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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和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609)和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8)共同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上海百奥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安徽海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新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海龙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叶青、危鹏、刘宁、曹元辉、龚先政、聂卿、陈永波、方群、汪鹏、杨明、苏华枝、

王栋民、郑云生、王胜杰、朱哲、邓锡坤、刘宇、崔敬轩、樊亚军、黄丽萍、陈世清、王欣宇、陈苏芹、蒋武、
韩锋、刘长军、侯苗苗、王兴鹏、李晓龙、刘小泉、马杰、尚慧宁、刘延龙、王硕、许可盛、湛鹤、张纪强、刘泽、
谢辛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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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低碳评估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材料低碳评估的评估要求、评估方法和评估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或第三方等对建筑材料生产阶段降碳和使用阶段避免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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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32150、GB/T3376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准二氧化碳排放量(基准值) benchmarkofcarbondioxideemission
用来为建筑材料低碳评估提供参照,在给定情景下建筑材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应用避免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注:生产阶段的给定情景为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平均水平,使用阶段的给定情景为统一的设定应用建筑或系统。

3.2
功能单位 functionalunit
用来作为基准单位的量化的材料系统性能。
[来源:GB/T24040—2008,3.20,有修改]

4 评估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开展低碳评估的建筑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1.2 建筑材料低碳评估范围包括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其中生产阶段为必选,使用阶段为可选。不

同建筑材料低碳评估范围的建议见附录A。

4.1.3 低碳评估应明确建筑材料的功能单位。

4.1.4 同一种建筑材料低碳评估的计算方法、数据统计口径、评估范围等应一致,结果具有可比性。

4.1.5 在评估报告中应明确建筑材料低碳评估的数据统计期。

4.2 基准二氧化碳排放量选取

4.2.1 基准二氧化碳排放量(基准值)应依据表1进行选取,同一种建筑材料的基准值选取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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