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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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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家用电器标准与技术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伟、徐建飞、孟城城、韩润、诸永定、关阳、周雯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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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破壁料理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破壁料理机绿色设计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和评价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破壁料理机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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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376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发射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3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厨房机械的特殊要求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6881.2－201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混响场内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

法 硬壁测试室比较法

GB/T 6881.3－200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混响场中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法 第2部
分：专用混响测试室法

GB/T 15854 食物搅碎器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40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GB 316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花粉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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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5602 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

GB/T 35758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工信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40、GB/T 24044和 GB/T 321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设计 green-design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

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

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

[来源：GB/T 32161－2015，3.2]

3.2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
符合绿色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来源：GB/T 32161－2015，3.3]

3.3

破壁料理机 cell wall-breaken processor
由电动机驱动刀片旋转将食材细胞壁打破，使食材细胞内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充分释

出，同时使食材充分搅拌粉碎，同时可带有加热功能的器具。

3.4

破壁率 cell wall-broken rate
破壁的细胞个数占总细胞个数的百分比。

3.5

粒径 particle size
破壁处理后食材的平均颗粒尺寸。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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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事故。

4.1.2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分别建立、实施并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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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生产企业宜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机制、程序，确定评价指标和评

价方法。生产企业宜对产品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相关质量、环境、能源和

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4.1.4 生产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应使用国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限制、淘汰或禁止

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材料。

4.1.5 产品应符合安全标准 GB 4706.1、GB 4706.19、GB 4706.30，电磁兼容标准 GB 4343.1、GB 17625.1
和产品性能标准 GB/T 15854的适用要求。

4.1.6 产品使用说明的内容应符合 GB/T 5296.2的要求，并包含限用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材料及产品废

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生产企业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布产品拆解技术指导信息，信息应便于相

关组织获取。

4.1.7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91、GB/T 1019和 GB/T 31268的有关要求。

4.2 指标要求

绿色设计破壁料理机产品的评价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绿色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评价依据/方法

1

资源属性

塑料 再生塑料的使用 — —

根据物料清单和再生塑料

来源提供使用再生塑料的证

明材料

2 涂料
产品不使用非环保的

涂料
— —

产品中诸如面板、外壳等

零部件不使用涂料，或所使

用的涂料符合GB/T 35602的

要求，提供使用相关证明文

件

3

标识

产品零部件可回收利

用标识
—

按照 GB/T 23384进

行标识并易于分离

提供产品标识文件或其他

证明材料

4 塑料部件标识 —
按照 GB/T 16288进

行标识

提供塑料标识的证明文件

和图片

5 包装回收标识 —
按照 GB/T 18455进

行标识
提供包装标识的证明材料

6 包装 包装使用再生材料 — —
提供声明文件，包装认证

或包装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

7 能源属性
能源节

约性
待机功率 W

不带信息显示：≤0.5

带信息显示：≤1.0
依据GB/T 35758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8 环境属性
有害物质

含量

铅

%（质量

分数）

符合GB/T 26572的限值要

求

依据GB/T 26125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或符合性证明，

或提供符合《达标管理目录

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的

说明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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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评价依据/方法

9

环境属性
有害物质含

量

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己

酯

%（质量

分数）

≤0.1

依据GB/T 29786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0.1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0.1

10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0.1 依据GB/T 29786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11

品质属性

噪声（声功率） dB(A) ≤60 依据附录A检测，并提供

检测报告

12 破壁率 % ＞80 依据附录A检测，并提供

检测报告

13 粒 径 μm ≤400 依据附录A检测，并提供

检测报告

5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5.1 基本信息

报告中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报告信息，如：报告编号、编制人员、审核人员、发布日期等；

——申请者信息，如：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企业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评估对象信息，如：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产品重量、产品尺寸、包装尺寸、生产日期、主要

技术参数等；

——评价过程中采用的标准信息，如：标准名称、标准编号、发布日期及实施日期等。

5.2 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对基本要求（4.1）和指标要求（4.2）的符合性情况，并提供所有评价指标报告期比基准

期改进情况的说明。其中报告期为当前评价的年份，一般是指产品参与评价年份的上一年；基准期为一个

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一年。

5.3 生命周期评价

5.3.1 评价方法

依据GB/T 24040、GB/T 24044和GB/T 32161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总体要求及其附录编制

破壁料理机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见附录B。

5.3.2 评价对象及工具

报告中应详细描述评估的对象、功能单位和产品主要功能，提供产品的材料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表，

绘制并说明产品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基于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的软件工具。

本文件以“1台破壁料理机”为功能单位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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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报告中应提供考虑的生命周期阶段，说明每个阶段所考虑的清单因子及收集到的现场数据或背景数据，

涉及到数据分配的情况应说明分配方法和结果。

5.3.4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值，并对不同影响类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

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5.4 绿色设计改进建议

在分析指标的符合性评价结果以及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产品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建议。

5.5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应说明该产品的评价指标的符合性结论、生命周期评价结果，以及提出的改进建议。

5.6 附件

报告中应在附件中提供：

——产品原始包装图；

——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产品工艺表（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示意图等）；

——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

——其他。

6 评价方法

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破壁料理机产品，可判定为绿色设计产品：

——满足基本要求（4.1）和指标要求（4.2），并提供相关符合性证明文件；

——开展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并提供生命周期评价报告（报告要求见5）。

可按照4.1和4.2的要求开展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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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指标(补充)检测方法

A.1 噪声

破壁料理机的噪声测试方法按照 GB/T 4214.1－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并做如下修改：

1 范围和测定量

1.1 范围

1.1.1 概述

增加：

本附录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破壁料理机。

1.1.2 噪声类型

代替：

GB/T 6881.2－2017、GB/T 6881.3－2002和 GB/T 3767中所列方法可用于测量破壁料理机发射的噪声。

1.1.3 声源的尺寸

代替：

GB/T 3767中所列方法适用于任意尺寸的声源。当采用 GB/T 6881.2－2017和 GB/T 6881.3－2002时，

应注意被测器具的最大尺寸应满足 GB/T 6881.2－2017中 4.2和 GB/T 6881.3－2002中 1.3规定的要求。

1.2 测定量

增加：

本附录描述了家用破壁料理机在其可以实现正常搅拌功能且低转速档位下运行时发射的噪声的测量方

法。

噪声发射的明示值的要求不在本附录范围内。

1.3 测量不确定度

代替：

按照本附录所确定的声功率级的标准偏差的估计值见表 E.1。

表 E.1 声功率级标准偏差

项 目 标准偏差/dB

σr（重复性） 0.4

σR（再现性） 1.0

3 术语和定义

增加：

3.101

标准测试负载 standard test load
对于破壁料理机，标准测试负载是采用最大水位线的常温下的纯牛奶。

注 101：优先采用日期新鲜的三元全脂纯牛奶。

4 测量方法和声学环境

4.2 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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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注 101：如果声源发射的噪声中存在有纯音成分，则在专用混响室中测得的声压级的标准偏差估计值可能会增加。这种

情况下，可能需按照 GB/T 6881.3－2002的规定增加测点或声源位置。

4.3 比较法

增加：

注 101：如果声源发射的噪声中存在有纯音成分，则在刚性壁面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得的声压级的标准偏差估计值

可能会增加。这种情况下，可能需按照 GB/T 6881.2－2017或 GB/T 6881.3－2002的规定增加测点或声源位置。

6 被测器具的运行与定位

6.1 器具的装配与预处理

6.1.1 代替：

器具应装配制造商随机配备的杯体，包括冷杯、热杯、或其他不同材质的杯体分别安装，并盖好盖子

扣合到位，其余附件，如量杯、搅拌棒等均应被移除。

6.1.3 不适用。

6.1.4 不适用。

6.2 电、水或燃气的供应

6.2.3 不适用。

6.2.4 不适用。

6.4 测试期间器具的加载与运行

6.4.2 代替：

应按照 6.1.1要求装配器具，冷杯、热杯、或不同材质的杯体应分开测量，取最大值。

破壁料理机应在冷饮模式下（不考虑加热功能）、选择正常使用中转速不低于 2000 r/min的低转速搅

拌功能档位，运行至少 2 min，应按照 3.101选择负载。

6.4.3 增加：

若无法调节最低转速档位，宜在运行过程中记录功率和转速。从时间历程中能判断电机的运行时段。

加热模式不认为是正常运行，不进行考核，应在搅拌模式下进行测量。

6.5 器具的定位和安装

6.5.1 增加：

注意样机的安装和定位不应带来额外的噪声。

6.5.2 不适用。

6.5.3 不适用。

6.5.4 不适用。

6.5.5 不适用。

7 声压级的测量

7.1 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中的传声器的布置、测量表面以及标准声源（RSS）的位置

7.1.1 不适用。

7.1.2 不适用。

7.1.3 不适用。

7.1.4 代替：

适用于台式器具。半球面测量表面的半径 r优先采用 1.5 m。

7.1.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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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不适用。

7.4 测量

7.4.1 代替：

A计权时间平均声压级在稳定后测量，应捕捉最大声压级出现的时段。

9 记录内容

9.6 被测器具的装配和预处理

9.6.3 不适用。

9.7 电源、水源等

9.7.4 不适用。

9.9 被测器具的运行

9.9.3 不适用。

10 报告内容

10.3.5 不适用。

A.2 破壁率和粒径

A.2.1 试验环境

除特殊要求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进行：

a）环境温度：（20±5）℃，无明显气流及热辐射影响；

b）相对湿度：45%～75%；

c）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d）电源电压：单相（220.0±2.2）V；
e）电源频率：（50±1）Hz。

A.2.2 试验仪器、仪表

电工测量仪表，其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5级（例行检验用不低于 1.0级）：

a) 测量温度用仪表，其准确度为±0.5℃；

b) 计时仪器，其准确度为±1 s/h；
c) 测量质量用仪表，其准确度为测定质量的±0.2%；

d) 量具，其准确度为±1 mm；

e) 激光粒度仪，其重复性不大于 3%，其相对误差为±15%（1 µm～50 µm）、±10%（50 µm～

2 000 µm）；

f) 光学显微镜，其放大倍数为 40X～400X。

A.2.3 破壁率

A.2.3.1 破壁加工

将80 g符合GB 31636规定的松花粉放入器具容器中。

在额定电压下，将器具调至最高速度挡位，工作1 min、间歇10 min，在间歇期间，将附着在容器内壁

上的松花粉刮至容器底部。以上操作为1个工作循环，连续工作6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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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2 配置水合氯醛混合试剂

取水合氯醛50 g，加水15 mL和甘油10 mL，使其混溶备用。

A.2.3.3 配置悬浮液

将20 mg未加工的花粉和5 mL水合氯醛混合试剂混合均匀，放置3 h作为对比样品备用。

将20 mg破壁加工后的花粉和5 mL水合氯醛混合试剂混合均匀，放置3 h备用。

A.2.3.4 破壁率计算

将悬浮液震荡混匀，然后取约 30 µL上述悬浮液于干净载玻片上，在放大倍数为 100X的显微镜下观

察 5个不同的视野，分别记录每个视野中完整细胞的个数。对比样品和破壁加工后的样品各重复 5次，分

别计算 25个视野中完整细胞个数的平均值。

按公式（A.1）计算破壁率：

%100)1( b


Q
Qμ ……………………………………（A.1）

式中：

μ——破壁率；

Qb——破壁加工后悬浮液中25个视野中完整细胞个数的平均值；

Q——对比样品中25个视野中完整细胞个数的平均值。

A.2.4 粒径

将新鲜胡萝卜洗净，切成尺寸不超过 15 mm 的块状物，放入水中浸泡 24 h。按 2份浸泡过的胡萝卜和

3份水的质量比例将块状物装入搅拌杯至其所标示的额定容量。在额定电压下，将器具调至最高速度挡位

工作 2 min。
然后将胡萝卜混合液搅拌使其颗粒分散均匀，并移入加有去离子水的分散槽中，通过激光粒度仪分析

其粒径大小，取其体积加权平均值。

激光粒度仪测试参数设置为：

——光源：蓝光；

——流速：35 mL/min；
——折光系数：1.53；
——运行时间：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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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B.1 目的

破壁料理机从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到最终淘汰报废的过程都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通

过评价破壁料理机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大小，提出破壁料理机绿色产品设计改进建议，从而大幅提升其

环境友好性。

B.2 范围

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范围，确保两者相适应。定义生命周期评价范围时，需考虑以下内容并作出清

晰描述：

B.2.1 功能单位

本文件以“1台破壁料理机”为功能单位来表示。同时考虑具体功能、使用寿命、是否包括包装材料等。

B.2.2 系统边界

本文件界定的系统边界包括资源开采、原材料及辅料生产、能源生产、产品生产、产品使用到产品报

废、回收、循环利用及处置、主要原材料/部件/整机的运输等生命周期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过程：

a) 零部件和元器件的原材料开采与生产；

b) 零部件的生产组装；

c) 辅料生产（氮气、锡）；

d) 能源生产（如重油、煤焦油、天然气、石油焦粉、煤气、电力）；

e) 原料及能源的运输；

f) 产品正常运作过程中的能源和物质消耗，待机状态下的能耗；

g) 产品废弃后的回收、拆解、循环利用和处置。

图B.1 破壁料理机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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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研究的时间需在规定的期限内。数据需反映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取最近3年内有效值）。如果未

能取到3年内有效值，需做具体说明。

原材料数据是在参与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的地点/地区的数据。

生产过程数据是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中所涉及的地点/地区的数据。

B.2.3 数据取舍原则

单元过程数据种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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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1%的项目输入可忽略；总共忽略不大于5%；

——大气、水体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置、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均需包含于清单中，不可忽略。

B.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B.3.1 总则

编制破壁料理机系统边界内的所有材料/能源输入、输出清单，作为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依据。如果数

据清单有特殊情况、异常点或其他问题，需在报告中进行明确说明。

当数据收集完成后，需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审定。然后，确定每个单元过程的基本流，并据此计算出单

元过程的定量输入和输出。此后，将各个单元过程的输入输出数据除以产品的产量，得到功能单位的资源

消耗和环境排放。最后，将产品各单元过程中相同影响因素的数据求和，以获取该影响因素的总量，为产

品的影响评价提供必要的数据。

B.3.2 数据收集

B.3.2.1 概况

将以下要素纳入数据清单：

——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

——生产；

——产品分配和储存；

——试用阶段；

——物流；

——寿命终止。

基于LCA的信息中要使用的数据可分为两类：现场数据和背景数据。主要数据尽量使用现场数据，如

果“现场数据”收集缺乏，可选择“背景数据”。

现场数据是在现场具体操作过程中收集来的。主要包括生产过程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产品原料的使

用量、产品主要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废物产生量等。现场数据还包括运输数据，即产品原料、主要包装

的部分从制造地点到最终交货点的运输距离。

背景数据包括主要原料的生产数据、权威的电力的组合的数据（如火力、水、风力发电等）、不同运

输类型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破壁料理机生产和废弃后回收处理过程的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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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2 现场数据采集

描述代表某一特定设施或一组设施的活动而直接测量或收集的数据相关采集规程。可直接对过程进行

的测量或者通过采访或问券调查从经营者处获得的测量值为特定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来源。

外购物料由其生产者提供相关数据。

现场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代表性：现场数据为按照企业生产单元收集所确定范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

b) 完整性：现场数据为采集完整的生命周期要求数据；

c) 准确性：现场数据中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来自于生产单元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

放数据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检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所有现场数据均

需转换为单位产品，即1台破壁料理机为基准折算，且需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

算过程等；

d) 一致性：企业现场数据收集时需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典型现场数据来源包括：

a) 原材料（零部件）出入库记录；

b) 产品BOM清单；

c) 产品使用过程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d) 生产统计报表；

e) 设备仪表的计量数据；

f) 设备的运行日志；

g) 试验测试结果；

h) 模拟数据；

i) 抽样数据等方面。

B.3.2.3 背景数据采集

背景数据不是直接测量或计算而得到的数据。背景数据可为行业现场数据，即对产品生命周期研究所

考虑的特定部门，或者为跨行业背景数据。背景数据宜用于后台进程，除非背景数据比现场数据更具有代

表性或更适合前台进程。所使用数据的来源需有清楚的文件记载并载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背景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代表性：背景数据优先选择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相关LCA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

证的上游产品LCA报告中的数据。若无，优先选择代表中国国内平均生产水平的公开LCA数据，

数据的参考年限优先选择近年数据。在没有符合要求的中国国内数据的情况下，可选择国外同类

技术数据作为背景数据；

b) 完整性：背景数据的系统边界从资源开采到这些原辅材料或能源产品出厂为止；

c) 一致性：所有被选择的背景数据需完整覆盖本文件确定的生命周期清单因子，并且将背景数据转换

为一致的物质名录后再进行计算。

B.3.2.4 原材料、零部件采购和预加工（从摇篮到大门）

该阶段始于从大自然提取资源，结束于破壁料理机零部件生产，包括：

——资源开采和提取；

——所有材料的预加工；

——零部件生产；

——材料、零部件的采购；



T/CNLIC 0019－2021

13

——材料、零部件的运输。

B.3.2.5 生产

该阶段始于破壁料理机组装，结束于成品离开生产设施。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制造过程间半成品的运

输、产品包装等。

B.3.2.6 产品运输

该阶段将破壁料理机分配给各地经销商、超市及商场，可沿着供应链将其储存在各点，考虑的运输参

数包括运输方式、车辆类型、燃料消耗量、装货速率、回空数量、运输距离、根据负载限制因素（即高密

度产品质量和低密度产品体积）的商品运输分配以及燃料用量。

B.3.2.7 使用阶段

该阶段始于消费者拥有产品，结束于产品报废。包括使用/消费模式、使用期间的资源、能源消耗等。

B.3.2.8 寿命终止

该阶段始于用户终止使用，结束于产品作为废弃物再次进入流通领域或回收渠道。

B.3.3 数据分配

在进行破壁料理机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涉及到数据分配问题，特别是破壁料理机的生产环节。对于

一条流水线上或一个车间里会同时生产多种型号破壁料理机，很难就某单个型号的产品生产来收集清单数

据，往往会就某个车间、某条流水线或某个工艺来收集数据，然后再分配到具体的产品上。针对破壁料理

机生产阶段，因生产的产品主要材料、功能比较一致，因此本文件选取“重量分配”作为分摊的比例，即

重量越大的产品，其分摊额度就越大。

B.3.4 数据计算

B.3.4.1 数据分析

根据表B.1～B.4对应需要的数据，进行填报：

a) 现场数据可通过企业调研、上游厂家提供、采样监测等途径进行收集，所收集的数据要求为企

业3年平均统计数据，并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水平；

b) 从实际调研过程中无法获得的数据，即背景数据，采用权威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

进行替代，在这一步骤中所涉及到的单元过程包括破壁料理机相关零部件生产、组装、包装材料、

能源消耗以及产品的运输。

表B.1 破壁料理机所用原材料/预制部件清单

类别
原料/预制部件

名称
规格型号 材料种类 重量（kg） 数量

产品本体 电机

定子线圈

转子线圈

电机轴

硅钢片

电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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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类别
原料/预制部件

名称
规格型号 材料种类 重量（kg） 数量

产品本体

电机

轴承

温控器

……

塑料件

外壳

底盖

杯盖

投料盖

杯座

杯座罩

杯底盖

电机支架

电源板支架

显示板支架

微动开关支架

手柄

……

钣金件及金属

件

搅拌刀

刀座

刀轴

发热盘

钢杯

杯盖内盖

……

橡胶类零件

杯盖密封圈

刀座密封圈

杯座密封圈

产品本体

橡胶类零件

发热盘密封圈

胶脚

杯垫

……

玻璃件
玻璃杯

……

电气组件类

电源板组件

显示板组件

发热管组件

耦合器

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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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类别
原料/预制部件

名称
规格型号 材料种类 重量（kg） 数量

熔断器

微动开关

干簧管组件

……

电线

电源线

连接线

……

包装材料

包装箱

包装衬垫

……

表B.2 破壁料理机运输阶段清单

运输对象/零部件

名称

质量（千克/kg） 运输距离（公里/km） 运输工具 燃料类型

破壁料理机

……

表B.3 破壁料理机生产阶段清单

能耗/其他物质消耗量种类 单位 热值 单位产品消耗量

电 千瓦时（kW·h）

燃料 千克（kg）

天然气 立方米（m³）

液化石油气 立方米（m³）

燃油 升（L）

表B.4 破壁料理机使用阶段清单

名称 单位 数量

设计使用寿命 次

单位洗涤周期耗电量 千瓦时每次（kW·h/次）

B.3.4.2 清单分析

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核实后，利用生命周期评估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用以建立生命周期评价科学

完整的计算程序。通过建立各个过程单元模块，输入各过程单元的数据，可得到全部输入与输出物质和排

放清单，选择B.4.2中附表各个清单因子的量（以kg为单位），为分类评价做准备。

B.4 影响评价

B.4.1 影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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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料理机的影响类型采用气候变化指标。宜选择国内节能减排相关的约束性指标：二氧化碳、资源

消耗、能源消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COD等。

B.4.2 清单因子归类

根据清单因子的物理化学性质，将对某影响类型有贡献的因子归到一起。例如，将对气候变化有贡献

的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等清单因子归到气候变化影响类型里面。

表B.5 破壁料理机生命周期清单影响因子归类

影响类型 清单因子归类

气候变化/碳足迹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

六氟化硫（SF6）

B.4.3 分类评价

计算出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模型，采用公式（B.1）进行计算。分类评价的结果采用附表中的当量物

质表示。

除CO2当量外，还包含其他指标。

表B.6 破壁料理机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特征化因子

影响类型 单 位 指标参数 特征化因子

全球变暖 CO2当量·kg-1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5

氧化亚氮（N2O） 298

R11 4.75E003

R12 1.09E004

R113 6.13E003

R114 1E004

R115 7.37E003

R500 37

R502 0

R22 1.81E003

R123 77

R141b 725

R142b 2.31E003

R134a 1.43E003

R125 3.5E003

R32 675

R407Cc 1.5E003

R410A 1.7E003

R15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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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计算方法

  ijjiji EFQEPEP ………………………………（B.1）

式中：

EPi——第i种环境类别特征化值；

EPij——第i种环境类别中第j种污染物的贡献；

Qj ——第j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EFij——第i种环境类别中第j种污染物的特征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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