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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相关环境披露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接受

社会监督，特委托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产品的碳足迹排放

情况进行研究，出具碳足迹报告。

1 基本信息

1.1 企业概况

武汉船用机械厂（461厂）始建于1958年，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

成员单位和骨干配套企业，2003年12月31日改制更名为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占地面积108万平方米，现有员工2200人，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历经

六十多年持续稳定发展，公司逐步形成了集大型成套装备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

于一体，以军为本、军民结合、多业并举的经营格局，产品涉及防务装备、交通

物流、能源装备和焊接材料等多个领域，其中舰船装备居国内行业领先地位，既

是我国防务装备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内民船配套领域的旗舰企业。

公司为国家认定的重点保军企业，始终肩负为海军舰艇配套特种装备的使

命，已为国防建设提供了数千套优质装备，产品涉及海军水面水下所有专项工程，

并承担了多项新型重点装备研制任务，为防务装备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公司

为国内民船配套的龙头企业，长期从事船用特辅机的研制生产，拥有门类齐全的

专业化配套能力，并提供完整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生产经营规模稳居国内同行

之首，用户遍及国内国外主要船厂船东。公司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全面发展海工

装备产业，形成了甲板与拖带系统、海洋起重设备、推进及动力定位系统、液货

装卸系统和平台升降系统等五大产品系列，具备从设备研制到系统集成和多功能

支持性平台总装建造的核心能力，确立了在海工装备领域的优势地位。公司大力

发展应用产业，并在焊接材料、港口装备、桥梁产品、水电成套、燃气轮机等领

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司在青岛投资建设了大型现代化装备制造基地，现已成

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港口装备制造企业。公司旗下的武汉铁锚焊材股份公司，为

国内特种焊材的主要生产厂家，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行业领先。公司致力发展桥

梁和大型钢结构功能部件，拥有国际一流的研发设计能力和专业化的生产能力，

研制生产的索鞍索夹、桥梁支座及减隔震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桥梁和建筑等领

域。

公司生产实力雄厚，拥有一流的厂房设施和技术装备，具备各类大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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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精密复杂零部件的系统加工能力和整机装备核心制造与总装总试能力，并配

有完善的科研试验设施和技术检测设备，能够满足各种大型成套装备的研制生产

要求。公司面向高端装备发展，深入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着力打造行业领

先的数字化车间，全面提升了企业智能制造能力和产品智能化水平，成为首个跻

身“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的船舶配套企业。

公司为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以博士为核心、硕士为主体的近700人

的技术研发团队，建有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先进的研发设计平台，先后通过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认定，获批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承

担了包括国家863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专项、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内的一大批国家

级科研项目，主要产品研制始终保持与国际先进技术发展同步，多项研制成果填

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产品描述

锚绞机是用于收放锚及锚链的机械，由 2台 K92U3起锚机和 7台 196kN系

泊绞车组成，经过下料、焊接、热处理退火、机加工、面漆、装配、调试和试验

后完成发运。具有工作效率高、结构紧凑、安装方便、运转安全、使用寿命长、

运转噪声低等特点，已成功用于 3000艘以上各种类型的商用船舶。

图 1 锚绞机产品

2 编制依据

本报告碳足迹量化与报告依据下列国际标准：

ISO/TS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关于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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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3 目的和范围

3.1 目的

本碳足迹报告的目的是通过量化产品的生命周期或选定过程所有显著的温

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核算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锚绞机产品全生命周

期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3.2 功能单位

本报告的功能单位被定义为生产一台锚绞机产品。

3.3 系统边界

本报告界定的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大门”，分为三个阶段：

原辅料与能源生产、运输阶段、产品生产阶段，如图 2所示。

图 2 锚绞机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3.4 取舍原则

本报告采用的取舍原则以各项原材料投入占产品重量或过程总投入的重量

比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1) 普通物料重量<1%产品重量时，以及含稀贵或高纯成分的物料重量<0.1%产

品重量时，可忽略该物料的上游生产数据；总共忽略的物料重量不超过 5%；

2) 低价值废物作为原料，可忽略其上游生产数据；

3) 大多数情况下，生产设备、厂房、生活设施等可以忽略；

4) 在选定环境影响类型范围内的已知排放数据不应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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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有原辅料和能源等消耗都关联了上游数据，其中原材料中无石棉占

产品重量的 0.25%，根据取舍原则，本报告忽略了上述原材料无石棉的上游生产

排放。

3.5 时间边界

本报告收集了报告编制期过去一年（2023年）企业全年数据进行产品碳足迹

的核算，可满足数据代表性要求。

4 单元过程数据收集

记录的与产品有关的数据应包括该产品系统边界范围内的所有温室气体排

放。碳足迹分析所需的数据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

4.1 初级数据

本报告初级数据包括企业单位产品原辅料消耗量、单位产品能源（电力、柴

油、汽油、天然气）消耗量、原辅料运输距离。本报告收集了企业 2023年全年

初级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企业实际生产统计记录。所有现场收集数据均转换为单

位产品，且有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企业现场数据

收集时保持了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4.2 次级数据

本报告次级数据包括原辅料与能源的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的碳排放因子，数

据来源选择了代表中国国内最新平均生产水平的公开 LCA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

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和相关科研论文，数据库中数据的系统

边界是从资源开采到原辅料或能源产品出厂为止。

5 碳足迹计算与分析

根据本报告确定的系统边界和取舍原则，企业碳足迹具体包括原辅料和能源

的生产、输送及使用等阶段的排放和企业产品生产阶段的排放。

5.1 原辅料的生产

锚绞机由 2台 K92U3起锚机和 7台 196kN系泊绞车组成，按照材质可分为

钢材、铜、铁制品、无石棉、橡胶，根据取舍原则，本报告忽略了无石棉的上游

生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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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辅料的生产环节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表

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钢材消耗量 t 43.04 初级数据

钢材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2.23 次级数据

铜消耗量 t 0.44 初级数据

铜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5.80 次级数据

铁制品消耗量 t 2.82 初级数据

铁制品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2.05 次级数据

橡胶消耗量 t 0.55 初级数据

橡胶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2.50 次级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105.70

注：橡胶上游排放因子中引用论文“杨东,刘晶茹,杨建新,等.乘用车子午线轮胎碳足迹分析

[C]//2014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2014.”中合成橡胶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Ecoinventv2.1数据

库。

5.2 原辅料的运输

表 2 原辅料的运输环节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表

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钢材 1消耗量 t 16.07 初级数据

钢材 1运输距离 km 1900 初级数据

钢材 2消耗量 t 7.96 初级数据

钢材 2运输距离 km 5 初级数据

钢材 3消耗量 t 7.05 初级数据

钢材 3运输距离 km 615 初级数据

钢材 4消耗量 t 11.80 初级数据

钢材 4运输距离 km 662 初级数据

钢材 5消耗量 t 0.05 初级数据

钢材 5运输距离 km 360 初级数据

钢材 6消耗量 t 0.12 初级数据

钢材 6运输距离 km 22 初级数据



6

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铜消耗量 t 0.44 初级数据

铜运输距离 km 680 初级数据

铁制品消耗量 t 2.82 初级数据

铁制品运输距离 km 900 初级数据

橡胶消耗量 t 0.55 初级数据

橡胶运输距离 km 8 初级数据

重型货车下游排放因子 kgCO2e/(t·km) 0.049 次级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2.23

5.3 消耗能源的生产和输送

表 3 消耗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环节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表

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电力消耗量 MWh 64.946 初级数据

电力上游排放因子 tCO2e/MWh 0.5257 次级数据

柴油消耗量 t 0.055 初级数据

柴油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0.67 次级数据

柴油运输距离 km 2.9 初级数据

汽油消耗量 t 0.024 初级数据

汽油上游排放因子 tCO2e/t 0.81 次级数据

汽油运输距离 km 2.9 初级数据

天然气消耗量 m3 1329 初级数据

天然气上游排放因子 kgCO2e/m3 0.64 次级数据

重型货车下游排放因子 kgCO2e/(t·km) 0.049 次级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35.05

5.4 锚绞机产品生产碳足迹计算

表 4 消耗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环节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表

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柴油消耗量 t 0.055 初级数据

柴油下游排放因子 tCO2e/t 3.15 次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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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单位 数值 数据种类

汽油消耗量 t 0.024 初级数据

汽油下游排放因子 tCO2e/t 3.04 次级数据

天然气消耗量 m3 1329 初级数据

天然气下游排放因子 kgCO2e/m3 2.16 次级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3.12

5.5 锚绞机产品生产碳足迹计算

表 5 企业锚绞机碳足迹计算表

数据 单位 数值

原辅料生产和运输排放量 tCO2e 107.93

能源的生产和输送排放量 tCO2e 35.05

产品生产阶段排放量 tCO2e 3.12

锚绞机碳足迹 tCO2e/台 146.09

5.6 产品碳足迹数据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锚绞机产品的碳足迹为 146.09 tCO2e/台，产品生命周期

各阶段排放情况如下：

表 5 产品碳足迹数据分析表

阶段 排放（tCO2e） 比例

原料生产和运输 107.93 73.88%

能源生产和运输 35.05 23.99%

产品生产阶段 3.12 2.13%

总计 1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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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品生命周期累计碳足迹贡献比例图

从产品生命周期累计碳足迹贡献比例的情况，可以看出锚绞机产品的碳排放

环节主要集中在原料生产和运输环节，占比高达 73.88%。

6 结论

1)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生产的锚绞机产品碳足迹为146.09 tCO2/

台；

2) 从产品生命周期累计碳足迹贡献比例的情况，可以看出锚绞机产品的碳排放

环节主要集中原料生产环节，占比高达 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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