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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气候[2011]2601号）和绿色工厂评价的总体安排，为有效实施《工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及碳配额发放和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

质量保证服务，天津中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至信”）作为受委托机

构，对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

情况进行核查，对相关管理过程进行梳理确认。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见表1-1 ，核查工作内容见表1-2。 

表1-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 

 

受核查企业名称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年度 2023年度 所属行业 金属结构制造C33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090958772M 法定代表人 严冬云 

填报负责人 余炳华 联系人号码 18268926080 

表1-2 核查工作内容 
 

序号 工作内容 

1 
核准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覆盖范围、管理架构、管理职责、权限落实情况

。 

2 

调取受核查方年度燃料燃烧排放、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净购

入电力产生的排放和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相关资料，筛选温室气体排放值及

其他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

告》（GB/T 32150-2015）及《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要求。 

3 

核查是否制定了符合要求的监测计划；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是

否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 ）和《工业

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关监测标准的要求

；溯源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机制的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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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 ）和 《工业

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

的数据进行核准，核算排放结果。 
 
 

1.2 核查范围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严冬云，地址

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江南工业区松青路 6 号，主要经营范围：不锈钢无缝

钢管、不锈钢核光亮管、不锈钢焊接管等产品。 

按照《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行业分类，

受核查方属于“金属结构制造 C3311”行业领域。根据遵循的“谁排放谁报告”原则

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要求，2023 年度受核

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范围确定如下： 

☒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在所辖的地理边界和物理边界范围内，2023年度产

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内容见表1-3。 

表1-3 受核查方2023年度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内容 

 

燃料燃烧排放 ☒  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与氧气充分燃烧产生的CO2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

的排放 

☒  能源作为原材料被消耗，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产生的CO2排

放 

过程排放 ☒  除能源之外的原材料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的CO2排放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  企业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CO2排放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 企业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CO2排放 

1.3 工作准则 

1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2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3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4 ）《2006年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 ）《2013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6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7 ） 《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8 ）《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9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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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审查组根据相关法规、标准、准则要求，在保证核查成员和数据复核人具有满足要

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避免可能的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最终指定了本次专业

核查组和技术数据复核组。本次工作成员见表 2-1及表 2-2。 

表2-1 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责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冯建雨 组长 远程访问、文件收集、数据核算、核查报告撰写 

2 刘明旭、高云海 组员 远程访问、文件收集、数据核算 

表2-2 技术、数据复核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责 是否参与现场核查 

1 吕宝森 数据复核 否 

 

2.2 数据收集及文件评审 

核查组依据核查准则及计划，于2024年5月6日对受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

放数据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了收集和文件评审。数据收集及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

：企业基本信息、2023年度的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CO2排

放量、过程CO2排放量、净购入电力产生的CO2排放量和净购入热力产生的CO2排放量活

动数据和信息、重点排放设施、监测计划、测量设备安装及校验情况、排放量不确定

性计算相关信息和其它生产信息等。 

通过数据收集、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 ）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包括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和排放源识别等。  

2 ）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 ）2023年度化石燃料燃烧、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和净购

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活动数据和信息、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 ）新增设施和既有设施退出情况。 

5 ）能源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6 ）二氧化碳控制措施、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7 ）能源管理状况以及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数据收集确认、文件评审和现场审核，测算出温室气体排放当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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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访问 

核查组于2024年5月6日对受核查方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了核查，核查通过财务数据

调取、能源使用数据流调取、会议交流、远程现场设施勘查、文件审查和人员访谈等

多种方式进行。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见表2-3。 

表2-3 现场访问实施情况汇总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4.5.6 余炳华/总工 副总 

1 ）单位基本情况。                            

2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和排放设施。            

3 ）新增设施及新增设施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4 ）能源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  

5 ）交叉校验排放的信息与其它来源的数据。      

6 ）能源介质购入财务信息与其它来源的数据。    

7 ）计量、监测设备的安装、运行、校准与更换。  

8 ）其它生产信息。 

 

2.4 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组依据上述准则，核查阶段性工作进度如下： 

1）核查组于2024年5月6日完成了核查工作。 

2）核查组于2024年5月8日完成了报告草稿并提交内部技术、数据评审。独立于

核查组的技术、数据评审组对报告进行评审。技术评审完成后，核查组于2024年5月9 

日出具了核查报告终稿，并交受核查方确认。 

3）在得到受核查方的确认后，核查组将报告提交事业部进行一致性和完整性检

查，之后报至事业部技术人审核，由事业部总经理签署批准，经批准的报告由核查组在线

提交，并交付至受核查方。 

3  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现场访谈，确认基本信息如下：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法定代表人严冬云，注册资金11500万

元。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中高端工业级耐高温、耐低温和高

仿腐的不锈钢无缝钢管道、不锈钢焊管管道和不锈钢管件集成制品的企业，公司致

力于工业级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双金属复合管材和不锈钢管道配件等系列产品

研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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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组织架构 

受核查方组织架构图见图 3-1。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面，由受核查方事业制造部

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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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受核查方组织架构图 

3.1.2 受核查方的主要生产过程及工艺 

受核查方产品主要涵盖不锈钢无缝钢管、焊管和不锈钢管件等。其生产工艺如下

图所示： 

（一）无缝管冷轧工艺流程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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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无缝管冷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描述： 

1）酸洗：酸洗是为了去除钢管表面附着物，酸洗过程需要经历多次。由于不锈

钢中含有铬和镍元素，它生成的氧化铁皮不仅十分致密、坚韧，而且与基体金属牢

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很难溶于硫酸、盐酸等单一酸中，一般需用混合酸在酸洗池

进行酸洗。生产使用硝酸和氢氟酸混合酸，酸洗时硝酸浓度约为 8.17％，氢氟酸浓



 

10 
 

度约为2.08％左右。生产中随着各种酸的消耗，需要不断地添加，确保酸洗液满足

生产要求，当酸洗液使用一段时间后，其中各种成分比较复杂，影响酸洗速度和效

果，需更换酸洗液。  

2）水洗：酸洗后，钢管表面附着一些酸洗液，在酸洗槽中先用水清洗去除表面

大部分附着酸液后，将管件吊出酸洗槽，转至冲洗平台，用冲洗水进一步对管件清

洗。清洗场所做防渗处理，清洗水汇流到清洗水池，部分回用于再清洗。其余经厂

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  

3）打头：打头的目的是在荒管的头部形成一个直径较小的固定件，以便于冷拔

时固定在机器罗口上。打头是将荒管放在空气锤上通过来回运动形成直径较小的头

部。  

4）润滑：将黄油和石灰水按照99:1的比例进行混合，将混合物涂在钢管表 面

进行上灰，以保证冷轧时的钢管表面有一定的润滑油。 

5）烘干：利用引风机将退火炉尾部余热输送至烘干设备，余热温度为200℃ 左

右，其目的是加快钢管上灰后的干燥速度。  

6）冷轧：采用轧机，将较粗的经过酸洗除锈钢管半成品，根据客户对产品的要

求轧制成相应薄度的半成品，并使其内部组织紧密、厚度均匀；同时，因轧制工段

采用冷轧工艺，故需用循环冷却液直接冷却轧辊和轧件，并起润湿作用。冷却液由

轧机油加水稀释而成，呈乳白色，目视发现轧机油变稀而透明后，加入少量轧机油

。轧机油循环多次后有老化迹象，则不再添加轧机油，继续使用至变稀，老化后收

集进行处理。此工序有废轧机油产生。轧制液配比5%左右，轧制液需定期更换，更

换周期因使用情况及皂化液的质量而异，一般一月更换一次。冷轧后的管材需通过

去油处理后方能退火。  

7）退火：企业通过退火炉升温至1100℃左右，根据不同的材质和直径大小，保

温0.5h，然后将退火后的不锈钢管用直接冷却水喷淋冷却。其目的是调整钢 材结晶

组织，降低硬度，改良钢材常温加工性。由于退火温度较高，钢管表面生成金属氧

化物，主要为Fe3O4、Cr2O3、NiO。  

8）矫直：通过矫直机对检验合格后的不锈钢管坯进行矫直，使其符合生产要求

。 

9）剪切：利用切割机，对不锈钢投料和尾料进行平整工艺操作。  

10）抛光：利用抛光机水不锈钢管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切头：切头的目的是在

荒管的头部进行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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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检测：采用各种检测设备如：固定式工业X射线探伤机、涡流探伤机、超声

波探伤机、超声波相控阵探伤设备等对产品表面进行检测。  

12）喷码包装：对合格产品进行喷码后包装入库。 

（二）无缝管冷拔工艺流程及说明 

 

不锈钢无缝管冷拔工艺流程图 

冷拔生产线与冷轧生产线最大区别在于使用的机械设备不同，冷拔使用冷拔机

，冷轧使用冷轧机。 

增加13）冷拔：是外力作用于被加工金属的前端，金属通过一定形状和尺寸的

模孔，其断面缩小、长度增加的过程，该过程通过冷拔机完成。 



 

12 
 

3.1.3 能源及温室气体管理现状 

1）受核查方消耗的能源品种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设备台账和能源消耗记录，确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

设施为空压机、变压器、冷轧机、酸洗系统、车床、矫直机、折弯机、锯床机等。核

查年度内主要消耗的能源品种主要为电、天然气，为外购。电力用于各生产车间、照

明及办公用电设施，天然气用于生产车间等。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管理制度，检查现场设施和访问现场工作人员，核查组确认

的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见表 3-1。 

表3-1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信息 内容 

使用能源的品种 电力、天然气 

能源计量情况 电力：电表连续监测；天然气：流量计连续监测 

能源审计情况 未开展。 

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受核查方每月统计月度能源数据。 

2）能源计量与管理 

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能源统计及能源计量等工作由事业制造部负责，对能源的购

入存储、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和使用消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工作。 

受核查方对各类能源配备了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其中，电力、天然气达到二级计

量。 

3.2 受核查方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3.2.1 受核查方场所边界 

受核查方注册地址为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江南工业区松青路6号；经营地

址为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江南工业区松青路6号。 

3.2.2 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通过调取主要设备台账、能源消耗记录和现场访谈，确认场所边界内的排放设施

和排放源识别情况见表3-2。 

表3-2 排放设施及排放源识别 

 

序号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排放类型 

1 电力 生产设备、照明、办公用电设施等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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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然气 生产设备 购入天然气产生的排放 

3.3 核算方法及数据的符合性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对受核查方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其中燃料燃烧排放、能源作为原材

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产生的排放均采用活动水平与排放因

子乘积进行计算，其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GB/T32150-2015）、《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

求。 

3.3.2 数据的符合性 

数据的符合性详见表3-3。 

表3-3 受核查方数据符合性 

 

项目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定 

监测计划 

活动

水平

数据 

净购入电

力产生的

排放 

电 MWh 

主要用于生产及办公耗电设备，数据

来源于2023年能源消耗统计报表，

电费发票和缴费通知单，无数据缺

失处理。 

每月电表 

连续监测 

化石燃料

燃烧CO2排

放 

天然气 m³ 

主要用于生产，数据来源于2023年能

源消耗统计报告，缴费发票及通知

，无数据缺失处理。 

每月天然

气表连续

监测 

排放

因子 

购入电力

的排放 

电力排放

因子 
tCO2/MWh 

数据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中国

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中华东电网排放因子 

 

 

- 

其他数据 
年产值 万元 数据来源于公司2023年统计数据 - 

产品产量 吨 数据来源于公司2023年统计数据 - 

3.4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4.1 净购入天然气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天然气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

（2）计算。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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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化石燃料品种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固体、液体：t；气体：万Nm

） 

CCi—化石燃料i的含碳量（固体、液体：吨碳/吨燃料；气体：吨碳/万 Nm3） 

OFi—化石燃料i的碳氧化率 

 ……（2） 

式中： 

CCi—化石燃料品种i的含碳量（固体、液体：吨碳/吨燃料；气体：吨碳/万Nm3） 

NCVi—化石燃料品种i的低位发热量（固体、液体：GJ/吨燃料；气体：GJ/万Nm

） 

EFi—燃料品种i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GJ）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的缺省值 389.31 GJ/万Nm3 。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0.0153tC/GJ。 

天然气碳氧化率为99%。 

相关指标数据来源如下：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采用企业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

证上的数据。受核查方2023年天然气燃烧净消耗量为5250.8114tCO2，详见表3-4 

表3-4  2023年度天然气的CO2排放量表 

3.4.2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3）计算

。 

E电=AD电 ×EF电 ……（3） 

式中： 

E电—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燃料 

品种 

燃料消费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CO2排放

量 

（t）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

源 
数值 

数据来

源 

数

值% 

天然气 

R仪表计

量 

结算凭

证 

其他 

万

Nm
3
 
242.53 

监测值 

R缺省值 

GJ/(万

Nm
3)
 

389.3

1 

□监测

值 

R缺省值 

0.0153 

□监测

值 

R缺省值 

99 
5250.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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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电—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tCO2/MWh）。 

相关指标数据来源如下：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采用企业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

证上的数据；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采用《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

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华东电网的排放因子0.7082tCO2/MWh。受核查方2023年电

力净消耗量详见表3-5。 

表3-5 净购入电力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电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E电（tCO2） 

A B C=A*B 

2023年 6258 0.7082 4431.9156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

排放量之和，按式（3）计算。 

E= E热+ E过程+E电 ……（3） 

式中： 

E—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热—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过程—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经核查，受核查方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详见表3-6。 

表3-6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度 2023年度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5250.8114 

净购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4431.9156 

碳排放总量tCO2 9682.7270 

3.5 本年度新增排放设施的核查 

经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2023年度无新增排放设施和退出的既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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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未来温室气体控制措施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为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和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2023年正在实施及计划实施的控制措施具体如下： 

1）做好高效能设备的工作，建设节约型企业，后续采购设备按照技术先进的新

设备的标准采购，以达到节能降耗作用； 

2）企业继续增加太阳能路灯，利用绿色能源，节能减碳。 

3.7 对监测计划的核查 

受核查方确定的监测计划包括电力、天然气等，详见表3-7。
 

表3-7 受核查方监测计划 

监测参数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 

电力 电表 连续监测 每月记录 

天然气 流量计 连续监测 每月记录 

 

3.8 外地能源消费总量的核查 

受核查方无分支机构，边界不涉及外地区域。 

4 核查结论 

审查组对受核查方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查。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数据流调取、测算、核算和内部技术复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核算和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审查组按照《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32150-2015）、《工业其

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及相关标准法规，对受核查

方2023年度标准要求的排放源、排放数据进行了全面测算并进行了技术复核，满足要

求。 

4.2 本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受核查方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作为

原材料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9682.7270tCO2。 

4.3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核查准则中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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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 ：营业执照 

附件2 ：能源及原材料证明性文件 

附件3 ：2023年能源评审报告 

附件4 ：主要用能设备表 

附件5 ：计量器具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