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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重点排放

单位名称

江西金利隆橡胶履带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科技工业园

联系人 聂家乐/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13576586880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C291 橡胶制品业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4 年 03 月 15 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e
2023 年度

23652.488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未编制初始排放报告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机构确认：

1、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排放单位 2023 年排放报告的核方

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

年份 2023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23017.308

净使用天然气对应的排放(tCO2e) 635.18

总排放量(tCO2e) 23652.488

3、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无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

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蒋春嵚 日期 2024-3-15

核查组成员 于茜 日期 2024-3-15

技术评审人 田野 日期 2024-3-15

批准人 谭刚 日期 20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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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4)63 号)、《关于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5〕1024 号)、《国家发改委办公

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

57 号)等文件要求及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总体安排，第三方核查机构在江

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

确。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

内容：

(1)为准确核算排放单位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并为全国碳交易制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

约提供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核算和报

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

撑；

(4)核查排放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靠，

并且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的

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

确。

1.2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排放单位涉及

的核算范围包括：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蒸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3核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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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地获取

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第三方核查机构遵

守下列原则：

1) 客观独立

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独立。

2) 公平公正

第三方核查机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

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 诚信保密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

保密义务。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第 17号)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

- 《关于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发改气候

〔2015〕1024 号 )

-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2021〕9号)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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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

实际情况，第三方核查机构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由 3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排放单位，每个抽样现场由

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一名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1 蒋春嵚 核查组组长
主要负责项目分工、质量控制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

2 于茜 核查组成员 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3 田野 技术复核 质量复核

2.1.2核查时间安排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4 年 03 月 07 日 文件评审

2024 年 03 月 11 日-03 月 12 日 现场核查

2024 年 03 月 13 日 完成核查报告初稿

2024 年 03 月 14 日 技术复核

2024 年 03 月 15 日 核查报告签发

2.2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

文件评审：

1) 排放单位提交的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

2) 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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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排放单位的

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

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

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 年 03 月 07 日～03 月 15 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

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核查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

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

会议 6个子步骤。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2024 年 03 月 15 日收到排放单位江西金利隆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核查组于 2024 年 03 月 15 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质量管理

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

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

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

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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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排放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公司简介》以及查看现场、访

谈相关人员，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排放单位为江西金利隆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利隆）作为

国内橡胶履带生产的知名公司，始创立于 2003 年，于 2003 年落户于江西上高工

业园区。

公司是专业生产工程、农用橡胶履带的民营高新技术受评价方，产品广泛应

用于建筑机械、农业机械、雪地机械等各类机器，品种规格齐全，工艺先进，质

量可靠，产品远销欧、美、澳及东南亚等地区。

3.1.2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橡胶履带是一种在橡胶带中嵌有一定数量的金属及钢丝帘线履带式行走部

件，具有接地比压小，湿地通过性能好；震动小、噪音低；对路面的损伤性；随

动性好，耗油量低；可减轻机械重量，提高牵引力；耐腐蚀性能好；更换方便等

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履带式车辆，在工程、建筑、运输、农业、园林、军用等机

械与装备上都有应用。本项目产品为各种型号的橡胶履带，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

农用带和工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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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11 配料

根据橡胶配方进行天然橡胶或

合成 橡胶与各种橡胶助剂等原

材料的混 合

采用微量配方自动计量系统，控

制原材料自动称重、自动定量配

料、自动输送，并可存储多种橡

胶配方，通过改变原材料配比使

胶料达到所需性能，用以生产轮

侧胶、中间胶、花纹侧胶等胶料

半成品。配料过程全封闭，通过 控

制系统定量控制，实时显示配料

状态，提高了配料精度和效率，并

配有专业的粉尘回收系统，减少生

产人员与粉末原料的接触，提高了

生产工艺的环保水平

2 混炼

将原料胶、炭黑、油料、氧化锌、

防 老剂及其他配合剂按橡胶配方

进行 配料， 经过加压式密炼机混

炼均匀，开炼机制成胶片，能在后

续的翻炼工艺中具有良好的工艺加

工性能，保证成品具有良好的物理

性能

采用双螺杆挤出压片机将混炼、翻

炼与冷却工序相结合于一体，进行

自动化、连续化生产，提高 胶料整

体制备效率

3 翻炼

将混炼过的胶料、硫黄及适量配合

剂 加入密炼机，经开炼机翻炼加

工，通过包辊、左右割刀、切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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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使胶料中各种配合剂进一步

分散均匀，从而获得必要的可塑性

和流动性

4

胶料出型

经过翻炼之后的成熟胶料按照客户

的型号规格需求，制成各种不同规

格尺寸的片状胶料待后续预成型工

序中和其他配件组合成为半成品橡

胶带

采用销钉式冷喂料挤出机自动化出

型，取代人工操作，胶料尺寸更精

确，产品标准化水平更高

5

芯
金
处
理

酸处理

芯金与磷酸/磷酸盐发生化学反应

在芯金表面形成磷化膜，提高防锈

作用，提高后续浸胶工序的附着力

与防腐蚀能力

①利用芯金预处理及浸胶工序一体

化工艺技术及自动化设备，将芯金

单个悬挂后，自动进行磷化、浸胶、

烘干过程的连续化处理，缩短了处

理时间，避免工序间隔过长导致的

金属返锈，提升了工作效率和芯金

质量；

②使用磷酸盐中性除锈脱脂剂 等

辅助剂，减少危废产生，提升了工

艺的环保水平

浸胶

及烘干

涂胶生产线将酸处理后的芯金使用

开姆洛克胶粘剂进行浸胶并烘干，

确保芯金与胶料具有较高的粘合强

度，提高产品稳固性能

6 钢丝帘成型 将钢丝胶挤出后对钢丝进行覆胶包

裹，并缠绕制成钢丝帘

利用自动化无接头钢丝帘缠绕技

术，使用挤出机控制钢丝覆胶过程，

通过自动化钢丝缠绕机控制 加工

过程，可以确保钢丝帘线排列整齐、

宽紧一致，胶料覆盖更均匀，黏接

强度高

7 预成型

按施工标准制做轮侧胶、中间胶、

花纹侧胶等胶料半成品部件后，分

别装入模具，镶入规定数量和规格

的芯金，制做标准质量装模部件

公司具备自主设计、制造产品模 具

的能力。新产品结构设计完成 后，

可以迅速进行模具设计及精准开

模，保证产品结构精度，加快新产

品的批量化生产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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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硫化

橡胶和硫化剂在一定时间、温度、

压力下发生交联反应，使线形状态

的橡胶变为立体网状，从而使胶料

具备高强度、高弹性、高耐磨、耐

腐蚀等优 良性能

公司使用的自动化硫化机采用“油

电 ”加热模式，通过电能加 热导

热油，导热油往返循环加热 模具进

行硫化，使橡胶履带整体硫化程度

均匀，产品各部位性能更稳定，同

时降低生产能耗

3.1.3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3 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简介排

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 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能源品种

1 生产车间、锅炉等 电力、天然气

计量设备情况：2023 年排放单位主要计量设备情况见表 3-2.

表 3-2 排放单位计量设备情况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排放单位具有较为详细的能耗汇总表，其中包含电、

蒸汽的消耗量。

-年度能源统计报表：排放单位在 2023 年期间做过如：《工业企业能源购进、

消费及库存》相关的年度能源统计报表。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正确。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确认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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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属实：

-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核算边界以独立法人为边界；

-排放单位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都已纳入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3。

表 3-3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序号 排放源类型 主要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位置

备注(2023 年设施变化情况：

新投产、退出、替代)(2023 年

设施变化情况：新投产、退出、

替代)

1
购入的电力、蒸

汽产生的排放
设备、锅炉等 厂区内 /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放设施，

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要求，且排放

设施的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23 年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方法符合《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情况。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

水 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

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及抽样验证，具体结果如下。

3.4.1.1 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 活动水平数据 1—— 净购入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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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3 年 4036

单位 万 kWh

数据来源 《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电表/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月累计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天记录、每月及每年进行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校正一次

数据核对
将统计的《能源汇总表》与《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电力

消耗量数据进行核对，经核对电的消耗量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全厂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

据自排放单位《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经核对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2 天然气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 天然气消耗量

表 3-5 对净使用天然气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3 年 34.64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月累计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天记录、每月及每年进行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校正一次

数据核对

将《能源汇总表》与《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天然气消耗量数

据进行核对，经核对天然气的消耗量数据一致。低位发热量为329.8GJ/

万 Nm³，单位热值含碳量为 0.0153tC/GJ，经沟通确认含碳量为 5.05

吨碳/万 Nm³。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全厂净购入天然气消耗量数据

自排放单位《财务能源消耗结算统计数据》,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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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23 年度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选取的

直 接排放因子和间接排放因子均为缺省值。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

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3.4.2.1 净购入使用电量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净购入使用电量排放因子

表 3-6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排放因子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3 年 5.703

单位 tCO₂ /万 kWh

数据来源 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初始及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消耗排放因子数

据正确。

3.4.2.2 净购入使用天然气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2——净使用天然气排放因子

表 3-7 对净使用天然气排放因子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3 年 5.05

单位 吨碳/万 Nm³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经核准，核查组确定初始及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排放因子

数据正确。

3.4.3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

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计算方法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要求一致。在温室气体核算过程中，企

业实测数据按企业计量器具检测精度收集数据，缺省数据按照标准要求引用数据；

所有核算数据保留 2位小数(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年度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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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 tCO2。

表 3-10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万 kWh)

CO₂ 排放因子

(tCO₂ /万 kWh)

碳排放量

(tCO₂ )

2023 4036 5.703 23017.308

表 3-11 净使用天然气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使用天然气消耗

量(万 Nm
3
)

含碳量

(吨碳/万 Nm
3
)

碳氧化率

（%）

碳排放量

(tCO₂ )

2023 34.64 5.05 99 635.18

表 3-17 排放单位 CO2 排放总量

年份 2023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23017.308

净购入天然气对应的排放(tCO2e) 635.18

总排放量(tCO2e) 23652.488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1.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

一致；

3.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

执行；

4.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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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在所有不符合项

关闭之后，核查组对排放单位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 2023 年排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4.2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年份 2023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23017.308

净使用天然气对应的排放(tCO2e) 635.18

总排放量(tCO2e) 23652.488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

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5.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温室气体核算

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 建议排放单位尽量培养自行测量能力，如实有困难，可考虑委托有资质

的测量机构协助测量；

3)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分设施排放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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