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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番茄酱碳足迹核算的核算范围、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收集与处理、核算方法、

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番茄种植与番茄酱加工一体化企业的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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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 4部分 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 6部分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料 materials  

在原材料获取、生产加工和使用等生命周期过程中，涉及的除能源外各类的投入。 

［来源：T/CNTAC 11—2018,3.2］ 

3.2 

土壤有机碳库 soil organic carbon pools 

一定深度耕层土壤中的有机碳储量。 

［来源:DB11/T 1564—2018,3.4］ 

3.3 

分配 allocation  

将过程或产品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流划分到所研究的产品系统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产品系统中。 

［来源：GB T 24044—2008,3.17］ 

3.4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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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去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表示，是基于使用气

候变化单一影响类别的生命周期评价。 

［来源: ISO 14067:2018,3.1］ 

3.5 

功能单位 function unit  

用来作为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来源：GB/T 24044—2008,3.20］ 

3.6 

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来源: GB/T 24044—2008,3.34］ 

3.7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44-2008,3.32］ 

3.8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 GB/T 24044-2008,3.1］ 

3.9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示例：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力、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3.12］ 

3.10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产生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 GB/T 32150—2015,3.13］ 

4  核算范围 

在确定番茄酱碳足迹核算范围过程中，应考虑并描述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功能单位：明确番茄酱碳足迹核算的功能单位（第 5章）； 

——系统边界：明确番茄酱碳足迹的核算边界和单元过程（第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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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选择核算碳足迹有代表性的时间段。与番茄酱生命周期中具体单元过程相关的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随时间而变化，选择的时间范围应可以确定产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平均

值，如：季节性生产的产品应覆盖产品生产的整个时间周期，不能仅使用部分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核算。 

——温室气体范围：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5  功能单位  

通常情况下，优先选择质量作为番茄酱碳足迹的功能单位。对于高附加值番茄酱，也可以选择其他

影响碳足迹核算的产品系统的主要功能，如数量。 

示例：1kg番茄酱，1 件番茄酱等。 

6  系统边界  

6.1 总则  

番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工艺见附录 A。番茄酱碳足迹边界考虑“从摇篮到大门”，核算原料获取与生

产、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置四个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6.2 生命周期阶段 

6.2.1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材料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种植阶段所需农资物料（如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的生产、运输所有流程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种植阶段消耗化石能源所对应的生产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和番茄酱包装材料的生产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阶段涉及的资产性商品不应纳入核算范围。 

——与番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无关的商品不应纳入核算范围。  

6.2.2 番茄种植阶段  

番茄种植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地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施肥带来的氧化亚氮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种植机械（例如翻耕机、打药机、灌溉电机等）在番茄地边界内运行，消耗电力和化石能

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与番茄种植相关的各类农资物料，在番茄地边界内使用车辆、管道或皮带运输、传送，消耗电

力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处置过程使用机械设施，消耗电力和化石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

围。 

——番茄地土壤固碳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清除，应纳入核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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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番茄酱加工阶段  

番茄酱加工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在番茄酱加工的选料、清洗、修整、热烫、打浆、加热、浓缩、密封、杀菌、冷却和灌装包装

过程中使用机械，应纳入核算范围。 

——使用机动车辆或皮带在加工场地和包装车间之间运输番茄及其制品，消耗电力和化石能源产生

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范围。 

6.2.4 废弃物处置阶段  

废弃物处置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处置过程中自身在微生物作用下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应纳入核

算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处置设施和设备，消耗电力或化石能源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核算

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随意丢弃到核算边界外，发生自然腐化，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应

纳入核算范围。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送到系统边界外的废弃物处置场所进行处置利用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

排放，不纳入本阶段核算范围。 

7  数据收集与处理 

7.1 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中，相关数据应满足以下数据质量要求： 

——技术代表性：数据反映实际生产技术情况，即体现实际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类型、原料与能

耗类型、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时间代表性：数据反应单元过程的实际时间； 

——地理代表性：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的选择考虑单元过程所处的地理位置； 

——数据完整性：按照数据取舍准则，判断是否已收集各生产过程的主要消耗和排放数据，尽可能

避免数据缺失，缺失的数据需在报告中说明； 

——数据准确性：物耗、能耗、包装、原料与产品运输等数据需采用企业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

排放数据优先采用环境监测报告；所有数据均有相关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算法；估算或引用文献的数

据需在报告中说明； 

——数据一致性：每个过程的消耗与排放数据需保持一致的统计标准，即基于相同产品产出、相同

过程边界、相同数据统计期；存在不一致情况时需在报告中说明。 

——数据收集原则：活动水平数据优先采用直接计量、测量获得的原始数据，其次采用通过原始数

据折算获得的二次数据，以上数据均不可获得时可采用来自相似单元过程的替代数据。使用阶段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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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设计数据或估算数据。 

7.2 数据取舍原则 

在番茄酱碳足迹核算过程中，舍弃产品碳足迹影响较小的因素，简化数据收集过程。小于产品重量

1% 的物料引起的排放可舍弃，同类物料应按合计重量判断，但总共舍弃的重量不宜超过产品重量的 5%。 

7.3 数据收集 

7.3.1 番茄种植阶段 

番茄种植阶段应收集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番茄种植面积、种植工艺和产量等； 

——番茄种子或种苗数量等； 

——肥料种类、消耗量、施肥方式； 

——农药、农膜的消耗量； 

——农机和其他用能设备种类、燃料消耗量、物料运输距离和运输方式。 

7.3.2 番茄酱加工阶段 

番茄酱加工阶段应收集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加工方法和工艺流程； 

——用能设备，用电量或化石燃料消耗量等； 

——包装材料种类、消耗量等。 

7.3.3 废弃物处置阶段 

废弃物处置阶段应收集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废弃物种类、收集方式等； 

——废弃物处置方式； 

——用能设备，用电量，汽油和柴油消耗量等。 

7.4 数据分配原则 

番茄酱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问题，应考虑下列几方面：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处置后还田或未处置直接丢弃到种植场地边界外，不需要进行分配。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进行售卖，根据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售卖与番茄酱售卖的经济收益进

行分配。 

——番茄秧和废弃番茄果肉无偿送给下游产业作为原料，根据下游产业从市场上购买番茄秧和废弃

番茄果肉的平均市场价格与番茄酱售卖的经济收益二者的比例进行分配。 

8  核算方法 

8.1 概述 



T/LCAA XXX—XXXX   T/ZGCERIS XXX—XXXX 

 6 

番茄酱碳足迹的核算应包括原料获取与生产阶段、种植阶段、番茄酱加工阶段和废弃物处置阶段等

涉及的所有单元过程。 

8.2 碳足迹计算 

番茄酱产品碳足迹等于番茄酱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除以功能单位，以每功能单位的二氧化

碳当量（CO2e）排放量表示。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CFprod =
Eprod

Mprod
  …………………………………………（1） 

式中： 

CFprod——番茄酱产品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产品(kg CO2e/功能单位)； 

Eprod ——番茄酱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 CO2e)； 

Mprod ——番茄酱产品功能单位数，单位为千克(kg)、盒、个等。 

8.3 番茄酱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计算 

番茄酱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等于原料获取与生产、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置阶

段排放量之和，并扣除土壤固碳量，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从简化计算过程考虑，将番茄种植、番茄

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理各阶段的能源消耗量合并在一起计算能源总排放量。 

 Eprod = Emat + EN2O + Ewas + Eeng − ∆Cscs   ……………………………（2） 

式中： 

Emat——原料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 

EN2O——施肥引起氧化亚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 

Ewas——废弃物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 

Eeng——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置阶段能源使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二氧化碳

当量（kg CO2e）； 

∆Cscs——番茄地土壤核算当年的土壤固碳值，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年（kg CO2e/a）。 

8.4 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8.4.1 计算公式 

番茄种植、番茄酱加工和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和电力，如式（3）所示。 

    Eeng = Efuel + Eelec………………………………………………（3） 

式中： 

Efuel——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 CO2）； 

Eelec——使用外购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 CO2）。 

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按照式（4）-（6）计算，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按照式（7）计算： 

𝐸𝑓𝑢𝑒𝑙 = ∑ 𝐴𝐷𝑓𝑢𝑒𝑙,𝑖 × 𝐸𝐹𝑓𝑢𝑒𝑙,𝑖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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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𝐷𝑓𝑢𝑒𝑙,𝑖 = 𝐹𝐶𝑖 × 𝑁𝐶𝑉𝑖……………………………………（5） 

𝐸𝐹𝑓𝑢𝑒𝑙,𝑖 = 𝐶𝐶𝑖 × 𝑂𝐹𝑖 ×
44

12
…………………………………（6） 

式中： 

ADfuel,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fuel,i——第 i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每吉焦吨二氧化碳（tCO2/GJ）； 

FCi——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气体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 

NCVi——第 i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值，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气体燃料单位

为吉焦每万立方米（GJ/10
4
 m

3
）； 

CCi——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每吉焦吨碳（tC/GJ）； 

OFi——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44

12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𝐸𝑒𝑙𝑒𝑐 = 𝐴𝐷𝑒𝑙𝑒𝑐 × 𝐸𝐹𝑒𝑙𝑒𝑐……………………………………（7） 

式中： 

ADelec——购入电力量，单位为千瓦时（MWh）； 

EFelec——电力生产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千瓦时（t CO2 / MWh）。 

8.4.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化石能源和电力消耗量根据企业消费台账、发票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8.4.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企业直接测量获得或者通过能量平衡、物料平衡等方法测算获得的排放

因子实测值或测算值，其次采用附录 B中表 B.3-B.4 或相关指南、文件、数据库中提供的排放因子。 

8.5 番茄种植氧化亚氮排放量计算 

8.5.1 计算公式 

番茄种植氧化亚氮排放指番茄地施含氮肥料所产生的 N2O 排放，计算方法如式（8）所示。 

                                EN2O = EN2O−dir + EN−vs + EN−lf………………………………（8） 

式中： 

EN2O−dir——施肥引起的 N2O直接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计算方法如式

（9）所示； 

EN−vs——肥料中的氮挥发后又沉降到地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计算方法如式（10）所示； 

EN−lf——肥料中的氮向土壤和地下水淋溶渗滤后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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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计算方法如式（11）所示。 

EN2O−dir = （FSN + FON） × EFN2O−dir   …………………………（9） 

式中： 

EN2O−dir——施肥引起的直接 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FSN——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无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FON——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动物粪肥、堆肥等有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

（tN）； 

EFN2O−dir——氮肥 N2O 直接排放系数，取 0.0057。 

EN−vs = [(FSN × FracGASF) + (FON × FracGASM)] ×
44

28
× EFN−vs   ……………（10） 

式中： 

FracGASF——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化学氮比例，默认值为 0.10； 

FracGASM——施用的有机氮肥（FON），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 0.20； 

EFN−vs ——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的 N2O 排放因子，默认值为 0.010； 

44

28
——N2O-N 转化为 N2O 系数。 

EN−lf = [(FSN + FON) × FracLEACH−(H))] ×
44

28
× EFN−lf    …………………（11） 

式中： 

FracLEACH−(H)——溶淋/径流发生地区管理土壤中通过淋溶和径流损失的氮占所有施入氮比例，默认

值为 0.30； 

EFN−lf——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默认值为 0.0075。 

8.5.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肥料氮量根据肥料消耗量与含氮量进行估算，消耗量与含氮量根据企业肥料购买台账或统计报表来

确定。 

8.5.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企业直接测量获得或者通过能量平衡、物料平衡等方法测算获得的排放

因子实测值或测算值，其次采用附录或相关指南、文件、数据库中提供的排放因子。 

8.6 废弃物处置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8.6.1 计算公式 

废弃物处置利用 CH4 和 N2O 排放计算方法如式（12）所示。 

𝐸𝑤𝑎𝑠 = ∑（𝑊𝐴𝑖 × 𝑊𝐹𝑖） ………………………………………（1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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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第 i 类废弃物的处理量，单位为吨(t)或立方米(m
3
)； 

WFi——第 i类废弃物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吨(kg CO2e/t)或千克

二氧化碳当量每立方米(kg CO2e/m
3
)。 

8.6.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废弃物种类及其产生量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8.6.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企业直接测量获得或者通过能量平衡、物料平衡等方法测算获得的排放

因子实测值或测算值，其次采用附录 B中 B.2或相关指南、文件、数据库中提供的排放因子。 

8.7 原材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8.7.1 计算公式 

原材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推荐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计算方法如式（13）所示。 

                                 Emat = ∑（Ri × RFi）………………………………………（13） 

式中： 

Ri——第 i类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 kg )、升( L ) 或标方（Nm
3
）； 

RFi——第 i类原料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千克( kg/kg )、千克每升(kg/L)或千克每标

方（kg/Nm
3
）。 

8.7.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投入品消耗量根据企业消费台账、发票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8.7.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排放因子应能反映原材料生命周期排放，可从相关全生命周期数据库获取，也可以根据对原材料生

产企业的实际调研结果进行核算。优先采用直接测量获得或者通过能量平衡、物料平衡等方法测算获得

的排放因子实测值或测算值，其次采用附录 B中表 B.2 或相关指南、文件、数据库中提供的排放因子。 

8.8土壤固碳量计算 

8.8.1 计算公式 

土壤固碳作用，应在番茄地持续采用同一种措施达到 3年以上时才进行考虑，可用于抵消设施番茄

产品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土壤固碳量计算采用实测法，按式（14）和（15）进行： 

 𝐶𝑠𝑐𝑠 =
𝑆𝑂𝐶

𝑚𝑜𝑛,0
−𝑆𝑂𝐶

𝑚𝑜𝑛,(0−𝑇)

𝑇
×

44

12
…………………………………….（14） 

SOCmon = A × h × γ × C × 0.58 × 10……………………………………（15） 

式中： 

SOCmon,0——番茄地核算当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值，单位为千克碳（k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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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mon,(0−T)——番茄地 T年前的土壤有机碳库值，单位为千克碳（kg C）； 

T——番茄地土壤碳库两次测量期间包含的年份数，单位为年（a）； 

A——番茄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 

h——番茄地土壤耕层厚度，一般为 0.3，单位为米（m）； 

γ——番茄地耕层土壤的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C——番茄地耕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0.58——土壤有机质与土壤有机碳的相对分子量之比，单位为千克有机碳每千克有机质（kg C/kg 

OM ）； 

44

12
 ——CO2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碳（kg CO2/kg C）； 

10——单位换算系数，无量纲。 

8.8.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设施番茄种植面积、土壤耕层厚度根据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8.8.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设施番茄有机质含量、土壤容重分别按照 NY/T 1121.4、NY/T 1121.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9  碳足迹报告 

9.1 番茄酱碳足迹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功能描述； 

——功能单位；  

——系统边界；  

——核算期；  

——核算依据； 

——生命周期阶段描述： 

——数据取舍准则描述； 

——产品碳足迹； 

——结论和不确定性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9.2番茄酱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可参考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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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工艺流程示意图 
 

A.1 番茄种植工艺流程图 

番茄种植工艺流程图见图 A.1。 

 

图A.1 番茄种植工艺流程图 

A.2 番茄酱加工工艺流程 

番茄酱加工工艺流程为： 

选料→清洗→修整→热烫→打浆→加热→浓缩→密封→杀菌→冷却→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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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B.1 全球变暖潜力值（GWP） 

不同温室气体的 GWP值如表 B.1所示。 

表B.1不同温室气体GWP值 

温室气体类别 GWP
a
 

CO2 1 

N2O 273 

CH4 27.9 

a
数据来源《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 

 

B.2 表 B.2 规定了生产物料的 CO2排放因子推荐值。 

表B.2 能源耗材排放因子来源表 

物 料

名称 
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氮肥 10.63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磷肥 2.33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钾肥 0.66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有 机

肥 
284.86 kg CO2e/head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燃煤 0.11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2022》 

汽油 0.81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2022》 

柴油 0.67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2022》 

包 装

盒 
1.605 t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农膜 5.18 t C/t IREEA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 

秸秆 46.4 kg CO2e/t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农药 4.934 kgC/kg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翻耕 312.6 kgC/km 《保护性耕作对农田生态系统净碳释放量的影响》 

 

B.3 表 B.3规定了 2021年中国区域电力平均 CO2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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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2021年中国区域电力平均CO2排放因子 

单位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区域电网名称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 西北 南方 西南 

排放因子 
0.71

20 
0.6012 0.5992 0.5354 0.5951 0.4326 0.2113 

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2021年全国、区域和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B.4 表 B.4规定了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表B.4 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 

燃料品种 
计 量

单位 

平均低位发热

值 

GJ/t， GJ/10
4
 

Nm
3
 

单位热值含碳

量 

×10
-3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 

固体

燃料 

原煤 t 20.91
 a
 26.37 

a
 94 

a
 

烟煤 t 22.35 
a
 25.77 

a
 93 

a
 

液体

燃料 

汽油 t 43.07
b
 18.90 

c
 98 

c
 

柴油 t 42.65
 b
 20.20 

c
 98

 c
 

煤油 t 43.07 
b
 19.60

c
 98 

c
 

液化天然

气 
t 51.50

e
 17.20 

d
 98

 c
 

液化石油

气 
t 50.18

b
 17.20 

d
 98 

c
 

气体

燃料 
天然气 

10
4
 

Nm
3
 

389.31 
b
 15.32

 c
 99 

c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b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c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d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
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B.5 表 B.5规定了秸秆堆肥处置利用方式的 N2O直接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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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秸秆堆肥处置利用方式的N2O直接排放因子 

单位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氮 

处理方式 排放因子 处理方式 排放因子 

容器堆肥 0.006 静态堆置堆肥 0.006 

集约化条垛式堆肥 0.1 被动条垛式堆肥 0.01 

数据来源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B.6 表 B.6规定了秸秆堆肥处置利用方式的 CH4转化因子（MCF）。 

表B.6 秸秆堆肥处置利用方式的CH4转化因子（MCF） 

单位百分比 

处理方式 容器堆

肥 

静态堆置堆

肥 

集约化条垛式堆

肥 

被动条垛式堆

肥 

寒冷（≤14℃） 

0.5 0.5 

0.5 0.5 

+温和（15-25℃） 1.0 1.0 

温暖（≥25℃） 1.5 1.5 

数据来源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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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记录表 
 

C.1 表 C.1 为农作物种植情况记录表。 

表C.1农作物种植情况记录表 

序号 所在地
a
 面 积 / 

hm
2
 

种植品

种 

种植起

始日
b
 

采收日
c
 单 产 /

（kg/hm
2
） 

1       

2       

a
农田所在行政区划位置，表示为 省 地区（市） 市（县）。 

b c种植起始日和采收日都表示为 YYYY-MM-DD。 

 

 

C.2 表C.2为肥料入库记录表。 

表C.2 肥料入库记录表 

肥料名称
a
 来 源

b
 入库时间

c
 入库数量/ t 备 注 

化肥      

有机肥      

a按照化肥和有机肥分类，填写肥料具体名称。 
b指“外购”和“自产”。 
c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C.3 表C.3为肥料出库记录表。 

表C.3 肥料出库记录表 

肥料名称
a
 出库时间

b
 出库量/ t 施用农田序

号
c
 

备 注 

化肥      

有机肥      

a 按照化肥和有机肥分类，填写肥料具体名称。 
b出库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c 指表 C.1 中序号列对应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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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表C.4为化肥理化指标记录表。 

表C.4 化肥理化指标 

化肥名称 化学式
a
 氮含量/ % N、P、K 比例

a
 

    

    

a复合肥不需要填写化学式，仅填写N、P、K比例。 

 

 

C.5 表C.5为有机物料理化指标记录表。 

表C.5 有机物料理化指标 

 

有机物料名称
a
 含水率/ % 有机质含量

b
 / % 氮含量

b
 / % 

    

    

a包括有机肥、秸秆还田、堆肥（注明来源，如生活废弃物、牲畜粪便、农作物秸秆）、沼渣、沼液、绿

肥等。 
b有机质含量、氮含量均为针对肥料实物质量的百分含量。 

 

 

C.6 表C.6为农作物种植施肥情况记录表。 

表C.6 农作物种植施肥情况 

时间
a
 种植农作物种

类 

化肥/有机物料

名称 

施 用 量 /

（kg/hm
2
） 

用途
b
 施肥方式 

c
 

      

      

a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b用途包括底肥和追肥等。 
c施肥方式包括表施、沟施、水肥一体化、灌根和叶面喷施。 

 

 

C.7 表C.7为化石燃料入库记录表。 

表C.7 化石燃料入库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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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名

称 

入库时间
a
 入库数量 单位 收货人 备 注 

      

      

a入库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C.8 表 C.8 为化石燃料出库记录表。 

表C.8 化石燃料出库记录表 

 

化石燃料

名称 

出库时间
a
 出库数量 单位 用能设备

b
 领用人 备 注 

       

       

a 出库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b 指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用到的用能设备。 

C.9 表C.9为化石燃料用能设备使用情况记录表。 

表C.9 化石燃料用能设备使用情况 

分 

类 
用能设备详细情况 

固

定源 

名称 
安装位

置 
用途 

数量/

台 

用能

种类 

每小时能耗

量 
每天

工作时间/

h 

每年

工作天数

/天 
数

量 
单位 

         

         

移

动源 

名称 用途 
数量/

台 

用能种

类 

百公里能耗 

/（L/百公里） 

全年行驶距离 / 

km 

      

      

 

C.10 表C.10为化石能源调出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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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0 化石能源调出记录表 

能

源 

种

类 

能

耗 

单

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C.11 表C.11为化石能源消耗量记录表。 

表C.11 化石能源消耗量 

能

源 

种

类 

能

耗 

单

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C.12 表C.12为电力设备使用情况记录表。 

表C.12 电力设备使用情况 

分 

类 
用能设备详细情况 

固

定源 

名称 
安装位

置 
用途 

数量 / 

台 

功率/k

Wh 

每天工作时

间 / h 

每年工作天

数 / d 

       

       

移

动源 

名称 用途 数量 / 台 
百公里耗电/（kWh/10

0km） 

全年行驶距离 

/ km 

     

     

C.13 表C.13为电力购买情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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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3 电力购买情况记录表 

 

电表

编号 
安装位置 

购电/支付电费

时间
a
 

付费方式
b
 

购买电量/k

Wh 
支付电费/元 

      

      

a入库时间表示为 YYYY-MM-DD。 
b付费方式有预付费和后付费两种方式。 

 

 

C.14 表C.14为电表读数情况记录表。 

表C.14 电表读数情况 

单位千瓦时 

日/

月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10 

1/

11 

1/

12 

31

/12 

电表

读数 
             

 

C.15 表C.15为废物处理情况记录表。 

表C.15 废物处理情况记录表 

产生阶段 种类 
产 生 量 /

（t/hm
2
） 

收集方式 
处 理 量 /

（t/hm
2
） 

处理方式 

      

      

 

 

C.16 表 C.16 为番茄和番茄酱产量统计表。 

表C.16 番茄酱产量统计表 

原料番茄品种 番茄产量(单位) 番茄酱产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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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表 C.17为种植番茄种植生产管理数据表。 

表C.17 番茄种植生产管理数据 

番茄品

种 

氮肥用量（kg/

亩） 
种植面积（亩） 

播种时

间 

收 获 时

间 

秸 秆 还

田 

      

注：可根据评价核算需要调整本表格内容。 

 

C.18  表 C.18 为番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两个阶段的总能源消耗数据表。 

表C.18  能源消耗数据 

类型 消耗量 单位 数据来源 

燃煤  吨(t)  

汽油  升(L)  

柴油  升(L)  

购入电力  千瓦时(kwh)  

注 ：应根据评价核算需要调整本表格内容。 

 

 

C.19  表 C.19 为番茄种植和番茄酱加工两个阶段的总物料消耗数据表。 

表C.19  物料消耗数据 

类型 消耗量 单位 数据来源 

化肥    

有机肥    

农药    

农膜    

包装材料    

注 ：应根据评价核算需要调整本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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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 

 

 

产品名称：  

委托单位名称：  

核算报告编号：  

核算依据：本报告依据《           》进行和核算。 

核算结论：______公司（填写产品生产者全名）生产的________（填写所核算的产品名称），每    

（填写功能单位）从______（填写某生产周期阶段）到_______（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碳足迹为

_______kgCO2e。 

 

 

 

 

声明 

 

本单位对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如本报告中的信息即支撑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本

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批准人： （签名）                

核算机构： （盖章）              

批准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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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1 产品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对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功能描述。 

1.2制造商基本信息 

1.3联系人基本信息 

 

二、概述 

2.1核算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对核算期、核算依据描述。 

2.2功能单位 

2.3系统边界 

包括但不限于对生命周期阶段描述。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包括但不限于对数据取舍准则描述。 

3.1原材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3.2番茄种植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3.3番茄酱加工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3.4废弃物处理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 

 

四、核算过程和结果 

包括但不限于对产品碳足迹计算过程、结果以及计算公式与基础数据的描述。 

 

五、结论和不确定性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碳足迹核算对产品设计优化与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结论与建议，以及不确定性说明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