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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阻燃馈线 

产品碳足迹核查报告 

 

公司名称：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 105 号 

生产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 105 号 

产品描述： 光滑铜管内导体，泡沫聚烯烃绝缘，皱纹铜管外导体，低烟无卤 

阻燃聚烯烃护套，50 欧姆射频同轴电缆 

产品型号： HCTAYZ-50-22 

产品名称： 7/8 阻燃馈线 

功能单位： 一公里 HCTAYZ-50-22 型 7/8阻燃馈线 

数据收集期间： 2022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月 31 日 

 

该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为：            1467 kg CO2-eq 

 

该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碳足迹计算及报告经过核查符合： 

ISO 14040: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和框架 

ISO 14044: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和指南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碳足迹 量化和交流的要求与指南 

 

本次核查基于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于 2022 年核查期间提交的基础生产数据

及其支持性材料，详情请见报告正文。 

 

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签发日期：2023 年 3 月 15 日 

 



报告编号：W-08-23-0883 第 2 页  共 11页 

 

目录 

1. 产品碳足迹核算背景 ................................................................................................................ 3 
2. 核算目的 .................................................................................................................................... 3 
3. 样品信息 .................................................................................................................................... 3 
4. 范围 .............................................................................................................................................. 4 

4.1 功能及组成 ....................................................................................................................... 4 
4.2 功能单位 ........................................................................................................................... 4 
4.3 系统边界 ........................................................................................................................... 4 
4.4 流程图 ............................................................................................................................... 4 

4.4.1 系统流程 ............................................................................................................... 4 
4.4.2 生产工艺流程 ....................................................................................................... 5 

5. 数据来源 ...................................................................................................................................... 5 
5.1 初级数据 ............................................................................................................................ 5 
5.2 初级数据说明 .................................................................................................................... 6 
5.3 背景数据 ............................................................................................................................ 6 
5.3 背景数据关键相关因子 .................................................................................................... 7 

6. 取舍准则 ..................................................................................................................................... 7 
6.1 物质准则及假设 ............................................................................................................... 7 

6.1.1 忽略的原材料上游生产数据（cut-of） ............................................................. 7 
6.1.2 物质相同假设 ....................................................................................................... 7 

6.2 能量准则及假设 ............................................................................................................... 8 
6.2.1 忽略的能量上游生产数据（cut-of） ................................................................. 8 
6.2.2 能量相同假设 ....................................................................................................... 8 

6.3 环境关联性准则 ............................................................................................................... 8 
7 核算结果 ....................................................................................................................................... 8 

7.1 贡献分析 ............................................................................................................................ 9 
7.2 不确定性分析 ................................................................................................................... 9 

7.2.1 不确定性来源 ....................................................................................................... 9 
7.2.2 数据准确性 ......................................................................................................... 10 

7.3 数据质量说明 .................................................................................................................. 10 
8 结论及建议 ................................................................................................................................. 11 

8.1 原材料环节 ...................................................................................................................... 11 
8.2 采购和管理环节 .............................................................................................................. 11 
8.3 能源消耗环节 .................................................................................................................. 11 
8.4 运输环节 .......................................................................................................................... 11 

 

 

 

 

  



报告编号：W-08-23-0883 第 3 页  共 11页 

 

1. 产品碳足迹核算背景 

为了应对社会对揭示碳足迹信息的要求，通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以展现自身的

环境领导力，以及优异的市场竞争力，确保与市场上对绿色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步共进，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针对其旗下的 HCTAYZ-50-22 型 7/8 阻燃馈线进行了碳足迹的计算，

以了解现有产品生命周期内（“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  

本次温室气体碳排放计算中，采用 IPCC 2021 GWP100公布的计算方案，二氧化碳当量

值是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定义的 100 年全球变暖潜能值，基于单位辐射的二氧

化碳当量值，温室气体列于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版第三卷。 

 

2. 核算目的 

通过本次计算来评价一公里 HCTAYZ-50-22型 7/8阻燃馈线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原材料获

取和产品制造整个过程中的碳足迹，从而了解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

体排放，找出关键的排放源。本次对于目标产品的碳足迹计算也可以被视作为以后评价此产

品环境绩效的参考。 

本次计算收集的产品基础数据，包括原材料，生产过程废弃，制造，能源资源消耗，上

下游运输等信息。 

3. 样品信息 

  

产品描述： 
光滑铜管内导体，泡沫聚烯烃绝缘，皱纹铜管外导体，低烟无卤阻燃聚烯

烃护套，50欧姆射频同轴电缆 

拍摄地点：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 105号 

照片描述： 1.正面 2.合格证 

拍摄日期： 2023.03.03 

样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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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围 

4.1 功能及组成 

本产品主要应用于无线通信设备至天线以及射频电子设备之间的相互连接，其工作频

率范围主要为 100~5800MHz。 

本产品主要由铜管内导体、泡沫聚烯烃绝缘、皱纹铜管外导体以及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

护套组成。 

4.2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为一公里 HCTAYZ-50-22 型 7/8 阻燃馈线（含包装），技术要求满足行业标准 

YD/T 1092-2013。 

4.3 系统边界 

产品系统： 采用从摇篮到大门的评价系统，包括从原材料的获取、产品制造过程、

产品运输、产品生产能源消耗为止所产生的所有实质性排放； 

原材料的获取： 包括原材料的获取及其损耗，原材料的包装、原材料的运输； 

产品制造： 包括原材料的获取及其损耗，原材料的包装、原材料的运输； 

忽略的生命周

期阶段： 

产品的使用及回收处置阶段为下游评价系统，不在本次从摇篮到大门的

评价系统之中 

4.4 流程图 

4.4.1 系统流程 
 

运输： 

汽运 

货运 

 获取原材料： 

铜管、铜带、绝缘子、泡沫聚乙烯、护套料、包装

辅材等 

  

 
生产阶段：发泡、轧纹、护套、检验包装 

   

能量供应：

工业用电、

工业用水 

 使用阶段（本案例中包含上下游运输）： 

包含从大门到下游运输 

再循环再使用（本案例中未体现）：无 

  

 废物处理： 

固体废弃物 



报告编号：W-08-23-0883 第 5 页  共 11页 

 

4.4.2 生产工艺流程 

 

5. 数据来源 

5.1 初级数据 

本次计算中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主要由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2022 年的生产数据整理构

成，反映该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情况，收集到的所有的活动数据

均来源于该公司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 105 号的实际生产现场。 

 

初级数据收集要求包含并不限于： 

*构成产品的原料的使用量，包括损耗； 

*原料的包装材料用量； 

*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到的消耗品的用量； 

*产品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包括损耗； 

*所有原材料的运输量，运输方式，运输距离； 

*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能源资源的使用量； 

*产品的产量。 

 

本次基础数据包括该功能单位产品的原材料的使用量以及上游运输过程的距离和交通

工具载重量，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能源资源消耗﹑产品产量等，详见表 1 至表 4： 

 

表 1 上游原材料汇总 

原料 型号或牌号 材质 物料投入量 单位 

铜管 TU1O60 铜合金 5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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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聚乙烯 

HDPE 

塑料 

47.25 kg 

LDPE 14.8 kg 

成核剂 0.95 kg 

JF-G103 0.84 kg 

铜带 T2 纯铜 100 kg 

护套料 B级馈线阻燃料 阻燃聚烯烃 125 kg 

包装辅材 
木头盘 杉木 80 kg/km 

胶合板封板 纸板 18 kg/km 

 

表 2 上游运输汇总 

原料 运输方式 运输工具载重 运输距离 单位 

原材料 汽运 70%30T+30%10T 922 
km 

包装辅材 汽运 30T 73 

 

表 3 生产过程能源汇总 

生产工序 

数据期间内能源资源消耗 

电力资源 单位 自来水资源 单位 

原材料组装 54.68357771 kwh 0.719529101 m³ 

 

表 4 下游运输汇总 

始发地 目的地 运输距离/km 运输方式 运输工具载重 运输量/T 

南通 全国 323523 汽运 30%5T+30%10T+20%30T 0.48 

5.2 初级数据说明 

*原材料获取阶段：该产品原材料数据来源于该产品的物料 bom 表，产品物料 bom 表信息

数据通过该企业生产车间提供的阻燃馈线实际生产所需的上游原材料清单汇总所得； 

*生产制造阶段：该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数据是根据该企业生产车间制定的工艺过程中实际消

耗的能源及资源数据采集所得； 

*运输阶段：运输过程根据该企业运营部实际统计消耗的能源数据所得； 

*产品使用阶段：产品在下游使用过程中为传输信号，为非耗能或耗能极少产品，本次系统

边界仅考虑该产品在下游运输中产生的能耗； 

*回收处置阶段：该产品回收处置阶段的场景较为复杂，不在本次核算的系统边界范围以内。 

5.3 背景数据 

本次计算的背景数据主要来源包含并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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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资料： Ecoinvent 3 公开版； 

温室气体计算： IPCC《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 版第三卷；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附录 2； 

电器设备基础数据库：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年 10 月）； 

全国电力平均系数： 《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

重点工作的通知》； 

 

5.3 背景数据关键相关因子 

表 5 Ecoinvent 3-allocation at point of substitution–unit概况 

Polyvinylchloride, bulk polymerised {GLO}| market for | APOS, U 

Polyethylene, low density, granulate {GLO}| market for | APOS, U 

Copper-rich materials {GLO}| market for copper-rich materials | APOS, U  

Electricity, medium voltage {CN}| market group for | APOS, U 

Tap water {GLO}| market group for | APOS, U 

6. 取舍准则 

6.1 物质准则及假设 

当普通物料重量≤1%产品总重量时，舍去该物料使用环节的上游生产数据； 

当稀有高纯贵物料重量＜0.05%产品总重量时，舍去该物料使用环节的上游生产数据； 

当所有忽略物料总量≤5%产品总重量时，舍去该物料使用环节的上游生产数据； 

6.1.1 忽略的原材料上游生产数据（cut-of） 

包装环节，只考虑支撑包裹用木板，其他物料总占比小于 0.05%； 

6.1.2 物质相同假设 

生产一个该产品所要使用的原料的量和损耗率相同； 

生产一个该产品所要使用到的消耗品的量相同； 

一个该产品所要使用的包装材料的量相同； 

该公司生产车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核算期间内的生产数据具备代

表性，工艺参数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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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能量准则及假设 

当单元过程的能量输入量≤0.5%产品系统输入总量时，忽略该能量使用环节的上游生

产数据； 

6.2.1 忽略的能量上游生产数据（cut-of） 

无，该产品的主要能源消耗为电耗，电耗通过生产车间年度用电量体现； 

 

6.2.2 能量相同假设 

生产每个该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量相同； 

6.3 环境关联性准则 

在当期选定的环境影响类型范围内的已知排放数据不应忽略，本报告只核算该产品温

室气体排放中的碳足迹当量，核算过程中统计了该产品生产制造各种温室气体，根据 IPCC 

2019 版中 GWP100 进行特征化，其中生产活动中维持组织人员运转活动所产生的排放不做

考量。 

7 核算结果 

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明细（该产品一个功能单位）  单位：kgCO2-eq 

护套料 Sheath material 282 

铜管 Copper tube 287 

泡沫聚乙烯 Foam polyethylene 131 

铜带 Copper strip 479 

 

 

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 

轧纹 Crimping  

发泡 Foaming  

护套 Sheath  

检验和包装 Inspection and packaging  

上游运输 Upstream transportation  

下游运输 Downstream transportation  

 

 

1467 

484 

442 

306 

164 

69 

2.05 

               

单位：kgCO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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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贡献分析 

 

图 1 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 

 

 

图 2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组成占比 

 

 

7.2 不确定性分析 

7.2.1 不确定性来源 

产品包装材料、消耗品和能源资源的相关数据均是按照产品的产量，全年消耗品和能源

资源的总用量进行分配，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计算。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温室气体的排

放影响都很小，已在计算中体现。选择原材料排放因子的计算，已经综合考虑原材料的多种

轧纹, 
33.0%

发泡, 30.1%

护套, 
20.9%

检验和包装, 
11.2%

上游运输, 4.7% 下游运输, 0.1%

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

轧纹 发泡 护套 检验和包装 上游运输 下游运输

护套料, 23.9%

铜管, 24.3%

泡沫聚乙烯, 
11.1%

铜带, 40.6%

原材料温室气体排放组成占比

护套料 铜管 泡沫聚乙烯 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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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与生产工艺，尽量贴合原材料本身的特性。 

基于通过细致水平的平衡和合理的成本评价，在本报告中应用的数据是在数据准备时

的该企业提供并被验证的最佳值，而初级数据和背景数据的来源本身存在波动性，比如初级

数据采集期间上报数据时可能存在的缺省内容，同型号产品由于定制化程度不同，带来的稍

许差异，或者调用背景数据库追溯上游供应链时存在的 cut-of 情形，都会造成不确定性影

响。 

7.2.2 数据准确性 

本报告基于 IPCC 2021 GWP100 V1.01 方法推导该产品结果的不确定结果，不确定结果

数据仅供该企业参考使用，具体见下图： 

 

 

图 3 不确定性分析-从摇篮到大门（含下游运输）碳足迹 GWP100 

 

该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排放 1467 kg CO2-eq，为 95%置信区间的均值，其中间

值为 1469 kg CO2-eq，标准差为 43.4，变异系数为 2.96%。（两倍标准差是合理的波动区间） 

7.3 数据质量说明 

技术代表性： 本报告数据反映的是实际生产情况，体现了实际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类

型、原料与能耗类型，并考量了生产规模等其他因素； 

数据完整性： 本报告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准则、取舍准则，判断收集了各生产过程的主要

消耗和排放数据； 

数据准确性： 零部件、辅料、能耗、包装、原料与产品运输等数据采集自企业实际生产

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选用最新的检测报告，所有数据均详细记录

了相关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说明； 

数据一致性： 本报告中每个过程的消耗与排放数据均保持了一致的统计标准，基于相

同产品产出、相同单元过程系统边界、数据平均的统计周期等； 

 

时间代表性： 本报告核算时间为 2023 年； 

地理代表性： 产品产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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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及建议 

8.1 原材料环节 

原材料碳足迹的铜材类的铜管、铜带是最主要的贡献来源，需要企业严格把控材料的使

用量、减少废料产生、对原材料消耗及生产损耗等情况进行合理数据统计与监测，以提高减

排效果，同时对于关键材料如金属铜材及发泡塑料聚合物，建议深化企业的自主技术研发理

念，针对这类材料联合上游供应商加强技术创新，可以在满足行业标准要求的情况下探寻其

他低碳替代材料。 

另外，对于已经率先进行了产品碳足迹评估的供应商，企业会积极鼓励其进行产品碳减

排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其它供应商，邀请其一起进行产品碳足迹的评估，通过评估找到高排

放的源头，从而进行减排。 

8.2 采购和管理环节 

可以进一步完善生产工艺中物料使用情况的数据统计，和能源使用情况，对不同产品进

行细分统计，这样可以更精确的分析不同产品的碳足迹情况，同时也可以为日后工厂进行组

织碳盘查或是碳中和项目提供条件。 

 

8.3 能源消耗环节 

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基本来自用电。今后将集中精力针对自身以及号召上

游供应商对电能的使用进行评审，细分各流程电力消耗，跟踪记录，考虑采取例如能源审计，

能效评估等方法，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确定可以优化的系统或更新的设备，再设计目标指

标并采取措施。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必然会带来短期内或长期上成本的节约。未来，也建议

积极通过购买绿电、实行光伏项目等方式改善能源消耗的现状。 

8.4 运输环节 

产品原材料及辅料、包装材料的运输过程的碳排放占比相对较低，应更关注本地供应商，

从而减少上游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建议下游运输选择碳排放较少的运输工具，如全面采用

实行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运汽运交通工具以及部分新能源运输工具，未来将继续选择优质且

环保意识较高的供应商，充分体现企业绿色采购绿色交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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