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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简介

1.1企业简介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聚氨

酯树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在浙江、广东建有两大生产基地，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38.81亿元。

华峰合成树脂公司建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每年研发投

入均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 3%。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持续投入，

公司现已成为国内研发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聚氨酯树脂生产企

业之一。截至 2021年末，公司已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23项，公司已拥

有授权发明专利 23项，主导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3项，参与制

定国家 7项、行业标准 7项，并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华峰合成树脂公司聚氨酯树脂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制造聚氨酯合

成革，产品性能广受市场青睐，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22%以上，并于

2018年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近年来，公司新开发无溶剂、

水性等系列聚氨酯树脂，更是极大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友好性，其中投

资新建的年产 5万吨水性聚氨酯树脂生产装置，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

够避免有机溶剂交叉污染的环保型聚氨酯树脂生产装置，将引领聚氨

酯合成革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与升级。

1.2项目简介

根据《PAS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评价规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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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S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

求与指南》。对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的革用聚氨酯树脂（溶剂

型）碳足迹进行分析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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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碳足迹核查方法的构建和选取

2.1碳足迹核查方法的技术框架

碳足迹核查的内容共包含四个方面:目标与范围的确定、清单分

析、影响核查和结果解释。图 2-1为 LCA的评估过程及技术框架。

图 2-1为 LCA的评估过程及技术框架

2.1.1 目标与范围的确定

LCA研究的第一步是目标与范围的确定。在进行 LCA评估之前，

必须明确表述评估的目的和范围，使之适应 LCA应用意图。它的确

定将影响到整个 LCA工作程序和研究结果，是后续内容清单分析、

影响核查和结果解释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研究目的必须明确陈述其应用意图，并说明开展 LCA研究的理

由及其应用对象。研究范围的确定要保证足够的核查广度和深度，它

主要包括：定义所研究的系统、确定系统边界、说明数据要求、指出

重要假设和限制等。在 LCA过程中，范围的定义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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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需要根据取得的新的信息对其进行修改。

2.1.2 清单分析

碳足迹清单分析涉及数据的收集和计算，其建立在目标产品输入

输出情况基础之上。根据确定的 LCA目的和范围，清单分析对产品

系统的输入输出数据进行汇编和量化，这些数据是环境影响核查的基

础。

碳足迹清单中输入数据包括与该系统有关的资源、能源的使用，

输出数据包括该系统向空气、水体以及土壤污染物的排放。清单分析

是 LCA评估过程中研究最成熟的一个环节，它通过收集有效数据，

然后根据产品系统的每一单元过程及其功能单位进行计算得出清单

结果。

2.1.3 影响核查

LCA影响核查是根据包含目标产品输入输出情况的清单分析结

果对目标产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程度进行评估。这个过程将清单结果

更直观的呈现了产品对环境的各方面的影响。目前，有关影响核查的

方法学以及理论框架尚在发展之中，影响类别模型也还处于形成阶段。

根据 ISO14044 规定以及我国 LCA 和材料产业研究进展，得出产品

LCA的影响核查阶段包括步骤：影响类型确定、清单因子归类、分

类影响核查。

2.1.4 结果解释

结果解释是对 LCA得出的清单结果和影响核查进行归纳，进而

得出结论、建议和最终报告的阶段。根据 LCA研究的目的，影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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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分为两类：一类是找出环境热点，发现环境负荷较高的环境影

响类型及工艺环节，从而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改进；另一类是根据结果

对目的产品的环境协调性得到全面地把握和审核，进而判定其生产过

程在同行业所处的地位。其中，环境热点包括清单数据类型、影响类

型和碳足迹各阶段对清单结果或环境影响结果的主要贡献。

碳足迹解释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在 LCA清单结果基础上辨识重

大环境问题；对清单结果进行核查；分析得出解释结论、建议以及最

终报告。

2.2 核查依据

《PAS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

《ISO/TS14067:2013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

求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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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足迹清单分析

3.1 目标与范围的确定

3.1.1 核查目标

分析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碳足迹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

与环境污染，分析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从

而寻求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清洁生产潜力以及生产工艺改善

机会，提出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绿色设计改进方案，从而大幅

提升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的生态友好性。

3.1.2 系统边界的确定

根据碳足迹核查的要求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核查的范围包括无溶

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生产过程、原材料生产过程、无溶剂型革用聚

氨酯树脂产运输过程，对各过程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

进行分析，主要的能源消耗包括蒸汽、电、电等，主要的资源消耗包

括MDI/LMDI、聚酯多元醇、DMF/回收 DMF、其他辅料（保密）等，

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包括 CO2、NOX、SO2、粉尘颗粒物等，在无溶剂

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使用和废弃阶段由于基础数据不可得，且对环

境的影响相对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生产过程、原材料生产过程、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运输过程环境影响较小，故在核查过程

中不包含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使用和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

脂产废弃阶段，系统边界从原材料生产至革用聚氨酯产品出厂。

革用聚氨酯树脂（无溶剂型）生产过程：在企业车间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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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化石燃料、蒸汽等能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产生的环境负荷。

原材料生产过程：MDI/LMDI、聚酯多元醇、DMF/回收 DMF、

其他辅料（保密）等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运输过程：主要原材料产品运输至革用聚氨酯树脂（无溶剂型）

生产厂区、革用聚氨酯树脂（无溶剂型）产品出厂到最终用户或经销

商的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

3.1.3 功能单位的选取

选取 1t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为功能单位，浙江华峰合

成树脂有限公司每 1t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根据 1t无溶剂

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在生产过程、原材料生产过程、运输过程的资

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数据对产品进行全碳足迹核查。

3.1.4 数据时间范围

生产过程碳足迹清单数据以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2021年

生产数据为基准。

3.1.5 取舍原则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 0.3%的项目输入可忽略

 大气、水体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 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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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

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任何有毒有害材料和物质均应包含于清单中,不可忽略

3.2 清单分析

3.2.1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生产过程清单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生产过程清单通过现场实际调研

获取，统计得出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电耗、

水耗，见表 3-1。

表 3-1 生产过程所需清单

能源种类 单位 车间生产总消耗量 单次使用产品消耗量

电耗 千瓦时（kw·h） / 94.129

水 t / 0.0446

天然气 t / 0

蒸汽 t / 0.201

3.2.2 原材料生产及运输过程清单

本次核查项目中原材料主要包含MDI/LMDI、聚酯多元醇、DMF/

回收 DMF、其他辅料（保密）等原材料碳足迹评清单数据来源于

SimaPro数据库，原材料含量、单次使用消耗量、产地、运输距离等

数据通过现场调研后得出，见表 3-2。

表 3-2 原材料成分、用量及运输清单

原材料 含量% 单次使用消

耗量/kg
原材料产

地

运输方

式

运输距

离/km
单位产品运输

距离（km/kg）

聚酯多元醇 34.68% 0.3468 浙江宁波 公路 300 /

MDI/LMDI 11.69% 0.1169 江苏镇江 公路 600 /

DMF/回收 DMF 15.50% 0.1550 山东德州 公路 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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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料（保密） 38.10% 0.3810 / / / /

3.2.3包装材料清单

革用聚氨酯产品包装主要采用不锈钢桶，桶重 255kg，容量 1t。

包装材料清单见表 3-3。

表 3-3 包装材料清单

过程 单位产品用量/kg
吨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消

耗量

马口铁 / /

不锈钢 0.255 255

聚乙烯（PE） / /

其他 / /

3.3 特征化

特征化是通过利用不同影响类型的计算结果来共同展现产品系

统的碳足迹影响核查特征。其计算过程包括采用特征化因子将 LCI

转换成通用单位，并把同一影响类型的换算结果相加，得到量化的指

标结果，清单数据被转化为各个影响类型的指标结果。

本文对于环境影响特征化的计算选用当量评估特征化模型，计算

过程中须考虑的环境影响类型的当量系数选用国际通用标准，对于能

源消耗的当量系数采用本土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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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碳足迹影响核查

4.1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碳足迹清单

对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生

产过程、原材料生产过程、原材料运输过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运

输过程等各过程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进行分析，结合

现场调研数据和 SimaPro数据库中数据清单获取功能单位为 1t的无

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碳足迹总清单如表 4-1所示。

表 4.1 1t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对应的碳足迹清单

项目 单位 输入输出强度

能源/资源输入 蒸汽 kg/1t 8.42E+02
电 kg/1t 9.47E+02

天然气 m3/1t 1.41E-01
污染物排放 CH4 kg/1t 5.91E+03

CO2 kg/1t 1.99E+01
NOX kg/1t 4.45E-02
SO2 kg/1t 1.41E+01
N2O kg/1t 9.94E-01

颗粒物 kg/1t 9.11E+00

4.2 特征化因子选取

本文中特征化因子考虑的环境影响类型的当量系数选用国际通

用标准中给出的当量系数，特征化因子见表 4-2。

表 4-2特征化因子

环境资源类型
能源消耗

/kg-Sbeq
全球变暖效应

/kg-CO2eq
人体健康危害

/kg-1,4二氯苯 eq
富营养化

/kg-NO3-eq
蒸汽

电

天然气

CO2 1.00E+00
SO2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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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 2.98E+02
CH4 2.50E+01

颗粒物

4.3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特征化结果

将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碳足迹清单结果分配到相应的环

境影响类型当中，得到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的特征化结果，

依据国际通用标准中给出的具体数据，计算得到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

限公司1t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碳足迹特征化结果如表4-3所示

表 4-3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碳足迹特征化结果

环境影响类型 单位 特征化结果

温室效应 kg CO2 5.48E+03

其中在原材料生产过程、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生产过程和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运输过程等各阶段的碳足迹环境影响结

果及占比如表 4-4、表 4-5所示。

表 4-4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碳足迹各阶段特征化结果

环境影响类型 单位 原材料生产 革用聚氨酯生产 运输过程

温室效应 kg CO2 5.05E+03 8.54E+01 3.46E+02

表 4-5 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碳足迹各阶段特征化占比

环境影响类型 单位 原材料生产 革用聚氨酯生产 运输过程

温室效应 kg CO2 92.14% 1.56%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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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5.1 碳足迹核查结论

结合碳足迹核查方法对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功能单位为

1t的无溶剂型革用聚氨酯树脂产品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和核查，主要核

查结果如下：

1）特征化结果：温室效应 5.45E+03kgCO2当量，如表 5.1所示。

表 5.1 碳足迹各阶段环境影响对比

环境影响类型 单位 原材料生产 革用聚氨酯生产 运输过程

温室效应 kg CO2 5.05E+03 8.54E+01 3.46E+02

2）温室效应：原材料生产过程＞革用聚氨酯树脂（无溶剂型）

产品运输过程＞革用聚氨酯树脂（无溶剂型）生产过程，如图所示。

5.2生态设计建议

根据分析企业产品对环境影响的顺序，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1、通过节水、节材活动降低水耗和原材料消耗。建议依据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和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

评价导则》开展节水和节材评价，找出改进机会。

2、持续推进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引进先进节能技术，持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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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

3、加强对废弃物处置过程（焚烧处理）中产生热量进行回收利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