产品碳足迹

进行了核算。核算和报告过程中遵循通用方法和规范，确保企业产

品碳排放量的真实性，为企业更好地掌握自身产品碳排放情况、制

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制度提供数据支撑。

1.2报告准则

（1）、《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

排放评价规范》

（2）、《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

交流的要求与指南》

（3）、《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2006

1.3报告目标

本报告目标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河南颍川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预合金粉产品的碳足迹指标。

1.4报告范围

从原材料开采、运输、产品生产到产品出厂区，产品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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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PAS 2050:2011》6.4.2至 6.4.10节内容进行界定，涵盖范围逐

项说明如下：

（1）原料：包括原材料生产及运输过程中导致产生的 GHG 排

放。

（2）能源：产品生产过程中柴油、电力的使用产生的GHG排

放。

（3）资产性商品：排除在外。

（4）制造与服务提供：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

废弃物及其运输、污水处理等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

算。

（5）设施运行：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废弃物

及其运输、污水处理等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6）产品运输：本次评估属于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厂区，因此

包括原材料入厂前运输、加工厂内运输、产品至出厂的运输产生的

GHG排放。

（7）产品储存：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8）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阶段：考虑到产品的

核算边界到厂区门口，且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碳排

放量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对于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

的碳排放排除在外，不予考虑计算。

2.核算过程和方法

2.1工作组安排

依据《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

的要求与指南》，依据核算任务以及企业的规模、行业，按照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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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CDM与低碳技术服务中心内部工作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

求，此次工作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工作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周林 组长

企业碳足迹排放边界的核查、能源统计

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的核查，2022年排

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

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 张晓玉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

计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

排放源核查、资料整理等。

3 谢咸莉 组员

2022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

查等。

2.2文件评审

工作组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沟

通，包括企业简介、工艺流程、组织机构、能源统计报表等。工作

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

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现场评审了委托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

“支持性文件清单”。

2.3现场沟通

工作组成员于2023 年 2 月 10 日对委托方产品碳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了解。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

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

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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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亚楠 公司领导 总经理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探讨企业排放边界的确定；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作的

成果及未来计划；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有

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其岗位

职责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型、

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及测

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

过程有关问题。

李晓峰 公司领导 副总经理

张树奇 生产部 部长

谷露露 综合部 部长

赵佳 品管部 部长

钟正刚 技术部 部长

邓新亚 采购部 部长

闫磊 仓管部 部长

2.4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

的要求与指南》，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沟通后，完成数据整理及

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产品碳足迹报告。工作组于 2023 年 2 月

23日完成报告，根据河南省CDM与低碳技术服务中心内部管理程

序，本报告在提交给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工作组的技术复核人员

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

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公司的工作程序执行。

2.5内部技术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1）核算流程及报告编制是否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2）报告内容真实性；

（3）排放量计算方法、过程及结果；

（4）结论是否合理；

（5）2023年2月23日本报告通过了内部技术复核并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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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算方法与内容

3.1企业基本情况

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防锈涂料、超硬金属

粉末的研制、开发、经营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8年，位于河南省临颍县产业集聚区，注册资本6562万元，公司

占地面积260亩，生产办公场地约15万平方米，紧邻107国道、京广

铁路、京广高铁和京珠高速，享有优越的经济技术环境和便利的交

通运输条件。

经过10多年来的发展，现已成为年产防锈粉末、金刚石工具胎

体粉、高速钢和高温预合金粉等系列产品2万吨的生产规模。公司拥

有国内先进的检测设备、中试设备和全自动智能化预合金粉生产

线。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专精特新”巨人企业、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河南省“瞪羚”企业、河南省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漯河市创新型试点企业、漯河市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漯河市市长质量奖获得企业。已通过ISO9001：2015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2015环境体系认证，GB/T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以及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注重科技创新，与中科院过程所、中国钢铁研究总院、郑

州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每年研发费用投入占年销售总额的6%以

上，申请专利38项。现与中钢研安泰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广东

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博深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惠锋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湖北昌利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等国内

知名超硬材料工具企业有牢固的业务关系，产品出口日本、德国印

度等12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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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企业组织机构见下图：

图 3-1 企业组织机构图

3.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2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2022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t）

1 预合金粉 1577.78

3.3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3.3.1系统边界

本报告主要考虑原材料生产、原材料入场运输、产品生产加

工、成品出厂区、厂区废弃物处理以及厂区员工食宿差旅消耗等工

艺过程产生的直接环境影响，图 3-2为本次报告中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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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图

3.3.2工艺流程

3.3.2.1预合金粉生产工艺

（1）工艺流程图

图1-3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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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原理∶

①剪切、配料

将采购的原材料（电解镍、钴片、电解铜、锡、磷铜合金、硅

铁、纯铁）经检验后，将合格各种板状原材料经剪板机切割成适合

熔炼所要求规格，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配料。

②熔炼

将不同的金属原材料按比例配料后放人中频感应炉熔炼为金属

液，熔炼温度达到1200℃，为了防止熔炼后的金属液氧化，首先向

感应电炉内充入氮气，保护熔炼后的金属液表面不宜氧化，然后采

用两种雾化造粒方法（高压Ng化-气冷、高压水雾化-水冷）破碎成

细小的液滴，并在收集器内冷凝而得到超细金属粉末。

③雾化工序

高压N雾化-气冷首先向熔炼炉内充入氮气，防治熔炼后高温的

合金粉体氧化，然后瞬间冲入高压氮气，使高温的合金粉体粉碎成

细小的液体，随后粉碎的合金液体在充入氮气气体中凝固冷却成

粉。高压Ng雾化气冷后的合金粉一次成型，不再干燥，直接送入筛

分工序进行筛分。

④干燥还原

高压水雾化后的金属粉含水率在65%以上，需采用水雾化铁铜

合金粉烘干、还原一体炉进行烘干，温度达到110℃-120℃。由于水

雾化法熔炼时采用非真空熔炼炉，容易氧化，因此，雾化烘干后的

粉末需进入还原炉通入氢气除氧，降低金属粉末的氧含量，烘干还

原一体炉采用的电加热。

⑤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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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还原后的预合金粉放入旋筛分机中筛分，根据需求而定预

合金粉颗粒大小，经筛分机筛分出中合格的合金粉，大颗粒合金粉

重新回中频熔炼炉内进行熔炼。项目在筛分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粉

尘，筛分机配套建一套脉冲袋式除尘器，由于粉尘为金属原材料，

预防金属原材料的流失，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的粉尘为合金

粉，集中收集重新进入中频熔炼炉内。

⑥包装

将筛分后的预合金粉采用真空包装机包装进入铁桶内。

⑦产品检验合格后入库待售。

3.3.3功能单位

本报告功能单位为生产 1t预合金粉产品的碳排放量。

本报告仅考虑企业边界内的产品生产过程，包括原材料开采、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所消耗的化石燃料排放；预合金粉产品生产过程

的碳排放；产品包装电力消耗引起的排放；产品运输到厂区大门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厂区废弃物处理排放以及厂区内人员食宿产生的

排放。考虑到产品的核算边界到厂区门口，且产品包装材料、产品

使用和最终处置碳排放量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对于产品包装材料、

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的碳排放排除在外，不予考虑计算，也未对产

品销售、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追溯。

4.碳足迹计算

根据企业数据统计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报告碳足迹计算主要为

预合金粉产品的碳足迹计算，包括：原料生产、原材料落地进厂、

产品生产、厂区废弃物处理、厂区人员活动、成品运输入库等这几

个过程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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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不涉及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

排放量
不涉及 /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

放
电力

剪板机、五带双管推管式还原炉、真空

热处理炉、中频感应炉、中频感应电

源、超高压水雾化系统制粉装置、气雾

化制粉装置、水雾化铁铜合金粉烘干等

设备；附属生活系统中办公照明、空调

等设备。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

放
不涉及 /

注：受委托方原材料进厂前运输外包给第三方单位负责。

4.1计算方法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并结合《2022 年度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进行计算。

4.1.1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4.1.1.1计算公式

使用的电力、热力（如蒸汽）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 排放量

按公式（4）（5）计算。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4）

热力热力热力 EFADE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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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E 为使用的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热力E 为使用的热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电力AD 、 热力AD 分别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电力和热力量（如

蒸汽量），单位分别为兆瓦时（MWh）和百万千焦（GJ）；

电力EF 、 热力EF 分别为电力和热力（如蒸汽）的CO2排放因子，单

位 分 别 为 吨 CO2/ 兆 瓦 时 （ tCO2/MWh ） 和 吨 CO2/ 百 万 千 焦

（tCO2/GJ）.

4.1.1. 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净购入电量数据以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电

表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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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消耗电量所在的不同电网，分别统计电量消耗数据。

企业消耗热力数据以企业热计量表计量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计量

表记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供热量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

的数据。

4.1.1.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所在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

东、华中、西北、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

的相应区域电网排放因子。供热排放因子暂按《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推荐值 0.11 tCO2/GJ

计算，并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保持更新。

4.2产品碳足迹计算

产品碳足迹计算，包括三个部分：1.原材料生产的碳排量、2.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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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落地进厂运输碳排量；3.产品生产过程碳排量，包括辅助生产系

统和附属生活系统的碳排量。

4.3活动数据及来源

4.3.1原材料开采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铜板、片铁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地磅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

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

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

报表》的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现场查阅了2022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

表》中原材料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

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

（t）
铜板生产月报表

（t）

2022年

1 30 30
2 25.2 25.2
3 27.5 27.5
4 20.54 20.54
5 23.56 23.56
6 36 36
7 25.2 25.2
8 34.3 34.3
9 35 35
10 20 20
11 33.2 33.2
12 24.92 24.92

合计 335.42 335.42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

（t）
片铁生产月报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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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 92 92
2 75.6 75.6
3 80 80
4 65.3 65.3
5 63.2 63.2
6 69 69
7 70 70
8 75 75
9 68.9 68.9
10 78.2 78.2
11 82 82
12 89.21 89.21

合计 908.41 908.41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铜板、片铁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2 t 1243.83
4.3.2原材料运输入厂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工作组现场与企业沟通确认，铜板、片铁的运输方式为汽车运

输，经现场确认，原材料运输入场的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包括汽车

运输的柴油消耗部分。

4.3.2.1铜板、片铁入厂前运输的柴油消耗量

数据来源： 第三方企业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加油站

监测频次： 按批次

记录频次： 第三方企业按批次记录、每月均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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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要求企业提供柴油消耗报表等相关证据交叉核证

柴油消费量，由于企业铜板、片铁原料入厂运输外包给其他

单位，因此排放单位无法提供柴油消费库存盘点相关资料。

工作组与主要原材料运输外包机构沟通联系，获取了2022年
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铜板、片铁运输能耗统计数据

表，具体如下：

运输时间 2022/1/1-2022/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5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铜板数量 335.42t

化石燃料消耗量 0.28t

运输时间 2022/1/1-2022/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20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片铁数量 908.41t

化石燃料消耗量 3.05t

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运输铜板、片铁的柴油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2 t 3.33

4.3.2.3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3.33GJ/吨

数据来源：

企业柴油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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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生产过程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4.3.3.1外购电力

核查组现场审核排放单位的外购电力来源国网电力，因此排放

单位的外购电量=国网电力。

数据来源：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关口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与《电力消耗

统计月报》的净购入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

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2022年度的《电力消耗统计月

报》和《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中净购入电量数据，核验数据

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电力消耗统计月

报（MWh）
电力财务结算数据

（MWh）

2022年

1 236.173 236.173
2 100.241 100.241
3 134.209 134.209
4 194.735 194.735
5 68.108 68.108
6 299.932 299.932
7 295.902 295.902
8 225.825 225.825
9 238.973 238.973
10 288.928 288.928
11 238.675 238.675
12 192.769 192.769

合计 2514.47 2514.47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

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

终确认的净购入电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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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单位 数量

2022 MWh 2514.47

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4.4.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202tC/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4.4.2柴油碳氧化率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4.4.3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5810tCO2/MWh

数据来源：
《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

通知》中全国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

（终版）》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5.预合金粉产品碳足迹计算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预合金粉产品的原材料开采生产、原材料进厂前运输柴油消耗

量、产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详见本报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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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预合金粉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原材料进厂前运输柴油消耗量、

产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等排放因子及来源详见本报告4.4。

5.3预合金粉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5.3.1原材料铜板、片铁生产碳排放

受核查方 2022年消耗铜板 335.42t，铜板的排放因子为

5.8tCO2/t，原材料片铁板生产碳排放量为1945.43tCO2。

2022年消耗片铁908.41，片铁的排放因子为2.05tCO2/t，原材料

片铁板生产碳排放量为1862.24tCO2。

种类 铜板

消耗量（t） 335.42

排放因子（tCO2/t） 5.8

排放量（tCO2） 1945.43

种类 片铁

消耗量（t） 908.41

排放因子（tCO2/t） 2.05

排放量（tCO2） 1862.24

原材料铜板、片铁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为3807.68tCO2。

5.3.2预合金粉原材料铜板、片铁入厂前运输过程柴油的碳排放

种类 柴油

柴油消耗量（t） 3.33

低位发热量（GJ/t） 43.3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

碳氧化率（%） 98



21

折算系数 44/12

排放量（tCO2） 10.47

5.3.3预合金粉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量

（1）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碳酸盐的使

用。因此，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为0。

（2）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工业废水不涉及厌氧

处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因此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为0.

（3）净购入电力的排放量

年度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MWh）
排放因子

（tCO2/ 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2 净购入电力 2514.47 0.5810 1460.91

（4）预合金粉产品生产排放量汇总

年度 2022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0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B） 0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

（E） 1460.91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460.91

5.4产品碳足迹结果

年度 2022年

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CO2） 3807.68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的碳排放（tCO2） 10.47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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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 1460.91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5279.06

产品产量（t） 1577.78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tCO2/t） 3.35

6.结论与分析

河南颍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生产预合金粉1577.78t，单

位产品碳排放量为3.35tCO2/t，其中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最高，

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 3807.68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

72.13%；其次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

排放量为1460.91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27.67%；最后为原材料进

入厂区前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原材料进入厂区前运输过程中的

碳排放量为10.47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0.20%。如下图：

图6-1：2022年企业碳排放量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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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企业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表

3 原材料检测报告

4 重点耗能设备清单

5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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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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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企业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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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原材料检测报告



27



28

7.4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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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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