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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北京通标华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振华、乐志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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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轮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查的原则、适用情形、对象、方法与结果处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乘用车轮胎、商用车轮胎（包括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用

轮胎及特种用途轮胎（包括航空轮胎、工业车辆轮胎等）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5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5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和GB/T 32150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核查原则

4.1 客观性

核查过程应以真实、准确的数据为基础，不受任何主观偏见或外界干扰。

4.2 一致性

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采用统一的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和边界定义，确保数据可比性和核查结果一致

性。

4.3 透明性

核查中所有数据来源、计算过程及假设条件必须公开，确保可追溯性和核查结果的可验证性。

4.4 完整性

应覆盖轮胎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包括生产、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理阶段，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全面

性。

4.5 可靠性

确保核查方法、数据及结果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提供可信的核查结论。

4.6 独立性

核查机构及核查人员应独立于受核查方，避免利益冲突，保证核查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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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适用性

核查应根据核查目的和对象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和工具，确保结果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5 核查要求

5.1 机构要求

5.1.1 核查机构应具备从事碳足迹核查的合法资质，在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及轮胎行业具有丰富的

核查经验，熟悉轮胎全生命周期相关工艺和排放特点。

5.1.2 核查机构应配备满足以下要求的专业设备和数据分析工具：

a) 能够进行生命周期评估（LCA）建模的软件；

b) 符合GB/T 2589和GB/T 24067相关要求的计算模型；

c) 数据追溯与存储系统。

5.2 人员要求

5.2.1 核查人员应具有以下行业相关专业资质之一：

a) 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与碳排放相关领域）；

b) 注册能源管理师或能源审计师；

c) 环境管理或低碳技术相关领域的高级职称。

5.2.2 核查人员应至少具备以下专业知识和技能：

a) 轮胎制造行业的生产工艺及供应链管理知识；

b) 生命周期评价（LCA）及产品碳足迹量化的专业能力；

c) 环境法规及碳足迹核查相关国家标准的应用能力。

6 核查适用情形

6.1 产品碳足迹认证

依据GB/T 32150的相关规定，针对轮胎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数据进行核查，适用于获得第三方

认证机构颁发的碳足迹认证。

6.2 环境合规性验证

依据GB/T 24040、GB/T 24044的相关规定，核查轮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是否满足国家或地区

环境法规要求。

6.3 生产单位碳排放管理

用于支持生产单位制定碳减排目标，优化轮胎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提供碳足迹核

算结果，以制定减排措施并追踪实施成效。

6.4 绿色供应链管理

确定原材料供应商及物流过程中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和改进空间，验证供应链环节的碳足迹核算数据，

确保其与生命周期系统边界一致。

6.5 产品设计优化

基于碳足迹数据，评估轮胎在设计、生产、使用及废弃处理环节的环境影响，支持研发低碳环保型

轮胎产品。

6.6 市场环境标识申报

核查碳足迹核算是否符合国家或国际环境标识申报的要求，为轮胎产品的绿色环保性能认证提供基

础数据支持。

6.7 碳交易与减排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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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参与碳交易市场时，确定轮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基线数据，核定轮胎生产与废弃处理过程中

的减排量，为交易提供依据。

6.8 生命周期环境绩效评估

核查轮胎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绩效，支持生产单位的绿色发展战略，并提供基于数据的决策依据，

推动全生命周期低碳技术创新。

7 核查对象

7.1 轮胎产品类型

7.1.1 乘用车轮胎。

7.1.2 商用车轮胎（包括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轮胎）。

7.1.3 工程机械轮胎。

7.1.4 农业用轮胎。

7.1.5 特种用途轮胎（如航空轮胎、工业车辆轮胎等）。

7.2 生命周期阶段

7.2.1 生产阶段:包括原材料开采、原材料生产、轮胎零部件生产、轮胎成品制造过程。

7.2.2 运输阶段:涉及从原材料运输至生产工厂、轮胎从工厂运输至销售或使用地点的全过程。

7.2.3 使用阶段:包括轮胎在车辆行驶中的使用寿命期间产生的碳排放，如燃油效率、滚动阻力相关的

排放影响。

7.2.4 废弃处理阶段：包括废旧轮胎的回收、再利用、焚烧、填埋及其他处置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7.3 数据范围

7.3.1 原材料及零部件清单。

7.3.2 生产能源消耗数据（电力、燃气、其他能源类型）。

7.3.3 包装材料消耗与相关运输信息。

7.3.4 使用阶段车辆行驶效率及燃油消耗数据。

7.3.5 废旧轮胎的回收与资源化处理量及方式。

7.4 具体对象及范围

7.4.1 轮胎型号和规格：包括轮胎尺寸、负载能力、速度等级。

7.4.2 生产单位与工艺流程：核查轮胎生产单位的生产设施、技术工艺及其相关的能源效率。

7.4.3 运输物流环节：涉及轮胎从生产至销售全程的运输距离、方式及货物负载量。

7.4.4 使用条件与性能：核查轮胎的实际使用寿命、燃油效率和碳排放性能。

7.4.5 废弃处理处置方式：包括回收比例、资源化利用、焚烧、填埋对碳足迹的贡献比例。

7.4.6 核查依据的技术数据：包括各阶段的排放因子（包括原材料、运输、能源类型、废弃处理等）。

8 核查流程

轮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核查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轮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查流程

9 核查方法

9.1 确定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9.1.1 生产阶段：涵盖资源开采、原材料生产、零部件生产及轮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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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运输阶段：从生产地到销售和使用地点的运输过程。

9.1.3 使用阶段：轮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能源和温室气体消耗。

9.1.4 废弃处理处置阶段：轮胎废弃后资源回收及处置过程中的碳足迹。

9.2 数据收集与整理

9.2.1 原辅材料消耗：收集各阶段所需原材料的消耗数据。

9.2.2 主要原辅材料供应商及运输距离：确认原材料供应商及运输路线。

9.2.3 生产过程能源消耗：核实轮胎制造过程中的能源使用数据。

9.2.4 包装材料消耗：计算生产、运输、销售阶段的包装材料消耗量。

9.2.5 使用阶段能源和温室气体消耗：获取轮胎使用阶段的燃油消耗、排放数据。

9.2.6 废弃处理能源消耗：核算废弃轮胎回收、处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9.2.7 废弃处理量：量化废弃轮胎的数量及其资源化利用情况。

9.2.8 数据来源为产品BOM表、生产报表等，无法实际测量的数据需依行业标准估算。

9.3 建立碳足迹核算模型

9.3.1 模型录入数据：将收集的原材料、能源消耗、排放数据等输入核算模型。

9.3.2 计算方案：选择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或简化生命周期描述（SDL）方法进行计算。

9.4 碳足迹核算

9.4.1 生产阶段：依据GB/T 2589、GB/T 24067和GB/T 32151.15的相关规定，计算原材料生产、零部件

制造及轮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与产生的温室气体。具体计算方法，应按照式（1）的要求进行。

……………………………………………………（1）
式中：

Qi:原材料i的消耗量(单位:kg)

EFi:原材料i的排放因子(单位:kg COze/kg)

E生产: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总量(单位:kWh)

EF能源:能源排放因子(单位:kgCO2e/kWh)

9.4.2 运输阶段：依据GB/T 2589、GB/T 24067和GB/T 32151.15的相关规定，计算从原材料运输到工厂、

产品运输到使用地的碳排放。具体计算方法，应按照式（2）的要求进行。

……………………………………………………（2）
式中：

Dj:运输距离j(单位:km)

Wj:运输物资的重量(单位:kg)

EF运输:单位运输重量和距离的排放因子(单位:kgCO2e/kg·km)
9.4.3 使用阶段：依据GB/T 2589、GB/T 24067和GB/T 32151.15的相关规定，计算轮胎行驶时的燃油消

耗和车辆使用效率，并核算此阶段的碳排放。具体计算方法，应按照式（3）的要求进行。

……………………………………………………（3）
式中：

D行驶:轮胎使用的总行驶距离(单位:km)

FE:车辆的燃油效率(单位:km/L)

EF燃油:燃油的排放因子(单位:kgCO2e/L)

9.4.4 废弃处理处置阶段：依据GB/T 2589、GB/T 24067和GB/T 32151.15的相关规定，计算轮胎废弃后

的回收、焚烧、填埋或资源化利用过程的排放。具体计算方法，应按照式（4）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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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

Wk:废弃轮胎的重量(单位:kg)

EF处理:废弃处理方式k的排放因子(单位:kgCO2e/kg)

R:回收材料的重量(单位:kg)

EF回收:回收材料的减排因子(单位:kgCO2e/kg)

9.4.5 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总值

依据GB/T 2589、GB/T 24067和GB/T 32151.15的相关规定，核算全生命周期轮胎产品的碳足迹总值。

具体计算方法，应按照式（5）的要求进行。

……………………………………………………（5）

9.5 记录碳足迹结果

利用系统计算出轮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总值并进行记录，清晰展示各阶段的碳排放贡献。

10 核查结果处理

10.1 核查结果审定

10.1.1 审查所有收集的生命周期数据，确保其完整性和准确性。

10.1.2 确认碳足迹核算模型的合理性，确保计算方法符合ISO 14067的相关规定。

10.1.3 审核各阶段（包括生产、运输、使用、废弃处理）的碳排放数据，确保没有遗漏或数据偏差，

如发现异常或误差，应进行调整或重新核算。

10.2 数据一致性检查

对比各阶段的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一致性检查，确保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核实无法实际测量

的数据。

10.3 合规性验证

验证核查结果是否符合ISO 14067规定的碳足迹认证标准以及碳足迹计算的透明度要求。

10.4 核查报告

10.4.1 报告标题：轮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查报告。

10.4.2 基本信息：生产单位名称、轮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系列，以及核查机构名称与认证编号、

报告日期及版本号等。

10.4.3 核查报告的概述：简要描述核查目的、方法、主要发现、减碳建议等，提供简洁的碳足迹总量

及各阶段的排放概况。

10.4.4 核查目的与范围：说明核查的具体目的（包括产品碳足迹认证、环境合规性验证等），描述核

查的范围，包括各生命周期阶段（生产、运输、使用、废弃处理）的碳排放核算。

10.4.5 生命周期系统边界：详细定义系统边界，列出涉及的所有生命周期阶段，并说明每个阶段的碳

排放源及其计算方法。

10.4.6 数据收集与来源：列出所有数据的来源和收集过程，包括物料清单、生产报表、运输记录等，

详细描述数据收集的标准和方法，说明无法实际测量的数据的估算方法。

10.4.7 碳足迹核算方法：说明使用的核算方法，描述排放因子和计算工具的选择，详细描述碳足迹核

算的步骤，包括每个阶段的具体计算方法。

10.4.8 碳足迹结果分析：提供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结果，列出每个阶段的碳足迹值，对各阶段排

放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列出主要的排放源和影响因素。计算轮胎产品的总碳足迹，按单位轮胎展示各阶

段碳排放数据。

10.4.9 减碳建议与改进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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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优化原材料采购、提高生产工艺的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b)改善运输方式，降低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c)增强轮胎使用阶段的能源效率，减少摩擦阻力，从而降低燃油消耗；

d)增强废旧轮胎的回收利用率，减少废弃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

10.4.10 第三方技术评审：说明核查报告提交给第三方技术评审机构进行审查的过程，列出评审过程中

的反馈意见，依据评审结果对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

10.4.11 结论：提出核查的最终结论，强调在减少碳足迹方面的成效以及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

10.4.12 附录：提供详细的碳足迹计算表格、排放因子、数据来源、核算模型等技术性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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