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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制造商简介 

萍乡强盛电瓷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坐落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工

业园，公司园区占地面积 29363.99 平方米，厂房面积 19157.89 平方米。公司

近三年营业额为 28418.98 万元，纳税等级为 A，2022 年公司净资产 16504.5 

万元，是一家专门从事瓷绝缘子研发和制造的高端制造企业。 

公司近三年销量达到 6475399 只，公司销量连续多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并且远销海外 40 多个国家。根据我公司做出的产能分析报告，强盛公司年产能

为 133 万只瓷绝缘子。公司的核心合作单位有：国家电网总公司，国家电网各

省公司，南方电网各省公司。2018 年获得南方电网公司海南电网公司“供应商

先进企业”称号。 

公司现有职工 120 余人，专业技术人才 16 人，公司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创

新，建成了从原料到成品出厂完整的生产线，产品设计全部采用微机设计，主要

工序实现了电气半自动化控制，密炉实现了天然气烧成。公司先后投入 7000 万

元用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自动化改造，拥有行业内先进的成型自动化成型设

备、码垛机、全自动原料机器人、全自动切泥机、自动修坯机、全自动除铁器、

自动烧成控制系统、自动废泥回收系统。公司拥有一个工业设计中心，并获评“江

西省工业设计中心”，公司 2021 年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工业氧化铝圆柱头产品

（交流盘型悬式瓷绝缘子 160KN-420KN）已通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定型试验并投运。2022 年工业设计中心设计研发的“一种太阳能光热与半导体

图层陶瓷膜电热交叉的瓷绝缘子”被确认为江西省科学技术成果，由江西省科学

技术厅颁发《科学技术成果证书》按照国家标准严格控制原材料进厂的质量，以

及产品出厂的检验做到全过程都在监控范围之内。 

1.2 使用的软件 

本研究采用 Simapro 软件系统，建立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模型，并计算得到

LCA 结果。SimaPro 是一款专业的 LCA 系统分析软件，由荷兰 Leiden 大学环境

科学中心（CML）开发与发展，SimaPro 软件通过对产品生产过程的建模，测算

出产品生产对环境负荷的影响程度，自动生成评价工艺流程图。作为世界领先的

LCA 工具，Simapro 可以帮助客户将可持续产品发展方案及可持续性目标转化为

更为具体的指标。基于这些指标，可以更加科学地决策从而优化产品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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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Pro 软件包含主流 ecoinvent 数据库，其拥有超过 10000 个工艺流程，涵

盖了能源，运输，建材，化工，洗涤，纸板，农业及废弃物管理等行业领域。

Ecoinvent 数据库是国际上用户最多的 LCA 数据库之一，包含欧洲及世界多国的

10000 多个单元过程数据集以及相应产品的汇总过程数据集。 

Ecoinvent 数据库适用于含进口原材料的产品或出口产品的 LCA 研究，在本

项目中也用于代替中国本地缺失的数据。本项目中原材料运输数据采用系统中默

认的的市场数据。 

2 目标与范围定义 

2.1 目的 

开展生命周期评价和碳足迹核查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资源节约和温室气体减

排，对于行业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应对出口潜在的贸易壁垒而言，都是很

有价值和意义的。 

本项目参照 ISO 14040: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ISO 

14044: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依据 ISO 14067:2018《温

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关于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建立产品从原材料生产到产

品出厂、使用及报废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产品碳足迹核算，结果和相关分析可

用于以下目的： 

1) 得到产品的生命周期碳足迹指标结果，用于制造企业比较不同工艺下产

品的碳排放情况，选择更为环境友好的工艺技术。 

2) 报告可用于产品碳足迹排放的依据，表明本制造商产品生产的碳足迹排

放情况。 

3) 报告可用于产品的市场宣传，展示本产品在碳排放方面的情况，为下游

行业原料采购和制造提供碳足迹材料支持。 

2.2 范围 

2.2.1 功能单位 

本产品报告的功能单位定义为：1 单位（吨）的瓷绝缘子 

2.2.2 核算指标 

本项目通过对碳足迹指标的核算，帮助企业了解其产品的碳足迹排放情况，

发现减少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节能减排的途径，同时也是一种促进消费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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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普惠绿色消费的重要手段，从而支持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通过对产品碳足

迹的核算，为企业评估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改进提供基础数据。 

碳足迹的计算结果为产品生命周期各种温室气体总量排放，用二氧化碳当量

（CO2-eq）表示，单位为 kg CO2-eq 或者 g CO2-eq。常见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

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

等 。 

 

2.2.3 系统边界 

本项目核算的系统边界包括上游原辅料和能源的生产阶段及产品生产阶段，

不包含产品的运输阶段、销售阶段、使用阶段、报废阶段等。 

本研究生产工艺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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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取舍规则 

在选定系统边界和指标的基础上，应规定一套数据取舍准则，忽略对评价结

果影响不大的因素，从而简化数据收集和评价过程。本研究取舍准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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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均包含于清单中； 

——可忽略对碳足迹结果影响不大的能耗、原辅料、使用阶段耗材等消耗。例如，

小于产品重量 1%的普通消耗可忽略，而含有稀贵金属（如金银铂钯等）或高纯

物质（如纯度高于 99.99%）的物耗小于产品重量 0.1%时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

物耗推荐不超过产品重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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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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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3.1 数据收集 

3.1.1 概况及原则 

应将以下要素纳入数据清单： 

——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 

——运输； 

——生产、加工和装配。 

基于 LCA 的信息中要使用的数据可分为两类：现场数据和背景数据。主要

数据尽量使用现场数据，如果现场数据收集缺乏，可以选择背景数据。背景数据

可参考行业权威生命周期数据库。 

现场数据是在现场具体操作过程中收集来的，主要包括生产过程的能源与水

资源消耗、产品原料的使用量、产品主要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废物产生量等等。

此外，还应包括运输数据，即产品原料、主要包装的部分从制造地点到最终交货

点的运输距离。 

背景数据应当包括主要原料的生产数据、权威的电力组合数据（如火力、水、

风力发电等）、不同运输类型造成的环境影响等数据。 

3.1.2 现场数据采集 

应描述代表某一特定设施或一组设施的活动而直接测量或收集的数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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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规程。可选取对过程进行测量，或者通过采访、问卷调查从经营者处获得的

测量值等，作为特定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来源。 

现场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代表性：现场数据应按照企业生产单元收集所确定范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 

b)完整性：现场数据应采集完整的生命周期要求数据； 

c)准确性：现场数据中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该来自于生产单元

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

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所有现场数据均须转换为单位产品，且需要详细记

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等； 

d)一致性：企业现场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

则等。 

典型现场数据来源包括： 

——瓷绝缘子的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 

——瓷绝缘子产品生产过程的材料、能源与水资源消耗及废水、废气和固废

排放数据。 

3.1.3 背景数据采集 

背景数据不是直接测量或计算而得到的数据。背景数据可为行业现场数据，

即对产品生命周期研究所考虑的特定部门，或者为跨行业背景数据。背景数据宜

用于后台进程，除非背景数据比现场数据更具代表性或更适合前台进程。所使用

数据的来源应有清楚的文件记载并应载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背景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代表性：背景数据应优先选择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相关 LCA 

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证的上游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中的数据，若无，

须优先选择代表中国国内平均生产水平的公开生命周期数据，数据的参考年限应

优先选择近年数据，在没有符合要求的中国国内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国外同

类技术数据作为背景数据； 

b)完整性：背景数据的系统边界应该从资源开采到这些原辅材料或能源产品

出厂为止； 

c)一致性：所有被选择的背景数据应完整覆盖本标准确定的生命周期清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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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且应将背景数据转换为一致的物质名录后再进行计算。  

3.1.4 资源获取 

该阶段始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结束于瓷绝缘子零部件进入产品生产设施， 

包括： 

—资源开采和提取； 

—所有材料的预加工； 

—转换回收的材料； 

—提取或预加工设施内部或预加工设施之间的运输。 

3.1.5 运输 

考虑的运输参数包括运输方式、车辆类型、燃料消耗量、装货速率、回空数

量、运输距离、根据负载限制因素（即高密度产品质量和低密度产品体积）的商

品运输分配以及燃料用量。 

3.1.6 生产 

该阶段始于瓷绝缘子原材料进入生产场址，结束于瓷绝缘子零部件成品离开

生产设施。生产活动包括原材料的生产，及各种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的运输等。 

3.1.7 数据分配 

在进行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涉及到数据分配问题，特别是产品的生产环节，

由于厂家往往同时生产多种类型的产品，一条流水线上或一个车间里会同时生产

多种型号，很难就某单个型号的产品生产来收集清单数据，往往会就某个车间、

某条流水线或某个工艺来收集数据，然后再分配到具体的产品上。在产品全生命

周期中尽可能地避免分配，如果分配不可避免，优先按产品的物理特性（如数量、

质量、面积、体积等）进行分配，系统中相似的输入输出，采用同样的分配程序。 

3.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现场数据通过企业调研、上游厂家提供、采样监测等途径进行收集，所收集

的数据要求为企业最近一年内的平均统计数据，能够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水平。

此外，实际调研过程中无法获得的数据，即背景数据，采用相关数据库进行替代，

在这一步骤中所涉及到的单元过程包括绝缘子产品相关产品和材料的生产、能源

消耗以及产品的运输等。 

表 3.1 瓷绝缘子产品原材料成分及用量清单 

材料名称 用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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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料（高岭土） 0.570 t 

石英 0.060 t 

铁帽（铁质） 0.370  t 

表 2 生产过程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清单 

能耗种类 用量 单位 

电力 97.74 kWh 

天然气 97.30 m3 

水 0.44 m3 

表 3 生产过程污染物输出清单 

材料名称 数据 单位 

SO2 0.003 kg 

NOx 0.028 kg 

颗粒物 0.002 kg 

表 4 包装材料清单 

材料种类 用量 单位 材质 

竹子（包装） 0.02 t 竹子 

 

4 产品碳足迹结果与分析 

4.1 评价方法和影响类型 

本报告使用的影响评价方法是 CML2001-Jan.2016，符合 ISO 14040 的要求。

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价如下表。  

表 4.1  CML2001-Jan.2016 涉及的环境影响类型指标 

环境影响类型指标 影响类型指标单位 

全球增温潜势 kg CO2 eq. 

非生物资源消耗(化石燃料) MJ  

非生物资源消耗(元素) kg Sb eq. 

臭氧层损耗 kg CFC-11 eq. 

人体毒性 kg 1,4-DB eq. 

淡水水生生态毒性 kg 1,4-DB eq. 

海洋水生生态毒性 kg 1,4-DB eq. 

陆地生态毒性 kg 1,4-DB eq. 

光化学臭氧合成 kg C2H2 eq. 

酸化 kg SO2 eq. 

富营养化 kg PO4
3-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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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化产品碳足迹的研究目标，本报告选择了 CML-IA 特征化因子中的

全球增温潜势指标。计算过程和结果符合 ISO 14067 和 PAS 2050 的原则要求，

但具体结果展示需要根据不同标准的要求进行调整。 

 

4.2 产品碳足迹结果 

根据产品制造商提供的产品 BOM、收集的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数据建立了

生命周期模型，1 单位（吨）的瓷绝缘子，从原料进厂到大门的碳足迹结果为 846kg 

CO2-eq，即产 794kg 二氧化碳当量。 

环境影响类型指标 影响类型指标单位 LCA 结果 

GWP（100a） kg CO2 eq 846 

 

4.2 过程累积贡献分析 

过程累积贡献是指该过程直接贡献及其所有上游过程的贡献（即原料消耗

所贡献）的累加值。由于过程通常是包含多条清单数据，所以过程贡献分析其实

是多项清单数据灵敏度的累积。1 单位（吨）的瓷绝缘子，从原料进厂到大门的

碳足迹累计贡献结果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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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命周期解释 

5.1 假设与局限性说明 

本次产品碳足迹报告的实景数据来源于企业调研数据，背景数据来自于文

献查询。受项目调研时间及供应链管控力度限制，未调查主要原辅料的实际生产

过程，计算结果与实际供应链的环境表现有一定偏差。建议在调研时间和数据可

得的情况下，进一步调研主要原材料的生产过程数据，有助于提高数据质量，为

企业在供应链上推动协同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5.2 数据质量评估结果 

数据质量评估的目的是判断计算结果和结论的可信度，并指出提高数据质量

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数据质量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管控和评估，即代表性、完整性、

可靠性、一致性。 

（1）代表性 

本次报告中各单元过程实景数据均发生在江西萍乡，数据代表特定生产企业

的一般水平。实景数据采用 2022 年的企业生产统计数据。 

（2）完整性 

本次报告中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包含上游原辅料和能源生产、产品生产过程，

满足本研究对系统边界的定义。 

报告中使用的背景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献。 

（3）可靠性 

各实景过程主要原料和能源消耗数据均来自企业资料统计或实测数据，数据

可靠性高。 

（4）一致性 

所有实景数据均采用一致的统计标准，即按照单元过程单位产出进行统计。

所有背景数据采用一致的统计标准，并进行详细文档记录，确保了数据收集过程

的流程化和一致性。 

6 结论 

本次报告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1 单位（吨）的瓷绝缘子，从原料进厂到大门的碳足迹结果为 846kg 

CO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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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项目调研时间及供应链管控力度限制，未调查重要原料的实际生

产过程，计算结果与实际供应链的环境表现有一定偏差。建议在调研时间和数据

可得的情况下，进一步调研主要原材料的生产过程数据，有助于提高数据质量，

为企业在供应链上推动协同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