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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固定源燃烧 

2.1 概述 
本章描述了估算固定源燃烧排放所需要的方法和数据，以及应该报告这些排放的类别。为部门方法提供

的三种层级方法基于： 

• 方法 1：根据国家能源统计和缺省排放因子的燃料燃烧； 

• 方法 2：根据国家能源统计及特定国家排放因子的燃料燃烧，如果可能，其该因子衍自国家燃料特

性 ； 

• 方法 3：依据与特定技术排放因子共同使用的燃烧技术的燃料统计和数据 ；包括模式的使用和可获

得的设备级排放数据。 

本章为所有源类别和燃料提供缺省方法 1 排放因子。可以从IPCC排放因子数据库1 查阅适合国家情况的

信息，但是正确使用来自数据库的信息是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者的责任。 

本章涉及 GPG 2000 “能源”章以前介绍的要素。《IPCC 2006 年指南》的组织与《IPCC 1996 年指南》

和 GPG 2000 均不相同。固定源燃烧信息的变化概述如下。 

内容： 

• 纳入一表，详细描述了本章所涉及的各部门，以及报告排放应列入的 IPCC 源代码。 

• 一些排放因子业已经修订，而且还纳入了一些新的排放因子。包含排放因子的各表指出，哪些因子

是新的，哪些因子已根据《1996 年 IPCC 指南》和 GPG 2000 进行了修订。 

• 缺省氧化因子假设为 1，除非可获得更好的信息。 

• 在第 1 层级部门方法中，纳入了氧化因子和简化工作表的排放因子。基于 GPG 2000，本章纳入了活

动数据和排放因子两者不确定性评估的有关扩充信息。 

• 一些定义已经修改或完善。 

• 已经增加了关于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新的一节。 

结构： 

• 估算排放的方法学现在细分成各层方法的各小节。 

• 设计了各表，尽可能将 CO2、CH4 和 N2O 排放因子列在一起。 

2.2 来源描述 
在部门方法中，对 IPCC 部门 1A“燃料燃烧活动”（参见表 2.1）定义的大量社会和经济活动，详述了

固定源燃烧产生的排放。区分了能源工业中（1.A.1）、制造工业和建筑（1.A.2），以及其他部门

（1.A.4）之间的固定源燃烧。虽然这些不同亚部门计划包括所有固定源燃烧，但是对于不能分派到其他

亚类之一的任何排放，在部门 1.A.5 提供了另一类别。表 2.1 亦说明了本卷第 3 章所处理的 1.A.4 和
1.A.5 中的移动源类别。 

                                                           
1 查阅 http://www.ipcc-nggip.iges.或.jp/efdb/main.php 

http://www.ipcc-nggip.iges.%E6%88%96.jp/efdb/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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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对固定源燃烧 2各部门详细分述 

代码编号和名称 定义 

1 能源  
所有 GHG 排放由燃料的燃烧和溢散排放引起。燃料非能

源使用的排放一般不纳入本部门，而报告在工业过程和产

品用途。 

1.A 燃料燃烧活动   
材料在旨在为某流程增加热量，并且提供热量或机械功的

设备内的有意氧化过程的排放，或者在设备外使用的材料

有意氧化的过程的排放。 

1 A 
1 能源工业 包含由于燃烧提取或能源生产工业燃烧的燃料产生的排

放。 

1 A 
1 a 主要活动电能和热能

生产 

主要活动生产工厂发电厂、热电联产以及热能工厂产生排

放的总和。主要活动生产工厂（从前称为公用事业机构）

定义为主要活动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他们可能是公有

或私有的。燃料自身现场使用产生的排放应该包括在内。  
自供生产工厂（作为支持其主要活动的一项活动，发电/
产热完全或部分为其自身使用的企业），其产生的排放应

该分配给产生排放的部门，不列在 1A1a 下。自供生产工

厂可以是公有或私有的。 

1 A 
1 a i 发电 包含主要活动生产工厂（除热电联产工厂外）用于发电的

所有燃料产生的排放。 

1 A 
1 a ii 热电联产

（CHP） 
主要活动生产工厂为了向公众销售，在一个设施中生产热

能和电力产生的排放。 

  iii 热能工厂 通过管道网络销售的主要活动生产工厂的热能生产。 

1 A 
1 b 石油提纯 

所有燃烧活动支持石油产品的提纯，包括为自用发电和生

产热能的现场燃烧。未包括在提炼厂发生的蒸发排放。这

些排放应该分别在 1B2a 下予以报告。 



第 2 卷：能源 

2.8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表 2.1                                                                                                         
对固定源燃烧 2.1各部门详细分述 

代码编号和名称 定义 

1 A 
1 c 固体燃料的制造和其

它能源工业 

固体燃料（包括木炭生产）在次级和三级产品生产中，燃

料使用产生的燃烧排放。燃料自身现场使用产生的排放应

予纳入。亦包括在这些工业为自用发电和生产热能的燃

烧。 

1 A 
1 c i 固体燃料的制

造 
由于生产焦炭、棕色煤压块和专利燃料，燃料燃烧引起的

排放。 

1 A 
1 c ii 其他能源工业 

由以上未提及的能源生产工业自身能源用途，或者由于无

法获得单独数据引起的燃烧排放。包括的排放来自：自用

能源用于生产木炭、蔗渣、锯沫、棉花茎和生物燃料碳

化，以及用于煤矿、油气提炼和天然气加工和提纯。该类

别亦包括用捕获和储存预燃加工产生的排放。管道输送产

生的燃烧排放应该在 1A3e 下予以报告。 

1 A 
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工业中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亦包括这些工业为自用发电

和生产热能的燃烧。钢铁工业内焦炉中燃料燃烧产生的排

放，应该在 1A1c 下予以报告，而非报告在制造工业中。

来自工业部门的排放应该按亚类详细说明，这些亚类相应

于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用于

工业运输的能源不应该在此处报告，而是在“运输”

（1A3）下报告。如果可能，工业中非道路和其他移动机

械引起的排放应该分解为单独亚类。对各个国家， 大的

燃料消耗工业类别 ISIC 产生的排放以及主要污染排放源

产生的排放应该予以报告。下面概述了建议的类别列表。 

1 A 
2 a 钢铁 ISIC 类 271 和小类 2731 

1 A 
2 b 非铁金属 ISIC 类 272 和小类 2732 

1 A 
2 c 化学物质 ISIC 大类 24 

1 A 
2 d 纸浆、造纸和印刷 ISIC 大类 21 和 22 

1 A 
2 e 食品加工、饮料和

烟草 ISIC 大类 15 和 16 

1 A 
2 f 非金属矿物 包括的产品，如玻璃、陶瓷、水泥等；ISIC 大类 26 

1 A 
2 g 运输设备 ISIC 大类 34 和 35 

1 A 
2 h 机械 包括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除了运输设备）；ISIC 大

类 28、29、30、31 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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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续）                                                                                                      

对固定源燃烧 4各部门详细分述 

代码编号和名称 定义 

1 A 
2 i 采掘业 ISIC 大类 13 和 14 

1 A 
2 j 木材和木材产品 ISIC 大类 20 

1 A 
2 k 建筑 ISIC 大类 45 

1 A 
2 l 纺织品和皮革 ISIC 大类 17、18 和 19 

1 A 
2 m 未说明的行业 以上未纳入或无法获得的单独数据的任何制造工业/建

筑。包括 ISIC 大类 25、33、36 和 37。 

1 A 
4 其他部门 以下描述的燃烧活动产生的排放包括，这些部门自用发电

和供热的排放。  

1 A 
4 a 商业/机构 

在商业和机构建设中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纳入 ISIC 大

类 41、50、51、52、55、63-67、70-75、80、85、90-93 
和 99 的所有活动。 

1 A 
4 b 住宅 家庭中燃料燃烧的所有排放。 

1 A 
4 c 农业/林业/捕捞业/养

渔场 

农业、林业、捕捞业和渔业（如养渔场）中燃料燃烧产生

的排放。 纳入 ISIC 大类 01、02 和 05 的活动。公路农业

运输除外。 

1 A 
4 c i 固定源 泵、谷物烘干、园艺温室以及其他农业、林业燃烧的燃料

产生的排放，或渔业固定源燃烧产生的排放。 

1 A 
4 c ii 非道路车辆和

其他机械 农业土地和森林牵引车辆燃烧燃料产生的排放。 

1 A 
4 c iii 捕捞业（移动

源燃烧） 

内陆、沿海和深海捕捞业燃烧燃料产生的排放。捕捞业应

该包括在国家加油的所有旗帜的船只（包括国际捕捞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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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续）                                                                                                      

对固定源燃烧 5各部门详细分述 

代码编号和名称 定义 

1 A 
5 未说明 

在别处未说明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所有其余排放。包括向国

家军方和未参与多边活动的其他国家军方供给的燃料产生

的排放。 

1 A 
5 a 固定源 在别处未说明的固定源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1 A 
5 b 移动源 海上和航空运载工具和其他机械（未纳入 1A4 cii 或别

处）产生的排放。 

1 A 
5 b i 移动源（航空

组分） 

在别处未说明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所有其余航空排放。包括

向国家军方供给的燃料，以及在国家提供，但未参与多边

活动的其他国家军方并未使用的燃料产生的排放。 

1 A 
5 b ii 移动源（水运

组分） 

在别处未说明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所有其余水运排放。包括

向国家军方供给的燃料，以及在国家供给，但是未参与多

边活动的其他国家军事未使用的燃料产生的排放。 

1 A 
5 b iii 移动源（其

他） 未纳入别处的移动源产生的所有其余排放。 

多边活动 
（信息项目） 

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多边活动使用的燃料产生的排放。

包括向国家军方和其他国家军方供给的燃料产生的排放。 

 

已使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6 对“制造工业和建筑”类别进行细分。该产业分类在能源统计中广泛使

用。注意，该表在“制造工业和建筑”类别中增加了大量产业部门，以更好地符合 ISIC 定义和能源统计

中的常见做法。 

自供生产工厂（完全或部分为其自身使用发电/产热的公共或私人企事业，作为支持其主要活动的一项活

动，参见框 2.1）产生的排放应该分配给产生排放的部门，不列在 1A1a 下。 

框 2.1                                                                                                         
自供生产工厂 

电能和/或热能自供生产工厂是这种企业，该企业为支持其主要活动，发电和/或生产热能为

自身使用或销售，但并不作为其主要营业。这应该相对于主要生产工厂，即那些将生产和

销售电能和/或热能作为其主要活动的生产工厂。主要活动生产工厂从前称为“公共”电热

供应商，不过如同自供生产工厂，它们可以为公有或私有。注意，所有权并不决定排放的

分配。 

《IPCC 2006 年指南》遵循《IPCC 1996 年指南》，将排放自供生产工厂的排放归于产生排

放 的工业或商业分支，而非归于 1A1a。类别 1A1a 仅为主要活动生产工厂。 

由于工厂活动和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自供生产工厂与主要活动生产工厂之间可能并非总是

明确分开。 重要的问题是，要以完整和一致的方式将所有设施计入 合适类别。 

2.3 方法学问题 
本节说明了如何选择方法，并概述了清单编制者所需的必要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这些节细分成如第 1
卷“一般指导”设定的层级。第 1 层级各节确立了 简单计算方法或要求 少数据需要的步骤。这些可

能提供 不准确的排放估算。方法 2 和方法 3 要求更详细数据和资源（时间、专门知识和特定国家数

据），来编制一份排放估算。应用适当，较高层次方法应该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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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方法选择 
通常，固定源产生的各个温室气体排放用相应排放因子乘以燃料消耗量进行计算。在部门方法中，“燃

料消耗量”通过能源用途统计资料进行估算，以兆焦耳度量。燃料消耗数据的质量或容积单位，必须首

先转换成这些燃料的能源含量。以下描述的所有方法均使用燃烧的燃料量作为活动数据。简介一章第

1.4.1.2 节包含关于如何寻找和使用统计数据的信息。不能方法可应用于不能燃料和气体，符合关键类别
分析和避免重复计算的要求（亦见第 1.3.1.2 节“综合决策树”）。 

2.3.1.1 方法 1 

应用方法 1 排放估算需要各源类别和燃料的以下信息： 

• 关于源类别中燃烧的燃料量数据 

• 缺省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来自第 2.3.2.1 节提供的与不确定性范围相关的缺省值。使用以下公式： 

公式 2.1 
固定源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GHG，HG
因子排放

燃料
消耗燃料GHG，HG

排放 •=  

其中： 

排放 GHG 燃料  =  按燃料类型给出的 GHG 排放（千克 GHG） 

燃料消耗量燃料 =  燃烧的燃料量（TJ） 

排放因子 GHG 燃料       =  按燃料类型给出的 GHG 缺省排放因子（千克 气体/TJ）对于 CO2，其包含碳

氧化因子，假设为 1。 

按来自源类别的气体计算总排放量，如公式 2.1 计算的排放量是把所有燃料相加求和： 

公式 2.2 
温室气体的总排放 

∑=
燃料

GHG、HGGHG 排放排放  

2.3.1.2 方法 2 

使用方法 2 要求： 

• 关于源类别中燃烧的燃料量数据； 

• 源类别的特定国家排放因子和各个气体燃料。 

在方法 2 下，公式 2.1 中方法 1 缺省排放因子由特定国家排放因子替换。特定国家排放因子可以通过考

虑特定国家数据进行制定，例如，使用的燃料碳含量、碳氧化因子、燃料属性和（尤其是非 CO2 气体）

技术发展状况。排放因子可因时而异，对于固体燃料，应该考虑在灰烬中残留的碳量，亦可随时间而变

化。优良作法是将任何特定国家排放因子与表 2.2-2.5 给出的缺省排放因子进行比较。如果这种特定国家

排放因子超出 95%置信区间，给出缺省值，应寻求并解释该值与缺省值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特定国家排放因子可能与缺省排放因子完全相同，或者可以不同。由于特定国家值应该更适用于所给国

家的情况，因此期望与特定国家相关的不确定性范围会小于缺省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范围。该预计应意

味着方法 2 估算提供了一个较方法 1 估算不确定性稍低的排放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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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亦可作为按质量或容积的燃料消耗产物进行估算，而排放因子按可比基础表示。例如，若采用第 5
卷第 5 章描述的方法 2 来估算焚化废弃物作为能源时产生的排放，以质量单位表示的活动数据的用途则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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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方法 3 

前几节描述的估算排放的方法 1 和方法 2 要求，使用源类别的平均排放因子和各源类别的燃料组合。事

实上，排放取决于： 

• 使用的燃料类型， 

• 燃烧技术， 

• 运作条件， 

• 控制技术， 

• 维护的质量， 

• 用于燃烧燃料的设备年龄。 

方法 3 中，考虑这些的方法是，将燃料燃烧统计分布于不同的可能性，并使用取决于这些差异的排放因

子。公式 2.3 中，其表示方式是，使这些变量和参数与技术相关。在此技术表示任何设备，燃烧过程或

可能影响排放的燃料性能 

公式 2.3 
各技术的温室气体排放 

GHG、HG、燃料燃料、技 术GHG、HG、燃料 因子排放燃料消耗排放 •=  

其中： 

排放量 GHG 气体、燃料、技术                    =  按燃料类型和技术给出的 GHG 排放（千克 GHG） 

燃料消耗燃料、技术                      =  每种技术类型燃烧的燃料量 7（TJ） 

排放因子 GHG 气体、燃料、技                 =  按燃料和技术类型给出的 GHG 排放因子（千克 GHG/TJ） 

当某种技术燃烧的燃料量无法直接了解时，可通过模型进行估算。例如，这类简单模型基于源类别的技

术参数。 

公式 2.4 
燃料消耗估算以技术渗透为基础 

技术燃料燃料、技 术 渗透燃料消耗燃料消耗 •=  

其中： 

渗透技术    =  给定技术占据的全部源类别的比例该比例的确定可以依据输出数据，如产生的电能，

这可确保各种技术间利用的差异得到适当分配 

计算源类别的气体排放，必须将公式 2.3 在源类别应用的所有技术的结果加总。  

公式 2.5 
基于技术的排放估算 

燃料、技 术GHG
技术

燃料、技 术燃料GHG 因子排放燃料消耗排放 ,, •= ∑  

 

总排放量也是通过对所有燃料加之求各进行计算（公式 2.2）。 

方法 3 排放估算方法的应用需要： 

• 关于各个相关技术源类别中燃烧燃料量的数据（使用的燃料类型、燃烧技术、运作条件、控制技术

以及维护和设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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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技术的特定排放因子（使用的燃料类型、燃烧技术、运作条件、控制技术、氧化因子、以及维

护和设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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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获得，设施级测量亦可使用。 

通常不必使用方法 3 来估算 CO2排放，因为 CO2排放并不取决于燃烧技术。然而，关于 CO2 排放的特定

工厂数据日益可获得，并且由于排放贸易的可能性，人们对其兴趣日益增长。特定工厂数据可基于燃料

流量测量和燃料化学作用，或基于烟气流量测量和烟气化学数据。烟气的连续排放监测（CEM）通常仅

对 CO2 排放的准确测量并不必要（因为相对成本很高），但是仍可以进行，尤其当为测量其他污染物

（如 SO2 或 NOx）安装监控器之时。连续排放监测对于较难测量的燃料流速的固体燃料燃烧，或者当燃

料有很大变化，或燃料分析耗资巨大时亦特别有用。要求严格连续监测来提供综合的排放计算。需要注

意，当对一些设施进行连续排放监测，但是无法获得全部报告类别的监测数据时。 

连续排放监测需要注意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包括监测系统的认证、系统内任何变化后的重新认证，以

及连续运作的确保 8。对于 CO2的测量，来自 CEM 系统的数据可与基于燃料流量的排放估算进行比较。 

如果详细的监测显示：燃烧过程排出的温室气体浓度，等于或小于燃烧过程从周围空气中吸入的相同气

体的浓度，那么排放可报告为零。报告这些排放为“负排放”会要求持续高质量监测空气吸入量和向大

气的排放量。  

2.3.1.4 决策树  

用于估算排放的方法要取决于可获得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如果类别为关键，优良作法是使用方法 2 或方

法 3 估算排放。下面的决策树（图 2.1）会有助于选择估算固定源燃烧源的排放应该用的方法。 

正确地使用决策树，清单编制者需要对可获国家活动数据和国家或地区排放因子数据，按有关源类别进

行深入调查。该调查需要在编制第一清单之前完成，并且调查结果应该定期地检查。如果方法 1 的初始

计算表明是关键源，或如果估算与高度不确定性相关，优良作法是改进数据质量。决策树和关键源类别

确定应该分别应用于 CO2、CH4 和 N2O 排放。 

2.3.2 排放因子的选择 
本节提供了 CO2、CH4 和 N2O 的缺省排放因子，并且讨论较高层级排放因子的规定。所有层级 CO2排放

因子反映了少于任何在灰烬、颗粒或烟灰中残留的未氧化碳的比例的燃料的全部碳含量。由于该比例通

常较小，本卷第 1 章得出的方法 1 缺省排放因子忽略这种影响，假定燃料（碳氧化因子等于 1）中所含

的碳完全氧化。对于一些固体燃料，这一比例不一定可忽略，而可以使用较高方法进行估算。如果已知

情况如此，优良作法是使用特定国家值，以测量或其他良好记录的数据为基础。排放因子数据库

（EFDB）提供了各种详实记录排放因子，和可能比缺省值更加适于国情的其他参数，但确保数据库材

料的适当应用的责任在于清单编制者。  

2.3.2.1 方法 1 

本节为固定源中使用的各个燃料，提供一组缺省排放因子供用于方法 1 中源类别排放估算。在大量源类

别中，使用相同的燃料。这些燃料会存在相同 CO2排放因子。本卷导言章介绍了 CO2排放因子的推导。

CO2 排放因子以千克 CO2/TJ 为单位，按净发热值计算，反映了燃料的碳含量，并且假设碳氧化因子为

1。 

不同源类别的 CH4 和 N2O 排放因子因在不同源类别中应用的燃烧技术不同而不同。介绍的方法 1 缺省

因子可适用于没有排放控制的技术。 尤其是在表 2.2 和 2.3 中的这些缺省排放因子，假定在高温下有效

燃烧。它们可应用于稳定和 佳条件，并且不考虑启动、关闭或部分负载燃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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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见表 2.2-2.5。CO2 排放因子与导言章表所列的相同。CH4 和 N2O 排放因子基

于《IPCC 1996 年指南》。采用一大群清单专家的专家判断建立这些排放因子，目前仍视为有效。由于

无法获得这些排放因子类型的许多测量，不确定性范围定为加减因子 3。表 2.2-2.5 未提供燃烧（类别

1A 中报告的非道路机械）产生的 CH4 和 N2O 排放的缺省排放因子。本卷第 3.3 节介绍了这些排放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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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估算固定源燃烧产生排放的通用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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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类别

是 是 

否 否 

否 获得特定国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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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键类别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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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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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与国家燃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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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详细的 
是 

估算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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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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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定国家

EF 和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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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获得特定 
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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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注释：有关关键类别和决策树用途的讨论，请参见第 1 卷第 4 章“方法选择和关键类别”参见关于有限资源的 4.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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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能源工业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原油        73 300 71 000 75 500 r 3 1 10 0.6 0.2 2 
沥青质矿物燃料 r77 000 69 300 85 400 r 3 1 10 0.6 0.2 2 

液体天然气 r64 200 58 300 70 400 r 3 1 10 0.6 0.2 2 

 动力汽油 r69 3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汽油 r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汽
油

 

航空汽油 r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煤油 r71 500 69 7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煤油 71 900 70 800 73 700 r 3 1 10 0.6 0.2 2 

页岩油 73 300 67 800 79 200 r 3 1 10 0.6 0.2 2 

汽油/柴油 74 100 72 600 74 800 r 3 1 10 0.6 0.2 2 

残留燃料油 77 400 75 500 78 800 r 3 1 10 0.6 0.2 2 

液化石油气 63 100 61 600 65 600 r 1 0.3 3 0.1 0.03 0.3 

乙烷 61 600 56 500 68 600 r 1 0.3 3 0.1 0.03 0.3 

石油精 73 300 69 300 76 300 r 3 1 10 0.6 0.2 2 

沥青 80 700 73 000 89 900 r 3 1 10 0.6 0.2 2 

润滑剂 73 300 71 900 75 2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焦炭 r97 500 82 900 115000 r 3 1 10 0.6 0.2 2 

提炼原料 73 300 68 900 76 600 r 3 1 10 0.6 0.2 2 

炼厂气 n57 600 48 200 6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固体石蜡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溶剂

和 SBP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3 

其
他

油
 

其他石油

产品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无烟煤 98 300 94 6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炼焦煤 94 600 87 3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其他沥青煤 94 600 89 500 99 700 1 0.3 3 r 1.5 0.5 5 

亚沥青煤 96 100 92 800 100000 1 0.3 3 r 1.5 0.5 5 

褐煤 101 000 90 900 115000 1 0.3 3 r 1.5 0.5 5 

油页岩和焦油沙 107 000 90 200 125000 1 0.3 3 r 1.5 0.5 5 

棕色煤压块 97 500 87 300 109000 n 1 0.3 3 r 1.5 0.5 5 

专利燃料 97 500 87 300 109000 1 0.3 3 n 1.5 0.5 5 

焦炉焦炭

和褐煤焦

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1 0.3 3 r 1.5 0.5 5 

焦
炭

 

煤气 
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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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续)                                                                                                                  
 能源工业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煤焦油 n80 700 68 200 95 300 n 1 0.3 3 r 1.5 0.5 5 

煤气公司

气体 
n44 400 37 300 54 100 n 1 0.3 3 0.1 0.03 0.3 

焦炉煤气 n44 400 37 300 54 100 r 1 0.3 3 0.1 0.03 0.3 

鼓风炉煤

气 
n260 000 219000 308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派
生
的
气

体
 

氧气吹炼

钢炉煤气 
n182 000 145 000 202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天然气       56 100 54 300 58 300 r 1 0.3 3 0.1 0.03 0.3 

城市废弃物（非

生物量比例） 
n  91 700 73 300 121 000 30 10 100 4 1.5 15 

工业废弃物 n 143 000 110 000 183 000 30 10 100 4 1.5 15 

废油 n   73 300 72 200 74 400 30 10 100 4 1.5 15 

泥炭 106 000 100 000 108 000 n 1 0.3 3 n 1.5 0.5 5 

木材/木材

废弃物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亚硫酸盐

废液（黑

液） 
n95 300 80 700 110 000 n 3 1 18 n 2 1 21 

其他主要

固体生物

量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固

体
生

物
燃

料
 

木炭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生物汽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生物柴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液
体

生
物

燃
料

 

其他液体

生物燃料 
n79 600 67 100 93 300 r 3 1 10 0.6 0.2 2 

垃圾填埋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污泥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气
体

生
物

量
 

其他生物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其
他

非
化

石

燃
料

 城市废弃

物（生物

量比例）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a) 包括来自黑液燃烧装置和来自牛皮纸厂石灰炉窑衍生的生物量 CO2排放。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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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制造工业和建筑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原油 73 300 71 000 75 500 r 3 1 10 0.6 0.2 2 
沥青质矿物燃料 r77 000 69 300 85 400 r 3 1 10 0.6 0.2 2 
天然气液体 r64 200 58 300 70 400 r 3 1 10 0.6 0.2 2 

动力汽

油 
r69 3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汽

油 
r  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汽油 

航空汽

油 
r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煤油 r71 500 69 7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其他煤油 71 900 70 800 73 700 r 3 1 10 0.6 0.2 2 

页岩油 73 300 67 800 79 200 r 3 1 10 0.6 0.2 2 

汽油/柴油 74 100 72 600 74 800 r 3 1 10 0.6 0.2 2 

残留燃油 77 400 75 500 78 800 r 3 1 10 0.6 0.2 2 

液化石油气 63 100 61 600 65 600 r 1 0.3 3 0.1 0.03 0.3 

乙烷 61 600 56 500 68 600 r 1 0.3 3 0.1 0.03 0.3 

石油精 73 300 69 300 76 300 r 3 1 10 0.6 0.2 2 

地沥青 80 700 73 000 89 900 r 3 1 10 0.6 0.2 2 

润滑剂 73 300 71 900 75 2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焦 r97 500 82 900 115000 r 3 1 10 0.6 0.2 2 

提炼厂原料 73 300 68 900 76 600 r 3 1 10 0.6 0.2 2 

炼厂气 n57 600 48 200 6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固体石

蜡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溶

剂和 
SBP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3 

其他油 

其他石

油产品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无烟煤 98 300 94 6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炼焦煤 94 600 87 3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其他沥青煤 94 600 89 500 99 700 1 0.3 3 r 1.5 0.5 5 

次沥青煤 96 100 92 800 100000 1 0.3 3 r 1.5 0.5 5 

褐煤 01 000 90 900 115000 1 0.3 3 r 1.5 0.5 5 

油页岩和焦油沙 107 000 90 200 125000 1 0.3 3 r 1.5 0.5 5 

棕色煤压块 97 500 87 300 109000 n 1 0.3 3 r 1.5 0.5 5 

专利燃料 97 500 87 300 109000 1 0.3 3 n 1.5 0.5 5 

焦炉焦

炭/褐
煤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1 0.3 3 r 1.5 0.5 5 
焦炭 

煤气焦

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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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续）                                                                                                             
 制造工业和建筑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煤焦油 n80 700 68 200 95 300 n 1 0.3 3 r 1.5 0.5 5 

煤气公

司气体 
n44 400 37 300 54 100 n 1 0.3 3 0.1 0.03 0.3 

焦炉气

体 
n44 400 37 300 54 100 r 1 0.3 3 0.1 0.03 0.3 

鼓风炉

气体 
n260 000 219000 308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派生的

气体 

氧气吹

炼钢炉

煤气 
n82 000 14 5000 202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天然气       56 100 54 300 58 300 r 1 0.3 3 0.1 0.03 0.3 

城市废弃物（非

生物量份额） 
n  91 700 73 300 121 000 30 10 100 4 1.5 15 

工业废弃物 n 143 000 110 000 183 000 30 10 100 4 1.5 15 

废油 n 73 300 72 200 74 400 30 10 100 4 1.5 15 

泥炭 106 000 100 000 108 000 n 1 0.3 3 n 1.5 0.5 5 

木材/
木材废

弃物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亚硫酸

盐废液 
(黑液) 

(a) 

n95 300 80 700 110 000 n 3 1 18 n 2 1 21 

其他主

要固体

生物量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固体生

物燃料 

木炭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生物汽

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生物柴

油机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液体生

气燃料 

其他液

体生物

燃料 
n79 600 67 100 93 300 r 3 1 10 0.6 0.2 2 

垃圾填

埋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污泥气

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气体生

物量 

其他生

物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其他非

化石燃

料 

城市废

弃物

（生物

量比

例）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a) 包括来自黑液燃烧装置和来自牛皮纸厂石灰炉窑衍生的生物量 CO2排放。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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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商业/机构类别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原油 73 300 71 000 75 500 r 3 1 10 0.6 0.2 2 
沥青质矿物燃料 r77 000 69 300 85 400 r 3 1 10 0.6 0.2 2 

天然气液体 r64 200 58 300 70 400 r 3 1 10 0.6 0.2 2 

动力汽油 r69 3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汽油 r  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汽

油 

航空汽油 r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煤油 r71 500 69 7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其他煤油 71 900 70 800 73 700 r 3 1 10 0.6 0.2 2 

页岩油 73 300 67 800 79 200 r 3 1 10 0.6 0.2 2 

汽油/柴油 74 100 72 600 74 800 r 3 1 10 0.6 0.2 2 

残留燃油 77 400 75 500 78 800 r 3 1 10 0.6 0.2 2 

液化石油气 63 100 61 600 65 600 r 1 0.3 3 0.1 0.03 0.3 

乙烷 61 600 56 500 68 600 r 1 0.3 3 0.1 0.03 0.3 

石油精 73 300 69 300 76 300 r 3 1 10 0.6 0.2 2 

地沥青 80 700 73 000 89 900 r 3 1 10 0.6 0.2 2 

润滑剂 73 300 71 900 75 2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焦 r97 500 82 900 115000 r 3 1 10 0.6 0.2 2 

提炼厂原料 73 300 68 900 76 600 r 3 1 10 0.6 0.2 2 

炼厂气 n57 600 48 200 6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固体石蜡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溶剂

和 SBP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3 

其

他

油 

其他石油

产品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无烟煤 98 300 94 6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炼焦煤 94 600 87 3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其他沥青煤 94 600 89 500 99 700 1 0.3 3 r 1.5 0.5 5 

次沥青煤 96 100 92 800 100000 1 0.3 3 r 1.5 0.5 5 

褐煤 01 000 90 900 115000 1 0.3 3 r 1.5 0.5 5 

油页岩和焦油沙 107 000 90 200 125000 1 0.3 3 r 1.5 0.5 5 

棕色煤压块 97 500 87 300 109000 n 1 0.3 3 r 1.5 0.5 5 

专利燃料 97 500 87 300 109000 1 0.3 3 n 1.5 0.5 5 

焦炉焦炭/
褐煤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1 0.3 3 r 1.5 0.5 5 焦

炭 

煤气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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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续）                                                                                                                
  商业/机构类别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煤焦油 n80 700 68 200 95 300 n 1 0.3 3 r 1.5 0.5 5 

煤气公司

气体 
n44 400 37 300 54 100 n 1 0.3 3 0.1 0.03 0.3 

焦炉煤气 n44 400 37 300 54 100 r 1 0.3 3 0.1 0.03 0.3 

鼓风炉煤

气 
n260 000 219000 308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派

生

的

气

体 

氧气吹炼

钢炉煤气 
n82 000 14 5000 202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天然气       56 100 54 300 58 300 r 1 0.3 3 0.1 0.03 0.3 

城市废弃物（非

生物量比例） 
n  91,700 73 300 121 000 30 10 100 4 1.5 15 

工业废弃物 n  143000 110 000 183 000 30 10 100 4 1.5 15 

废油 n  73300 72 200 74 400 30 10 100 4 1.5 15 

泥炭    106 000 100 000 108 000 n 1 0.3 3 n 1.5 0.5 5 

木材/木材

废弃物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亚硫酸盐

废液（黑

液） 
n95 300 80 700 110 000 n 3 1 18 n 2 1 21 

其他主要

固体生物

量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固

体

生

物

燃

料 

木炭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生物汽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生物柴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液

体

生

物

燃

料 

其他液体

生物燃料 n79 600 67 100 93 300 r 3 1 10 0.6 0.2 2 

垃圾填埋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污泥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气

体

生

物

量 其他生物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其

他

非

化

石

燃

料 

城市废弃

物（生物

量比例）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a)包括来自黑液燃烧装置和来自牛皮纸厂石灰炉窑衍生的生物量 CO2排放。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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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住宅和农业/林业/捕捞业/养鱼场类别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原油 73 300 71 000 75 500 r 3 1 10 0.6 0.2 2 
沥青质矿物燃料 r77 000 69 300 85 400 r 3 1 10 0.6 0.2 2 

天然气液体 r64 200 58 300 70 400 r 3 1 10 0.6 0.2 2 

动力汽油 r69 3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汽油 r  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汽

油 

航空汽油 r70 000 67 500 73 000 r 3 1 10 0.6 0.2 2 

航空煤油 r71 500 69 7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其他煤油 71 900 70 800 73 700 r 3 1 10 0.6 0.2 2 

页岩油 73 300 67 800 79 200 r 3 1 10 0.6 0.2 2 

汽油/柴油 74 100 72 600 74 800 r 3 1 10 0.6 0.2 2 

残留燃油 77 400 75 500 78 800 r 3 1 10 0.6 0.2 2 

液化石油气 63 100 61 600 65 600 r 1 0.3 3 0.1 0.03 0.3 

乙烷 61 600 56 500 68 600 r 1 0.3 3 0.1 0.03 0.3 

石油精 73 300 69 300 76 300 r 3 1 10 0.6 0.2 2 

地沥青 80 700 73 000 89 900 r 3 1 10 0.6 0.2 2 

润滑剂 73 300 71 900 75 2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焦 r97 500 82 900 115000 r 3 1 10 0.6 0.2 2 

提炼厂原料 73 300 68 900 76 600 r 3 1 10 0.6 0.2 2 

炼厂气 n57 600 48 200 6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固体石蜡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石油溶剂

和 SBP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3 

其

他

油 

其他石油

产品 
73 300 72 200 74 400 r 3 1 10 0.6 0.2 2 

无烟煤 98 300 94 6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炼焦煤 94 600 87 300 101000 1 0.3 3 r 1.5 0.5 5 

其他沥青煤 94 600 89 500 99 700 1 0.3 3 r 1.5 0.5 5 

次沥青煤 96 100 92 800 100000 1 0.3 3 r 1.5 0.5 5 

褐煤 01 000 90 900 115000 1 0.3 3 r 1.5 0.5 5 

油页岩和焦油沙 107 000 90 200 125000 1 0.3 3 r 1.5 0.5 5 

棕色煤压块 97 500 87 300 109000 n 1 0.3 3 r 1.5 0.5 5 

专利燃料 97 500 87 300 109000 1 0.3 3 n 1.5 0.5 5 

焦炉焦炭/
褐煤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1 0.3 3 r 1.5 0.5 5 焦

炭 

煤气焦炭 r107 000 95 700 119 000 r 1 0.3 3 0.1 0.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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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续)                                                                                                                    
 住宅和农业/林业/捕捞业/养鱼场类别中固定源燃烧的缺省排放因子                                                     

（基于净发热值的温室气体的 KG/TJ） 

CO2 CH4 N2O 

燃料 缺省排放

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缺省排

放因子 下限 上限 

煤焦油 n80 700 68 200 95 300 n 1 0.3 3 r 1.5 0.5 5 

煤气公司

气体 
n44 400 37 300 54 100 n 1 0.3 3 0.1 0.03 0.3 

焦炉煤气 n44 400 37 300 54 100 r 1 0.3 3 0.1 0.03 0.3 

鼓风炉煤

气 
n260 000 219 000 308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派

生

的

气

体 

氧气吹炼

钢炉煤气 
n82 000 14 5000 202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天然气       56 100 54 300 58 300 r 1 0.3 3 0.1 0.03 0.3 

城市废弃物（非

生物量比例） 
n  91,700 73 300 121 000 30 10 100 4 1.5 15 

工业废弃物 n  143000 110 000 183 000 30 10 100 4 1.5 15 

废油 n  73300 72 200 74 400 30 10 100 4 1.5 15 

泥炭    106 000    100 000   108 000 n 1 0.3 3 n 1.5 0.5 5 

木材/木材

废弃物 
n  112,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亚硫酸盐

废液（黑

液） 
n95 300 80 700 110 000 n 3 1 18 n 2 1 21 

其他主要

固体生物

量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固

体

生

物

燃

料 

木炭 n112 000 95 000 132 000 30 10 100 4 1.5 15 

生物汽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生物柴油 n70 800 59 800  84 300 r 3 1 10 0.6 0.2 2 

液

体

生

物

燃

料 

其他液体

生物燃料 n79 600 67 100 93 300 r 3 1 10 0.6 0.2 2 

垃圾填埋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污泥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气

体

生

物

量 其他生物

气体 
n54 600 46 200 66 000 r 1 0.3 3 0.1 0.03 0.3 

其

他

非

化

石

燃

料 

城市废弃

物（生物

量比例） 
n100 000 84 700 117 000 30 10 100 4 1.5 15 

(a)包括来自黑液燃烧装置和来自牛皮纸厂石灰炉窑衍生的生物量 CO2排放。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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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方法 2 特定国家排放因子  

优良作法是使用可获得 细分的，特定技术和特定国家排放因子，尤其在不同固定源燃烧源直接测量得

出的因子。使用方法 2，存在两种可能的排放因子：  

• 国家排放因子：这些排放因子的制定可通过国家计划已经测量的间接温室气体，例如当地空气质量

的 NOx、CO 和 NMVOCs。 

• 地区排放因子。 

第 1 卷第 2 章介绍了从不同源获取和编制信息的一般指南，产生新数据（第 2.2.3 节）的具体指南和排放

因子的通用指南。当使用测量来获得排放因子时，优良作法是检验国家代表平均条件（包括燃料类型和

成份、燃烧单位的类型和大小、燃烧条件、负载、控制技术的类型以及维护水平）合理数量的源。 

2.3.2.3 方法 3 特定技术排放因子  

由于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性质，方法 3 需要的特定技术排放因子，表 2.6-2.10，例如，按主要技术和

燃料类型给出了 CH4和 N2O 代表性排放因子。编制详细清单的国家专家可将这些因子用作起点或比较。

他们说明了各个标明技术的非受控排放因子。因此，这些排放因子数据未纳入某些国家已有的控制技术

水平。例如，要用于控制政策已经明显影响排放轨迹的国家，各个因子或 终估算将需要调整。 

2.3.3 活动数据的选择 
对于固定源燃烧，所有方法的活动数据即燃烧的燃料量和类型。大多数燃料用户（企业、小商业用户或

家庭）通常支付他们消耗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因此，测量或计量他们消耗的燃料质量或容量。二

氧化碳的数量通常可根据消耗数据和燃料的碳含量轻易计算出，同时考虑未氧化碳比例的数量。 

燃烧过程中形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的数量，取决于使用的燃烧技术，因此需要关于燃料燃烧技术的详尽

统计，以严格地估算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 

燃烧的燃料量和类型从以下所列的一个或一组源中获得： 

• 国家能源统计机构（国家能源统计机构可以从消耗燃料的各个企业，收集关于燃烧的燃料量的类型

的数据） 

• 通过企业向国家能源机构提供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部分可能通过操作员或大型燃烧工厂所有者生

产） 

• 企业向管理机构提供的报告（例如，制定的报告以说明企业如果遵照排放控制规则） 

• 企业内负责燃烧设备的人员 

• 通过企业抽样，由统计机构对消耗的燃料类型和数量进行定时调查 

• 燃料供应商（可记录供应给其顾客的燃料数量，还可记录其顾客的身份，通常作为经济活动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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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公用事业源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 
(kg/TJ 能源输入量) 

基础技术 配置 CH4 N2O 

液体燃料 

正常燃烧 r 0.8 0.3 残留燃料油/页岩油锅炉 

切向燃烧 r 0.8 0.3 

正常燃烧 0.9 0.4 汽油/柴油锅炉 

切向燃烧 0.9 0.4 

大型柴油发动机 >600hp 
(447kW)  

 4 NA 

固体燃料 

固态排渣，墙式燃烧 0.7 r 0.5 

固态排渣，切向燃烧 0.7 r 1.4 

沥青粉沫燃烧锅炉 

液态排渣 0.9 r 1.4 

沥青抛煤机锅炉 带有重新注入和不带有重新注

入 
1 r 0.7 

循环床 1 r 61 沥青流化床燃烧室 

鼓泡循环床 1 r 61 

沥青煤气体循环式炉  0.2 1.6 

褐煤大气流化床  NA r 71 

天然气 

锅炉  
r 1 n 1 

烧气的燃气轮机 >3MW   
r 4 n 1 

大型复合燃料发动机  
r 258 NA 

组合循环  
n 1 n 3 

泥炭 

循环床 n 3 7 泥炭流化床燃烧室 2 

鼓泡循环床 n 3 3 

生物量 

木材/木材废弃物锅炉 3  n 11 n 7 

木材回收锅炉  n 1 n 1 

来源：US EPA，2005b，除非另有说明。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煤和油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5%，天然气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的 10%，将其转化成净发热值。这些调整百分比是 OECD/IEA 关于

如何将总值转化到净发热值的设想。 
1 资料来源：Tsupari 等，2006。 
2 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干燥木材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20%（林产品研究所，2004 年），将其

转化成净发热值。 

NA，数据暂缺。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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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工业源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 
（kg/TJ 能源输入） 

基础技术 配置 CH4 N2O 

液体燃料 

残留燃油锅炉  3 0.3 

汽油/柴油锅炉  0.2 0.4 

大型固定源柴油发动机>600hp (447 
kW)  r 4 NA 

液化石油气锅炉  n 0.9 n 4 

固体燃料 

其他沥青/次沥青火上加煤机锅炉   1 r 0.7 

其他沥青/次沥青火下加煤机锅炉  14 r 0.7 

固态排渣，墙式燃烧 0.7 r 0.5 

固态排渣，切向燃烧 0.7 r 1.4 其他沥青/次沥青粉沫 
液态排渣 0.9 r 1.4 

其他沥青抛煤机  1 r 0.7 

循环床 1 r 61 其他沥青/次沥青流化床燃烧室 
鼓泡流化床 1 r 61 

天然气 

锅炉  r 1 n 1 

烧气的燃气轮机>3MW  4 1 

燃气活塞式发动机 3 2 行程稀薄燃烧 r 693 NA 

 4 行程稀薄燃烧 r 597 NA 
 4 行程富油燃烧 r 110 NA 

生物量 

木材/木材废弃物锅炉 4    n 11  n 7 

1 资料来源：US EPA, 2005b，除非另有说明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煤和油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5%，天然气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的 10%，将其转化成净发热值。这些调整百分比是 OECD/IEA 关于

如何将总值转化到净发热值的设想。 
2 因子仅得自在高负载（80%负载）运作的单位。 
3 大多数天然气往复式发动机用在天然气工业中的管道压缩器和储存站以及天然气加工工厂。 
4 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干燥木材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20%（林产品研究所，2004 年），将其

转化成净发热值。  

NA，数据暂缺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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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炉窑、炉和干燥设备源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 
（kg/TJ 能源输入） 工业 源 

CH4 N2O 

水泥、石灰 炉窑-天然气 1.1 NA 

水泥、石灰 炉窑-油 1.0 NA 

水泥、石灰 炉窑-煤 1.0 NA 

炼钢焦 焦炉 1.0 NA 

化学物质加工、木材、沥青、铜、

磷酸盐 
干燥设备-天然

气 
1.1 NA 

化学物质加工、木材、沥青、铜、

磷酸盐 干燥设备-油 1.0 NA 

化学物质加工、木材、沥青、铜、

磷酸盐 干燥设备-煤 1.0 NA 

1 资料来源：Radian，1990。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煤和油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5%，天然气的

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的 10%，将其转化成净发热值。这些调整百分比是 OECD/IEA 关于如何将总值转

化到净发热值的设想。  

NA，数据暂缺。 

 
在收集和使用燃料消耗数据时，清单编制者有大量优良作法的要点应该遵循。优良作法是尽可能使用燃

烧的燃料量，而非供应的燃料量2。各机构按环境报告规定从公司收集排放数据，可按此要求燃料燃烧

数据。关于活动数据的推导和评审的一般柜架的进一步信息，查阅第 1 卷第 2 章“数据收集方法”。 

                                                          

由于特定技术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性质，需要详细的燃料燃烧技术统计资料，以便提供严格的排放估

算。优良作法是收集使用的燃料装置的活动数据，并且尽可能分类成各主要技术类型使用的燃料份额。

实施分类可通过自下而上地调查燃料消耗量和消耗技术，或通过基于专家判断和统计抽样的自上而下分

配。专业统计局或部门通常负责定期数据收集和处理。吸纳这些部门的代表参与清单过程，可能会促进

获得适当活动数据。对于一些源类别（如农业部门的燃烧），区分固定设备使用的燃料与移动机械使用

的燃料，可能存在一些困难。鉴于这两个源的非 CO2 气体具有不同排放因子，优良作法是通过使用间接

数据（如泵数量、平均消耗量、泵水需求等），获得各个源的能源使用份额。从其他国家获得的专家判

断和信息可能也有关。  

电力自供生产（自己生产）的优良作法是，将排放分派给产电的源类别（或亚源类别），并区分它们与

其他终端用途（例如工序供热）相关的源类别。在许多国家，可获得与自供生产有关的统计资料，并定

期进行更新，因此活动数据不会成为估算非 CO2排放的严重障碍。 

如果机密成为问题，直接与有关公司进行讨论经常会获许使用数据。燃料消耗或排放与其他公司的进行

累计通常亦足于敷用。关于处理限定数据源或机密性问题的进一步信息，查阅第 1 卷第 2 章“数据收集

的方法”。 

 
 

 
2 供应给企业的固体和液体燃料量，一般会与燃烧的数量不同。该差异通常为企业的输入量或持有库存的取用量。

国家燃料平衡表显示的储存数字可能未包括终端用户持有的储存量，或可能仅包括特殊源类别（例如，电能生产

工厂）持有的储存量。供给数字亦可能包括移动源或作为原料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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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住宅源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 
（kg/TJ 能源输入） 基础技术 配置 

CH4 cN2O 

液体燃料 

残留燃油燃烧室  1.4   NA 

汽油/柴油燃烧室  0.7   NA 

熔炉  5.8   0.2 

液化石油气熔炉  1.1   NA 

其他煤油炉  n 2.2 – 23   1.2 – 1.9 

液化石油气炉 标准 n 0.9 – 23   0.7 – 3.5 

固体燃料 

无烟煤空间加热器  r 147 NA 

其他沥青煤炉 砖块或金属 n 267 – 2650 NA 

天然气 

锅炉和熔炉  n 1 n 1 

生物量 

木材密度  200 NA 

常规 r 932 NA 

未催化 n 497 NA 木材炉 

催化 r 360 NA 

木材炉  n 258 – 2190   4 – 18.5 

木材炉灶  NA n 9 

木炭炉  n 275 – 386 n 1.6 – 9.3 
其他主要固体生物量（农业废

弃物）炉 
 n 230 – 4190 n 9.7 

其他主要固体生物量（粪便）

炉 
 n 281 n 27 

1 资料来源：US EPA，2005b，除非另有说明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煤和油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5%，

天然气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的 10%，将其转化成净发热值。这些调整百分比是 OECD/IEA 关于如何将总值转

化到净发热值的设想。 
2 资料来源：Smith 等，1992，1993；Smith 等，2000；Zhang 等，2000。对中国（CH4）、印度和菲律宾(CH4 和 

N2O)大量家庭炉进行实验性研究的结果。 
3 资料来源：Zhang 等，2000。对中国大量家庭炉进行实验性研究的结果 
4 资料来源：据 Radian 修改，1990；修订的《IPCC 1996 年指南》 
5 美国炉。常规炉没有任何排放还原技术或设计特性，多数情况下，是在 1986 年 7 月 1 日前制造的。 
6 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干燥木材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20%（林产品研究所，2004 年），将其转化成净

发热值。 
7 资料来源：Bhattacharya 等，2002；Smith 等，1992，1993；Smith 等，2000；Zhang 等，2000。对大量传统和改

良炉进行实验性研究的结果，收集自：柬埔寨、中国、印度、老挝、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仅测量了

印度和菲律宾的炉内 N2O。各值表示了在后期考虑燃烧的 终排放因子，在较早燃烧阶段生产的木炭的排放因

子。 
8 资料来源：Bhattacharya 等，2002；Smith 等，1992，1993；Smith 等，2000。对大量传统和改良炉进行实验性研

究的结果，收集自：柬埔寨、印度、老挝、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仅测量了印度和菲律宾的炉内

N2O。 
9 资料来源：Smith 等，2000；Zhang 等，2000。对中国（CH4）和印度(CH4和 N2O)大量家庭炉进行实验研究的结

果。 
10 资料来源：Smith 等，2000。对印度大量家庭炉进行实验性研究的结果 

NA，数据暂缺。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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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商业/机构源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 
（kg/TJ 能源输入） 基础技术 配置 

CH4 N2O 
液体燃料    

残留燃油锅炉    1.4   0.3 

汽油/柴油锅炉    0.7   0.4 

液化石油气锅炉   n 0.9  n 4 

固体燃料    

其他沥青/次沥青火上加煤机锅炉   n 1  n 0.7 

其他沥青/次沥青火下加煤机锅炉   n 14  n 0.7 

其他沥青/次沥青人工送料装置   n 87  n 0.7 

固态排渣，墙式燃烧  n 0.7  n 0.5 

固态排渣，切向燃烧  n 0.7  n 1.4 其他沥青/亚沥青粉锅炉 

液态排渣  n 0.9  n 1.4 

其他沥青抛煤机   n 1  n 0.7 

循环床  n 1  n 61 
其他沥青/次沥青流化床燃烧室 

鼓泡流化床  n 1  n 61 

天然气    

锅炉   r 1  r 1 

烧气的燃气轮机>3MWa   n 4  n 1.4 

生物量    

木材/木材废弃物锅炉 2   n 11  n 7 

1 资料来源：US EPA，2005b 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煤和油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5%，天然气的净发热

值低于总发热值的 10%，将其转化成净发热值。这些调整百分比是 OECD/IEA 关于如何将总值转化到净发热值的

设想。 
2 各值初始基于总发热值；假设干燥木材的净发热值低于总发热值 20%（林产品研究所，2004 年），将其转化成净

发热值。 

n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未介绍的新排放因子。 

r  表示《IPCC 1996 年指南》已经修订的新排放因子。 

2.3.3.1 方法 1 和方法 2 

对于能源部门的燃烧，用于方法 1 的活动数据得自国家统计机构编制的能源统计资料。国际能源机构

（IEA）基于国家回复公布了可比较的统计资料。如果国家清单编制者无法直接获得国家数据，可在

stats@iea.org 向 IEA 发送请求，以获取免费的国家数据。 

关于燃料消耗的主要数据通常以质量或容积单位进行收集。由于燃料的碳含量通常与能源含量相关，而

且燃料的能源含量一般已测量，建议将燃料消耗量转换值转换成能源单位。第 1.4.1.2 节给出了燃料消耗

量转化至常规能源单位的缺省值。 

关于能源统计和平衡方法的信息，参见IEA出版的《能源统计手册》。该手册可从 www.iea.org免费下

载。下面给出了关于更重要信息源类别的关键问题。 

能源工业  

在能源工业，化石燃料是转化过程的原材料，也是运行这些过程的能源来源。能源工业包括三种活动： 

2.28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1 初级燃料生产（例如采煤、和油气开采）； 

http://www.i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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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化至次级或三级化石燃料（如提炼厂中原油转化成石油产品、焦炉中煤转化成焦炭和焦炭炉

煤气）； 

3 转化成非化石能源矢量（如从化石燃料转化成电和/或热能）。 

生产和转化过程中燃烧产生的排放算入能源工业。由能源工业生产的次级燃料产生的排放算入使用部

门。收集活动数据时，必须区别能源工业中燃烧的燃料与转化成次级或三级燃料的燃料。 

主要活动电能和热能生产  

主要活动电能和热能生产（从前称为公共电热生产）将燃料中存储的化学能源转化成电能（在发电下计

算）或热能（在热能生产下计算），或二者均有（在热电联产下计算）；参见表 2.1。 

图 2.2 显示了能源流量。常规电厂中，流失到环境的总能源可能达到燃料中化学能源的 70%，取决于燃

料和特定技术。现代高效率电厂中，流失降低到燃料中包含的化学能源的约一半。在热电联合工厂，燃

料中大多数能源作为电能或热能（用于工业目的或住宅供热或类似用途），供应给终端用户。箭头的宽

度粗略表示所涉及能源流量的相对量级。 

图 2.2 热电联产工厂使用燃料生产电力和/或有用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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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提纯  

在炼油厂中，原油转化成种类广范的产品（图 2.3）。为促成该转化，在炼油厂中使用从原油获取产品

的部分能源含量（参见表 2.1）。这使来自能源统计的活动数据的推导变得复杂。  

图 2.3 炼油厂使用能源将原油转变成石油产品 

炼油厂

原油输入 石油产品产出 

燃烧

 
原则上，所有石油产品作为燃料可进行燃烧，提供提炼过程中需要的工序供热和蒸汽。石油产品种类广

范，如焦油、沥青、经过中间馏分油（如汽油、石油精、柴油、煤油）的重燃油等重型产品，以及如动

力汽油、LPG 和炼厂气等轻型产品。 

许多情况下，在提炼厂生产运行提炼过程所需的热能以及蒸汽而使用的精密产品和燃料，无法轻易从能

源统计中获得。炼油厂中燃烧的燃料一般高达输入提炼厂燃料总量的 6%-10%，取决于技术的复杂性和

成熟期。优良作法是需要求提炼工业提供燃料消耗量，以便选择或验证能源统计报告的合适值。 

制造工业和建筑  

在制造工业，如图 2.4 图示，原材料转化成产品。对于建筑，相同原理适用：输入包括建筑材料，而产

出则是建筑物。 

制造工业一般根据其产品的性质进行分类。为方便交叉参照，分类可根据表 2.1 中所使用的经济活动的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图 2.4 制造工业中用作能源来源将原材料转化成产品的燃料 

制造工业 

 
 

制造工业中使用的原材料亦可包括化石燃料。示例包括石油化工生产（如甲醇）、其他散装化学品（如

氨）以及输入焦炭的原生铁。在一些情况下，由于驱动工序的能源可能由制造过程的化学反应直接提

供，因此情况更为复杂。初级钢铁的制造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其中焦炭与铁矿石的化学反应产生

的气体和热能足以运行该过程 12。来自加工原料的气体和直接来自原料的过程燃料，其排放的报告遵循

本卷第 1.2 节阐明的原理和 IPPU 卷给出的详细指南。总之，如果排放出现在产生排放气体的 IPPU 源类

别，它们仍作为该源类别的工业过程排放。如果气体输入到 IPPU 部门其他源类别或能源部门，那么溢

散、燃烧或与其相关的其他排放应该在其发生的部门进行报告。提醒清单编制者要区别用作能源与原料

（例如，合成气生产、碳黑生产）的相同化石燃料的过程产生的排放，并且在正确的部门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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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在获取分解活动数据时可能面对一些困难，或者对于工业源类别可能存在不同定义。例如，一

些国家可能将工人住宅能源消耗纳入工业消耗中。在这种情况下，定义的任何偏差都应该进行归档。 

2.3.3.2 方法 3 

方法 3 估算纳入了各个设施级的数据，并且由于排放贸易计划的需要，该信息类型日益增多。通常情况

下，设施级数据的覆盖率并不完全符合国家能源统计中分类的覆盖率，这对总合各种信息源时可引起困

难。第 1 卷第 2 章“一般指南和报告”讨论了总合数据的方法。 

2.3.3.3 避免重复计算其他部门的活动数据  

使用燃料燃烧统计资料（而非燃料供应统计资料）是避免重复排放估算的关键。然而，燃料燃烧数据很

少完整，因此测量每个住宅或商业源的燃料消耗或排放并不可行。因此，使用此方法的国家清单通常会

包含较大源燃烧数据和其他源供应数据的混合。当总合多种来源数据时，清单编制者必须小心避免重复

计算和遗漏排放。 

当活动数据并非是燃烧的燃料量，而是对企业或主要亚类的供应量时，IPPU 或废弃物部门的排放存在

重复计算的风险。识别重复计算并非总是很容易。在某种过程中运送和使用的燃料，可以产生副产品，

用作工厂其他地方的燃料或销售给第三方用作燃料（如得自焦炭和其他碳输入鼓风炉的鼓风炉气体）。

优良作法是在固定源类别与有关行业类别之间协调估算，以避免重复计算或漏算。一些类别和亚类报告

了化石燃料碳，并且其间原则上可能发生重复计算化石燃料碳，下面对这些类别进行了概述。 

• IPPU- 来自能源原料的非燃料产品生产，例如焦炭、乙烷、汽油/柴油、LPG、石油精和天然气。 

合成气的生产，即一氧化碳和氢气的混合，通过蒸汽重整或能源原料的部分氧化，值得特别注意，

因为这些过程产生 CO2 排放。合成气是化学物质（如氨、甲醛、甲醇、纯一氧化碳和纯氢气）生产

的中间产品。这些过程产生的排放应该算入 IPPU 部门。注意，如果气体仅短期储存（如 CO2 在食

品和饮料工业使用，作为氨生产的副产品生产），CO2排放应该在排放点进行计算。 

在较新的《综合气化组合循环》（IGCC）发电技术中，合成气的生产还通过固体和液体燃料原料的

部分氧化/气化。当为发电目的以 IGCC 生产合成气时，相关的排放应算入 1A“燃料燃烧”。 

碳化物的生产中，当富碳燃料，特别是石油焦作为碳源使用时，释放 CO2。这些排放应算入 IPPU
部门。 

进一步信息，参阅第 3 卷，该卷给出了来自原料和其他非能源用途的碳排放完整性检查的详情。 

• IPPU、 AFOLU- 碳用作金属生产的还原剂 

作为在用矿石进行商业生产金属中的还原剂，煤、焦炭、天然气、预焙阳极和煤电极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应该算入 IPPU 部门。木屑和木炭亦可使用于其中一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排放

算入 AFOLU 部门。副产品燃料（焦炉煤气和鼓风炉煤气）产生于其中一些过程。这些燃料可以销

售或用于工厂内。他们可能已经或未纳入国家能源平衡表。因此，应该注意勿重复计算排放。 

• 能源，废弃物 - 来自煤矿废弃、垃圾填埋气体和污水气体的甲烷 

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在固定源燃烧中计算的燃料量分别等于“煤的开采和处理产生的

溢散排放”、“废弃物焚化”和“废水处理及排泄”净出量。 

• 废弃物 - 废弃物的焚化 

从废弃物燃烧中回收能源时，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算入能源部门的固定源燃烧下。无相关能源目的

的废弃物焚化应该在废弃物源类别予以报告，参见第 5 卷第 5 章“废弃物的焚化和露天燃烧”。优
良作法是评估废弃物的含量并区分含塑料和其他化石碳材料的部分与生物成因部分，并相应地估算

相关排放。化石碳部分产生的 CO2 排放可纳入燃料类别其他燃料中，而生物量部分产生的 CO2 排放

应该作为信息项进行报告。对于较高层级估算，清单编制者可参阅“废弃物”卷的第 5 章。优良作
法是与负责已用油回收的部门联系，以确保在国家燃烧已用油量，如其用作燃料，在能源部门中估

算和报告这些排放。  

• 能源 - 移动源燃烧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31 

主要问题是确保避免农业和非道路机械的重复计算。 



第 2 卷：能源 

2.3.3.4 生物量的处理  

生物量是特殊情况：  

• 来自生物量燃料的 CO2 排放作为 AFOLU 方法的组成部分，在 AFOLU 部门进行估算和报告。在各

报告表中，生物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作为信息项目进行报告，但是为避免重复计算，并不纳入部门

或国家总量。本章所列的排放因子表，列出的缺省 CO2排放因子能够使用户估算这些信息项目。  

• 对于生物量，仅为能源目的燃烧的生物量的部分，应该作为纳入能源部门的信息项目进行估算， 

• 然而，由于其影响增加了 AFOLU 部门估算的库变化，因此对 CH4 和 N2O 排放进行估算，并且纳入

部门和国家总量。 

• 对于燃木，可从 IEA 或 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获得活动数据。这些数据源自国家源，清单

编制者可通过联系国家统计机构来寻找有关组织，以更好地掌握国情。 

• 对于农作物残留（其他主要固体生物量的组成部分），亦对于燃木，在 AFOLU 卷第 5 章中可获得

活动数据的估算方法。  

• 在这些情况下，生物燃料将与化石燃料共同燃烧。在这种情况，应该划分燃料的化石与非化石的比

例，并将排放因子应用于适当的比例。 

2.3.4 二氧化碳捕获 
捕获和储存可以去除否则会排入大气的气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将其无限长期储存在地质库，如采空

的油田和气田或深盐水层。在能源部门，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候选企业包括大型固定源，例如电站和

天然气脱硫装置。本章仅论述了与燃烧活动相关的 CO2 捕获，特别是与电厂相关的捕获。溢散排放来自

二氧化碳从捕获点转到地质储存以及储存地点本身产生的排放，见本卷第 5 章。其他可能性亦存在于从

过程气流捕获 CO2的工业。详情见第 3 卷。 

捕获化石燃料和/或生物量（图 2.5）燃烧引起的 CO2 有三种主要方法。燃烧后捕获指，从来自空气中燃

料（油、煤、天然气或生物量）燃烧产生的的烟气中去除 CO2。燃烧前捕获包括合成气体（合成气）的

生产，即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即将能源原料与蒸气和/或氧化或空气进行反应。产生的一氧化碳与水

蒸气通过变换反应产生 CO2 和更多氢气。离开变换反应器的蒸汽分离成高纯度 CO2 流和 H2燃料，可用

于多处应用场合，如锅炉、气轮机和燃料箱。  

氧化燃料燃烧使用近纯氧，或近纯氧与富含 CO2 再循环烟气的混合物，替代空气用于燃料燃烧。烟气主

要包含 H2O 和 CO2，大量所需氧气，以确保燃料的完全燃烧。亦包含燃料中任何其他成分，供应的氧气

流中的任何稀释剂，燃料中任何惰性物质和大气中渗漏到系统的空气。净烟气在冷却后冷凝成水蒸气，

包含 80%-98%的 CO2 ，取决于使用的燃料以及特定氧化燃料燃烧过程。  

图 2.5 固定燃烧源的 CO2 捕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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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捕获有一些能源需求，化石燃料消耗则会相应增加。同时捕获过程不能 100%有效，因此 CO2

比例仍然会从气流中排放。  
IPCC 特别报告第 3 章，关于“CO2捕获和储存”（Thambimuthu 等，2005 年）详尽概述了从能源和工业

过程部门产生的不同气流捕获 CO2的现用和新兴技术。从燃烧过程产生的气流捕获 CO2的三种方法中的

碳流量，图 2.6 描绘了有关的总体方案。本章考虑的系统界限包括电厂或其他有关过程，CO2 去除装置

和捕获的 CO2 的压缩/脱水，但并不包括 CO2 运输和储存系统。该总体方案亦考虑了下述可能性：燃烧

前捕获系统也可应用于多联产工厂（亦称多联产工厂）。本章考虑的多联产工厂类型使用化石燃料原料

来生产电能和/或热能以及各种副产品，如氢、化学物质和液体燃料。与燃烧后和氧化燃料燃烧捕获系统

相关的过程中，一般不生产含碳的副产品。 

图 2.6 与固定源燃烧过程相关的 CO2 捕获系统系统界限以外的碳流量 

 
公式 2.6 给出了图 2.6 所示的任何系统的 CO2捕获功效。表 2.11 汇总了对于若干研究近来报告的有关燃

烧后和燃烧前系统的 CO2 捕获效率的估算。提供此信息仅为说明，优良作法是仅使用捕获量测量数据，

而非估算来自 CO2捕获装置的排放的效率因子。  

 

公式 2.6                                                                                                                                                                            CO2

捕获效率 

1002

2
•

−
=

产品燃料

CO捕获获

捕获获技CO CC
C

效率  

其中： 

捕获获技CO效率
2

                    =  CO2捕获系统效率（百分率） 

2CO捕C 获的     =  捕获的 CO2流中的碳量（千克） 

燃料C                                       =  输入工厂的化石燃料或生物量中的碳量（千克） 

产品C                                       =  工厂含碳化学品或燃料产品中的碳量（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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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燃烧前及后系统的典型 CO2捕获效率 

技术 效率 

电力工厂/捕获系统 平均 小 大 
参考文献 

粉沫次沥青/沥青煤（250-
760，41-45%净工厂效率）/基
于胺的燃烧后捕获 

90 85 96 Alstom, 2001； Chen 等，

2003；Gibbins 等，2005； 
IEA GHG, 2004； Parsons, 
2002；Rao 和 Rubin，
2002；Rubin 等，2005；
Simbeck，2002；Singh
等，2003。 

天然气组合循环(380-780 
MWe, 55-58%净工厂效率, 
LHV)1 /基于胺的燃烧后捕获 

88 85 90 CCP，2005；EPRI,2002；
IEA GHG，2004；NETL，
2002；Rubin，2005。 

综合气化组合循环(400-830 
Mwe，31-40%净工厂效率)1 /
基于物理溶剂的燃烧前捕获
(Selexol) 

88 85 91 IEA GHG，2003；NETL， 
2002；Nsakala 等，2003；
Parsons，2002；Rubin 等，

2005；Simbeck，2002。 

电+ H2工厂（煤、2600-9900 
GJ/hr 输入容量）1 /基于物理

溶剂的燃烧前捕获(主要是 
Selexol) 

83 80 90 Kreutz 等，2005，
Mitretek，2003；NRC， 
2004；Parsons，2002。 

电+甲基醚（煤、7900-8700 
GJ/hr 输入容量）1 /基于物理

溶剂的燃烧前捕获( Selexol 或
Rectisol) 

64 32 97 Celik 等，2005；Larson，
2003。 

电+ 甲醇（煤、9900 GJ/hr 输
入容量）1 /基于物理溶剂的燃

烧前捕获(Selexol) 

60 58 63 Larson,2003 

电+费脱液体（煤、16000 
GJ/hr 输入容量）1 /基于物理

溶剂的燃烧前捕获（Selexol） 

91 - - Mitretek,2001 

1 没有 CO2捕获系统的参考工厂 
2 这些选择包括具有改型燃烧后捕获系统以及新设计综合发电和捕获系统的现有工厂。 

 

方法 3 CO2 排放估算  

由于这是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它需要特定工厂的方法 3 报告。捕获和储存工厂会 有可能计量通过气流

去除和转至地质储存的气体量。源自测量数据的捕获功率可与表 2.11 中各值进行比较，作为验证交叉检

查，因而在方法 3 下，按本章较早各节所述，通过估算的燃料消耗量减去计量的去除量， 对 CO2排放进

行估算。  

公式 2.7                                                                                                                                           
CO2捕获的处理 

源源源 捕获生产排放 −=  

其中： 

源                          = 进行捕获的源类别或亚类 

捕获  = 捕获量 

生产               = 使用假设未捕获的这些指南，估算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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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所报告的源类别或亚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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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自动考虑由于捕获过程，工厂能源消耗量的任何增长（因为这将反映在燃料统计中）。因为这一

减量，残留排放估算更加准确，所以不需要对捕获效率进行独立估算。如果为工厂供应生物燃料，相应

的 CO2 排放会是零（由于在 AFOLU 部门内处理，这些已经纳入国家总量），因此减去转至长期储存的

气体量可给出负排放。如果生物量碳持久地储存，从大气中除去，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其必然结果是，

CO2 运输、CO2 注入和储藏库本身的随后排放，应该算入国家总排放量，不论碳是否源自化石源或 近

生物量生产。这就说明为何第 5.3 节（CO2 运输）、5.4 节（注入）和 5.5 节（地质储存）没有提及地下

库储存的 CO2来源。去除量的计量设置应该符合工业规范，而且通常会精确到约 1%。  

以后使用和短期存储的CO2量不应从CO2排放中扣除，除非CO2排放算入了清单的其它地方3。 

2.3.5 完整性 
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的完整估算，应该包括在《IPCC 2006 年指南》中确定的所有燃料和所有源类别产

生的排放。建立完整性，应该通过使用同一基本活动数据，估算同一源类别产生的 CO2、 CH4 和 N2O
排放。  

燃料生产商提供的所有燃料必须予以考虑。企业的错误分类和使用供给小型商业顾客和家庭的分销商，

增加了燃料供应统计分配中系统性误差的机会。如果存在可提供具体经济部门的燃料消耗数据的抽样调

查数据，该数据可与相应供应数据进行比较。任何系统性差异应该进行查明，然后可以相应地调整供应

数据的分配。 

如果 终消费者直接进口燃料，固体和液体燃料的系统低估报告亦可发生。直接进口将纳入海关数据，

因此将纳入燃料供给统计资料，但是并不纳入国家供应商提供的燃料供应统计资料。如果消费者直接进

口量大，那么供应与配送之间的统计差异会显示其量级。由专用矿供应的燃料自用，可能发生在制造部

门，如钢铁和水泥，亦是低估报告的潜在源。而且与消耗量调查结果的比较会显示哪种主要源类别从事

了直接进口。有关生物量燃料，应向国家能源统计机构咨询其用途，包括非商业贸易的生物量燃料的可

能用途。 

经验表明一些活动可能会在现有清单中，例如生产商化石燃料的储存中的变化，以及能源工业的自身燃

料燃烧。这亦适用于关于生物量燃料和来自废弃物燃烧的统计。如果必要，应该与统计机构、部门专家

和组织以及纳入数据的辅助源对其存在进行专门检查。第 1 卷第 2 章述及了一般的数据收集。 

2.3.6 建立一致的时间序列和重新计算 
使用一致方法来估算排放是确保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主要机制。然而，燃料质量长期可变性也很重要，值

得在国家燃料特性的范围和表 2.2-2.5 所列的燃料类型内进行考虑。这包括碳含量的变化，通常反映在发

热值的变化，该发热值用于将燃料从质量或容积单位转化为用在估算的能源单位。优良作法是清单编制

者要检查，发热值长期变化实际上反映在用于建立国家能源统计的信息中。 

《IPCC 2006 年指南》的应用可导致排放清单的一些成分的修订，例如排放因子或一些排放的部门分

类。例如，化石燃料的非燃料用途产生的 CO2排放部分将从《IPCC 1996 年指南》能源部门移至《IPCC 
2006 年指南》IPPU 部门。而《IPCC 1996 年指南》能源部门估算了来自化石燃料用途的总体潜在排放，

然后减去结束于储存在长寿命产品中碳的部分，《IPCC 2006 年指南》包括 IPPU 部门的全部非燃料用

途。这应该导致报告的能源部门 CO2 排放略微减少，而报告的 IPPU 部门排放增加。关于确保一致时间

序列的进一步信息，请查对第 5 章第 1 卷“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2.4 不确定性评估 

2.4.1 排放因子不确定性 
对于化石燃料燃烧，CO2 排放因子中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低。这些排放因子按燃料的碳含量来确定，因此

其不确定性的量级存在物理性制约。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在石油产品、煤和天然气的 CO2 排放

                                                           
3
 例如尿素生产（第 3 卷，第 3.2 节）和甲醇生产中 CO2 的使用（第 3 卷，第 3.9 节），其中应考虑了归于 终产品

的 C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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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不确定性中可能存在的内在差异。石油产品一般符合相当严密的规格，该规格限制碳含量和发热值

的可能范围，而且亦源自相当少量的提炼厂和/或进口终端。相反，煤可以源自碳含量和发热值范围很大

的产煤矿，并且主要按合约供给用户，它们调整其设备以适应特殊煤特性。因此在国家一级，单一能源

商品“黑煤”可以有各种 CO2排放因子。 

CH4（尤其是 N2O）排放因子高度不确定。排放因子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可以归因于缺乏相关测量及随后

归纳，测量的不确定性，或对排放产生过程的不充分了解。而且，由于过程条件随机变化，这些气体实

时排放因子的高度可变性亦可能发生（Pulles 和 Heslinga， 2004）。显然地，这种可变性亦会造成排放

估算中的不确定性。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鲜为人知或而靠经验性数据来获取。因此，不确定性通常得自

间接源或通过专家判断。《IPCC 1996 年指南》（第 1 卷, A1.4 页，表 A1-1）建议能源的 CO2排放因子

的总体不确定性值为 7%。  

表 2.12 所示的缺省不确定性得自《EMEP/CORINAIR 指南》等级（EMEP/CORINAIR，1999)，可用在缺

乏特定国家估算之时。  

表 2.12                                                                                                       
 固定源燃烧排放因子的缺省不确定性估算 

部门 CH4 N2O 

公共电力、热电联产和区域供热 
商业、机构和居民燃烧 
工业燃烧 

50-150%  
50-150%  
50-150%  

数量级 
数量级 
数量级 

* 即不确定性范围从平均值的 1/10 到平均值的 10 倍。  

资料来源：《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虽然这些缺省不确定性可用于现有排放因子（不论特定国家或取自《IPCC 指南》），可能产生与使用

的排放因子（不代表国家的燃烧条件）相关的其他不确定性。如果使用了特定国家排放因子，不确定性

可能低于表 2.12 中的各值。优良作法是从国家专家获得这些不确定性的估算，并考虑第 1 卷提供的有关

专家判断的指南。 

目前，在评估和编制清单不确定性方面，经验相对较少，还需要更多的经验以评估少数可获结果是否具

代表性和比较性，以及在这种分析中主要弱点是什么。涉及温室清单的不确定性评估的一些文章，近来

已经出现在同行评审文献中。Rypdal 和 Winiwater (2001)评估了温室气体清单中的不确定性，并且比较

了五个国家，即奥地利（Winiwarter 和 Rypdal，2001）、荷兰（van Amstel 等，2000）、挪威

（Rypdal，1999）、英国（Baggott 等，2005）和美国（EIA，1999）报告的结果。 近，Monni 等

（2004）评估了芬兰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 

表 2.13 和 2.14 汇总了上述研究报告的固定源燃烧的排放因子不确定性评估补充该信息，各个国家使用

的方法和排放因子（如提交给 UNFCCC 的相应《2003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所报告）已经加入表 2.13
和 2.14。可以认为，与 CH4 和 N2O 相比，较高层级方法和较大量特定国家（CS）排放因子用于 CO2。

相反地，较低层级方法和更多倚赖缺省排放因子用于 N2O。提供此信息主要为说明。可以使用这些不确

定性范围作为起点，或者供进行不确定性评估的国家专家进行比较。 

 

 

 

 

 

 

 

2.36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 2 章：固定源燃烧 

表 2.13                                                                                                        
所选国家固定燃烧源的 CO2排放因子不确定性评估概览 

2003GHG 清单提交 2 
国家 95%置信

区间 1 分布 
方法 3 排放因子 4 

参考文献 

油 

奥地利 ± 0.5 正态 C CS Winiwarter 和
Rypdal,2001 

挪威 ± 3 正态 C CS Rypdal,1999 

荷兰 ± 2 - T2, CS CS, PS Van Amstel
等,2000 

英国 ± 2 正态 T2 CS Baggott 等,2005 

美国 ± 2 - T1 CS EIA,1999 

煤、焦炭、天然气 

奥地利 ± 0.5 正态 C CS Winiwarter 和 
Rypdal,2001 

挪威 ± 7 正态 C CS Rypdal,1999 

荷兰 ± 1-10 - T2, CS CS, PS Van Amstel
等,2000 

英国 ± 1-6 正态 T2 CS Baggott 等,
（2005） 

美国 ± 0-1 - T1 CS EIA,1999 

其他燃料（主要是泥炭） 

芬兰 ± 5 正态 T2, CS D, CS, PS Monni 等,2004 
1 给出的数据作为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并以相对均值的百分比表示。 
2 各栏中的信息基于 UNFCCC 附件 1 缔约方提交的《2003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3 说明使用方法的符号键：T1 (IPCC 方法 1), T2 (IPCC 方法 2), T3 (IPCC 方法 3), C (CORINAIR), CS (特定国家)。 
4 说明使用排放因子的符号键：D (IPCC 缺省), C (CORINAIR), CS (特定国家), PS (特定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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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所选国家的固定燃烧源的 CH4 和 N2O 排放因子不确定性评估进行总结 

2003GHG 清单提交 2 
国家 95%置信区

间 1 分布 
方法 3 排放因子 4 

参考文献 

CH4      

奥地利 ± 50 正态 C, CS CS Winiwarter 和 
Rypdal,2001 

芬兰 -75 - +10 � T1, T2, CS CS, PS Monni 等,2004 

挪威 -50 - + 100 对数正态 T2, CS D, CS, PS Rypdal,1999 

荷兰 ± 25 - T2, CS CS, PS Van Amstel
等,2000 

英国 ± 50 
截断 
正态 

T2 D, C, CS Baggott 等,2005 

美国 数量级 - T1 D, CS EIA,1999 

N2O      

奥地利 ± 20 正态 C, CS CS Winiwarter 和 
Rypdal，2001 

芬兰 -75 - +10 Beta T1, T2, CS CS, PS Monni 等,2004 

挪威 -66 - + 200 Beta T1，T2 D, CS Rypdal,1999 

荷兰 ± 75 - T1, CS D, PS Van Amstel 等， 
2000 

英国 ± 100 - 200 - T2 D, C, CS Baggott 等,2005 

美国 -55 - + 200 - T1 D, CS EIA,1999 
1 给出的数据作为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并以相对于均值的百分比表示。 
2 各栏中的信息基于 UNFCCC 附件 1 缔约方提交的《2003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3 说明使用方法的符号键：T1 (IPCC 方法 1), T2 (IPCC 方法 2), T3 (IPCC 方法 3), C (CORINAIR), CS (特定国家)。 
4 说明使用排放因子的符号键：D (IPCC 缺省), C (CORINAIR), CS (特定国家), PS (特定工厂)。 

2.4.2 活动数据不确定性 
在大排放源燃烧的燃料统计资料获自直接测量或者强制性报告，可能在中心估算 3%以内对于一些能源

密集工业，燃烧数据可能更准确。由于不确定性取决于调查设计的质量和使用的抽样的大小，优良作法
是与抽样调查设计者磋商，以估算主要亚类燃料消耗量的不确定性。 

由于燃料消耗的覆盖范围不完整，除了活动数据中任何在系统性偏差之外，活动数据还会产生随年度改

变的数据收集中的随机误差。配有良好数据收集系统，包括数据质量控制，的国家可望将有记录的总能

源利用的随机误差保持在年度数值的大约 2%-3%。该范围反映了模式中所见的总能源需求的隐含置信界

限，模式使用历史能源数据和经济因子相关的经济需求。各能源用途活动的误差百分比可能大得多。活

动数据的总体不确定性是系统性误差和随机误差二者的组合。大多数发达国家编制燃料供给和运送的平

衡表，这可提供了关于系统性误差的检查。在这些情况中，总体系统性误差可能很小。专家认为对大多

数发达国家来说，由组合的两个误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在±5%范围内。对于能源数据系统编制较差

的各国，该范围可以十分大，可能约为±10%。对一些国家来说，一些部门的非正式活动可使不确定性

多增加到 50%。表 2.15 显示了固定源燃烧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范围。在报告不确定性时可使用该信

息。优良作法是，如果可能，清单编制者使用专家判断和/或统计分析来制定特定国家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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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与固定源燃烧活动数据相关的不确定性水平 

编制良好的统计系统 编制较差的统计系统 
部门 

调查 外推 调查 外推 

主要活动电能和热能生产 少于 1% 3-5% 1-2% 5-10% 

商业、机构、居民燃烧 3-5% 5-10% 10-15% 15-25% 

工业燃烧 
（能源密集工业） 

2-3% 3-5% 2-3% 5-10% 

工业燃烧（其他） 3-5% 5-10% 10-15% 15-20% 

小型源中的生物量 10-30% 20-40% 30-60% 60-100% 

清单编制者应该判断哪种类型的统计系统较好地描述了其国情 

资料来源：《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2.5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清单(QA/QC) 
表 2.16 给出了特定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可优化对固定源燃烧产生排放的估算质量。 

2.5.1 报告和归档 
如第 1 卷第 8 章所概述，优良作法是记录和归档要制定国家排放清单估算所需的所有信息。在清单报告

中纳入所有归档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清单应包括使用的方法汇总以及数据源参考，以使报告的排放估

算保持透明，并使计算步骤具有可追溯性。有关固定燃烧源的特定归档和报告的一些实例在以下部分进

行讨论。 

对于所有方法，优良作法是提供使用的能源数据源，以及关于数据集完整性的观测。大部分能源统计资

料并非机密。如果清单编制者由于机密性问题未报告分解数据。优良作法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且

以更总合的方式报导数据。 

当前 IPCC 报告格式（电子数据表格、总合表格）尝试在透明性要求与大多数清单编制者实际可实现的

工作量之间保持平衡。优良作法要求做出额外努力全面履行透明性要求。尤其，如果使用方法 3，应该

制定更多的表来显示与排放因子直接相关的活动数据。 

对于特定国家 CO2 排放因子，优良作法是提供发热值、碳含量和氧化因子（不论使用了缺省因子或取决

于环境的不同值）的来源。对于特定国家和技术非 CO2 温室气体估算，可能有必要引用不同参考文献或

文件。优良作法是提供这些参考文献的引述，特别是如果它们描述新方法学的发展或者特殊技术或国情

的排放因子。对于所有特定国家和技术排放因子，优良作法是提供 后修订以及任何验证准确的日期。 

在重复计算可能发生的情况，优良作法是明确说明排放因子是分派到能源还是其他部门（如 AFOLU、

IPPU 或废弃物），要表明没有发生重复计算。 

2.6 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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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 2.16 标明的各个源类别，应该填写部门方法 1 四页工作表（本卷附录 1）。仅为能源目的燃烧的

燃料量应该纳入工作表的 A 栏。当填写工作表的 A 栏时，以下问题应该予以考虑。1）一些燃料使用目

的并非为了燃烧 2）衍于废弃物的燃料往往为能源目的燃烧 3）一些燃料燃烧排放应该纳入工业过程

内。附录中表 1 列出主要的考虑事项，即在决定消耗量的哪部分应该纳入各个燃料的活动数据时应该考

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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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固定源燃烧的源类别列表 

代码 名称 

1A1a  主要活动电能和热能生产 

1A1b  石油提纯 

1A1c   固体燃料和其它能源工业的制造 

1A2a 钢铁 

1A2b 非铁金属 

1A2c 化学物质 

1A2d 纸浆、造纸和印刷 

1A2e 食品加工、饮料和烟草 

1A2f 非金属矿物 

1A2g 运输设备 

1A2h 机械 

1A2i 采矿业（燃料除外）和采石 

1A2j 木材和木材产品 

1A2k 建筑 

1A2l 纺织品和皮革 

1A2m 未表明的行业 

1A4a 商业/机构 

1A4b 住宅 

1A4c 农业/林业/捕捞业/养鱼场(固定源燃烧) 

1A5a 未表明的固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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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固定源 QA/QC 程序 

活动 固定源燃烧产生 CO2排放的计算 固定源燃烧产生非 CO2排放的计算 

对采用不同方

法的排放估算

进行比较 

• 清单编制者应该对使用部门方法与参考方法制定的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估算进行比较，并且考虑大于或等于 5%的任何差异。在

该比较分析中，在 GHG 清单的其他节中考虑的燃料产生的排放

（而非通过燃烧产生的排放），应该从参考方法中减掉。 

• 如果使用了带有特定国家因子的方法 2，清单编制者应该对使用带

有缺省 IPCC 因子的方法 1 计算的排放结果进行比较。该比较类型

可能需要对相同部门的第 2 层排放累积，并且如方法 1 进行燃料分

类。该方法应进行归档，任何差异应予以调查。  
• 如果可能，清单编制者应该对关于固定源燃烧的燃料的 大碳含量

计算的一致性进行比较。预期的碳平衡应该保持遍布整个燃烧部

门。 
 

活动数据核查 • 负责能源统计的国家机构应该构建，如果资源允许，国家商品平衡表，以质量单位表示，并且构建燃料转化工业的质量平衡表。应检查统计

差异的时间序列，查明系统性影响（以持久具有相同标记的差异标明）并尽可能消除这些影响。  
• 负责能源统计的国家机构亦应该构建，如果资源允许，国家能源平衡表，以能源单位表示，和燃料转化工业的能源平衡表。统计资料的时间

序列应该进行检查，并且用导言章给出的缺省值交叉检查发热值。只有特殊燃料（如煤）的发热值应用于平衡表不同标题（例如生产、进口、

焦炉和家庭）时，该步骤才有价值。量级或标志与相应质量值有明显变化的统计差异，可提供发热值不确的证据。 
• 清单编制者应该确定，参考方法中的全部碳供给已经根据该国进出口的非燃料物质（预期其量很大）对化石燃料碳进行了调整，。  
• 能源统计应该与提供给国际组织的统计进行比较，以确定不一致性。 
• 可能为执行污染法规，常规收集大型燃烧工厂的排放和燃料燃烧统计。如果可能，清单编制者可以使用这些工厂级数据，交叉检查国家能源

统计的代表性。 
• 如果使用了国家组织的二级数据，清单编制者应该确保这些组织订有适当的 QA/QC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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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续）                                                                                                                                                                     
  固定源的 QA/QC 过程 

活动 固定源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的计算 固定源燃烧产生的非 CO2排放的计算 

排放因子检查

和评审 
• 清单编制者应该构建以碳单位表示的国家能源平衡表以及燃料转化

工业的碳平衡表。统计差异的时间序列应该予以检查。量级或标志

与相应质量值有明显变化的统计差异，可提供发碳含量不确的证

据。  
• 大型燃烧工厂中的监测系统可用于检查工厂内使用的排放和氧化因

子。 
• 一些国家估算燃烧的燃料产生的排放和这些燃料的碳含量。这种情

况下，燃料的碳含量应该定期进行审定。 

• 如果使用了特定国家排放因子，清单编制者应该将其与 IPCC 缺省

进行比较，并且解释和记录差异。 

• 如果这些可获得，清单编制者应该将使用的排放因子与现场或工厂

级因子进行比较。该类比较提供了对国家因子合理性与代表性的说

明。 

 

直接测量的评

估 
• 清单编制者应该评价与设施级燃料测量相关的质量控制，该测量用

于计算特定地点排放和氧化因子。如果确定，与用于取得因子的测

量和分析相关的质量控制不足，继续使用因子可能造成问题。 

• 如果使用的直接测量，清单编制者应该确保它们遵照了包含适当的

程序的优良测量做法。直接测量应该与使用 IPCC 缺省因子得出的

结果进行比较。  

 

CO2捕获 • 只有与长期储存关联时，CO2 捕获才应该予以报告。捕获量应该与

储存的 CO2量进行检查。报告的捕获 CO2应该超过 CO2储存量加上

报告的测量产生的溢散排放。CO2 储存量应该基于注入存储的数量

测量。 

不适用 

外部评审 • 清单编制者应该开展评审，吸纳与固定源产生的排放有关的不同领域内国家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参加，例如：能源统计、不同部门和设备类型

的燃烧效率、燃料用途以及污染控制。在发展中国家，对来自生物量燃烧排放的专家评审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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