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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　日用陶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用陶瓷绿色产品的评价要求，描述了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日用陶瓷的绿色产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329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GB/T 3301　日用陶瓷器规格误差和缺陷尺寸的测定方法

GB/T 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537　陶瓷熔块釉化学分析方法

GB/T 16716　（所有部分）　包装与环境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820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5464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7587　日用陶瓷耐微波加热测试方法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GB 31604.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镉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 36890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QB/T 1967.1　彩色类陶瓷颜料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QB/T 4792　日用陶瓷安全生产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00、GB 36890 和 GB/T 3376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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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和噪声排放应分别达到 GB 25464 和 GB 12348，以及地方污染物排放和噪

声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噪声总量控制应达到

国家和地方噪声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应执行节能环保相关国家标准并提供标准清单，近三年无重大及以

上安全事故和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4.1.2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要求应符合 QB/T 4792 的规定。
4.1.3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 17167 配备能源计量器具，按照 GB/T 24789 配备水计量器具。
4.1.4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4.1.5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23331 和 GB/T 45001 建立、实施、保持并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6　产品质量水平应符合相关产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

4.2　评价指标要求
 

日用陶瓷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日用陶瓷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标杆产

品值
绿色产品值

资源属性

单位产品取水量 m3/t
骨质瓷器≤8.0

其他≤6.0

骨质瓷器≤9.0

其他≤7.0

按GB/T 18820进行计算，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生产废料回

收利用a

废瓷利用率

—

≥98% ≥95%
按附录A的A.1进行计算，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废坯（含釉

坯）利用率
≥98% ≥95%

按A.2进行计算，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废釉浆回收利

用率
≥98% ≥95%

按A.3进行计算，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资源属性

生产废料回

收利用

废污泥回收利

用率
  ≥98% ≥95%

按A.4进行计算，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石膏模具使用率

(每吨陶瓷产品的石膏粉用量)
t/t ≤0.3 ≤0.5

按A.5进行计算，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产品包装 —
选用环保材料，有利于回收和

重复利用，避免过度包装

按GB/T 31268、GB/T 16716（所

有部分）检测，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 1级
按GB 36890进行计算，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

环境属性 产品放射性
内照射指数

—
≤0.9 按GB 6566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外照射指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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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用陶瓷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标杆产

品值
绿色产品值

环境属性

铅含量 μg/g ≤100 ≤120
按GB/T 16537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镉含量 μg/g ≤15 ≤20
按QB/T 1967.1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品质属性

铅迁移量 mg/L ≤0.1
按GB 31604.34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镉迁移量 mg/L ≤0.01
按GB 31604.24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抗热震性b —
T至20 ℃热交

换一次不裂

t至20 ℃热交换

一次不裂

按GB/T 3298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耐微波加热 —
72 000 J下，试验后不裂、无损

坏和无电弧产生

按GB/T 27587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口径误差 — ±1.0% ±1.5%
按GB/T 3301 测试，

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高度误差 — ±1.5% ±2.0%

质量误差 — ±3.0% ±4.0%

低碳属性 提供产品碳足迹报告 提供报告（见附录B）

　　 a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不仅限于本企业，用于其他企业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 t为各产品标准中温度基准值，T为 t+20 ℃。

5　评价方法

 

本文件采用指标分级评价的方法。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绿色标杆产品值的产品判定为绿色

标杆产品，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绿色产品值的产品判定为绿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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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A.1　废瓷利用率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回收使用的废瓷总量与产生的废瓷总量之比，按公式（A.1）计算：

Kc =
Fc

Mc
×100% …………………………（A.1）

式中：
Kc ─ 废瓷的利用率；
Fc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废瓷的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t）；
Mc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产生的废瓷总量，单位为吨（t）。

A.2　废坯利用率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回收使用的废坯总量与产生的废坯总量之比，按公式（A.2）计算：

Kp =
Fp

Mp
×100% …………………………（A.2）

式中：
Kp ─ 废坯的利用率；
Fp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废坯的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t）；
Mp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产生的废坯总量，单位为吨（t）。

A.3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回收使用的废釉浆总量与产生的废釉浆总量之比，按公式（A.3）计算：

Kj =
Fj

Mj
×100% …………………………（A.3）

式中：
Kj ─ 废釉浆的回收利用率；
Fj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废釉浆的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t）；
Mj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产生的废釉浆总量，单位为吨（t）。

A.4　废污泥回收利用率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回收使用的废污泥总量与产生的废污泥总量之比，按公式（A.4）计算：

Kw =
Fw

Mw
×100% …………………………（A.4）

式中：
Kw ─ 废污泥的回收利用率；
Fw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废污泥的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t）；
Mw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产生的废污泥总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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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石膏模具使用率
 

每生产 1 t 日用陶瓷产品的石膏粉用量,按公式（A.5）计算：

Ks =
Fs

Ms
…………………………（A.5）

式中：
Ks ─ 石膏模具使用率；
Fs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日用陶瓷产品的石膏粉用量，单位为吨(t)；
Ms ─ 评价期（一般为1年）内日用陶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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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日用陶瓷产品碳足迹报告示例

B.1　基本信息
 

日用陶瓷产品碳足迹报告基本信息表见表 B.1。

表 B.1　基本信息表

 
报告编号   报告签发日期  

企业信息

申请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企业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适用标准  

报告覆盖周期  

机构信息

报告出具机构名称  

报告出具机构地址  

机构法人   联系电话  

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评价采用的标准

ISO 14067 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

功能单位 1 t日用陶瓷

系统边界 从原辅材料生产、运输、能源生产、产品生产到产品出厂

碳足迹评价

影响类别 单位 数量

碳足迹

（全球变暖潜力，GWP)
kgCO 2e /t

报告编制：                              报告审核：                                       报告批准：

B.2　目的
 

通过量化日用陶瓷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出产品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以二氧化碳

当量表示）。

B.3　范围
 

日用陶瓷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如图 B.1 所示，从原辅材料生产及运输、能源生产、产品生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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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厂为止，包括：
原辅材料生产（高岭土、长石、瓷石、石英等）；a）
能源生产（天然气、焦炉煤气等）；b）
运输（主要原材料的运输）；c）
日用陶瓷产品生产。d）

图 B.1　日用陶瓷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B.4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包括产品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  排放系数等数据清单，具体见表 B . 2 、表 B.3 和

表 B.4。

表 B.2　能源消耗数据

 

名称 单位产品消耗量 单位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km

天然气   m3/t    

焦炉煤气   m3/t    

电力   （kW·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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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原材料消耗数据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运输方式
运输距离

km

高岭土   t/t    

长石   t/t    

石英   t/t    

滑石   t/t    

瓷石   t/t    

方解石   t/t    

石膏粉   t/t    

白云石   t/t    

水   t/t    

……        

表 B.4　排放系数的数据来源

 
产品名称 产地 排放系数的数据来源

高岭土    

长石    

石英    

滑石    

瓷石    

方解石    

石膏粉    

白云石    

水    

天然气    

焦炉煤气    

汽运    

船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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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数据取舍原则
 

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内涉及多个单元过程的不同种类数据，可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取舍，原则

如下：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a）
原料所有输入均列出；b）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量0.01%的项目输入可忽略；c）
温室气体排放均列出；d）
清单分析和贡献均小于1%的物质和能量流可忽略。e）

B.6　计算方法
 

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见公式（B.1）：

CFPGHG =
∑

(活动数据i×排放系数i×GWPi） …………………………（B.1）

式中：
CFPGHG    ─ 产品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活动数据 i ─ 系统边界内，各功能单位（声明单位）中第 i 种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相关数据（包

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排放系数 i ─ 第 i 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单位与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相匹配；

GWPi      ─ 第 i 种活动对应的全球变暖潜势值，数值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

价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当全球变暖潜势值被IPCC修正时，在产品碳足迹计算中使用最

新数值。

B.7　碳足迹计算结果
 

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影响评价结果，如表 B.5 所示。

表 B.5　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影响评价结果

 
影响类别 单位 数量

碳足迹

（全球变暖潜力，GWP)
kgCO2e/t  

B.8　评价结果解释及改进建议
 

对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进行解释，并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产品绿色低碳设计改进的建议或

方案。

B.9　产品碳足迹声明
 

如需声明时，可根据 ISO 14026 等相关规定执行，相关声明可用于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产品之间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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