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 >> (建标[20 13J 1 69 号) 的要求 ， 标准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总则 ; 2 . 术语和符号 ; 3. 基

本规定 ; 4. 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 ; 5 . 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计

算; 6. 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碳排放计算。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

东路 30 号，邮编 : 100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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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

规范建筑碳排放计算方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的运行、建

造及拆除、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的碳排放计算。

1. O. 3 建筑碳排放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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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

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 1. 2 计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与建筑物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等活动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范围 。

2. 1. 3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

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1A 建筑碳汇 carbon sink of buildings 

在划定的建筑物项目范围内，绿化、植被从空气中吸收并存

储的二氧化碳量。

2. 1. 5 全球变暖潜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在固定时间范围内 lkg 物质与 lkg 二氧化碳(C02 ) 的脉冲排

放引起的时间累积辐射力的比率。

2.2 符 号

2.2.1 几何尺寸

A 一-建筑面积;

Ac ---太阳集热器面积 ;

A; ~第 i个房间照明面积;

Ap一一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

Aw一一风机叶片迎风面积;

D一-)X飞机叶片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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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一-第 i 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

2.2.2 碳排放量

Ca: - 建筑拆除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

cp一一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

CM 一-→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

Cr --建筑使用制冷剂产生的碳排放量;

CJC一一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

CJZ一一建筑建造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

C庄一-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 ;

Cys一-建材运输过程碳排放。

2.2.3 能源供给、消耗量

E，， -一-年电梯能耗;

E， -一-建筑第 z 类能源年消耗量;

Ecc一-建筑拆除阶段能源用量;

Ecc. i一-建筑拆除阶段第 i 种能源总用量;

E囚一-措施项目总能源用量;

E"j一-J 类系统的第 z 类能源消耗量;

Ejz一一建筑建造阶段总能源用量;

Ej川一一建筑建造阶段第 i 种能源总用量;

Ejj . ，一-第 i 个项目中 ， 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

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

Efx一一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用量;

町，一一第 i 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E，一一照明系统年能耗 ;

Eιpv 一-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

E丘只叫t叫r

ER，μ叶.寸J广-一-寸j 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 i 类能

源量;

Ew, ---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发电量;

Ew一一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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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

JT--太阳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

Mi-一-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P 一一特定能量消耗;

Pi.j一→第 1 日第 i 个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

Pp一一应急灯照明功率密度;

Q且./一一第 i 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Qr一一生活热水年耗热量;

Q币一-生活热水小时平均耗热量;

Q、一-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

Q川一-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供能量;

Qfx . i -一-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Qcs.i -一-措施项目中第 z 个项目的工程量;

qr一-热水用水定额;

R}一-第 i 个项 目第J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Ti~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

排放因子;

Ti.j一一第 i 个项目单位工程量第1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

TA叫一一第 i个措施项目单位工程量第1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

T B-i .}一一第 i 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1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

2.2.~ 计算系数

APD一-年平均能量密度;

CR(Z) -一-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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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F-一-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Fi -一-第 i 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fx. i一-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

人.，一-措施项目中第 1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

/且.，一-第 i 个拆除项目每计量单位的能耗系数;



GWPr -一-制冷剂 r 的全球变暖潜值;

KE -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Kç一-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m一一用水计算单位数;

K盯一→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平r一一生活热水输配效率;

r;w一一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

w一一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

轨，一一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

2.2.5 风速、温度、密度和时间

111r一-制冷剂充注量;

l i .}一-第 1 日第 i 个房间照明时间;

T 一一-年生活热水使用小时数;

l a -一-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

l r-一-设计热水温度;

l，一-设计冷水温度;

t笛一-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

V 一一电梯速度;

V。一一年可利用平均风速;

Vi一一逐时风速;

W一-电梯额定载重量;

y一一建筑设计寿命;

Ye一一设备使用寿命;

F一一空气密度;

ρr一-热水密度。

2.2.6 其他

KR一-场地因子;

r-一-制冷剂类型;

Zo -一-地表粗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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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 定

3.0.1 建筑物碳排放计算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计算对象。

3.0.2 建筑碳排放计算方法可用于建筑设计阶段对碳排放量进

行计算，或在建筑物建造后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

3.0.3 建筑物碳排放计算应根据不同需求按阶段进行计算，并

可将分段计算结果累计为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

3.0.~ 碳排放计算应包含((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列

出的各类温室气体。

3.0.5 建筑运行、建造及拆除阶段中因电力消耗造成的碳排放

计算，应采用由国家相关机构公布的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

3.0.6 建筑碳排放量应按本标准提供的方法和数据进行计算 ，

宜采用基于本标准计算方法和数据开发的建筑碳排放计算软件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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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

~.l 一般规定

~.l. 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

水、照明及电梯、可再生能源、建筑碳汇系统在建筑运行期间的

碳排放量。

~.l. 2 碳排放计算中采用的建筑设计寿命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当设计文件不能提供时，应按 50 年计算。

~.l. 3 建筑物碳排放的计算范围应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范围

内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及碳汇系统的减碳量。

~.l. ~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应根据各系统不同类型能源消耗

量和不同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确定，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

积的总碳排放量(CM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EiEF ,) - Cp Jy 
CM = __I_ = 1 • (4. 1. 中 1 )

Ei 二三:(E， J -ER， J ) ( 4.1. M) 

式中: CM 一-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kgCOz /
m 

Ei -一-建筑第 z 类能源年消耗量(单位/a) ; 

EFi 一-第 i 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按本标准附录 A 取值 ;

Ei.j 一-J 类系统的第 i 类能源消耗量(单位/a) ; 

ER i.j 一-J 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 i 类能源

量(单位/a) ; 

i 一-建筑消耗终端能源类型，包括电力、燃气、石油、

市政热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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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建筑用能系统类型，包括供暖空调、照明、生活

热水系统等;

Cp 一一建筑绿地碳汇系统年减碳量( kgC02 /a) ; 

y一一建筑设计寿命(a) ; 

A 一-→建筑面积Cm2 ) 。

~.2 暖通空调系统

~. 2.1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应包括冷源能耗、热源能耗、 输配系

统及末端空气处理设备能耗。

~.2.2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月平均方法计算年累计冷负荷和累计热负荷;

2 应分别设置工作 日 和节假 日 室内人员数量、照明功率、

设备功率、室内设定温度、供暖和空调系统运行时间;

3 应根据负荷计算结果和室内环境参数计算供暖和供冷起

止时间;

4 应反映建筑外围护结构热惰性对负荷的影响 ;

5 负荷计算时应能够计算不少于 10 个建筑分区;

6 应计算暖通空调系统间歇运行对负荷计算结果的影响;

7 应考虑能源系统形式 、 效率、部分负荷特性对能耗的

影响 ;

8 计算结果应包括负荷计算结果、按能源类型输出系统能

耗计算结果;

9 建筑运行参数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B 的建筑物运行特征

确定 。

~.2.3 建筑碳排放计算模型中建筑分区应考虑建筑物理分隔、

建筑区域功能、为分区提供服务的暖通空调系统、区域内采光

(通过外窗或天窗)情况。

~.2.~ 年供暖(供冷)负荷应包括围护结构的热损失和处理新风

的热(冷)需求;处理新风的热(冷)需求应扣除从排风中回收的热

量(冷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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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建筑碳排放计算中建筑室内环境计算参数应与设计参数

一致，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

.:!.2.6 建筑碳排放计算气象参数的选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 的规定。

4.2.7 建筑碳排放计算应定义建筑围护结构，围护结构的热工

性能及构造做法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4.2.8 建筑碳排放计算中应分别计算建筑累积冷负荷和累积热

负荷。

4.2.9 建筑碳排放计算中的累积冷热负荷应根据下列内容确定 :

1 通过围护结构传入的热量;

2 透过透明围护结构进入的太阳辐射热量;

3 人体散热量;

4 照明散热量;

5 设备、器具、 管道及其他内部热源的散热量;

6 食品或物料的散热量;

7 渗透空气带人的热量 ;

8 伴随各种散湿过程产生的潜热量。

4.2.10 建筑碳排放计算时应计算气密性、风压和热压的作用、

人员密度、新风量、热回收系统效率对通风负荷的影响。

4.2.11 建筑累积冷负荷和热负荷应根据建筑物分区的空调系统

计算，同一暖通空调系统服务的建筑物分区的冷负荷和热负荷应

分别进行求和计算。

4.2.12 根据建筑年供冷负荷和年供暖负荷计算暖通空调系统终

端能耗时应根据下列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计算 :

1 供冷供暖系统类型 ;

2 冷源和热源的效率;

3 泵与风机的能耗情况 ;

4 末端类型;

5 系统控制策略;

6 系统运行内部冷热抵消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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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暖通空调系统能量输送介质的影响;

8 冷热回收措施。

.:!.2.13 暖通空调系统中由于制冷剂使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应按下式计算 :

c 二些-'-CWP ， j 1000
y" 

(4. 2. 13) 

式中 : C， -一-建筑使用制冷剂产生的碳排放量(tC02 eja) ; 

「一-制冷剂类型;

吼 一一设备的制冷剂充注量(kgj台h

yc一一设备使用寿命(a) ;

CWP， 一-制冷剂 r 的全球变暖潜值。

.:!.2.1.:! 建筑物碳排放计算采用的冷热源及相关用能设备的性能

参数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2.15 建筑冷热源的能耗计算应计入负载、输送过程和末端的

冷热量损失等因素的影响 。

.:!.2.16 输送系统的能耗计算应计入水泵与风机的效率、运行时

长、实际工作状态点的负载率、变频等因素的影响。

4.3 生活热水系统

.:!.3.1 建筑物生活热水年耗热量的计算应根据建筑物的实际运

行情况，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7nq ,C, (l , -l， )ρ Qro 二 4.187 :'('1. r '-"r ' '' r "1/ fJ 

叩 1000
( 4. 3. 1- 1) 

Q , = 1Qcp ( 4. 3. 1- 2) 

式中 :Q， 一-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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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1'-一-生活热水小时平均耗热量(kWjh) ;

T -一-年生活热水使用小时数(h) ; 

117-一-用水计算单位数(人数或床位数，取其-) ;

q， 一-热水用水定额(Lj人)，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

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确定 ;



ρr -一-热水密度Ckg/U j 

t , -一-设计热水温度CC) j 

l， 一一设计冷水温度CC) 。

~.3.2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采用的生

活热水系统的热源效率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Q, r. 

E 主主
w 'YJw 

C4. 3. 2) 

式中: Ew 一一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CkWh/a) j

Q， -一-生活热水年耗热量CkWh/a) j

Q, -一-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CkWh/a) j

可r 一-生活热水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的输配能耗、

管道热损失、生活热水二次循环及储存的热损

失 C %) j 

弘 一一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C %) 。

~A 照明及电梯系统

~. ~.1 建筑碳排放计算采用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同设计文件

一致。

4.4.2 照明系统能耗计算应将自然采光、控制方式和使用习惯

等因素影响计人。

4.4.3 照明系统元光电自动控制系统时 ， 其能耗计算可按下式

计算:
365 

.2: .2:P ;.,A ;l;., + 24P pA 
E, =.1.=,.___ C4. 4. 3) 

1000 

式中: E，一-照明系统年能耗CkWh/a) j 

P;.， 一-第 1 日第 1 个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CW/m2 ) j

A 一-第 z 个房间照明面积Cm2 ) j 

l; . ， 一一第 1 日第 1 个房间照明时间 C h) j 

Pp 一-应急灯照明功率密度CW/m2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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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建筑面积(m勺。

~.~ . ~ 电梯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中采用的电梯速度、

额定载重量、特定能量消耗等参数应与设计文件或产品铭牌

一致。

(4. 4. 4 ) 

式中: Ee 一一年电梯能耗(kWh/a) ; 

P一一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l" 一一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h) ;

V一一电梯速度(m/s) ; 

W一一-电梯额定载重量(kg) ;

Estandby 一一-电梯待机时能耗(W) ;

人 一一-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h) 。

~.5 可再生能源系统

~. 5.1 可再生能源系统应包括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光伏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和风力发电系统。

~.5.2 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能量可按下式计算:

Q,.a = ~ch(l- 7}L)归
3. 6 

式中: Q，.a 一一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供能量CkWh) ;

人 -一-太阳集热器面积Cm2 ) ; 

]r -一-太阳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CMJ/

C4. 5. 2) 

m 

市'00 -一-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C% ) ; 

1JL -一-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C% ) 。

~.5.3 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的能量不应计人生活热水的耗能量。

~.5.~ 地源热泵系统的节能量应计算在暖通空调系统能耗内 。

~.5.5 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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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 IK E (1- Ks) Ap (4. 5. 5) 

式中: Epv 一一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kWh) ;

I一一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kWh/m2 ) ; 

KE 一一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 ; 

Ks 一一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 ) ; 

Ap 一一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m勺。

.:!.5.6 风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w, = O. 5rCR (z)V~Av位
CRCz) 二 KR lnCz/zo )

Aw = 50 2 /4 

APO EPF = 一一一 -
O. 5pV~ 

8760 

~ O. 50ρ;V: 
APO 二 '二 l

8760 

式中: Ew，一-风力发电机组的年发电量CkWh) ; 

ρ一-空气密度，取1. 225kg/ m3
; 

CR(z) 一-依据高度计算的粗糙系数;

KR -一-场地因子;

z。一-地表粗糙系数;

V。一-年可利用平均风速(m/s) ; 

Aw一-风机叶片迎风面积(m2 ) ; 

D一-风机叶片直径Cm) ; 

(4. 5. 6- 1) 

(4. 5. 6- 2) 

(4. 5. 6- 3) 

(4. 5. 6-4) 

(4. 5. 6-5) 

EPF一一根据典型气象年数据中逐时风速计算出的因子;

APO-一-年平均能量密度(W/m2 ) ; 

Vi -一-逐时风速(m/s) ; 

K盯 -一-风力发电机组的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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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计算

5.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建造阶段的碳排放应包括完成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产生的碳排放和各项措施项目实施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5. 1. 2 建筑拆除阶段的碳排放应包括人工拆除和使用小型机具

机械拆除使用的机械设备消耗的各种能源动力产生的碳排放。

5. 1. 3 建筑建造和拆除阶段的碳排放的计算边界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建造阶段碳排放计算时间边界应从项 目开工起至项 目竣

工验收止，拆除阶段碳排放计算时间边界应从拆除起至拆除肢解

并从楼层运出止 ;

2 建筑施工场地区域内的机械设备、小型机具、临时设施

等使用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3 现场搅拌的混凝土和砂浆、现场制作的构件和部品，其

产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4 建造阶段使用的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材料库房等临时

设施的施工和拆除可不计人。

5.2 建筑建造

5.2.1 建筑建造阶段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三二 Ejz . ;EF;
CJZ 二 '二 l A(5. 2.1) 

式中 : CJZ一一建筑建造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 ( kgC02 /
m 

Ejz . ; -一-建筑建造阶段第 i 种能源、总用量(kWh或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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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 -一-第 i 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kgC02 /kWh 或 kgC02 /

kg) ，按本标准附录 A 确定;

A-一-建筑面积(m勺。

5.2.2 建造阶段的能源总用量宜采用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计算。

5.2.3 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

E jz = E fx + E cs (5. 2. 3) 

式中: E jz --建筑建造阶段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

Efx一一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

E由一一措施项 目 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

5.2. <t 分部分项工程能源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Efx 二 .L: Qfx.J fx.i ( 5. 2. 4- 1) 
Î = l 

ffx. i 艺 Ti扎 十 Ejj . i ( 5. 2. 4- 2) 
j= l 

式中: Qfx. i-一-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z 个项 目 的工程量;

!fx. i-一-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 目 的能耗系数(kWh/工

程量计量单位) ; 

T叮一-第 i 个项 目单位工程量第 j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

量(台班) ; 

R, - 第 i 个项 日第1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 kWh/台班) ，按本标准附录 C 确定，当有经验

数据时 ， 可按经验数据确定;

Ejj . i一一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

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

( kWh) ; 

i一一分部分项工程中项 目序号;

j一一施工机械序号。

5.2.5 措施项目的能耗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脚于架、模板及支架、垂直运输、建筑物超高等可计算

工程量的措施项目 ，其能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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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s = ~QtS. JCS. i (5. 2. 5-1) 
i= I 

人 i - ~TAi卢J (5. 2. 5-2) 
j= l 

式中 : Qc，. i-一-措施项目中第 i 个项 目的工程量;

人.，一一措施项 目中第 z 个项 目 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

计量单位) ; 

TA叫-一-第 z 个措施项 目单位工程量第 j 种施工机械台班

消耗量(台班) ; 

RJ -一-第 i 个项 目第1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 kWh/台班) ，按本标准附录 C 对应的机械类别

确定 ;

i一-措施项目序号;

j一-施工机械序号。

2 施工降排水应包括成井和使用两个阶段，其能源消耗应

根据项目降排水专项方案计算。

3 施工临时设施消耗的能源应根据施工企业编制的临时设

施布置方案和工期计算确定。

5.3 建筑拆除

5.3.1 建筑拆除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

三JEmgEFE
Cα: 一 l A (5. 3. 1) 

式中: Ccc一-建筑拆除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kgCOz /

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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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o i一一建筑拆除阶段第 i 种能源总用量(kWh 或 kg) ; 

EFi-第 z 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z/kWh) ，按本标

准附录 A 确定 ;



A-一-建筑面积(m勺 。

5.3. 2 建筑物人工拆除和机械拆除阶段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

Ecc 二三:Qc ，fcc p
j=1 

儿; = ~T峙，凡 + E jj. ; 

j = l 

式中 : Ecc - 建筑拆除阶段能源用量(kWh 或 kg) ;

Qcc . i一-第 i 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5. 3. 2- 1) 

(5. 3.2- 2) 

!cC. i一-第 i 个拆除项 目每计量单位的能耗系数(kWhj工

程量计量单位或 kgj工程量计量单位) ; 

TB-; . ，一一第 i 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J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

Rj - 第 i 个项目第j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i一-拆除工程中项目序号;

1一-施工机械序号。

5.3.3 建筑物爆破拆除、静力破损拆除及机械整体性拆除的能

源用量应根据拆除专项方案确定。

5.3.~ 建筑物拆除后的垃圾外运产生的能源用量应按本标准第

6. 3 节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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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碳排放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建材碳排放应包含建材生产阶段及运输阶段的碳排放，
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

GB/T 24040 、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44 计算 。

6.1.2 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应为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

与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之和 ， 并应按下式计算 :

户 C.+ C
CJc= -z一旦 (6. 1. 2) 

式中 : CJC一-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量
(kg COze/ m 2

); 

C"，一-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kg COze); 

Cys一-建材运输过程碳排放( kg COze); 

k一-建筑面积(m勺。

6.1.3 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碳排放计算应包括建筑主体结构材

料 、 建筑围护结构材料 、 建筑构件和部品等 ， 纳入计算的主要建

筑材料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选主要建筑材料的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中所耗建材总

重量的 95% ;

2 当符合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时，重量比小于 0.1 %的建筑

材料可不计算。

6.2 建材生产

6.2.1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C", = ~M;F (6.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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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C"， -一-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kg C02e) ; 

M， -一-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F， -一-第 1 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kg C02 e/单位建材

数量) ，按本标准附录 D取值。

6.2.2 建筑的主要建材消耗量(M，)应通过查询设计图纸、采购

清单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6.2.3 建材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因子(F， )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建筑材料生产涉及原材料的开采 、 生产过程的碳排放;

2 建筑材料生产涉及能源的开采、生产过程的碳排放;

3 建筑材料生产涉及原材料、能源的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4 建筑材料生产过程的直接碳排放。

6.2.~ 建材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宜选用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

碳足迹数据。 当无第三方提供时，缺省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D

执行。

6.2.5 建材生产时 ， 当使用低价值废料作为原料时 ， 可忽略其

上游过程的碳过程。 当使用其他再生原料时，应按其所替代的初

生原料的碳排放的 50%计算;建筑建造和拆除阶段产生的可再

生建筑废料，可按其可替代的初生原料的碳排放的 50%计算，

并应从建筑碳排放中扣除。

6.3 建材运输

6.3.1 建材运输阶段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C>", = ~M，D，T， 

式中: Cys-一-建材运输过程碳排放(kg C02 e) ; 

M，一-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t) ; 

D，一-第 i 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km) ; 

(6. 3.1 ) 

T，-一-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

碳排放因子[kg C02 e/ (t . km) J 。

6.3.2 主要建材的运输距离宜优先采用实际的建材运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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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材实际运输距离未知时 ， 可按本标准附录 E 中的默认值

取值。

6.3.3 建材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于 (Ti ) 应包含建材从生产地

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过程的直接碳排放和运输过程所耗能源的生产

过程的碳排放。 建材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子 CT;) 可按本标准

附录 E 的缺省值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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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

A. 0. 1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A. 0.1 选取。

表 A.O.l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单位热值含碳韭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 COz

分类 燃料类型
( tC/ Tj) ( % ) 

排放因子

(tCOz/ TJ) 

无烟煤 27. 4 0. 94 94. 44 

烟煤 26. 1 O. 93 89. 00 

褐煤 28. 0 O. 96 98. 56 

固体燃料 炼焦煤 25. 4 O. 98 91. 27 

型煤 33. 6 O. 90 110. 88 

焦炭 29. 5 O. 93 100. 60 

其他焦化产品 29. 5 O. 93 100. 60 

原油 20. 1 O. 98 72. 23 

燃料油 21. 1 O. 98 75. 82 

汽油 18. 9 O. 98 67. 91 

柴汹 20. 2 O. 98 72. 59 

喷气煤油 19. 5 O. 98 70. 07 

一般煤油 19. 6 O. 98 70. 43 
液体燃料

NGL 天然气凝液 17. 2 O. 98 61. 81 

LPG 液化石油气 17. 2 O. 98 61. 81 

炼厂干气 18. 2 O. 98 65. 40 

石脑汹 20. 0 O. 98 71. 87 

沥青 22. 0 O. 98 79. 05 

润滑油 20. 0 O. 98 7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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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0 . 1

单位热值含碳结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 COz

分类 燃料类型 排放因子
。C/Tj) (%) 

(tCOz/TJ) 

石油焦 27. 5 O. 98 98. 82 

液体燃料 石化原料油 20. 0 O. 98 71. 87 

其他油51 20. 0 O. 98 71. 87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 3 O. 99 55. 54 

A.O. 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A. O. 2 选取。

表 A. O.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

缺省碳 有效也排放因子。∞川j)

能源类型 含盆
缺省氧化

95%置信区间

(tC!TJ) 
因子 缺省值

较低 较高

城市废弃物(非生物址比例) 25. 0 91. 7 73. 3 121 

工业废弃物 39. 0 143. 0 110. 0 183. 0 

废油 20. 0 73. 3 72. 2 74. 4 

泥炭 28. 9 106. 0 100. 0 108. 0 

木材/木材废弃物 30. 5 112. 0 95. 0 132. 0 

团体生物 亚硫酸盐废液(黑液) 26. 0 95. 3 80. 7 110. 0 

燃料 木炭 30. 5 112. 0 95. 0 132. 0 

其他主要固体生物燃料 27. 3 100. 0 84. 7 117. 0 

生物汽油 19. 3 70. 8 59. 8 84. 3 
液体生物

燃料
生物柴油 19. 3 70. 8 59. 8 84. 3 

其他液体生物燃料 21. 7 79. 6 67. 1 95. 3 

填埋气体 14. 9 54. 6 46. 2 66. 0 
气体生

物燃料
污泥气体 14. 9 54. 6 46. 2 66. 0 

其他生物气体 14. 9 54. 6 46. 2 66. 0 

其他非化 城市废弃物

石燃料 (生物址比例)
27. 3 100. 0 84. 7 1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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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物运行特征

B.O. l 计算建筑物碳排放时建筑物运行特征应符合表 B. O.l 的规定。

表 B.O.l 建筑物运行特征

建筑 是否 是否
反季设 反季设计 冬季设 冬季设计 设计 设备能

房间类型 计温度 相对湿度 计温度 相对湿度 照度 耗密度
类型 空调 供暖

CC) (%) CC) (%) (lux) (W/ m2 ) 

起居室 是 是 26 65 18 100 9. 3 

卧室 是 是 26 65 18 75 12. 7 

餐厅 是 是 26 65 18 150 9. 3 

居住
厨房 否 是 30 70 15 100 48. 2 

建筑

洗手间 否 是 26 70 18 100 。

储物间 否 是 26 65 5 。 。

车库 否 是 26 65 5 30 。

公共 办公室 是 是 26 65 20 500 13 

建筑 密集办公室 是 是 26 65 20 300 20 

月照明 照明功
人均新风量

小时数 率密度
(h) (W/ m2 ) 

[m3 / <h .人)J

165 6 70 

135 6 20 

75 6 20 

96 6 20 

165 6 20 

。 。 20 

30 2 20 

294 18 30 

294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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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类型

公共
建筑

房间类型

会议室

大堂门厅

休息室

设备用房

库房

车库

酒店客房〈三
星以下)

酒店客房(三星)

酒店客房(四星)

酒店客房(五星)

多功能厅

一般商店、超市

高档商店

中餐厅

是否 是否
夏季设 夏季设计
计温度 相对湿度

空调 供暖
( "C ) (%) 

是 是 26 65 

是 是 26 65 

是 是 25 65 

否 是 26 65 

否 是 26 65 

否 是 26 65 

是 是 26 65 

是 是 26 65 

是 是 25 60 

是 是 24 60 

是 是 26 65 

是 是 27 65 

是 是 27 65 

是 是 25 60 

续表 B. 0 . 1 

冬季设 冬季设计 设计 设备能 月照明 p.~明功
人均新风量

计温度 相对湿度 照度 耗密度 小时数 E在密度
CC) ( %) (lux) ( W/ m2) ( h) (W/ m2 ) 

[m3 / <h . 人)J

20 300 5 420 11 30 

20 300 。 585 15 20 

18 300 。 420 11 30 

18 150 。 。 5 30 

18 。 。 。 。 。

18 75 30 294 5 

18 150 20 207 15 20 

20 150 13 207 15 30 

21 150 13 207 15 40 

22 150 13 207 15 50 

20 300 5 420 18 30 

20 300 13 390 12 20 

20 500 13 390 19 20 

20 200 。 393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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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类型

公共
建筑

房间类型

西餐厅

火锅店

快餐店

酒吧、茶座

厨房

游泳池

健身房

保龄球房

台球房

教室

阅览室

电脑机房

是否
空调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
夏季设 夏季设计
计温度 相对湿度

供暖
( "C ) (%) 

是 25 60 

是 25 60 

是 25 60 

是 25 60 

是 28 65 

是 30 75 

是 25 60 

是 25 60 

是 25 60 

是 26 60 

是 26 60 

是 25 60 

续表 B. 0 . 1 

冬季设 冬季设计 设计 设备能 月照明 p.~明功
人均新风量

计温度 相对湿度 照度 耗密度 小时数 E在密度
CC) ( %) (lux) ( W/ m2) ( h) ( W/ m2 ) 

[m3 / <h . 人)J

20 100 。 393 9 20 

18 200 。 168 13 20 

20 200 。 393 13 20 

20 100 。 393 9 20 

18 200 。 393 13 

26 300 。 168 18 25 

18 200 。 168 11 25 

18 300 。 288 18 25 

18 300 。 288 18 25 

20 300 10 150 10 17 

20 300 10 150 10 17 

18 300 40 390 11 30 



卜、3
0) 

建筑
类型

公共

建筑

房间类型

影剧院

舞台

舞厅

棋牌室

展览厅

病房

手术室

候诊室

门诊办公室

婴儿室

药品储存库

档案库房

美容院

是否
空调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
反季设 反季设计
计温度 相对湿度

供暖 CC) <%) 

是 28 65 

是 28 65 

是 25 60 

是 27 60 

是 27 60 

是 27 60 

是 25 60 

是 27 55 

是 26 65 

是 27 60 

是 16 60 

是 24 60 

是 27 60 

续表 B. 0 . 1 

冬季设 冬季设计 设计 设备能 月照明 照明功
人均新风量

计温度 相对湿度 照度 耗密度 小时数 旦在密度
CC) <%) (lux) (W/ m2 ) <h) (W/ m2 ) 

[m3 / <h . 人)J

20 200 。 480 11 20 

20 300 40 480 11 40 

18 300 30 258 11 30 

20 200 。 132 11 20 

18 300 20 300 11 20 

22 100 。 129 5 50 

22 750 。 381 20 60 

20 300 。 468 5 30 

22 300 。 468 5 30 

25 300 。 315 5 60 

16 300 。 615 5 。

14 200 。 540 5 。

22 750 5 345 15 35 



附录 C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C. O. l 常用施工机械的单位台班的能源消耗量可按表c. 0. 1 

选用 。

表C. 0. 1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能源用ti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 kg) ( kWh) 

1 75kW 56. 50 

2 
履带式

推士机
功率 105kW 60. 80 

3 135kW 66. 80 

4 履带式 0. 6m3 33. 68 

惮斗液压挖掘机
斗容量

5 1m3 63. 00 

6 1m3 52. 73 
轮胎式装载机 斗容量

7 1. 5m3 58. 75 

8 钢轮内燃压 8t 19. 79 
工作质盐

9 路机 15t 42. 95 

10 电动至于实机 穷击能址 250N . m 16. 6 

11 1200kN . m 32. 75 

12 2000kN . m 42. 76 

13 强穷机械 穷击能址 3000kN . m 55. 27 

14 4000kN . m 58. 22 

15 5000kN . m 81. 44 

16 锚杆钻孔机 销杆直径 32mm 69. 72 

17 2. 5t 44. 37 

18 3. 5t 47. 94 
履带式柴

19 冲击质盐 5t 53. 93 
汹打桩机

20 7t 57. 40 

21 8t 5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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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 kg) ( kWh) 

22 轨道式柴 3. 5t 56. 90 
冲击质量

23 i由打桩机 4t 61. 70 

24 
步履式柴

功率 60kW 336. 87 
汹打桩机

25 300kN 17. 43 
振动沉拔桩机 激振力

26 400kN 24. 90 

27 900kN 91. 81 

28 2000kN 77. 76 
静力压桩机 压力

29 3000kN 85. 26 

30 4000kN 96. 25 

31 汽车式钻机 孔径 1000mm 48. 80 

32 800mm 142. 5 

33 回旋钻机 孔径 1000mm 163. 72 

34 1500mm 190. 72 

35 螺旋钻机 孔径 600mm 181. 27 

36 冲孔钻机 孔径 1000mm 40. 00 

37 1000mm 146. 56 
履带式

38 孔径 1500mm 164. 32 
旋挖钻机

39 2000mm 172. 32 

40 650mm 126. 42 
三部I1搅拌桩基 制l径

41 850mm 156. 42 

42 电动灌浆机 16. 20 

43 5t 18. 42 

44 履带式 10t 23. 56 

起重机
提升质量

45 15t 29. 52 

46 20t 3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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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kg) ( kWh) 

47 25t 36. 98 

48 30t 41. 61 
履带式

49 提升质量 40t 42. 46 
起重机

50 50t 44. 03 

51 60t 47. 17 

52 25t 46. 26 

53 轮胎式起重机 提升质量 40t 62. 76 

54 50t 64. 76 

55 8t 28. 43 

56 12t 30. 55 

57 16t 35. 85 
汽车式起重机 提升质址

58 20t 38. 41 

59 30t 42. 14 

60 40t 48. 52 

61 叉式起重机 提升质盐 3 t 26. 46 

62 400t 164. 31 

63 60t 166. 29 

64 自升式塔式起 800t 169. 16 
提升质址

65 重机 1000t 170. 02 

66 2500t 266. 04 

67 3000t 295. 60 

68 门式起重机 提升质址 10t 88. 29 

69 4t 25. 48 

70 6t 33. 24 

71 
载重汽车 装载质址

8t 35. 49 

72 12t 46. 27 

73 15t 56. 74 

74 20t 6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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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 kg) ( kWh) 

75 5t 31. 34 
自卸汽车 装载质量

76 15t 52. 93 

77 平板拖车组 装载质量 20t 45. 39 

78 机动翻斗车 装载质i主 6. 03 

79 洒水车 淄容量 4000L 30. 21 

80 泥浆罐车 淄容量 5000L 31. 57 

81 
电动单筒快速

卷扬机
牵引力 10kN 32. 90 

82 电动单筒慢速 10kN 126. 00 
牵引力

83 卷扬机 30kN 28. 76 

84 提升质量 提
75m 42. 32 

单笼施工电梯
85 1 t 升 100m 45. 66 

86 提升质量 高 100m 81. 86 
双笼施工电梯

度87 2t 200m 159. 94 

88 怦台作业刑降车 提升高度 20m 48. 25 

89 涡桨式混凝土 250L 34. 10 
出料容量

90 搅拌机 500L 107. 71 

91 
双锥反转出料

混凝土搅拌机
出料容量 500L 55. 04 

92 45m3/ h 243. 46 
混凝土输送泵 输送站

93 75m3/ h 367. 96 

94 混凝土湿喷机 生产率 5m3/ h 15. 40 

95 灰浆搅拌机 拌筒容盐 200L 8. 61 

96 
干混砂浆罐式

搅拌机
公称储i主 20000L 2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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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 kg) ( kWh) 

97 
挤压式灰浆输

送泵
输送.w: 3m3 / h 23. 70 

98 偏心振动筛 生产率 16m3/ h 28. 60 

99 混凝土抹平机 功率 5. 5kW 23. 14 

100 钢筋切断机 直径 40mm 32. 10 

101 钢筋弯曲机 直径 40mm 12. 80 

102 预应力钢筋拉 650kN 17. 25 
拉伸力

103 伸机 900kN 29. 16 

104 木工圆锯机 直径 500mm 24. 00 

105 木工平刨床 刨削宽度 500mm 12. 90 

106 木工三面压刨床 刨削宽度 400mm 52. 40 

107 木工桦机 样头长度 160mm 27. 00 

108 木工打H&机 樵槽宽度 4. 7 

109 普通车床
工件直径×

工件长度
400mmX 2000mm 22. 77 

110 50mm 9. 87 
摇臂钻床 钻孔直径

111 63mm 17. 07 

112 锥形鲸纹车丝机 直径 45mm 9. 24 

11 3 螺栓套丝机 直径 mm 25. 00 

11 4 板料校平机 厚度×宽度 16mmX 2000mm 120. 60 

11 5 刨边机 加工长度 12000mm 75. 90 

116 半自动切割机 厚度 100mm 98. 00 

117 自动仿形切割机 厚度 60mm 59. 35 

118 150mm 12. 90 
管子切断机 管径

11 9 250mm 2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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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kg) (kWh) 

120 型钢剪断机 剪断宽度 500mm 53. 20 

121 型钢矫正机 厚度×宽度 60mmX800mm 64. 20 

122 电动弯管机 管径 108mm 32. 10 

123 液压弯管机 管径 60mm 27. 00 

124 空气锤 锤体质址 75kg 24. 20 

125 摩擦压力机 压力 3000kN 96. 50 

126 开式可倾压力机 压力 1250kN 35. 00 

127 
钢筋挤压连

接机
直径 15. 94 

128 电动修舒机 100. 80 

129 岩石切割机 功率 3kW 11 . 28 

130 平面水磨机 功率 3kW 14. 00 

131 喷砂除锈机 能力 3m3Jmin 28. 41 

132 抛丸除锈机 直径 219mm 34. 26 

133 
内燃单级离心

出口直径 50mm 3. 36 
清水泵

134 出口直径 1 00mm 扬程 120m 以下 180. 4 
电动多级离，心

135 出口直径 150mm 扬程 180m 以下 302. 60 
清水泵

136 出口直径 200mm 扬程 280m 以下 354. 78 

137 出口直径 50mm 40. 90 
泥浆泵

138 出口直径 100mm 234. 60 

139 50mm 20. 00 
潜水泵 出口直径

140 100mm 25. 00 

141 高压i由泵 压力 80岛1Pa 209. 67 

142 21kV . A 60. 27 

143 交流弧焊机 容址 32kV . A 96. 53 

144 40 kV . A 13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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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 0. 1 

能源用盐
序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号

汽油 柴油 电

(kg) ( kg) ( kWh) 

145 点焊机 容量 75 kV . A 154. 63 

146 对焊机 容:Gl: 75 kV . A 122. 00 

147 氢弧焊机 电流 500A 70. 70 

148 
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机
电流 250A 24. 50 

149 电渣焊机 电流 1000A 147. 00 

150 电焊条烘干箱 容址 45X35X45(σn3 ) 6. 70 

151 0. 3m3/ min 16. 10 

152 0. 6m3/ min 24. 20 

153 1m3/ min 40. 30 
电动空气压

154 排气:w: 3m3/ min 107. 50 
缩机

155 6m3/ min 21 5. 00 

156 9m3/ min 350. 00 

157 10m3/ min 403. 20 

158 
导抨式液压抓

斗成糟机
163. 39 

159 超声波侧壁机 36. 85 

160 
泥浆制作循环

设备
503. 90 

161 锁于口管顶升机 64. 00 

162 
工程地质液压

钻机
30. 80 

163 轴流通风机 功率 7. 5kW 40. 30 

164 吹风机 能力 4m3/ min 6. 98 

165 井点降水钻机 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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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建材碳排放因子

D.0. 1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0. 0. 1 选取。

表 D. O. l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735 kg C02e/ t 

口。 混凝士 295 kg C0 2e/ m3 

臼0 混凝土 385 kg C0 2e/ m3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1190 kg C臼e/t

消石灰(熟石灰 、 氢氧化钙) 747 kg C0 2e/ t 

天然石膏 32. 8 kg C0 2e/ t 

砂(J= 1 . 6-3. 的 2. 51 kg C02e/ t 

碎石(d= 10mm-30mm) 2. 18 kg C0 2e/ t 

页岩石 5. 08 kg C02 e/t 

幸自土 2. 69 kg C02e/ t 

混凝土砖(240mmX 115mm X 90mm) 336 kg C0 2e/ m3 

蒸压粉煤灰砖(240mmX 11 5mmX 53mm) 341 kg C02e/ m3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X 11 5mmX 53mm , 
134 kg CÜz e/ m3 

掺入最为 50%)

页岩实心砖(240mmX 11 5mmX53mm) 292 kg CÜz e/ m3 

页岩空心砖(240mmX 115mm X 53mm) 204 kg C02e/时

秸士空心砖(240mmX 115mm X 53mm) 250 kg C0 2e/ m3 

煤研石实心砖(240mmX l1 5mmX53mm ， 90%掺入拉) 22. 8 kg C0 2e/ m3 

煤研石空心砖(240mmX l1 5mmX53mm ， 90%掺入:.LiJ 16. 0 kg C0 2e/ m3 

炼钢生铁 1700 kg C仙e/t

铸造生铁 2280 kg C0 2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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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O. l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炼钢用铁合金(市场平均) 9530 kg COze/ t 

转炉碳钢 1990 kg CÜ2 e/ t 

电炉碳钢 3030 kg C02e/ t 

普通碳钢(市场平均) 2050 kg COze/ t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2310 kg C02e/ t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2365 kg C02e/ 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坯、管坯) 2340 kg C臼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 、 普通型钢) 2380 kg C02 e/t 

热车L碳钢中厚板 2400 kg CO2 e/ t 

热轧碳钢 H 钢 2350 kg C仇的

热轧碳钢宽带钢 2310 kg C02e/t 

热轧碳钢钢筋 2340 kg ro e/ t 

热轧碳钢高线材 2375 kg C仇的

热轧碳钢棒材 2340 kg C仇的

螺旋埋弧焊管 2520 kg roe/ t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2430 kg roe/ t 

焊接直缝钢管 2530 kg C02e/ t 

热轧碳钢元缝钢管 3150 kgα)J_ e/ t 

冷轧冷拨碳钢元缝钢管 3680 kg C仙e/t

碳钢热镀铸板卷 311 0 kg C仇的

碳钢电镀钵板卷 3020 kg CÜ2 e/ t 

碳钢电镀锡板卷 2870 kg roe/ t 

酸洗板卷 1730 kg roe/ t 

冷轧碳钢板卷 2530 kg C02 e/t 

冷硬碳钢板卷 2410 kg C仙e/t

平板玻璃 11 30 kg C臼e/t

电解铝(全国平均电网电力) 20300 kg C02 e/t 

铝板带 28500 kg COz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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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O. l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1 00%原生铝型材
断桥铝合金窗

254 kg C臼e/m2

原生铝 : 再生铝= 7 : 3 194 kg COze/ m2 

1 00%1京生铝型材 147 kg COze/ m2 

铝木复合窗
原生铝 : 再生铝= 7 : 3 122. 5 kg CC加/m2

铝塑共挤窗 129. 5 kg C仇e/m2

塑钢窗 121 kg COz e/ m2 

元规共聚聚丙烯管 3. 72 kg COze/ kg 

聚乙烯管 3. 60 kg COz e/ kg 

硬聚氨乙烯管 7. 93 kg COz e/ kg 

聚苯乙烯泡沫板 5020 kg COz et 

岩棉板 1980 kg COze/ t 

硬泡聚氨醋板 5220 kg COze/ t 

铝塑复合板 8. 06 kg COze/ m2 

铜塑复合板 37. 1 kg COze/ m2 

铜单板 218 kg COz e/ m2 

普通聚苯乙烯 4620 kg C仇的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1990 kg C臼e/t

高密度聚乙烯 2620 kg COz e/t 

低密度聚乙烯 2810 kg COze/t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7300 kg COze/ t 

自来水 0. 168 kg COz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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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建材运输碳排放因子

E. 0.1 混凝土的默认运输距离值应为 40km，其他建材的默认

运输距离值应为 500km。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应按表

E. 0. 1 选取。

表 E.O.l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kgCÜz e/ (r 'km)] 

运输方式类别 碳排放因子

轻型汽汹货车运输(载重 2t) O. 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 115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O. 10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O. 104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 28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 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O. 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O. 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0. 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t) 0. 057 

电力机车运输 0. 010 

内燃机车运输 0. 0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 010 

液货船运输(载重 2000t) 0. 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500t) 0. 015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 200TEW 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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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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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2 ((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 GB/T 24040 

3 ((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GB/T 24044 

~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 JGJ /T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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