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7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低碳产品评价方法与要求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英文 Evaluation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of low carbon products - Small 

and medium sized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 2016年

第二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定

计划项目的通知  

计划编号 2016RB096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16年 12 月---   2018年 12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 

1.7 起草组成

员 
于洁、 田晓飞、 李璐 、强雄、陈云松、闫以冰、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无 

1.9 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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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电能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能源之一，是工业社会的动力之源，

中国所有工业用电的近 60%-70％都是通过电动机消耗的。电机是拖动风机、水泵、

压缩机、机床、传输带等各种设备的驱动装置，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市

政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是用电量最大的耗电终端设备。我国电机的整体运行状况，

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机组效率和系统运行效率均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机组效率

约为 75%，比国外低 10%左右，我国电机具有极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在电能的生

产、输送和使用等方面，电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展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行

业低碳管理标准的建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以及行业

的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项目为国内首次制定。但会采纳国家关于行业碳排放管理标准、低碳产品

标准、能效标准相关的原理和定义等： 

（1）按照 GB/T1.1-2000 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2）GB  18613—2011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4）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5）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 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6）GB/T 24050        环境管理  

（7）CQC4101-2014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低碳产品评价方法及要求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负责标准结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要求及技术性指标的把控及确认。 

相关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企业协助提供相关活动水平数据等基础数据。 

3.2 起草阶段 

标准起草准备工作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调研和分析阶段，起草组对北京毕捷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ABB电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等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了充分调研，

积累了大量产品原材料和能源获取、生产制造过程及产品使用阶段能耗等数据，并对

不同额定功率的多个型号的产品进行了碳足迹的分析，从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能科学

的确定产品的系统边界和碳排放基准值。这些都为我们制定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碳产品评价技术规范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为起草阶段。完成了标准的草稿。 

（一）功能单位 

以一台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为低碳产品的评价功能单位。 

（二）评价范围 

针对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评价范围包括产品制造过程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两个

阶段。 

（三）低碳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在低碳产品总体评价指标基础上，通过对产品的制造和使用过程的充分调研和分析，

确定了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低碳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基本要求是对产品在安全、

性能、电磁兼容、上游企业、能源计量器具、产品供应链方面等的定性要求，而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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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评价值要求是在相应的计算方法支持下给出的制造过程、使用过程的数值指标要

求。 

（四）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制造阶段碳排放基准值的确定 

（五）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阶段碳排放基准值的确定 

经过起草小组多次的内部讨论会之后，最终形成了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低碳产

品评价方法与要求的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

阶段 
 

3.4 标准审定阶

段 
 

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低碳产品评价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1000V 及以下的电压，50Hz 三相交流电源供电，额定功率在 0.75--375KW 范围内，极

数为 2极，4极，6极单速封闭自扇冷式，N设计连续工作制的一般用途电动机或一般用途的防爆电动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现行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 755       旋转电机 定额与性能 

GB 14711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用安全要求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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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碳产品 Low carbon products 

指与同类产品或者相同功能的产品相比，碳排放量值符合相关低碳产品评价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的

产品。 

3.2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s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之排放。本评价方法及要求的直接排放为工业过程直接排放和化石燃料燃

烧的能源活动直接排放。 

3.3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s 

指因企业活动所致排放，但该排放的发生源由其他企业拥有或控制。本评价方法及要求的间接排放指

电力消耗产生的能源活动间接排放。 

3.4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每单位活动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系数。 

4低碳产品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本标准涉及的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低碳产品，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4.1.1 满足 GB18613中 2级及以上能效要求 

    4.1.2 满足 GB 14711对电机安全的要求； 

    4.1.3 满足 GB 755对电机性能的要求； 

    4.1.4 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得使用国家限制或淘汰的技术、设备以及相关物质。 

4.2 产品碳排放量评价 

4.2.1评价单元的划分 

产品评价单元划分的基本要素依次为：额定功率和极数。 

4.2.2生命周期阶段关键确定 

    基于对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本标准选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消耗阶段和使用阶段作为产品碳排放评价的关键生命周期阶段。 

4.2.3 碳排放量评价 

4.2.3.1 产品生产过程消耗的原材料（包括定子线圈耗用的铜；定/转子铁芯耗用的硅钢片和转子耗

用的铝）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A。 

4.2.3.2 产品使用阶段的碳排放量不作计算，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4.2.4数据统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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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生产过程碳排放量数据统计应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统计，一般情况下

应以财务年为统计期。 

 

5  低碳产品判定准则 

对于生产过程消耗的原材料（包括定子线圈耗用的铜；定/转子铁芯耗用的硅钢片和转子耗用的铝）

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不超过表 1的评价值要求的产品可认定为低碳产品。 

 

            表 1：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原材料碳排放评价值 

额定功率 

（单位：kW) 

评价值（kgCO2e/kW） 

2极 4极 6极 

0.75 50 75 93 

1.1 44 62 91 

1.5 41 61 69 

2.2 39 47 68 

3 34 44 62 

4 43 47 62 

5.5 35 45 60 

7.5 32 44 52 

11 35 37 50 

15 30 36 50 

18.5 26 34 47 

22 29 32 46 

30 26 35 41 

37 24 33 45 

45 25 31 45 

55 24 32 43 

75 23 28 45 

90 23 28 41 

110 24 31 40 

132 22 28 39 

160 23 29 37 

200 20 28 31 

250 22 24 34 

315 21 24 25 

355-375 20 23 30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 

5.1 验证单位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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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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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

意见的处理经

过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李璐 联系电话 83886676 电子邮箱 lilu@cqc.com.cn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18  年 8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