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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化工行业甲烷核算方法学》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石化、化工行业甲烷核算方法学》依据中国节能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编写。

本方法学由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标准研究院、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负责起草。

二、标准制定的意义和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温室效应引发了一系列极端气候

灾害，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因此，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CO2和 CH4

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两种重要的温室气体，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的 CO2、CH4、

浓度 ( 2011 年) 较工业革命前增加了40%、150%，且 CH4的增温潜势比 CO2强 28倍，20

多年来，大气中CH4浓度年增幅达0.8%,，导致其浓度升高的原因是温室气体源的增强和汇的

减弱。作为仅次于CO2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CH4的精确计量与核算对全球应对温室效应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甲烷排放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仅考虑二氧化碳排放已经不能全面代表中国的温室

气体排放。据Zhang和Chen的估计，在2007年中国经济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成中，仅考虑

甲烷一项，其当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989.8Mt，这一数值均已远高于英国、加拿大、德国

等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考虑甲烷排放量对于反映中国温室气体排

放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同等重要。但中国国内对温室气体的关注多集中于二氧化碳，对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甲烷的核算及减排缺乏相应的研究。国内碳市场的交易仅限于CO2，国家

发改委发布的石化、化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也仅针对的CO2。而在石

化、化工企业中，CH4既是重要的原料，也是必要的燃料。在工艺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

CH4排放，因此对石化、化工行业进行CH4排放的核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国内对甲烷核算

方法的指导文件涉及了能源、农业及废弃物等部门，而没有对石化、化工行业的甲烷进行核

算，该方法学填补了国内石化、化工行业甲烷核算方法的空缺，指导石化、化工企业以企业

为边界核算对自身的甲烷排放量进行核算。

三、方法学制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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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09-2018.11，北京化工大学项目组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造纸及石油

化工等典型行业企业温室气体管理重要标准研究及试点应用（2016YFF0204401）》的要求，

开展《石化、化工行业甲烷核算方法学》的前期研究工作。

（2）2018.12.20，召开指南起草讨论会，成立指南起草工作组，确定指南的总体框架

和任务分工。分工上涵盖国内在该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企业、以及中国石化联合

会、清华大学等专家。

(3)2019.04.05-2019.04.20, 起草工作组对各位专家贡献的内容进行合并后对全文统

稿完成指南草稿第1稿。

(4)2019.04.25.召开指南审稿会，讨论指南修改内容。

(5)2019.04.28，起草工作组根据讨论结果对指南内容进行完善，提交征求意见稿。

四、方法学结构和内容说明

（一）方法学结构

本方法学结构按照国家标准委对国家标准起草的原则和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具体要求，确定方法学的框架、体例和主要内容。方法学

结构如下：

——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核算边界；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质量保证。

（二）方法学主要内容的说明

1、范围；

本方法学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石化、化工企业产生的温室气体甲烷（CH4）排放量的

核算方法，包括相关的术语、核算边界、核算方法选择、监测内容、数据质量管理等内容。

本方法学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石化、化工生产的企业计量其甲烷排放量。任何在中国

境内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企业，均可参考本方法学进

行其甲烷的统计、计量与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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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主要列出该方法学主要应用的标准。包括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方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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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引用对照表

方法学章节结构 引用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1.10

核算边界 /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GB/T 213

GB/T 384

GB/T 22723

GB/T 8984

ISO 14064-1

质量保证 GB/T 32151.10

3、术语和定义；

本章主要给出了相关术语和定义，包括温室气体、石油化工企业、化工生产企业、燃料

燃烧排放、火炬燃烧排放、逃逸排放、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碳氧

化率、全球变暖潜势GWP、二氧化碳当量CO2e。

4、核算边界；

本方法学以企业为核算边界。报告主体应以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

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在运营上受其控制的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范围包

括基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

包括厂区内的动力、供电、供水、采暖、制冷、机修、化验、仪表、仓库（原料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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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管理系统（厂部）以及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

职工食堂、车间浴室等）。

5、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本章以企业为核算边界，按照如下核算步骤对报告主体的CH4进行核算：

（1）确定核算边界，识别企业所拥有的CH4排放设施，确定排放源；

（2）选择相应的CH4排放量计算公式；

（3）获取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4）将收集的数据代入计算公式从而得到CH4排放量结果；

（5）按照规定的格式，描述、归纳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监测计划，

收集活动数据。

报告主体应按照方法学提供的核算方法，核算包括燃料燃烧CH4排放、火炬燃烧CH4排放、

CH4逃逸排放、污水厌氧处理CH4排放、事故放空CH4排放等CH4的排放量。

6、质量保证；

本章规定企业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年度报告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制度，并将 CH4 的核

算纳入到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当中，主要包括建立企业温室气体量化的规章制度、建立企业主

要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制定可行的监测计划、制定计量设备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制定

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发生变化时的应对措施、建立文档管理规范、建立数据的内部审核和验

证程序等工作。

方法学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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