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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企业介绍
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纺织科技或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

态毛染整和超细纤面料印染后整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系浙江中鼎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前身为嘉兴新华漂染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2014 年被浙江中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收购兼并，变更为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1.2产品概述
本产品为带有染色的羊绒纤维，能够染出鲜艳、纯正的色彩，同时拥有优异的色

牢度，染色过程尽可能减少纤维受损，充分展现羊绒的高端质感；同时拥有行业领先

的染色设备、专业的配色人员等，保证了工艺的稳定性与重现性。

1.3报告编制目的
本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的核算主体为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特定型号的产

品。报告通过计算和分析该产品的年度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主要为以下目的服

务：

（1）为本厂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2）为下游生产商提供较为准确的上游供应链数据。

本厂为积极参与国家制定的“双碳”目标，为实现零碳目标作出应尽的社会责任，

自主选择对本厂的特定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以便联合上下游产业链，力求减少对环

境产生的影响。

1.4数据质量管理标准
在数据获取的过程中，总体报告方法遵循 ISO 14067，基于以下管理标准，对数据

质量进行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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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完整性
本报告尽可能地包括了所测量产品的全部可衡量、可收集的数据。按照 ISO 14067

的要求对取舍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5)。在取舍规则确定的基础上，对产品碳足迹

核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所有排放量和清除量均被包含在核算范围之内。

1.4.2  一致性
本报告在搜集到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对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化，

使其能够参与计算。在转化数据的过程中，核查方对假设和方法均以相同的方式进行

应用。例如分配方式的选择，在无法避免分配的情况下，依据分配规则进行分配。除

此之外，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数据均按照 IPCC最新颁布的 GWP 值转化为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进而进行加总核算。

1.4.3  准确性
本报告根据 ISO 14067 标准中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对数据质量和不确定性设计了一

套科学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偏差最小、最相关的数据参

与到产品碳足迹的计算过程之中。而在数据库的选择上，主要选择了较为权威的数据

库 Ecoinvent，一些在权威期刊上发布的论文的数据。

1.4.4  透明度
按照 ISO 14067 的要求，本报告所涉及的全部相关问题均在公开、全面和可理解的

信息展示中得到了解决和记录。在报告和支撑文件中，核算方对使用的相关假设和方

法均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明确解释，并适当对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源进行了引用，以确

保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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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研究范围

2.1研究依据的标准和 PCR

本研究所依据的标准为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

南》。

根据 ISO 14067:2018 标准的要求，若存在产品种类规则（PCR），则应当参照使

用。经查询，中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暂未发布染色羊绒纤维的 PCR。

2.2研究的系统及功能
本报告所研究的系统范围为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特定 “染色羊

绒纤维”（型号：“100%纯羊绒”）。产品简介如下：“本产品为带有染色的羊绒纤

维，能够染出鲜艳、纯正的色彩，同时拥有优异的色牢度，染色过程尽可能减少纤维

受损，充分展现羊绒的高端质感；同时拥有行业领先的染色设备、专业的配色人员等，

保证了工艺的稳定性与重现性。”；产品主体材料为羊绒原料，本次研究和计算还包

含了辅料的生产与获取排放以及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使用、废物处置产生的排放等。

2.3单位及基准流
声明单位：1kg 染色羊绒纤维

基准流：1kg 染色羊绒纤维

2.4系统边界定义
本报告所研究的系统范围为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特定 “染色羊绒

纤维”产品（型号：“100%纯羊绒”）“从摇篮到大门”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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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产品边界相关图示

图 2.4-2 产品投入产出图

整体范围内，系统边界包括以下 2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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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阶段及阶段说明

阶段名称 阶段说明

原材料获取 本阶段涵盖了所有原辅材料、污水处理药剂材
料、包装材料的生产与运输所产生的碳排放。

生产制造 该阶段包括生产过程中能源的使用以及废弃物
的处置所产生的排放。

2.5取舍规则说明

2.5.1  基本规则
本报告所采用的重要性阈值为 1%，排除阈值为 5%。本报告在判断是否能将某个/

组排放源排除在计算之外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相关排放源的预估总排放量不超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且

2) 相关排放源因数据质量较差，或数据难以收集，或其他原因导致不确定性过高；

且

3) 全部被排除的排放源的总排放量，不超过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5%。

2.6假设说明
本报告中部分染洗辅料及水处理化学试剂成份不明，采用主流的成份因子代替。

2.7研究局限性
依据 ISO 14067:2018 标准附录 A 的要求，本报告对目标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做出如下说明：

此次产品碳足迹评价出于了解和掌握基本数据的目的，将气候变化作为单一影响

类别。产品碳足迹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球辐射能量平衡的潜在影响，即 GHG 排

放量和产品系统的移除量之和，与原材料采购、设计、生产、运输相关。产品碳足迹

可能是影响“气候变化”关注领域的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环境方面，除此之外，

产品生命周期可能会对其他相关领域产生影响（例如：资源枯竭、空气、水、土壤和

生态系统）。产品碳足迹引起的气候变化只是产品生命周期可能产生的各种环境影响

之一，不同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因产品而异。仅基于单一环境问题的产品影响决策可能

与其他环境问题相关的目标相冲突。

根据 LCA 方法计算 CFP。ISO14040 和 ISO14044解决了其固有的局限性和权衡。

这包括建立一个功能或声明的单元和系统边界、适当数据源的可用性和选择、分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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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及有关传输的假设。选用的部分数据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例如国家电

网的数据，这可能限制了其普遍适用性。同时，这些数据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比如

受季节性波动的影响。此外，在构建生命周期模型的过程中，需要做出一些数值上的

决策，比如确定功能单位、声明单位以及分配程序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会对模型的

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定量 CFP 的准确性有限，也难以评估。

2.8时间边界
本报告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9温室气体范围
本报告盘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包含：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

氢氟碳化物(HFC)、全氟化碳(PFC)、六氟化硫(SF₆)、三氟化氮(NF₃)等。本文所识别的

温室气体均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

2.10全球变暖潜力值(GWP)

本报告采用的 GWP 值均取自 IPCC在 2021 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中的 

GWP100 对应数值。

2.11评价工具
本报告采用碳衡数字化碳管理平台(版本 1.0)进行产品碳足迹评价。其中，不确定

性和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学和计算过程由系统计算，系统经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其

准确性和完整性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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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收集与处理

3.1重要单元过程列表
以下为本报告所核算系统边界内，全部重要单元过程：

表 3.1-1阶段及单元过程列表

所属阶段 单元过程

原材料获取 原料的生产

原材料获取 辅料的生产

原材料获取 水处理化学品的生产

原材料获取 包装的生产

原材料获取 原料的运输

原材料获取 辅料的运输

原材料获取 水处理化学品的运输

原材料获取 包装的运输

生产制造 能源的使用

生产制造 废弃物的处置

3.2数据来源说明

3.2.1  数据收集情况概述
本报告根据 ISO 14067 标准中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制定了计划清单，并在数据采集

过程中严格遵守清单中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本报告按照 ISO 14067

指南的要求，将数据分为两大类：初级数据(Primary data)和次级数据(Secondary data)。

1) 初级数据包括了场地数据(Site specific data)和其他在本产品生产范围内测量的

数据。

2) 次级数据包括了历史数据、数据库数据(包括排放因子数据)、论文数据、估计

数据及其他缺省值等。

本报告优先采用可直接收集到的实际数据，当数据的收集较难实现或者难以衡量

时，将使用数据库数据或估算值进行替代。对于数据库数据及估算值对报告产生的影

响，将在后文‘不确定性分析’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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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初级数据来源说明表
表 3.2-1初级活动数据来源说明表

阶段 数据名称 数据描述 数据时间区间 原始数值 单位

原材料获
取

羊绒原料的用
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原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1.0063 k g

原材料获
取

毛用活性染料
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52 k g

原材料获
取

酸性染料的用
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1 k g

原材料获
取

匀染剂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65 k g

原材料获
取

纯碱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77 k g

原材料获
取

冰醋酸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65 k g

原材料获
取

双氧水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523 k g

原材料获
取

保险粉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16 k g

原材料获
取

皂洗剂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51 k g

原材料获
取

柔软剂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50 k g

原材料获
取

固色剂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3 k g

原材料获
取

漂白助剂的用
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118 k g

原材料获
取

脱色助剂的用
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辅料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69 k g

原材料获
取

PAC 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224 k g

原材料获
取

PAM 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2 k g

原材料获
取

水软化剂（工
业盐）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132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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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获
取

聚铁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323 k g

原材料获
取

硫酸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587 k g

原材料获
取

中和剂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387 k g

原材料获
取

净水剂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683 k g

原材料获
取

非氧化杀菌剂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3 k g

原材料获
取

一水柠檬酸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3 k g

原材料获
取

阻垢剂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3 k g

原材料获
取

次氯酸钠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5 k g

原材料获
取

面粉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用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0 k g

原材料获
取

包装的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包装的

重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269 k g

原材料获
取

羊绒原料的运
输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原料的运输
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80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毛用活性染料
的运输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7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酸性染料的运
输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75.0000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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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获
取

匀染剂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80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纯碱的运输距
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冰醋酸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23.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双氧水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1.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保险粉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22.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皂洗剂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253.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柔软剂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80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固色剂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7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漂白助剂的运
输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253.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脱色助剂的运
输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辅料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70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PAC 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运输
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PAM 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运输
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0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水软化剂（工
业盐）的运输
距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水处理
化学品的运输
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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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获
取

聚铁-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硫酸-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70.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中和剂-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5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净水剂-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非氧化杀菌
剂-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一水柠檬酸-
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阻垢剂-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次氯酸钠-运
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面粉-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需水处理
化学品运输距

离

2024/01/01 - 
2024/12/31

15.0000 k m

原材料获
取

包装的运输距
离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所用包装的
运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310.0000 k m

生产制造 市政用电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生产所需的
能源消耗量

2024/01/01 - 
2024/12/31

0.9623 k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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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 光伏用电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生产所需的
能源消耗量

2024/01/01 - 
2024/12/31

0.1208 kW ·h

生产制造 蒸汽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生产所需的
能源消耗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42 t

生产制造 自来水用量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生产所需的
能源消耗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133 t

生产制造
工业固废产生

量

对应 1k g 单位
目标产品的固
废产生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24 k g

生产制造
一般工业固
废-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的废弃物运
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6.0000 k m

生产制造 危废产生量
对应 1k g 目标
产品产生的危
废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009 k g

生产制造 危废-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的废弃物运
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80.0000 k m

生产制造 污泥
对应 1k g 目标
产品的污泥产

生量

2024/01/01 - 
2024/12/31

0.1127 k g

生产制造 污泥-运输
对应 1kg 目标产
品的废弃物运
输距离

2024/01/01 - 
2024/12/31

60.0000 k m

生产制造 污水产生量
对应 1k g 目标
产品所产生的
污水量

2024/01/01 - 
2024/12/31

0.0131 m3

3.2.3  次级因子数据来源说明表

3.2.3.1 来自数据库或参考文献的排放因子

表 3.2-2 排放因子信息汇总表

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值 单位

排放因子
[RoW] sheep production, for 
wool | sheep fleece in the 
grease

Ecoinvent 3.10 43.7603 k gCO2e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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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
[GLO] non-ionic surfactant 
production, fatty acid derivate 
| non-ionic surfactant

Ecoinvent 3.10 5.0191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着色剂（偶氮类染料） Eniko, K.,2024(5) 13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温室气
体排放因子

Schowanek 等,2018(6) 2.428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soda production, 
solvay process | soda ash, light

Ecoinvent 3.10 0.4427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乙酸

Athmakuri  Tharak  , 
Ranaprathap 
Katakojwala  ,  Sachin 
Kajla   ,  S.  Venkata 
Mohan,2023(7)

1.5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hydrogen peroxide 
production, product in 50% 
solution state | hydrogen 
peroxide, without water, in 
50% solution state

Ecoinvent 3.10 2.156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sodium dithionite 
production, anhydrous | 
sodium dithionite, anhydrous

Ecoinvent 3.10 4.2567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sodium silicate 
production, furnace process, 
solid product | sodium silicate, 
solid

Ecoinvent 3.10 0.8019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柔软剂 建模计算 6.812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epichlorohydrin 
production from allyl chloride 
| epichlorohydrin

Ecoinvent 3.10 4.200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sodium phosphate 
production | sodium phosphate

Ecoinvent 3.10 2.8204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GLO] polyaluminium 
chloride production | 
polyaluminium chloride

Ecoinvent 3.10 1.7639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GLO] polyacrylamide 
production | polyacrylamide

Ecoinvent 3.10 3.944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sodium chloride 
production, powder | sodium 
chloride, powder

Ecoinvent 3.10 0.241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iron sulfate production 
| iron sulfate

Ecoinvent 3.10 0.2379 k gCO2e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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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
[RoW] sulfuric acid 
production | sulfuric acid

Ecoinvent 3.10 0.1165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GLO] soda ash production, 
dense, Hou's process | soda 
ash, dense

Ecoinvent 3.10 1.225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coagulant 0.395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folpet production | 
folpet

Ecoinvent 3.10 5.0914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CN] citric acid production | 
citric acid

Ecoinvent 3.10 7.2432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阻垢剂 建模计算 0.288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chlor-alkali 
electrolysis, membrane cell | 
sodium hypochlorite, without 
water, in 15% solution state

Ecoinvent 3.10 2.5448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wheat grain 
processing, dry milling | wheat 
flour

Ecoinvent 3.10 0.8864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polyester fibre 
production, finished | fibre, 
polyester

Ecoinvent 3.10 5.0074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market for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2 metric ton, 
EURO5 |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2 metric ton, EURO5

Ecoinvent 3.10 0.1079 k gCO2e / t /k m

排放因子
2023 年全国电力平均碳足迹
因子（含输配电过程、不含
线损）

生态环境部 2023 年
全国电力因子碳足
迹，2025(8)

0.6205 k gCO2e /kW ·h

排放因子
2023 年全国光伏电力碳足迹
因子

0.0545 k gCO2e /kW ·h

排放因子
[RoW] market for steam, in 
chemical industry | steam, in 
chemical industry

Ecoinvent 3.10 0.3525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RoW] market for tap water | 
tap water

Ecoinvent 3.10 0.0013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纺织品焚烧处理的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

Zamani, 
Bahareh,2011(9) 0.23 k gCO2e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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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

[RoW] treatment of hazardous 
waste, hazardous waste 
incineration | hazardous waste, 
for incineration

Ecoinvent 3.10 2.5237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污泥焚烧（热干化后与燃煤
掺烧工艺）

Hang Yang  , Yali Guo 
,  Ning  Fang  ,  Bin 
Dong,2023(10)

1.1333 k gCO2e /k g

排放因子 AO 工艺
Zhiyuan  Bao  , 
Shichang Sun，Dezhi 
Sun,2015(11)

173.37 gCO2e /m
3

3.3特殊说明
1.本产品包装从物料种类上看，涉及涤纶布以及尼龙绳（布袋封口使用），考虑到

后者于单位产品使用量极小，忽略不计：

2.根据客户提供的水处理化学品清单，由于洗膜剂成份不明且用量极小，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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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室气体排放量化

4.1温室气体量化方法

4.1.1 排放因子法
本报告在计算产品碳足迹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排放因子法”，即用活动水平数

据与对应排放因子相乘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E燃烧=∑
i=1

n

ADi×EF i×GWPi

其中，

n 为参与计算的单元过程数量。

i 为第 i个单元过程。

ADi 为第 i个单元过程的活动数据。

EFi 为第 i个单元过程的排放因子。

GWPi 为第 i个单元过程的全球变暖潜力值。

4.1.2 质量守恒法
本报告在计算产品碳足迹的过程中，针对部分输入物质参与化学反应的单元过程

采用了“质量守恒法”，用碳元素输入与输出质量的差值计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其

计算公式为：

ECO2原料 =∑
r=1

t

ADr×CC r×
44
12

其中，

t 为参与计算的单元过程数量。

r 为第 r个单元过程。

ADr 为第 r个单元过程的活动数据。

CCr 为该系统输入物质的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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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温室气体排放量化结果
如下表所示，在染色羊绒纤维的从摇篮到大门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原材料获取、

生产制造各占比 95.23%、4.77%。

表 4.2-1各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占比

阶段 核算单元排放量(kgCO2e) 排放占比(%)

原材料获取 44.7544 95.23%

生产制造 2.2441 4.77%

合计 46.9985 100%

图 4.2-1各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及占比

4.3取舍部分估算过程
本报告在对取舍规则的具体应用过程中，遵循以下步骤：

1) 根据所获取的数据，计算所有排放源的功能单元排放量及排放占比。当客户基

于保密性等方面的考虑，无法提供具体数值时，采用较高的行业平均值进行估算；

2) 按照 2.5.1 中的基本规则进行取舍，决定被排除在计算外的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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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确定性

5.1来自模型和数据选择的不确定性

5.1.1 来自参数的不确定性
在目标产品的碳足迹核算过程中，活动数据和因子数据由于获取方式、统计方法

等问题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通过计算模型传导至模型的计算结果，导

致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5.1.2 来自场景的不确定性
在目标产品的碳足迹核算过程中，由于生产制造阶段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置、使用

阶段和最终废弃处置的场景未能明确，采取了基于保守估计的假设场景。这些假设可

能会为最终的计算结果带来不确定性。

5.1.3 来自模型选择的不确定性
核算中使用的部分因子参数由于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对其采用了“建模估计

法”进行近似计算。这些因子模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作为因子参与计算时，通过

模型传导影响了最终结果。

5.2数据质量管理
本报告根据 ISO 14067 指南中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优先采用可

直接收集到的实际数据，当数据的收集不可能实现或者难以衡量时，将使用数据库数

据或估算值进行替代。

本报告在评估数据质量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质量，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均

按照要求记录了数据的来源和对应的收集方式、收集时间。在保证数据信息全面的基

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别采用了符合数据特点和情况的评估方案。

5.3数据质量评级

5.3.1  初级数据质量评级
对于初级数据的质量评估，此类数据均来自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在

评估其质量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到不同收集方式和收集工具对数据质量产生的影响。

因此，在结合多个行业的产品碳足迹计算经验，以及 Ecoinvent等数据库对初级数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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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式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报告的评估过程主要考虑到四个方面：测量、计算、

估计和假设。对应的质量评分细则如下：

表 5.3-1初级数据数据质量评分表

活动数据来源类型 细化条件 数据质量打分

直接测量

测量仪器有明确的不确定性数值，并且有多
个数据源交叉比对

4

无法获取测量仪器的不确定性数值，但是有
多个数据源交叉比对

3.5

无法获取测量仪器的不确定性数值，并且只
有一个数据源

3

基于部分测量数据或
国家/国际标准的计算

测量数据有明确的不确定性数值，并且标准
中提供了不确定性

3

部分抽样测量数据，或者标准中没有提供不
确定性

2.5

基于部分假设的计算
或估算

假设部分都基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者论文/
公开资料

2

假设仅来自行业专家经验判断 1.5

基于部分假设并且未
验证的计算或估算

部分的假设没有经过相应的行业专家的验证 1

5.3.2  次级数据质量评级
对于次级数据，此类数据均非来自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其数据质量

的评估主要通过表征和评价的方式进行。本报告在评估过程中，按照 ISO 14067 对数据

质量的要求，参考了《 GHG Protocol-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中对于数据质量评估的定性要求，从四个方面考虑，设定了评分表。四个方

面包括：时间范围、地理范围、技术范围和准确性。

与初级数据测量方式与分数一一对应的打分模式不同的是，次级数据的最终质量

评分是在针对下列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评分之后，通过取平均分的方式计算得出。

对应的质量评分细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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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次级数据数据质量评分表

技术代表性 地理代表性 时间代表性 准确性 数据质量打分

使用相同技术生
成的数据

数据来自研究目标
所在地的官方数字

获取数据的时间与
报告核算年份差异
小于 3 年的数据

根据测量结果验证
过的数据

4

使用类似但不同
的技术生成的数
据

数据来自与研究目
标所在省份或附近
省份

获取数据的时间与
报告核算年份差异
小于 6 年的数据

平均数据、部分基
于假设的验证数据
或基于测量的未验
证数据

3

使用不同技术生
成的数据

数据来自研究目标
所在国家，或者数
据来自全球标准

获取数据的时间与
报告核算年份差异
小于 10 年的数据

部分基于假设或合
格估计的未经核实
的数据

2

技术未知的数据

数据来自不同的国
家，且不来自全球
标准，或者数据来
自未知地区

获取数据的时间与
报告核算年份差异
超过 10 年的数据
或数据的年龄未知

未经核查的估计值 1

经由表征和评价后被量化的数据质量评分，将被用于数据清单分析过程中的不确

定性分析。

5.3.3  各排放源与汇总数据质量分析
本报告按照 5.3.1 和 5.3.2 中的数据质量评分标准，对各排放源的数据质量进行了

汇总评分。每个排放源被拆分为活动数据(A1)和排放系数(A2)两个部分。

1) 当活动数据 A1 或排放系数 A2 为多个数据相乘的计算数据，其数据质量分

数为所有相乘数据的数据质量评分的平均分。

2) 当活动数据 A1 或排放系数 A2 为多个数据相加的计算数据，其数据质量分

数为所有相加数据的数据质量评分按照排放占比加权平均的加权平均分。

QA i=∑
i=1

n

A 1i× A 2i×Ei

QA=∑
i=1

n

QA i

其中，

n 为参与计算的排放源数量。

i 为第 i个排放源。

A1i 为第 i个排放源的活动数据质量评分。

A2i 为第 i个排放源的排放系数质量评分。

QAi 为第 i个排放源的数据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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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为全部排放源的数据质量评分汇总，即清单等级平均分数。

Ei 为第 i个排放源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对于每个排放源计算所得的数据质量 QA，依照下列评分等级划分成四类不同等级

的数据：

表 5.3-3清单等级表

等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评分范围 QA<4 分 4 分≦QA<8 分 8 分≦QA<12 分 12 分≦QA≦16 分

表 5.3-4各排放源排放量数据质量评估表

所属阶段 排放源
 A1

活动数据
质量打分

A2
排放参数
质量打分

A1*A2 排放占比 评分等级
加权
平均

原材料获
取

羊绒原料的生产 3 2.5 7.5 93.74% 第二级 7.03

毛用活性染料的
生产

3 2.75 8.25 0.06% 第三级 0

酸性染料的生产 3 2.25 6.75 0% 第二级 0

匀染剂的生产 3 2.75 8.25 0.03% 第三级 0

纯碱的生产 3 2.5 7.5 0.01% 第二级 0

冰醋酸的生产 3 3 9 0.02% 第三级 0

双氧水的生产 3 2.5 7.5 0.24% 第二级 0.02

保险粉的生产 3 2.5 7.5 0.01% 第二级 0

皂洗剂的生产 3 2.5 7.5 0.01% 第二级 0

柔软剂的生产 3 2.5 7.5 0.07% 第二级 0.01

固色剂的生产 3 2.5 7.5 0% 第二级 0

漂白助剂的生产 3 2.5 7.5 0.02% 第二级 0

脱色助剂的生产 3 2.5 7.5 0.04% 第二级 0

PAC 的生产 3 2.75 8.25 0.08% 第三级 0.01

PAM 的生产 3 2.5 7.5 0% 第二级 0

水软化剂（工业
盐）的生产

3 2.5 7.5 0.01% 第二级 0

聚铁的生产 3 2.5 7.5 0.02% 第二级 0

硫酸（污水）的
生产

3 2.5 7.5 0.01% 第二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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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剂（浓碱）
的生产

3 2.5 7.5 0.1% 第二级 0.01

净水剂（复合
铁）的生产

3 1.75 5.25 0.06% 第二级 0

非氧化杀菌剂的
生产

3 2.5 7.5 0% 第二级 0

一水柠檬酸的生
产

3 2.5 7.5 0% 第二级 0

阻垢剂的生产 3 2.5 7.5 0% 第二级 0

次氯酸钠（污
水）的生产

3 3.25 9.75 0% 第三级 0

面粉的生产 3 2.75 8.25 0% 第三级 0

布袋的生产 2.5 2.5 6.25 0.29% 第二级 0.02

羊绒原料的运输 3 2.5 7.5 0.42% 第二级 0.03

毛用活性染料的
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酸性染料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匀染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纯碱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冰醋酸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双氧水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保险粉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皂洗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柔软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固色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漂白助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脱色助剂的运输 3 2.5 7.5 0% 第二级 0

PAC 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PAM 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水软化剂（工业
盐）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聚铁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硫酸（污水）的
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中和剂（浓碱）
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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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剂（复合
铁）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非氧化杀菌剂的
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一水柠檬酸的运
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阻垢剂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次氯酸钠（污
水）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面粉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布袋的运输 2.5 2.5 6.25 0% 第二级 0

生产制造

市政用电 3 2.25 6.75 1.27% 第二级 0.09

光伏用电 3 1.75 5.25 0.01% 第二级 0

蒸汽 3 2.5 7.5 3.17% 第二级 0.24

自来水 3 2.75 8.25 0.04% 第三级 0

一般工业固废的
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一般工业固废处
置

3 2.25 6.75 0% 第二级 0

危废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危废处置 3 2.5 7.5 0% 第二级 0

污泥的运输 2 2.5 5 0% 第二级 0

污泥处置 3 2.25 6.75 0.27% 第二级 0.02

污水处理 3 2.25 6.75 0% 第二级 0
注：表格中的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若四舍五入后小于小数点后二位，则忽略为 0。

表 5.3-5清单等级及平均分

清单等级平均分 清单等级

7.48 第二级

由上表计算得出，本产品全部数据源数据质量评分，按照其温室气体排放占比加

权平均，最终数据质量的清单等级平均分为 7.48，数据质量为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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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不确定性分析

5.4.1  单元过程的不确定性的量化
在数据质量评估环节，针对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全部的计算数据均按照不同的

打分规则获取了相应的质量评分。在评估分数的基础上，按照相关区间，以百分比的

形式来量化单一数据的不确定性。其对应的区间如下：

表 5.4-1初级数据质量评分与不确定性工具运用的相关区间

数据质量打分 不确定性描述范围

4 使用测量仪器数值

3.5 +/-2%

3 +/-5%

3 使用测量数据或标准自带的不确定性数值

2.5 +/-10%

2 +/-15%

1.5 +/-30%

1 +/-60%

表 5.4-2次级数据质量评分与不确定性工具运用的相关区间

评分平均分 不确定性区间范围

3.26–4.00 +/-5%

2.51–3.25 +/-15%

1.76–2.50 +/-30%

1.00–1.75 超过 30%，按照 60%计算

5.4.2  不确定性的合并
当具有不确定性的多个变量之间发生运算时，不确定性的传递通过蒙特卡洛方法

进行模拟统计，即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抽样的数字特征估算随机变量运算结果的

数字特征，并将其作为问题的解。具体方法为：将输入的参数按照其不确定性以正态

分布的频率随机取值若干个具体数值(一般为一万个)，随机组合若干个数值，按照对应

的计算方式计算出若干个结果数，结果数按照正序排序，按照 95%的置信区间，舍弃

最小的 2.5%数值及最大的 2.5%数值，舍弃后将最大数值作为不确定性上限对应的数值，

最小数值作为不确定性下限对应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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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不确定性量化结果
按照章节 5.不确定性中提及的方法，本报告对于整体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量化，结

果如下表格所示：

表 5.5-1 不确定性分阶段量化结果

阶段
单位总排放量

(kgCO2e)

阶段排放量占整
个产品排放量的

比例

不确定性 95%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原材料获取 44.7544 95.23% -29.74% 30.63%

生产制造 2.2441 4.77% -21.49% 22.18%

汇总 46.9985 100% -28.01% 28.76%

图 5.5-1 不确定性分阶段量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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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 分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5.6敏感性分析
本报告取占总排放量前 1 的数据，在其最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别进行了敏感

性影响分析。详情见下表。

表 5.6-1 重要数据的最大不确定性下的敏感性分析

所属阶段 排放源
单位范围内
排放量
kgCO2e

不确定性% 排放占比%
数据+/-其最大不
确定性对整体排
放量的影响%

原材料获取
羊绒原料的生
产

44.0348 31.58% 93.74% 29.6%

同时，本报告也针对比较重要的几个过程，量化了其数据上下波动 25%对整体的

影响，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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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2 重要数据的 25%敏感性分析

所属阶段 排放源
单位范围内排
放量 kgCO2e

排放占比%
数据+/-25%对整
体排放量的影响%

原材料获取 羊绒原料的生产 44.0348 93.74%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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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命周期分析

6.1研究结论
基于本报告的计算与分析，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浙江中

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1kg 染色羊绒纤维产品（100%纯羊绒）“从摇篮到大

门”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47kgCO₂e，不确定性范围为-28.01% ～ 28.76%。

报告基于对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特定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生命周期分

步骤进行。总体报告遵循温室气体协议标准 ISO14067，并遵循以下原则：准确性、完

整性、一致性、相关性和透明度。

此外，按照不同来源类型区分温室气体排放结果如下：

表 6.1-1 排放结果

影响来源类型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

化石 16.8453 kgCO2e

生物 25.3638 kgCO2e

土地使用及土地变化 4.7894 kgCO2e

总计 46.9985 kgCO2e

6.2重要问题的识别
本报告取占总排放量前 2 的单元过程进行重要问题识别分析。经过分析，以下过

程在“从摇篮到大门”的生命周期中贡献了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

表 6.2-1 重要问题识别

单元过程 排放占比 单元过程说明

原 料 的 生
产

93.69% 该阶段排放主要受到羊绒原料的生产影响

能 源 的使
用

4.49% 该阶段的排放主要受到蒸汽与电的影响

以上单元过程作为排放源，总共为本报告所核算产品贡献了 98.18%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对核算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意义。

6.3改进建议
综上所述，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 1k g供应给客户的染色羊绒纤维产

品碳足迹为 47 kgCO2e。原材料的生产（羊绒原料）是造成该产品碳足迹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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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可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绿色设计和绿色产品开

发和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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