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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１２项中国建筑材料协会标准编号、名称等一览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１□ Ｔ／ＣＢＭＦ１５０—２０２１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应用技术规程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２□ Ｔ／ＣＢＭＦ１５１—２０２１ 纸面石膏板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３□ Ｔ／ＣＢＭＦ１５２—２０２１ 微纤维玻璃棉工业用高碱玻璃料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４□ Ｔ／ＣＢＭＦ１５３—２０２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在线ＬｏｗＥ镀膜玻璃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５□ Ｔ／ＣＢＭＦ１５４—２０２１ 石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６□ Ｔ／ＣＢＭＦ１５５—２０２１ 硅藻泥装饰壁材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７□ Ｔ／ＣＢＭＦ１５６—２０２１ 人造板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８□ Ｔ／ＣＢＭＦ１５７—２０２１ 天然石材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９□ Ｔ／ＣＢＭＦ１５８—２０２１ 节水型企业　预拌混凝土行业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１０□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陶瓷片密封水嘴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１１□ Ｔ／ＣＢＭＦ１６０—２０２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重组装饰材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１２□ Ｔ／ＣＢＭＦ１６１—２０２１ 卫浴五金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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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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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浙江环日洁具有限公司、乐家 （中国）

有限公司、台州舒典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美标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庆、侯杰、谢旭藩、王巍、韩光辉、李延军、刘晶、梅法律、李斐、

梁维良、蒋利、毛
!

、毛建伟

本文件审查人：盛喜军、周丽玮、何捷、王博、唐茂芝、徐熙武、余学飞、高峰、刘武强、王

政、刘婷婷、吴朝晖、高原、刘洪玉、张景泉

Ⅶ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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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陶瓷片密封水嘴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设计产品 陶瓷片密封水嘴的评价流程、评价要求、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的编制、判定及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陶瓷片密封水嘴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其他种类产品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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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７５０７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１８１４５　陶瓷片密封水嘴
ＧＢ１８５９７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９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ＧＢ／Ｔ２３３３１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ＧＢ／Ｔ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ＧＢ／Ｔ２４０４０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ＧＢ／Ｔ２４０４４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ＧＢ２４７８９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２４８５１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２５５０１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ＧＢ／Ｔ３２１６１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ＧＢ／Ｔ３２１６２　生态设计产品标识
ＧＢ?Ｔ３３７６１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ＧＢ／Ｔ４５００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２部分：物理因素
ＩＳＯ３８２２　声学———用于供水设施的装置和设备发出的噪音的实验室试验
ＪＣ／Ｔ２１９３　供水系统中用水器具的噪声分级和测试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８１４５、ＧＢ／Ｔ３２１６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绿色设计　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

１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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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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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含有有毒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又称 “生态设计”。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６１—２０１５，３２，有修改］

３２

绿色设计产品　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符合绿色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又称 “生态设计产品”。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６１—２０１５，３３，有修改］

３３

生产废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ｅ
水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浇冒口、加工碎屑、不锈钢粉末等。

３４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编制的，用于披露产品生态设计情况以及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信息的

报告。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６１—２０１５，３７］

４　评价流程

本文件采用指标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和生命周

期评价方法，收集需要的数据，同时对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对照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对产品

进行评价，符合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产品，可判定该产品符合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产

品符合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企业，还应提供该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评价流程见图１。

图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流程

５　评价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适用的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文
２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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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件要求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近３年应无重大安全

和环境污染事故。

５１２　一般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ＧＢ１８５９９的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 ＧＢ
１８５９７的相关规定，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的处理厂进行处
理。危险废物应转交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建立处置和转移的追溯机制。

５１３　生产企业应按照ＧＢ１７１６７、ＧＢ／Ｔ２４８５１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根据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
要求配备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设备 （电镀工序）。具有电镀工序的生产企业应按照 ＧＢ２４７８９配
备水计量器具。

５１４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应符合ＧＢＺ２１和ＧＢＺ２２的规定。
５１５　企业不应采用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５１６　企业应按照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ＧＢ／Ｔ２４００１和ＧＢ／Ｔ４５００１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５１７　水嘴产品基本性能应满足适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过水部位不应使用锌合金材
料，近３年无国家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

５２　评价指标要求

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

属性指标和产品属性指标。评价的基准值、判定依据、所属生命周期阶段等要求见表１。

表１　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要求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资源

属性

原材料使用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
不应使用回收铜、废旧

不锈钢等作为生产原料

提供原材料使用

清单及证明材料
原材料获取

％ 铅加权值≤０２５
按本标准附录Ｃ

计算并提供证明材料
原材料获取

％ ≥８５ 按式 （Ａ１）计算 产品生产

能源

属性

按照ＧＢ／Ｔ２３３３１建立
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 符合要求 获得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产品生产

环境

属性
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 — 符合要求

采用使用的标准或规范

对产品开展碳足迹核算
产品生产

产品

属性

水效等级 级 ２级或以上
按ＧＢ２５５０１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使用

流量均匀性 Ｌ／ｍｉｎ ≤２．０
按ＧＢ２５５０１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使用

灵敏度 ｍｍ或° ≥１２ｍｍ或１２°
按ＧＢ１８１４５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使用

噪声 ｄＢ（Ａ） ≤２０
按ＩＳＯ３８２２、ＪＣ／Ｔ２１９３
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使用

金属污染物析出 ｍｇ／Ｌ Ｐｂ≤３，其余满足限值要求
按ＧＢ１８１４５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生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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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要求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

周期阶段

产品

属性

有机污染物析出 ｇ／Ｌ 满足限值要求
按附录Ｂ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生产

阀芯开关寿命试验

转换开关寿命试验

旋转出水管寿命试验

抽取式水嘴寿命试验

表面耐腐蚀性能

周期

级

单柄双控：≥７００００

单柄单控：≥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８ｈ，ＡＡＳＳ）

按ＧＢ１８１４５检测
并提供证明材料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

产品使用

　注１：产品属性中二级指标水效等级、流量均匀性的适用性按照ＧＢ２５５０１的规定；
　注２：产品属性中二级指标金属污染物析出、阀芯开关寿命试验、转换开关寿命试验、旋转出水管寿命试验、

抽取式水嘴是寿命试验的适用性按照ＧＢ１８１４５的规定；
　注３：产品属性中二级指标有机污染物析出的适用性同金属污染物析出。

５３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按照表１和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规定的方法进行产品检验及各指标计算。

６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６１　编制依据

依据ＧＢ／Ｔ２４０４０、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ＧＢ／Ｔ３２１６１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总体要求及其
附录编制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参见本文件附录Ｄ。

６２　编制内容

６２１　基本信息

报告应提供报告信息、申请者信息、评估对象信息、采用的标准信息等基本信息，其中报告信

息包括报告编号、编制人员、审核人员、发布日期等，申请者信息包括公司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在报告中应标注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如物理形态、生产厂家、使用范围等、产品配件及其材

质等。

６２２　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对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情况，并提供所有评价指标报告期比基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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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为一个

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一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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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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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所使用的生命周期评价工具。

本文件以一套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作为功能单位来表示，参见Ｄ２２１。

６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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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参数及采集到的现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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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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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３４　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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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绿色

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６２４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应说明该产品对评价指标的符合性结论、生命周期评价结果、提出的改进方案，并根据评价结

论初步判断该产品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６２５　附件

报告附件中应提供：

ａ）产品原始包装图；
ｂ）产品主要原材料清单；
ｃ）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ｄ）各单元过程的数据采集表；
ｅ）其他。

７　判定及标识

７１　判定

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产品可判定为绿色设计产品：

ａ）基本要求应符合５１的要求；
ｂ）评价指标要求应符合５２的要求；
ｃ）按照第６章的规定提供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７２　标识

判定为绿色设计产品的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可按照ＧＢ／Ｔ３２１６２的要求粘贴标识，且应以适
当的形式进行相关信息自我声明，声明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５１和５２的要求，并应提供相关的符
合有关要求的验证说明材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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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附　录　Ａ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Ａ１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按公式 （Ａ１）计算。

Ｋｃ＝
Ｆｃ
Ｆｇ
×１００％ （Ａ１）……………………………………

式中：

Ｋｃ———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Ｆｃ———统计期内生产产生的废料总量，单位为吨 （ｔ）；
Ｆｇ———统计期内生产废料回收利用总量，单位为吨 （ｔ）。
注：自用或外卖至其他用途 （如用于合金冶炼厂重新熔炼等）均可算作回收利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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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附　录　Ｂ

（规范性）

水嘴有机污染物析出试验方法

Ｂ１　原理

用含碳酸氢钠和次氯酸钠的模拟自来水浸泡样品内表面与水接触部分，用满足测试要求的仪器

设备测定浸泡液中的有机化合物。测得的浓度值经标准化处理后再经过数据运算与标准规定的限值

比较。

Ｂ２　样品

相同规格型号的水嘴，过水体积凑足１Ｌ的样品数量。

Ｂ３　试剂

Ｂ３１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简称纯水），电导率≤０１０μＳ／ｃｍ。
Ｂ３２　次氯酸钠溶液 （分析纯）。

Ｂ３３　无水碳酸氢钠 （分析纯）。

Ｂ３４　浓硝酸 （优级纯）。

Ｂ３５　浓盐酸 （优级纯）。

Ｂ３６　被测有机化合物的标准溶液。

Ｂ４　试验用浸泡液的配制

Ｂ４１　００２５ｍｏｌ／Ｌ含氯常备溶液

取７３ｍＬ次氯酸钠溶液 （Ｂ３２），用纯水稀释至２００ｍＬ，贮存于密闭带塞的棕色瓶中，避光
保存，此溶液为含氯常备溶液。每周需配制新鲜的溶液。

取１０ｍＬ含氯常备溶液用试剂水稀释至１Ｌ，立即分析总余氯，称测定值为Ａ。
为了配制余氯浓度为２ｍｇ／Ｌ的溶液，需要向试验用浸泡液中加入含氯常备溶液的体积，按下

面公式计算：

Ｖ＝２０×ＢＡ （Ｂ１）………………………………………

式中：

Ｖ———需加入含氯常备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ｍＬ）；
Ｂ———试验用浸泡液的体积，单位为升 （Ｌ）；
Ａ———含氯溶液总余氯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 （ｍｇ／ｍＬ）。
注：２０为配制溶液的余氯浓度，单位为ｍｇ／Ｌ。

Ｂ４２　０４ｍｏｌ／Ｌ碳酸氢钠溶液

将３３６ｇ无水碳酸氢钠溶解于纯水中，并用纯水稀释至 １Ｌ，充分混匀，每周配制新鲜的
溶液。

Ｂ４３　试验用浸泡液

配制１Ｌ浸泡液：取２５ｍＬ０４ｍｏｌ／Ｌ碳酸氢钠溶液 （Ｂ４２）、适量含氯常备溶液 （Ｂ４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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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用纯水稀释至１Ｌ，用０１ｍｏｌ／Ｌ盐酸调整 ｐＨ值，使溶液符合下列要求：ｐＨ：８０±０５，碱度 （以

ＣａＣＯ３计）：（５００±２５）ｍｇ／Ｌ，无机碳：（１２２±５）ｍｇ／Ｌ，余氯：（２０±０５）ｍｇ／Ｌ。
按照上述比例配制实际所需要的浸泡液。

Ｂ５　样品洗涤与稳定化

用自来水冲洗样品１５分钟，然后用纯水洗涤三次，洗去样品内的残渣和污物。在室温 （２３±
２）℃，用浸泡液洗涤样品３次，并用浸泡液完全充满样品，浸泡一段时间后将浸泡液倒掉，浸泡
时间应不超过７２ｈ。样品的洗涤与稳定化按照表Ｂ１的次序进行。

Ｂ６　样品的浸泡

样品在 （２３±２）℃条件下进行浸泡。在对样品进行洗涤和稳定化之后，将样品开关置于全开
位置，用浸泡液完全充满样品腔体，根据浸泡液的用量记录样品内部体积。样品两端用包有聚四氟

乙烯薄膜的干净软木塞或橡皮塞塞紧。浸泡试验按照下面的次序进行１９天。测试第１天早８时充
入浸泡液，２ｈ后更换一次浸泡液，连续更换四次于１６时完成当日浸泡液更换，浸泡液充满水嘴内
腔保持１６ｈ；第２天早８时按第１天的过程重复进行。第３天、第４天、第５天按照第１天过程重
复进行，第５天１６时完成浸泡液更换，再保持６４ｈ后倒掉浸泡液。样品进入第８天和第１５天重复
进行第一个循环的完整浸泡过程。有机物测试取第１９天收集的经过１６ｈ浸泡的浸泡液进行测试。
测试开始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样品的浸泡按照表Ｄ１的次序进行。

表Ｂ１　水样的制备

表中：

Ｗ／Ｃ＝洗涤的清洗和处理；
＜７２＝样品处理和浸泡开始之前稳定化的时间 （小于７２ｈ）；
２＝倒入和更换浸泡液的时间间隔２ｈ；
１６＝保持１６ｈ（过夜）；
ｃ＝收集最后保持１６ｈ的浸泡液；
６４＝保持６４ｈ（周未）。

Ｂ７　水样的收集和保存

浸泡完成之后，将有机物测试用水样收集４０ｍＬ到带铁弗龙盖棕色样品瓶中做挥发性有机物测
试用，并在每４０ｍＬ样品中加入２５ｍｇ的抗坏血酸来除去水样中残留的氯，然后加入两滴１∶１的盐
酸至每个４０ｍＬ的样品瓶中，调节ｐＨ值至小于２。将有机物测试用水样收集约１Ｌ到棕色样品瓶
中做半挥发性有机物测试用，并在样品中加入４０ｍｇ的亚硫酸钠来除去水样中残留的氯 （加入时应

８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C 
B 
M 
F该搅拌或振荡直至亚硫酸钠溶解），用１：１的盐酸将样品的ｐＨ值调节至小于２。所有的样品从采

集后到萃取前，都应在暗处冰镇或保存在４℃的冰箱中，尽快在一周内完成萃取。

Ｂ８　检测方法

挥发性有机物与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按照ＧＢ／Ｔ５７５０８的规定测定。

Ｂ９　有机物析出浓度测定值的标准化处理与结果评估

Ｂ９１　实验室浓度标准化

对实验室测试的水样中有机物析出的浓度按下式进行标准化：

Ｘ＝
ｃ×ＶＬ×ＣＭＶ

ｖＬ１
（Ｃ２）……………………………………

式中：

Ｘ　 ———标准化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 （μｇ／Ｌ）；
ｃ ———实验室测试水样中有机物析出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 （μｇ／Ｌ） （半挥发性有机物

测试样品浓缩到１ｍＬ测试浓度需换算回１Ｌ水样中有机物析出的浓度）；
ＶＬ ———试验用浸泡液的体积，单位为升 （Ｌ）；
ＶＬ１ ———标准化体积，单位为升 （Ｌ），此处规定为１Ｌ；
ＣＭＶ———冷水调节因子 （样品只接触冷水的内腔体积与样品整个内腔体积的比值）。

Ｂ９２　结果评估

有机物的析出量取第１９天收集的１６ｈ水样检测，测得的浓度按Ｂ９１进行标准化后与限值比
较评估。

Ｂ１０　有机污染物析出浓度测定值的标准化处理与结果评估

水嘴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析出量应不大于表 Ｂ２规定的限值，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析出量应不
大于表Ｂ３规定的限值。

表Ｂ２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析出限量

序 号 物质名称 ＣＡＳ编码 限值 （μｇ／Ｌ）

１ 氯乙烯 ７５０１４ ０２

２ １，１二氯乙烯 ７５３５４ ０７

３ 二氯甲烷 ７５０９２ ０５

４ 顺１，２二氯乙烯 １５６５９２ ７

５ 反１，２二氯乙烯 １５６６０５ １０

６ 三氯甲烷 ６７６６３ ８０

７ １，１，１三氯乙烷 ７１５５６ ２０

８ 四氯化碳 ５６２３５ ０５

９ 苯 ７１４３２ ０５

１０ １，２二氯乙烷 １０７０６２ ０５

１１ 溴二氯甲烷 ７５２７４ ８０

１２ 甲苯 １０８８８３ 总１００

１３ 四氯乙烯 １２７１８４ ０５

１４ 一氯二溴甲烷 １２４４８１ 总８０

９

Ｔ／ＣＢＭＦ１５９—２０２１



C 
B 
M 
F表Ｂ２（续）

序 号 物质名称 ＣＡＳ编码 限值 （μｇ／Ｌ）

１５ 苯乙烯 １００４２５ １０

１６ 三溴甲烷 ７５２５２ 总８０

１７ １，４二氯苯 １０６４６７ ７５

１８ １，２二氯苯 ９５５０１ ６０

１９ １，２，４三氯苯 １２０８２１ ７

２０ １，２，３三氯苯 ８７６１６ ０３

２１ １，１，１，２四氯乙烷 ６３０２０６ １

２２ １，１，２，２四氯乙烷 ７９３４５ ０２

２３ １，１，２三氯乙烷 ７９００５ ０５

２４ １，２，３三氯丙烷 ９６１８４ ４

２５ １，２，４三甲苯 ９５６３６ ５０

２６ １，２二溴乙烷 １０６９３４ ０００５

２７ １，２二氯丙烷 ７８８７５ ０５

２８ ２氯甲苯 ９５４９８ １０

２９ ４氯甲苯 １０６４３４ １０

３０ ４－异丙甲苯 ９９８７６ ０３

３１ 溴苯 １０８８６１ ０３

３２ 溴氯甲烷 ７４９７５ ９

３３ 溴甲烷 ７４８３９ １

３４ 氯苯 １０８９０７ １０

３５ 氯甲烷 ７４８７３ ３

３６ 顺１，３二氯丙烯 １００６１０１５ ０４

３７ 二氯二氟甲烷 ７５７１８ ０３

３８ 乙苯 １００４１４ ７０

３９ 异丙苯 ９８８２８ ７０

４０ 邻、间、对二甲苯 ９５４７６ １０００

４１ １甲基丙苯 １３５９８８ ０３

４２ 反１，３二氯丙烯 １００６１０２６ ０４

４３ 三氯乙烯 ７９０１６ ０５

４４ 三氯一氟甲烷 ７５６９４ ２００

表Ｂ３　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析出限量

序号 物质名称 ＣＡＳ编码 限值 （μｇ／Ｌ）

１ 苯并噻唑 ９５１６９ ３

２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１３１１１３ ５０

３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８４６６２ ６００

４ ２羟基苯并噻唑 ９３４３４９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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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质名称 ＣＡＳ编码 限值 （μｇ／Ｌ）

５ 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 ８４７４２ ７０

６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８５６８７ １００

７ 邻苯二甲酸二 （２乙基己）酯 １１７８１７ ０６

８ 苊 ８３３２９ ０３

９ 苊烯 ２０８９６８ ０３

１０ 蒽 １２０１２７ ０３

１１ 荧蒽 ２０６４４０ ０３

１２ 萘 ９１２０３ １０

１３ 菲 ８５０１８ ０３

１４ 芘 １２９０００ ０３

１５ 双酚Ａ ８００５７ １０

１６ １，２二氯苯 ９５５０１ ６０

１７ ２，４二氯酚 １２０８３２ ５

１８ ２，４二甲酚 １０５６７９ １０

１９ ２甲萘 ９１５７６ ３

２０ ２甲酚 ９５４８７ ４０

２１ ３，３二氯联苯胺 ９１９４１ ００８

２２ ４氯３甲酚 ５９５０７ ７０

２３ 苯乙酮 ９８８６２ ２０

２４ 双 （２氯乙基）醚 １１１４４４ ００３

２５ 六氯乙烷 ６７７２１ ０９

２６ Ｎ亚硝二甲胺 ６２７５９ ００００７

２７ Ｎ亚硝二丙胺 ６２１６４７ ０００５

２８ Ｎ亚硝二苯胺 ８６３０６ ７

２９ 五氯酚 ８７８６５ ０１

３０ 酚 １０８９５２ ２００

３１ １，２二溴３氯丙烷 ９６１２８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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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附　录　Ｃ

（规范性）

铅含量加权平均值计算方法及示例

Ｃ１　计算步骤

Ｃ１１　识别出水嘴与饮用水直接接触的零件，表Ｃ１，第２列。
Ｃ１２　每个零件中使用铅含量最大的百分比 （由制造商或供应商提供），表Ｃ１，第５列。
Ｃ１３　计算每个过水零件所占过水总面积的百分比。

计算过程如下：

ａ）表Ｃ１，第３列列出了与水直接接触的每个零件的过水面积；
ｂ）每个零件的过水表面积相加，得出水嘴总过水表面积；
ｃ）计算出对每个零件过水表面积占产品总过水面积百分比，表Ｃ，第４列。

Ｃ１４　将过水表面积比 （第４列）乘以铅含量 （第５列）得出铅加权值 （第６列）。
Ｃ１５　将第６列值相加得出铅含量加权平均值。

表Ｃ１　铅含量加权平均值计算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零件序号 零件名称
过水表面积

（总面积＝５５４２４ｍｍ２）
过水表面积比率％ 铅含量％ 铅加权值％

１ 阀芯 ２８５３ ５１５ 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 本体 ４０４２ ７２９ ０２ ００１４６

３ ｏｒｉｎｇ ２９６ ０７１ 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 卡环 ３９０ ０５３ 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 出水铜管 ６６４６ １１９９ ０２ ００２４０

６ 立管 １３４１５ ２４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１６９

７ 接头１ ２５７６ ４６５ ０２ ０００９３

８ 接头２ １８９２ ３４１ ０２ ０００６８

９ 垫片 ３９０ ０７１ 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 起泡器 ４３３４ ７８２ 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 软管 １８９５０ ３３５４ ００ ０００００

铅含量加权平均值 ００７

　　注：进行计算时，最终结果只保留２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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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Ｄ１　总则

依据本文件编制生命周期评价报告时，内容包括目的和范围的确定、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生命

周期影响评价及生命周期解释和报告阶段。

Ｄ２　目的和范围的确定

Ｄ２１　目的

通过评价水泥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提出绿色设计或绿色化改进方案，从而提升和改善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的环境友好性，并为其绿色设计提供依据。

Ｄ２２　范围

Ｄ２２１　功能单位

以一套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为功能单位来表示。

注：一套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应为产品销售时所包含的产品主体和配件等。

Ｄ２２２　系统边界

Ｄ２２２１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见图Ｄ１。

图Ｄ１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图

Ｄ２２２２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包含以下单元过程：
ａ）原料获取：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主要原材料的开采及生产过程；
ｂ）能源获取：所用天然气、煤、电力、汽油等能源的开采及生产过程；
ｃ）运输：主要原料、能源的运输过程；
ｄ）产品生产：产品生产所涵盖的全部工序；
ｅ）产品使用：产品出厂后的运输、安装、使用与维护过程；
ｆ）生命末期：产品报废、回收、循环利用与最终处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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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物质 （能量）数据的取舍遵循以下准则：

ａ）列出所有的能源输入，包括使用的含能废物；
ｂ）列出主要的原料输入，符合准则可忽略；
ｃ）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规定的大气、水体、土壤的各种污染物和固体废物必须列出；
ｄ）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均不可忽略；
ｅ）忽略的单项物质 （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环境影响的贡献均不得超过１％；
ｆ）所有忽略的物质 （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环境影响贡献总和不得超过５％，且予以说明。

Ｄ３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Ｄ３１　数据采集

Ｄ３１１　数据采集要求

数据包括现场数据 （参见附录Ｅ中表Ｅ１）和背景数据 （参见附录 Ｆ中表 Ｆ１），并说明数据
得获得方式和来源。在采集过程中，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合理填补，并说明数据填补方法。

Ｄ３１２　数据质量要求

Ｄ３１２１　现场数据采集质量要求：

ａ）完整性。现场数据采集企业一个财务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根据输入输出的选择准则的要
求，检查是否有缺失的过程、消耗和排放；

ｂ）准确性。现场数据中的能源、原料消耗数据取自企业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
优先选择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其次选择相关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

计算获得。所有现场数据均转换为以功能单位为基准，且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

来源、计算过程等；

ｃ）一致性。企业现场数据采集时同类数据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Ｄ３１２２　背景数据采集质量要求：

ａ）代表性。优先选择原料供应商提供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作为背景数据，其次选择近年代表
国内及行业平均生产水平公开的生命周期评价数据作为背景数据，最后选择国外同类技术

数据作为背景数据；

ｂ）完整性。背景过程宜具有完整的背景数据，并包含系统边界内的所有环境负荷项目；
ｃ）一致性。同一机构对同类产品背景数据的选择宜保持一致，如果背景数据更新，则更新生
命周期评价报告。

Ｄ３１３　数据的验证

采集过程中，宜验证数据的有效性，通过物料平衡、能量平衡、与历史数据和相近工艺数据对

比等方式，确认数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对于异常数据，分析原因并予以替换，替换的数据质量满

足Ｄ３１２的要求。

Ｄ３２　数据计算

在数据采集与确认完成后，以统一的功能单位作为产品系统所有单元过程中物质 （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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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共同基础，利用采集的数据计算并编制产品的生命周期清单。计算程序如下：

ａ）数据与单元过程数据的关联：对每个单元过程确定适当的基准流，并定量计算单元过程的
输入和输出数据；

ｂ）数据与功能单位数据的关联：将各个单元过程的输入输出数据转换为功能单位的原料消
耗、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数据；

ｃ）数据合并：将所有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单元过程数据进行合并，形成产品生命周期清单。
产品生命周期清单表见附录Ｇ。

Ｄ３３　分配

在评价过程中涉及共生产品清单分配方法予以明确说明。优先采用质量分配法，若质量分配法

不可行，则应采用经济价值分配法。

对于闭环里循环使用的共生产品，不需要分配。

注：同一企业生产的多种产品互为共生产品。

Ｄ４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Ｄ４１　影响类型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影响评价主要环境影响类型包含人体毒性、颗粒物形成、水资源

消耗、全球变暖、化石能源稀缺五种。

Ｄ４２　清单指标参数归类

根据清单指标参数的物理化学性质，将对影响类型有贡献的清单指标参数归类，见表Ｄ１。

表Ｄ１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清单指标参数分类

影响类型 清单因子归类

人体毒性 （Ｈｕｍａｎ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铜、镍、铅、镉

颗粒物形成 （Ｆｉ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水资源消耗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水

全球变暖 （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 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

化石能源稀缺 （Ｆｏｓｓ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原煤、原油、天然气等

Ｄ４３　分类评价

本文件所涉及的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特征化因子见表Ｄ２。

表 Ｄ２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影响评价使用的特征化因子

环境影响特征化类型 单位 指标参数 特征化因子 特征化因子单位

人体毒性 ｋｇ１，４ＤＢＣｅｑ

铜 ３１０Ｅ１ ｋｇ１，４ＤＢＣｅｑ／ｋｇ

镍 ７１５Ｅ１ ｋｇ１，４ＤＢＣｅｑ／ｋｇ

铅 ２２３Ｅ４ ｋｇ１，４ＤＢＣｅｑ／ｋｇ

镉 ３５８Ｅ４ ｋｇ１，４－ＤＢＣｅｑ／ｋｇ

颗粒物形成 ｋｇＰＭ２５ｅｑ

颗粒物 １ ｋｇＰＭ２５ｅｑ／ｋｇ

二氧化硫 ０２９ ｋｇＰＭ２５ｅｑ／ｋｇ

氮氧化物 ０１１ ｋｇＰＭ２５ｅｑ／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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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特征化类型 单位 指标参数 特征化因子 特征化因子单位

水资源消耗 ｍ３ 水 １ ｍ３／ｍ３

全球变暖 ｋｇＣＯ２ｅｑ

二氧化碳 １ ｋｇＣＯ２ｅｑ／ｋｇ

甲烷 ３４ ｋｇＣＯ２ｅｑ／ｋｇ

一氧化二氮 ２９８ ｋｇＣＯ２ｅｑ／ｋｇ

化石能源稀缺 ｋｇｏｉｌｅｑ

原煤 ０４２ ｋｇｏｉｌｅｑ／ｋｇ

天然气 ０８４ ｋｇｏｉｌｅｑ／ｍ３

原油 １ ｋｇｏｉｌｅｑ／ｋｇ

Ｄ４４　计算方法

影响评价结果计算方法见式 （Ｄ１）。
ＥＰｉ＝ ＥＰｉｊ＝ Ｑｊ×ＥＦｉｊ （Ｄ１）………………………………

式中：

ＥＰｉ———第ｉ种影响类型特征化值；
ＥＰｉｊ———第ｉ种影响类别中第ｊ种清单指标参数的贡献；
Ｑｊ———第ｊ种清单指标参数；
ＥＦｉｊ———第ｉ种影响类型中第ｊ种清单指标参数的特征化因子。

Ｄ５　生命周期解释和报告

Ｄ５１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稳健性评价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稳健性评价用于评价系统边界、数据来源、分配选择和生命周期影响类型

等方法选择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用于评价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稳健性的工具包括：

ａ）完整性检查：评价数据清单，以确保其相对于确定的目标、范围、系统边界和质量准则
完整；

ｂ）敏感性检查：通过确定最终结果和结论是符合受到数据、分配方法或类型参数结果的计算
等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来评价其可靠性；

ｃ）一致性检查：一致性检查的目的是确认假设、方法和数据是否与目的和范围的要求相
一致。

Ｄ５２　特点问题识别与改进方案确定

为了产生环境效益或至少将环境责任降至最低，根据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阶段的信息提出一系

列与产品相关的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Ｄ５３　结论、建议和限制

根据确定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目的和范围阐述结论、建议和限制。结论宜包括评价结果、热

点问题摘要和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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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现场数据采集信息

现场数据采集表见表Ｅ１。

表Ｅ１　现场数据采集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省份

企业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生产线数量／设计产能 共 条，设计产能： ／ ／ （分线填写）

数据统计周期

产品信息 产品种类／实际产量
种类：　　　　　　　 ；产量　　　　　　　套；重量　　　　　　吨。

（产品种类按产品对应标准要求进行分类）

资源消耗

及综合

利用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产地

取得方式

填写自产

或外购

运输方式

汽运、火车

或船运

运输距离

（ｋｍ）

铜合金 （阐明标号） ｔ

锌合金 ｔ

镍 ｔ

铬 ｔ

配件１（表明材质） ｔ

配件２（表明材质） ｔ

水 ｍ３ 说明来源 （自来水、河水等）

能源消耗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数据来源：

如：企业自测或供方

提供

详细情况说明

天然气 ｍ３
低位发热量：　　　　 ，

单位ＭＪ／ｍ３。

煤 ｔ
低位发热量：　　　　 ，

单位ＧＪ／ｔ。

柴油 ｔ
低位发热量：　　　　 ，

单位ＧＪ／ｔ。

汽油 ｔ
低位发热量：　　　　 ，

单位ＧＪ／ｔ。

其他：　　　　
低位发热量：　　　　 ，

单位ＧＪ／ｔ。

电力消耗 ｋ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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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种类 排放量 单位

数据来源：

如：在线监测或

定期环境检测报告

详细情况说明

大气

污染物

颗粒物 ｔ

二氧化硫 ｔ

氮氧化物 ｔ

挥发性

有机物
ｔ

甲醛 ｔ

非甲烷总烃 ｔ

二氧化碳 ｔ

外排污

水中的

污染物

分别列出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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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背景数据采集信息

背景数据采集表见表Ｆ１。

表Ｆ１　背景数据采集表

背景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方式 时间相关性 地域相关性 技术相关性

资源

铜合金

锌合金

镍

铬

配件１（表明材质）

配件２（表明材质）

水

其他

能源

天然气

煤

柴油

电力

其他

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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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清单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清单表见表Ｇ１。

表Ｇ１　陶瓷片密封水嘴产品生命周期清单表

影响类型 原料获取 能源生产 运输 … 产品生产

资源消耗

资源１

资源２

…

能源消耗

能源１

能源２

…

空气排放

空气污染物１

空气污染物２

…

水体排放

水体污染物１

水体污染物２

…

土壤排放

土壤污染物１

土壤污染物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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