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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林药业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核查报告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响应国家和北京市关于“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嘉林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嘉林药业”）委托北京联

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简称“联合智业”）依据《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1

部分 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ISO

14064-3：2018温室气体 第3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对其

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温室气体清单及排放情况进行核查，对相关管理

过程进行梳理确认，验证核查方温室气体量化数据、量化方法及量化结果是否符

合ISO 14064-1及相关规范指南的要求。

1.2 核查范围

根据ISO 14064-1标准要素，本次核查范围为嘉林药业法人和地理边界内2022

年度生产经营活动引起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量。核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及范围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

（N2O）、三氟化氮（NF3）、六氟化硫（SF6）以及氢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

碳化物（PFCs）等。

本次核查覆盖的时间段为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1.3 核查准则

核查组核查过程中遵循以下核查准则：

（1）《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1部分 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2）《ISO 14064-3：2018温室气体 第3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

范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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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4）《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5）《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6）《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7）《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8）《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9）组织核算GHG排放时使用的标准、指南、规范等；

（10）组织制定的与GHG量化和报告相关的制度

（10）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1.4 保证等级

合理保证等级。

1.5 重要性偏差限值

规定为：不高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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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联合智业根据相关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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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查组工作成员如下表 2-1所示：

表2-1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

1 姜普娟 组长
核查任务策划、计划制定、现场访问、文件收集、

清单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及核查报告撰写等。

2 陆大玮 生产运营部部长 数据复核、独立评审

2.2 数据收集、文件评审

核查组依据核查准则及计划，于 2023年 7月 5-6日对受核查方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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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基本信息、组织边界、核算边界、排放源和汇信息、直

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相关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排放设施、监测计划、测量设备安

装及校验情况及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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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的边界和排放源识别，边界包括组织边界、报告边界和设施边

界等；

（2）报告的负责人及负责机构相关信息；

（3）生产工艺情况，所有排放设施及对应的排放源情况；

（4）活动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5）直接排放、间接排放活动数据和信息、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6）能源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7）能源管理状况及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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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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现场访问

核查组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财务

数据调取、能源使用数据流调取、会议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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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及主要内容如下表 2-2所示：

表2-2 现场访问实施情况汇总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
部门 访谈内容

9:00-
17:00

黄占周/主任助理

邢立浩/副主任

张小纯/设备主管

盖鹏飞/副主任

生产车间办公室

生产管理办公室

设备动力办公室

安全环保工程办公室

1、单位基本情况。

2、生产工艺流程及流程图

3、组织边界、核算边界和排放设施。

4、排放源和汇

5、活动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

的信息流。

6、交叉校验排放的信息与其它来源的

数据。

7、能源介质购入财务信息与其它来源

的数据。

8、计量、监测设备的安装、运行、校

准情况。

9、温室气体排放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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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0日完成了现场核查；

2）核查组于2023年7月18日完成了报告初稿并提交联合智业内部独立于核查

组的评审组对报告初稿进行技术和数据评审。技术评审完成后，核查组于2023年7

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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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将报告提交联合智业质量技术部进行一

致性和完整性检查，之后报至技术总监审核，由总经理签署批准，经批准的报告

由核查组在线提交，并交付至受核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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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查阅嘉林药业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现场访谈，确认基本信息

如下：

嘉林药业为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东区靓丽四街3号，2012年2月22日成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现有职

工165人。嘉林药业建有两个生产车间，包括固体制剂车间和注射剂车间。固体制

剂车间共3层，一层为生产阿托伐他汀钙片20mg的专用车间，二层为可生产片剂和

胶囊的综合车间，三层为抗肿瘤车间。设计年产9.6亿片片剂，2亿粒胶囊剂。

受核查方地理位置图及厂区平面图见图3-1和图3-2。

图3-1 公司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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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厂区平面图

3.1.1 组织架构

受核查方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面具体工作由安全环保工程办公室负责，

其组织机构图如下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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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组织架构图

3.1.2 受核查方的主要生产工艺

嘉林药业主要产品为阿托伐他汀片剂和胶囊。阿托伐他汀钙片20mg的生产在

固体制剂车间进行，各工序的生产场所为指定名称的操作间。原辅料的称量分料、

粉碎过筛、制粒、干燥、整粒、总混、压片、包衣等工序均是在D级洁净区。生产

区的划分和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3-4。内包及外包工序标示在图3-4中仅供参考。

主要工艺流程说明如下：

（1）领料：按《车间领料、退料操作规程》从库房领取经检验合格的原辅料。

按《物料进出生产区操作规程》中的相关规定将物料送至外清检测间，并与中间

站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

（2）粉碎过筛

操作过程：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副

本）》，且在有效期内。按照生产指令领取所用的原辅料，核对原辅料的品名、

规格、物料编码、批号、数量及原辅料检验报告单，与中间站管理员办理物料交

接手续。

称量：按生产指令和《称量岗位操作规程》在称量间准确称量本批生产所用

的各种原辅料，所称量好的物料分别装在洁净的200L不锈钢桶和300L混合桶中，

贴好物料标签移至称量后暂存间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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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按《FTM-207离心过筛机操作规程》安装筛网，将称量好的乳糖过筛，

过筛时设定转速；微晶纤维素过筛、过筛时设定转速。

预混粉碎：将过筛后的乳糖和称量好的阿托伐他汀钙放入300L混合桶，按

《GTH-300单立柱混合机操作规程》设定转速，混合后转入FHM-67型锤式粉碎机，

按《FHM-67型锤式粉碎机操作规程》进行粉碎，粉碎机安装规定目数的筛网，设

置转速，粉碎后的物料装于洁净的200L不锈钢桶内，做好物料标识，填写物料交

接单，送入粉碎后暂存间。

清场：操作完毕，按生产区清洁管理规程和相关设备清洁操作规程的规定进

行清洁清场，及时填写岗位批生产记录、相关辅助记录，计算本工序收率及物料

平衡。

（3）制粒、干燥和整粒

操作过程：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副

本）》，且在有效期内。按照生产指令领取该工序所用的原辅料，核对原辅料的

品名、规格、物料编码、批号、数量及原辅料检验报告单。

制黏合剂：先将处方量纯化水倒入粘合剂配制罐中加热至规定温度，边搅拌

边缓慢加入处方量粘合剂，搅拌至无明显团块后溶胀备用，使用前加入处方量乙

醇，搅拌均匀。备用。使用前安装粘合剂过滤器，过滤器内置100目筛网。

制粒

制湿颗粒：将经确认的微晶纤维素、 混合粉、交联聚维酮、碳酸钙加入湿法

混合制粒机中，按《GHL-800湿法混合制粒机操作规程》操作，第一步：干混合，

混合 ；第一次制粒：加入规定量粘合剂，粘合剂加完后，在搅拌运行，第二次制

粒：加入规定量粘合剂，在搅拌，切碎运行规定时间，然后在搅拌，切碎下再运

行规定时间，制粒完毕后出料。

干燥：按《FL-300CYZ沸腾干燥机操作规程》执行操作，将制好的湿颗粒吸

入FL-300CYZ沸腾干燥机中。调节比例阀，风机转速；然后设置进风温度在范围

内。当锅内物料温度达到时，停机，完成干燥。干燥完毕后准备整粒。

整粒：按《RTZK-600提升式真空出料整粒机操作规程》执行操作，将干燥好

的颗粒吸入600L中转桶，通过整粒机整粒，整粒机转速按照规定设置。整粒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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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直接进入到连接好的1500L混合桶中。

清场：操作完毕，按生产区清洁管理规程和相关设备清洁操作规程的规定进

行清洁、清场，及时填写岗位批生产记录、相关辅助记录，计算本工序收率及物

料平衡。

（4）总混

操作过程

总混：将装有颗粒的1500L混合桶移入SGTH-1500双立柱混合机中，加入指令

量外加，按《SGTH-1500双立柱混合机操作规程》开机混合。混合后，填写请验

单，由质监员取样测含量和水分；取样后，混合桶外粘贴物料交接单，与中间站

管理员称量复核，办理颗粒入站手续。

清场：操作完毕，按生产区清洁管理规程和相关设备清洁操作规程的规定进

行清洁、清场，及时填写岗位批生产记录、相关辅助记录，计算本工序收率及物

料平衡。

压片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

（副本）》，且在有效期内。按照生产指令核对颗粒的品名、规格、物料编码、

批号、数量及检验报告单，与中间站管理员办理颗粒出站手续。

领料：从中间站将检验合格的颗粒领出，车间工艺员依据颗粒检验报告中颗

粒含量计算应压片重，计算方法为：应压片重=标示量/颗粒含量，片重差异在应压

片重的±4%内。

安装调试：确认模具正确后，按照所用型号压片机的操作规程的要求安装好

上、下冲，调整使设备空车运转正常。按照金属检测仪操作规程进行测试，使运

转正常。

调试及压片：将颗粒加入料斗中，根据工艺员下发的片重范围，调节充填量

和设备压力间断地进行低速试压片操作，压片主压力控制，工料靴速度设置，主

压力公差范围控制在合适范围，预压力根据压出素片的质量适当设置，调整过程

中不断取样，按工艺要求对素片进行检验，直至平均片重、外观、硬度等控制指

标达到工艺要求。压片：试压片结束后，按照《GZPTS-75双出料高速压片机操作

规程》或《K720高速压片机操作规程》进行连续压片，压片速度控制在15-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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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h），在压片过程中按工艺要求对平均片重、外观、硬度等控制指标进行监测，

确保其在控制范围内并及时做好记录。

待验：压好的片子通过上旋筛片机和金检仪装入洁净的200L不锈钢桶中，通

知质监员取样后，送往中间站，按规定与中间站管理员办理交接好相关手续。

清场：操作完毕，按生产区清洁管理规程和相关设备清洁操作规程的规定进

行清洁、清场，及时填写岗位批生产记录、相关辅助记录，计算本工序收率及物

料平衡。

（5）包衣

操作过程：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

（副本）》，且在有效期内。确认包衣机及其配套的除尘和加热系统连接正确，

运转正常。

配制包衣液：称取指令量的95%的乙醇、纯化水依次加入包衣液专用搅拌桶中，

在搅拌情况下慢慢加入指令量的包衣粉，继续搅拌至目视无团块后继续搅拌2-4小

时。使用前安装包衣液过滤器，过滤器内置100目筛网。

包衣：

领料：仔细核对待包衣素片品名、批号、物料编码、规格、数量无误后，与

中间站管理员办理素片出站手续，将检验合格的素片领出。

安装调试：按《LDB-400流动层包衣机操作规程》的要求安装包衣机喷枪及其

他部件，试运转无异常后，适当设置进风风机转速和出风风机转速，将筒内压力

调整好。调整包衣用压缩空气压力，调整设置雾化压力、喷枪压力及喷枪清枪间

隔时间等参数，锅外调试好包衣喷雾系统。

素片预热：按《GDT-200提升机操作规程》将素片加入包衣锅中，打开排风风

机，开机点动低速转动。当出风温度达到规定温度，调节包衣液流量，调整喷枪

位置，开始喷包衣液。

包衣：缓慢提高包衣锅转速；注意调节流量 ，控制进风温度，使出风温度保

持合适范围；包衣过程注意包衣片面情况，及时调节使喷雾和干燥二者达到动态

平衡。监测包衣增重，当素片增重达到时，检查确认包衣片外观合格后停止喷包

衣液，关闭进风加热，干燥并使出风降低。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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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场：操作完毕，按生产区清洁管理规程和相关设备清洁操作规程的规定进

行清洁、清场，及时填写岗位批生产记录、相关辅助记录，计算本工序收率及物

料平衡。

（6）内包装：

操作过程：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副

本）》，且在有效期内。

领取内包材。领取待包装产品。

开机，调整设备，将包材及待包装产品装入机器，启动机器，开始内包装。

（6）外包装：

操作过程：

生产准备:按规定完成生产前的各种确认和检查，确认操作间有《清场记录（副

本）》，且在有效期内。

领取外包材，开启自动包装线，进行装盒，裹包，赋码，装箱，贴签，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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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生产工艺流程图

3.1.3 主要排放设施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品种为电力和天然气，主要排放设施详见附件 5。

3.2 排放单位的边界和排放源

3.2.1 组织边界

受核查方以公司为单位，注册和经营地址同为北京市北京市通州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区靓丽四街3号，且仅有这一处场所，因此排放单位的组织边界为嘉林药

业所属的北京市北京市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靓丽四街3号厂址内受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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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活动，组织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于控制权的所有设施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汇总。经核查组织边界地理范围内不涵盖非属组织所有的其他设施，地

理范围外也不存在属于组织所有的设施。厂区平面图、地理位置图及组织机构图

分别如图3-1、3-2和3-3所示。

3.2.2 报告边界和排放源

（1）报告边界

根据 ISO14064-1的要求识别的受核查方报告边界为位于北京市北京市通州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靓丽四街 3号的嘉林药业有限公司组织边界内的所有设施直

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

本次核查为首次核查，不涉及基准年不存在报告边界变化。

（2）排放源

根据 ISO14064-1定义的温室气体种类，本次核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及范围包括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三氟化氮（NF3）、六氟化

硫（SF6）以及氢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碳化物（PFCs）等。

通过现场调研、访谈及查阅受核查方主要设备台账（详见附件 5）、能源消耗

记录台账等，确认报告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情况如表 3-1所示。

表 3-1排放设施及排放源识别

排放

类型
类别 设施/活动 排放源

产生的温室气体种类

CO2 CH4 N2O NF3 SF6 HFCs PHCs

直 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过程产生排放
锅炉 天然气燃烧 √ √ √

冷媒补充

水冷螺杆

机组、空

调等制冷

设备

HCFC-R22

化粪池

员工生活

化粪池排

放

甲烷 √

灭火器充装
二氧化碳

灭火器
二氧化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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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类型
类别 设施/活动 排放源

产生的温室气体种类

CO2 CH4 N2O NF3 SF6 HFCs PHCs

间接

排放

所消耗的外购

电力产生而造

成的温室气体

排放

用电设备

电力生产过

程中化石燃

料燃烧

√

说明：1）受核查方不对外供电和热力；

2）受核查方不涉及生物质燃烧相关排放；

3）受核查方原料运输、废弃物运输、成品运输等运输环节产生的间接 GHG排放、受

核查方使用的产品产生的间接 GHG排放、与使用受核查方产品相关的间接 GHG排放

和其它来源的间接 GHG排放在技术上难以量化，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盘查

技术、财务支持等因素，暂不考虑其排放源的识别以及盘查和核查。符合 ISO14064-1
的要求。

4）受核查方使用的制冷剂为 R22，不包含在 ISO14064 规定的温室气体类别中，因此

本报告中未进行核算。

3.3 基准年温室气体清单

3.3.1 选择和确定基准年

根据排放单位的实际情况，温室气体盘查和核查的基准年设定为组织首次按

照ISO14064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2022年。

3.3.2 重新计算温室气体清单

受核查方2022年度为盘查和核查基准年，不涉及重新计算温室气体清单。

3.4 温室气体量化

3.4.1 核算方法、数据的符合性

（1）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 2022年度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包含固定源锅炉燃料天然气燃烧、二氧

化碳灭火器充装及员工化粪池甲烷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引起的间接排放。

由于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均难以直接测量其排放量，因此选择排放因子法来

量化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ISO14064系列标准》的要求。

受核查方 2022年度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具体如下。

1）直接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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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3.2.2部分的描述，受核查方直接排放包含固定排放量（锅炉）化石燃料

（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灭火器充装及员工化粪池甲烷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包括 CO2，CH4和 N2O。计算方法为：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全球暖化潜势(GWP)。计算公式如下：

)
1

i i

n

i
i GWPEFADE 



（直接 （1）

式中：

直接E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所有直接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e）；

iAD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温室气体对应的直接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单

位为吉焦（GJ），千克（kg），人；

,iEF --第 i种温室气体对应的直接排放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每吉焦（tCO2/GJ），千克甲烷每人（kgCH4/人）；

iGWP --第 i种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全球增温潜势值；

i—直接排放源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代号，受核查方直接排放涉及的温室气体

种类包括 CO2，CH4和 N2O。

2）间接排放

根据 3.2.2部分的描述，受核查方间接排放包含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为 CO2。具体计算如下：

电电电 EFADE  （2）

式中：

电E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消耗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e）；

电AD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消耗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EF --电力生产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3）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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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直接 EEE  （4）

式中：

E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直接E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电E ----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2）数据的符合性

根据 3.2.2部分的描述，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包含固定源锅

炉燃料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灭火器充装及员工化粪池甲烷产生的 GHG直接排放

和外购电力引起的 GHG间接排放。

1）活动数据

受核查方锅炉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根据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确定，消耗量

数据记录齐全。室内灭火器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器采用填充法进行计算，

数据来源于消耗量统计表，由财务部负责统计。化粪池散逸排放甲烷的活动水平

数据由人力资源部提供的员工人数。

2）排放因子

锅炉消耗天然气燃烧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 CO2、CH4和 N2O，CO2排放

因子来源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化粪池甲烷散逸排放因子

采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和《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默认值以及受核查方提供的员工工作时间进行计算。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来源于《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要求 其他行业》（DB11/T

1787-2020）。

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值来源于《IPCC第 5次评估报告》。

所有排放因子的数据获取方式符合 ISO14064-1的要求。

受核查方在日常能源使用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及能源消耗统计

报表制度。数据统计及结算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结算要求。核查组通过与

对应发票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受核查方提供的能源活动水平数据准确、可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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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符合性情况汇总如表 3-2所示。

表 3-2排放单位数据符合性

数

据

类

型

排放

类型

耗能种

类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参数描述/说明 数据来源

活

动

数

据

直接

排放

天然气

消耗量 52.12 万 Nm3

主要用于燃气锅炉产生

蒸汽和热水，供生产车

间及厂区供暖，每月根

据消耗记录进行统计记

录，每年汇总。数据无

缺失。

能源购进、消费与

库存表

低位热值 38931 kJ/m3 /
《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2021年）》

二氧化

碳
散逸量 18 kg

受核查方使用二氧化碳

灭火器使用二氧化碳散

逸

灭火器充装记录

甲烷 散逸量 165 人
员工生活化粪池甲烷散

逸

受核查方提供的员

工人数

间接

排放
电力 国网电量 2364.36 MWh

主要用于生产耗电设

备、照明办公区等。数

据无缺失。

2022 年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表，采

用购电结算单进行

交叉核对。

排

放

因

子

直接

排放
天然气

CO2 56.1 kg/GJ CO2排放因子

《2006 年 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

CH4 0.001 kg/GJ CH4排放因子

《2006 年 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

N2O 0.0001 kg/GJ N2O排放因子
《2006 年 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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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类

型

排放

类型

耗能种

类
参数名称 数据 单位 参数描述/说明 数据来源

南》

灭火器 CO2 1 kgCO2/kg 填充法计算

《2006 年 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

化粪池 CH4 0.7500 kgCH4/人
每位员工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产生和排放

甲烷系数

根据受核查方员工

工作天数（300天）、

每天工作时长（8小

时）、《城镇生活

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及《 2006 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指南》中的排

放因子计算所得。

间接

排放
电力

CO2排放

因子
0.604 tCO2/MWh /

《二氧化碳核算和

报告要求 其他行

业 》 （ DB11/T

1787-2020）默认值

全

球

变

暖

潜

值

直接

和间

接排

放

GWPCO2 CO2 1 / CO2全球升温潜值
《IPCC第 5次评估

报告》

GWPCH4 CH4 28 / CH4全球升温潜值
《IPCC第 5次评估

报告》

GWPN2O N2O 265 / N2O全球升温潜值
《IPCC第 5次评估

报告》

GWP CO2 1 / CO2全球升温潜值
《IPCC第 5次评估

报告》

（3）数据监测情况及计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嘉林药业涉及到的计量设备包括电表和蒸汽流量计，活动数据的监测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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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检定/校验情况如下表 3-3所示。

表 3-3 数据监测及监测设备检定/校验情况

3.4.2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1）直接排放量计算

根据 3.2.2部分的描述，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包含固定源锅

炉燃料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灭火器充装及员工化粪池甲烷产生的GHG直接排放。

GHG直接排放量计算如下表 3-4所示。

表 3-4 直接排放量计算

能源种

类

活动数据

（万 Nm3，t，人） 排放因子

（kg/GJ，
kg/kg）

温室气

体类型
GWP

排放量

（tCO2e）消耗量

（万 Nm3）

低位热值

（GJ/万 Nm3）

天然气 52.12 389.31

56.1 CO2 1 1138.233

0.001 CH4 28 0.00

0.0001 N2O 265 0.00

二氧化

碳
0.018 1 CO2 1 0.018

甲烷 165 0.7500 CH4 28 3.47

合计（CO2e） 1141.72

（2）间接排放

监测参数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 监测设备检定/校验情况

天然气 流量计 连续监测 每月记录 由供方负责检定/校验

电力消耗量 电表 连续监测 每月记录 由供方负责检定/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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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 2022年度间接排放包含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由于 2022年受核查

的电力消耗来源于电网，因此 2022年度间接排放仅包含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具体计算如下表 3-5所示。

表 3-5 间接排放量计算

排放源
活动水平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温室气体类型 GWP 排放量

（tCO2e）

外购电力 2364.36 0.604 CO2 1 1428.07

合计 1428.07

（3）排放量汇总

受核查方 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结果如下表 3-6所示。

表 3-6 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排放量（tCO2e）

直接排放 1141.72

间接排放 1428.07

合计 2569.79

3.4.3 不确定性分析

数据的不确定性评估需要考虑活动数据类别、排放因子等级和仪表矫正等级

三个方面，按照活动数据分类的赋值、排放因子分类的赋值和仪器校正分类赋值

计算出平均值，再乘以各排放源百分比，然后进行加总得到总体不确定性评分。

本次核查显示，排放源数据的不确定性评估结果为 3.9629。

3.5 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受核查方主要排放源为消耗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2022年拟实施的减排措施

见表 3-7。

表 3-7 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预计节能/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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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灯清洁能源改造 厂区 43个路灯全部改造为太阳能灯
预计施后年可减少电力消

耗 1.4万 kWh。

4 核查结论

联合智业对嘉林药业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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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联合智业按照《ISO 14064》系列标准、《二氧化

碳核算和报告要求 其他行业》（DB11/T 1787-2020）的要求及相关标准法规对嘉

林药业 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化进行核查及技术复核，确认受核查方 2022 年

度温室气体量化方法、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核算结果符合 ISO14064-1要求。

4.2 本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联合智业确认受核查方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

31日核算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下：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量=汽油燃烧、制冷剂消耗及化粪池产生的直接排放量

+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1141.72tCO2e+1428.07tCO2e=2569.79 tCO2e。

4.3 核查相关说明

本次核查提供的合理保证等级与商定的核查目的、准则和范围相一致。

4.4 数据准确性说明

组织 GHG声明不存在重要性偏差，组织不存在限制条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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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未覆盖问题。



22

5 附随材料

附件1：现场问题清单

附件2：营业执照

附件3：2022年度的能源统计报表、统计台账及电力结算单

附件4：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附件5：计量器具清单

附件6：天然气流量计校验报告



23

附件1：现场问题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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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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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022年度的能源统计报表、统计台账及电力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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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冷剂消耗量统计表

设 备

名称

型号 功 率
Kw

制 冷 量
Kw

冷 媒 种

类

2022 年

充 装 量
kg

设备铭牌拍照 安装

位置

水 冷

螺 杆

机组

RSW-0500-
2BFW21R00A

298.6 1760.8 R22 454 4 号

楼冷

站

水 冷

螺 杆

机组

RSW-0500-
2BFW21R00A

298.6 1760.8 R22 454 4 号

楼冷

站

分 体

挂 壁

式 空

调

KFR-32W-L11
20

1.54 3.2 R22 0 锅炉

房二

层

分 体

式 房

间 空

调器

KFR-35W/201
3

2.0 3.55 R22 0 锅炉

房实

验室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72W-C01 3.2 7.2 R22 0 锅炉

房值

班室

分 体

挂 壁

式 空

调器

KFR-23W-E11
8

0.91 2.3 R22 0 东门

卫保

安值

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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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体

式 房

间 空

调器

KFR-35W/201
3

2.0 3.55 R22 0 东门

卫

休息

室

分 体

式 房

间 空

调器

KFR-50W/061
3

3.2 5.25 R22 0 东门

卫

消防

中控

室

分 体

热 泵

型 挂

壁 式

房 间

空 调

器

KFR-50W/F+3 2.3 5.25 R22 0 东门

卫网

络机

房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72W-C01 3.2 7.2 R22 0 食堂

后厨

空调

分 体

挂 壁

式 空

调

KFR-32W-L11
20

1.54 3.2 R22 0 食堂

洗消

间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72W-C01 3.2 7.2 R22 0 9 号

楼消

防中

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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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体

热 泵

型 挂

壁 式

房 间

空 调

器

KFR-50GW/A
aD3

3.4 5.06 R22 0 VOC
值班

室空

调

模 块

式 风

冷 冷

水 机

组

KMS015D3-01 15.5 50.5 R410A 0 生产

车间

称量

间冷

水机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72W-C01 3.2 7.2 R22 0 制水

间值

班室

分 体

热 泵

型 挂

壁 式

房 间

空 调

器

KFR-35W/ND
01-3

1.6 3.5 R410A 0 5 号

楼车

间空

调值

班室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120LW/
SDY-PA400(D
3)

8.1 12 R22 0 5 号

楼 1
层变

电所

分 体

落 地

式 空

调器

KFR-120LW/
SDY-PA400(D
3)

8.1 12 R22 0 5 号

楼 1
层变

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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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 式

空调

KFRd-125LW/
51BBC 13

8.6 12.5 R22 0 9
号配

电站

房东

南侧

柜 式

空调

KFRd-125LW/
51BBC 13

8.6 12.5 R22 0 9 号

配电

站房

南侧

分 体

式 房

间 空

调器

KFR-50LW/06
ZAC 13

1.6 5.25 R22 0 9 号

配电

站值

班室

分 体

挂 壁

式 空

调器

KFR-32W-A01 1.5 3.2 R22 0 9 号

配电

站值

班更

衣室

分 体

挂 壁

式 空

调器

KFR-32GW/D
Y-DH400(D3)

2.0 3.36 R22 0 污水

站在

线监

测间

分 体

热 泵

型 挂

壁 式

房 间

空 调

器

KFR-35W/NF
+3

1.6 3.5 R22 0 污水

站控

制室

分 体

式 房

间 空

调器

KFR-23W/121
3T

1.5 2.36 R22 0 污水

站值

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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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体

热 泵

型 挂

壁 式

房 间

空 调

器

KFR-50W/R3J
+2

2.48 5.25 R32 0 7 号

生产

厂房

维修

间

（3）灭火器充装量统计表

名称 数量（具） 填充量（kg/具）

二氧化碳灭火器 6 3

（4）2022年度电力缴费通知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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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1、安装地点 设备名称 耗能种类
每台容量

kw 数量台 总功率 kw

锅炉房 锅炉 SEG-304/1.0 天然气 3.2MW 1 3.2MW
锅炉房 锅炉 SEG-304/1.0 天然气 3.2MW 1 3.2MW

二期 1号，2号，

3号楼
空调、VOC设备 电力 800 —— 900

4号药品暂存车

间
制冷机组 电力 300 2 600

二期 1号，2号，

3号楼
办公、食堂设备 电力 600 —— 600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空压机 电力 100 3 300

VOC净化设备 制粒电加热 电力 125 2 250
14号消防泵房 消火栓泵 电力 75 3 225
VOC净化设备 包衣电加热 电力 100 2 200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二层
洁净空调 电力 25 8 200

14号消防泵房 喷淋泵 电力 90 2 180
二期 2号楼 照明、其他 电力 132 1 132
二期 1号楼 照明、其他 电力 120.8 1 120.8

4号药品暂存车

间
冷冻水循环泵 电力 55 2 110

4号药品暂存车

间
冷却水循环泵 电力 55 2 110

二期 3号楼 照明、其他 电力 108 1 108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三层
QA、QC 电力 100 1 100

全厂 电梯 电力 15 6 90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高效湿法混合制粒机 电力 73 1 73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高效湿法混合制粒机 电力 73 1 73

11号污水站 污水站 电力 70 1 70
总变电室 变压器主变 A 电力 - - 变压器

总变电室 变压器主变 B 电力 - - 变压器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沸腾干燥制粒机 1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

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沸腾干燥制粒机 2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

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流动层包衣机 1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

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流动层包衣机 2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

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热风循环烘箱 1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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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热风循环烘箱 2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一层
热风循环烘箱 3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备

纯化水制备室 制备系统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备

5号固体制剂生

产厂房二层
洁净空调 蒸汽 - 1 工艺蒸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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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计量器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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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天然气流量计校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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