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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订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规范兰炭生产设施的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报告，为

支撑该行业顺利在规定时限内实现碳达峰，促进兰炭生产技术进步和高质量发展，

制定兰炭生产业二氧化碳核算排放和报告技术规范。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2021 年 4 月下达了该项技术规范的任务（中煤加协中煤加协〔2021〕12 号，计

划编号 2021016）。项目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组织，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牵头编制。 

1.2 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4 月,标准制定计划下达。 

2022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接受任务后和中国煤炭加工利

用协会成立编制组，召开启动会，明确主要任务和分工。 

2022年 5～6月，编制组对行业发展现状的信息开展调查和收集，特别是榆

林市的兰炭生产企业，炭化炉等分布、数量、产能，生产工艺等进行了调研。 

2022 年 7 月，编制组赴榆林地区分别对神木市三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五洲分公司，府谷京府煤化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焦化有限公司，和府谷县金万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 5家代

表性企业进行现场调研，调研范围覆盖了不同炭化炉炉型，产品不同利用用途等。 

2022 年 7～8月，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文献调研等方式，特别是根据

不同类型炭化炉工作原理，不同产品利用方案，二氧化碳产排放节点梳理，类似

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等调研，编制标准的文本初稿。 

2022 年 8 月将初稿征求了两轮多位相关兰炭行业及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知名

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022 年 9 月形成了具备征求意见程度的标准初稿文本。 

2022年 9 月 22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兰炭分会组织标准初稿征求意见

会，并顺利通过征求意见专家审查会的审查。 

2022年 10～11月，对征求意见专家审查会提出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完善，

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1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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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 

2.1 编制必要性及原则 

随着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大会上宣誓了

3060 年双碳目标和愿景后，双碳作为贯穿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始终的指挥

棒，涉及到了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随着“1+N”碳

达峰行动方案体系的不断完善，各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逐渐出炉，兰炭行业迫

切需要出台针对性更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报告标准以为行业碳达峰

等领域的研究和制定提供支撑。 

本标准原则一是依据兰炭生产企业生产工艺，能源利用等情况，梳理企业二

氧化碳产排放节点，考虑到兰炭生产企业产品利用途径方案不同，比如神木市兰

炭生产企业煤焦气主要用于发电，府谷县炭生产企业煤焦气主要用于金属镁的生

产，兰炭下游产品也多样化，如电石，合成氨，其他化工产品等，因此，本标准

划定了核算边界仅限于兰炭产品边界，基于核算边界编制本标准。二是通过对目

前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与报告技术标准或技术指南的梳理和分析，本标准以

化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为基础，综合考虑兰炭生产企业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 

2.2 标准主要内容 

2.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兰炭生产业兰炭生产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算技术方法、报

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法人为边界的现有兰炭生产设施（包括直立方炉、直立圆炉

子、外热式干馏炉以及回转炉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算技术方法，新建、改建

和扩建兰炭行设施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可参照执行。 

2.2.2 规范性和管理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标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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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2.2.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兰炭生产设施、中低温煤干馏、核算主体、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

产过程排放、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碳源流、活动水平、排放因

子和碳氧化率进行了术语定义。其中，兰炭生产设施、中低温煤干馏主要参考中

低温煤焦油（DB 61/T 995 ）和兰炭企业清洁生产标准（T/CCT 009）；其余术

语参考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 

2.2.4 核算和报告边界 

核算边界以兰炭生产设施为边界，核算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 CO2排放。

核算单元包括燃料燃烧、工业过程排放和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三个部

分的 CO2排放。其中，企业法人范围内如果存在以兰炭、煤焦油、兰炭尾气为原

料或燃料继续生产下游电石、硅铁、煤焦油深加工、金属镁、活性炭或发电等其

他排放 CO2的行为或生产活动，则不包含在内。 

工业过程排放主要依据碳源流的流入和流出的差值确定，其中，流入源包括

作为原材料的化石燃料部分；设施边界且明确送往燃烧设备作为燃料燃烧的化石

燃料部分（如果存在）；设施边界作为原材料的其它碳氢化合物（如果存在）；

设施边界作为原材料的 CO2气体（如果存在）。流出源包括各类含碳产品，包括

兰炭、煤焦油、兰炭尾气、间接冷却回收的低压蒸汽等产品；设施边界的其他含

碳输出物，如焦油渣及粉尘（如果存在）等含碳物质。 

 

 

图 1   流入、流出兰炭生产设施边界的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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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核算与报告方法 

兰炭生产设施的 CO2 排放总量应等于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加上燃料燃烧

CO2 排放，再加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其中，工业

过程排放考虑到覆盖到所有 CO2 排放源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正常工况和非正

常工况，因此，本部分 CO2 排放量主要依据碳源流的流入和流出的差值确定；燃

料燃烧 CO2 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化

率计算得到，活动水平主要基于企业实际生产运行值；排放因子则来源于兰炭生

产设施对于相关含碳原料、产品及废弃物等实测值，如果有其他来源需提供详细

说明；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排放量为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水平和因子确定，鉴于此，

兰炭生产设施活动水平数据需要来源于设置的电力和热力监测设施，或通过工程

分析等方式得出，根据现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与报告标准（13 项）和技

术指南（24 项），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按 0.5810 t CO2/MWh 计热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 CO2 排放因子，不能提供则按 0.11 t 

CO2/GJ 计。 

2.2.6 数据质量控制 

包括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不断地高自身监测能力，并制订相应的监测

计划；建立健全二氧化碳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定期对 CO2 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

验。以此作为兰炭生产企业 CO2 排放量核算及数据的依据。 

2.2.7 报告内容和格式 

本部分主要规定了报告主体基本信息、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数据及其来源

和排放因子及其来源的报告形式和内容，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包括燃料燃烧、

工业过程和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燃料燃烧主要包括兰炭生产设施化石燃料活

动水平和排放因子，以及排放因子的来源说明；工业过程主要包括兰炭生产设施

含碳原料和产品及废弃物等含碳量信息；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主要包括购入和调

出电力和热力的信息。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等 

3.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对整个兰炭行业特别是榆林市的兰炭生产企业，炭化炉等分布、数量、

产能、生产工艺等进行了调研、分析。同时，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通过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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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再深入到企业调研交流的方式，再保证核算方法能落地原则下，对核

算方法进行不断完善。 

3.2 综述性报告（行业概况） 

我国兰炭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陕西榆林市及新疆准东等地，以榆林市为例，

其兰炭产能、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其发展经历了 1994 年前的土法炼焦阶段、

1995 年至 2007 年的机制炼焦阶段、2008 年至今的兰炭产业环保升级改造阶段。

以兰炭产业为龙头形成了资源利用率较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的循环产业链

条。包括电石、铁合金、合成氨、金属镁、燃气发电、加氢制油、聚氯乙烯、水

泥厂等多条产业链条，涉及企业近 300 家，2020年兰炭及关联产业实现产值 700

多亿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 

截止 2018年底，榆林市共有兰炭或者涉及兰炭企业批复产能 7326万吨/年，

建成产能 6127 万吨/年，建成产能约占全国总产能的 60%。2018年全市兰炭产量

3151.35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0%。按照单炉兰炭产能统计，5万吨/年及以

下炉型有 41家 447台，占比为 45.7%；7.5万吨/年炉型有 44家 420台，占比为

42.9%；10万吨/年及以上炉型有 22 家 111台，占比为 11.4%。2014年工信部出

版的《焦化行业准入条件》规定，单炉规模大于 10万吨/年，企业最小规模大于

100 万吨/年。榆林大部分企业的单炉规模和总规模、环保设施配置等不满足准

入条件的要求。而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

明确界定产能 5万吨/年及以下炉型为淘汰炉型，但是榆林市尚有 41家，447 台

（含金属镁配套的制气圆炉），占比为 45.7%。 

通过中低温煤干馏技术工艺，其产品之一兰炭具有高固定碳、高比电阻、高

化学活性的特性，并以其低廉的价格，广泛用于高耗能的电石行业、铁合金行业、

化肥造气、高炉喷吹和民用清洁型煤的制造，同时可作为制造特级和优级冶金型

焦、特级铸造型焦的原料，随着制造技术的提升，兰炭的市场竞争力将会进一步

增强。其产品之二中低温煤焦油，以其工艺出油率高、清油含量高、易分馏精制、

催化加氢，从而成为燃料油的一个重要补给源。如果将 8000 万吨榆林煤通过中

低温煤干馏技术，即可转化得到约 530 万吨的中低温焦油，通过催化加氢技术，

至少可得到 400 万吨左右燃料油。其产品之三煤气，由于工艺加热方式的不同，

会产生不同组份的煤气，也因煤气组份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综合利用方式，或是



6 

 

替代燃煤小电厂的燃煤，或是用以生产合成氨，或是用以制造甲醇，或是供燃气

锅炉发电供热。 

3.3 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执行，规范兰炭生产企业 CO2 的排放核算，为企业管理和监管

部门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为企业降碳措施和目标的制定提供依据，形成企

业的碳资产提供技术支撑。 

4. 采标情况 

无。 

5.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下，结合兰

炭的行业特点，规定了兰炭生产业生产设施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技术方法、报告

内容和格式等，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具有很好的协调性。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团体标准宣贯、培训、推广、实施、评估等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且具有区域性特点，建议按照《关于加快建立规范统一

的碳排放核算统计体系的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2〕622）的相关要求，实

时开展标准的评估工作，不断完善后，适时升级为国家兰炭产品核算方法标准。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温室气体

管控纳入环评管理”的要求，建议本标准发布及温室气体纳入环评后，建议新建

项目参照本标准核算 CO2 排放量；现有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查报告的 CO2 排放量核

算则按照本标准要求进行编制。 

本团体标准发布后，建议加大对兰炭生产企业的宣贯力度，并按照标准的要

求，开展日常的兰炭生产企业 CO2 排放量核算和报告工作，形成相应的机制。 

8. 对于需要调整的团体标准，说明变化的主要原因 

无。 

9. 废止现行有关团体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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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立项之初的名称为《兰炭生产业 二氧化碳核算方法与单位产品碳排

放限值》，经过与兰炭企业，相关领域技术机构沟通交流，并结合目前的综合基

础，以夯实核算方法基础，稳步推进为原则，经与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协商，

决定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兰炭生产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