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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明确了本指南适用于发电设施层级，即适用于使用燃煤、燃油、燃气等化石燃料

以及掺烧化石燃料的纯凝发电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等发电设施。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电行 业重点排放单位（含自备电厂），应按照本

指南提供的核算方法核算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信息。

本指南不适用于单一使用非化石燃料（如纯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秸秆林木

质等纯生 物质发电机组，余热、余压、余气发电机组和垃圾填埋气发电机组等）

发电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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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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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维
度
系
列
搜
集
整
理



发
电
设
施
指
南
要
点
解
析
及
经
验
分
享

核算边界的确定

明确了本指南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为发电设施，包括燃烧装置、汽水装

置、电气装置、控制装置和脱硫脱硝等装置集合。

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以及购入使用电力的排放。 对于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一般包括发电锅炉（含启动锅炉）、燃气轮机等主要生产系统消耗 的化石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移动源、食堂等其他

设施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对于掺烧化石燃料的生物质发电机组、垃圾焚烧

发电机组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仅统计燃料中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

前一版：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

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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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确定

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E）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E燃烧)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E电)

注：脱硫过程排放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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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活动 排放设施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化石燃料在发电锅炉（含启

动锅炉）、燃气轮机等主要

生产系统发生氧化燃烧过程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主要生产系统：锅

炉、燃气轮机

不包括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移动源、

食堂等其他设施消耗 化石燃料产

生的排放；对于生物质混合燃料燃

烧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仅统计混

合燃料中化石燃料（如燃煤）的二

氧化碳排放；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引

起的二氧化碳排放，仅统计发电中

使用化石燃料（如燃煤）的二氧化

碳排放。

净购入电力产

生的排放

消费的购入电力所对应的二

氧化碳排放

生产系统的用电设

施

发电企业的自发电量和自产热量不

进行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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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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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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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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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检测标准：《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DL/T 567.8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GB/T 11062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实测检测频次：

对于燃煤：燃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应优先采用每日入炉煤检测数值。不具备入炉煤检测
条件的，采用每日或每批次入厂煤检测数值。已有入炉煤检测的，不应改为采用入厂
煤检测结果，当某日或某批次燃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无实测时，或测定方法均不符合
表 1 要求时，该日或该批次的燃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应不区分煤种取 26.7 GJ/t量。

对于燃油燃气：燃油、燃气的低位发热量应至少每月检测。如果某月有多于一次的实测数
据，宜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月的低位发热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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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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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燃油或燃气低位发热量检测标准不符合要求，或者检测频次不符合要求，则：参考附

录B表B.1对应燃料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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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燃煤的低位发热量，如果某日或某批次燃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无实测时，或

测定方法均不符合对应的检测标准要求时，该日或该批次的燃煤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应不区分煤种取 26.7 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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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燃煤元素碳含量应优先采用每日入炉煤检测数值。

已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入厂煤品质检测，且元素碳含量检测方法符合本指南要求的，可采用

每月各批次入厂煤检测数据加权计算得到当月入厂煤元素碳含量数值。

不具备每日入炉煤检测条件和入厂煤品质检测条件的，应每日采集入炉煤缩分样品，每月将

获得的日缩分样品混合，用于检测其收到基元素碳含量。每月样品采集之后应于 30 个自然日

内完成对该月样品的检测。

检测样品的取样要求和相关记录应包括取样依据（方法标准）、取样点、取样频次、取样量、

取样人员和保存情况等：

精度选取原则：状态匹配、入炉优先、频次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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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1）煤质分析中的元素碳含量应该为收到基状态；

2）燃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监测与获取应符合对应要求的检测标准。

3）明确燃煤的元素碳含量应优先采用每日入炉煤测量数值 或每批次入厂煤测量数值，其

次取缩分样 ；

4）明确了燃煤年平均单位热值含碳量加权计算方法；

5）规定了对燃煤缩分样品检测的时限要求：每月样品采集 之后应于 30 个自然日内完成对

该月缩分样品的测定。

➢ 燃煤的年度平均单位热值含碳量通过每月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权重

为燃煤月活动数据（热量）。

➢ 燃煤的月度元素碳含量通过每月或每日的含碳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权重为燃煤每月

或每日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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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当某日或某月度燃煤单位热值含碳量无实测时，或测定方法均不符合对应要求的检测标准要求
时，该日或该月单位热值含碳量应不区分煤种取 0.03356 tC/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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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氧化率

燃煤的碳氧化率不区分煤种取 99%；

对于燃煤碳氧化率，由于我国发电机组碳氧化率较高，平均已达到98％以上，而核算

该排放因子涉及的参数较多、计算取值复杂，对排放结果影响小但对数据报送质量影

响大，进而增大核查和监管难度。因此基于简化核算和强化管理要求，本指南不再要

求燃煤碳氧化率开展实测，根据近年度实测机组统计 结果，不区分煤种取缺省值99%。

燃油和燃气的碳氧化率采用附录 B 表 B.1 中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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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某发电企业2020年燃烧消耗烟煤2916029t、点火柴油32.06t，其中2020年烟煤平均低位发热值的实

测值为19.172GJ/t，其他数据均无实测值，问该企业2020年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了多少tCO2

燃料种类
消耗量 低位发热量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排放量
A B C D E=A*B*C*D*44/12

t GJ/t tC/GJ tCO2

烟煤 2916029.00 19.172 0.03356 99% 6810638.61

柴油 32.06 42.652 0.0202 98% 99.25

合计 6810737.86

维
度
系
列
搜
集
整
理



发
电
设
施
指
南
要
点
解
析
及
经
验
分
享

维
度
系
列
搜
集
整
理



发
电
设
施
指
南
要
点
解
析
及
经
验
分
享

维
度
系
列
搜
集
整
理



发
电
设
施
指
南
要
点
解
析
及
经
验
分
享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为满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主体配额分配的需要，本指南中对于涉及配

额分配的企业生产相关参数和生产信息，明确相关的数据内容，包括发电量、

供电量、供热量、供热比、供电煤（气）耗、供热煤（气）耗、供电碳排放强

度、供热碳排放强度、运行小时和负荷（出力）系数等的计算方法和数据监测

与获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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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1 发电量和供电量

发电量是指统计期内从发电机端输出的总电量。供电量是指统计期内发电设施的发电量减

去与生产有关的辅助设备的消耗电量。发电量、供电量和厂用电量应根据企业电表记录的

读数获取或计算，并符合DL/T 904和DL/T 1365等标准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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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2 供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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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3 供热比

供热比计算时，相关参数按以下优先序获取：
a）生产系统记录的实际运行数据；
b）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c）相关技术文件或铭牌规定的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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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4 供电煤（气）耗和供热煤（气）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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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5 供电碳排放强度和供热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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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的核算要求

6 运行小时数和负荷（出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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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本指南规定发电企业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设施层级数据监测和获取的要求，结合现有监测

能力和条件，制定相应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并在第10章中明确了要求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按照各类 数据监测和获取的要求，编制、修订和执行计划的要求。在附录D中给出了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报告 要求。附录D基本延续了近年来年度报送通知中的填报要求，略去

了原企业层级排放部分不涉及的内容，机组设施填报的内容和基本要求与指南正文及附录

C保持一致。

指南中明确了监测设备要求：

如规定各项数据监测设备精度及设备校准频次要求应符合《GB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对于燃料消耗量的监测设备，如轨道衡、皮带秤、汽车衡

等其他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21369《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

求》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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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报告

重点排放单位应在每个月结束之后的40个自然日内，按生态环境部要求报告该月的活动数

据、排放因子、生产相关信息和必要的支撑材料，并于每年3月31日前编制提交上一年度

的排放报告，包括基本信息、机组及生产设施信息、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生产相关信息、

支撑材料等温室气体排放及相关信息，并按照附录C的格式要求进行报告。

为统筹考虑满足配额分配核算要求、在排污许可平台报送提 交要求和与核查工作做好衔

接，除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之外，本指南还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分配方法的

需要，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台账管理制度，要求企业保存原始凭证备

查，并将有关数据的支撑材料随年度排放报告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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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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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问题

➢ 创建排放报告前，企业需按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的要求，创建并填报质量控制计划。质量控制计划提交后，方可创

建并填报排放报告；

➢ 质量控制计划提交后不可修改，确认无误后方可提交；

➢ 企业首次填报质量控制计划时，对于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系

统将会自动带入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机组信息；

➢ 合并填报机组时，装机容量为目标合并机组的装机容量最大值；

➢ 企业需要按照要求上传相关的附件材料，若一个类型的材料存在多

个附件文件，需放入一个压缩包内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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