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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简介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原宁波钰烯阴极保护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钰烯”）于 2003 年 9 月 28 日经宁波市工

商管理局批准成立，2016 年 3 月变更为股份公司，现注册资金 2605

万元，公司已成长为一家提供腐蚀控制产品与防腐蚀工程技术解决

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领先的腐蚀控制民营企业之一。 

公司员工 200 余人，技术与研发团队 30 余人，防腐工程师、建

造师、NACE（美国防腐工程师协会）认证人员十余人。公司设有

宁波腐蚀与保护工程技术中心、浙江大学电化学博士后流动站。业

务内容包括电化学保护（阴极保护和阳极保护）系统的设计开发和

生产，海洋防腐涂料、防污涂料、减震涂料、阻尼涂料的开发生

产，电解防污设备设计开发生产，腐蚀检测，腐蚀和安全运行评

估，腐蚀控制，防腐蚀产品生产，工程设计和安装施工。业务涉及

石油、天然气、化工、海洋工程、电力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等诸多行业。目前是 Saudia Aramoc（沙特阿美）、Total（道达

尔）、KOC（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PPT（泰国国家石油公

司）、中石油、中石化、中交建设等国内外大型企业的认证供应

商。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省隐形冠军企业”、“省级研究开发中心”等诸多荣

誉，相关产品相继被列为宁波名牌产品、浙江制造“品字标”产

品、浙江出口名牌产品。公司在品牌建设的同时，更重视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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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已通过 GB/T 19001-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24001-2016/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GB/T45001-

2020/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29490-2013

知识产权管理等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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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盘查目的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温室气体所引发的各种环境问题正

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的人们敲响警钟，碳排放问题日益成为了全球热

议的焦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推出碳关税政策，国际企业也纷纷

提出碳标识等要求，这一方面成为了推动全球碳减排的动力，另一

方面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设置了新的贸易壁垒。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指在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在 PAS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中，碳足迹被定义为表达一个过程、

一组过程或一个产品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参数，用以表达其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本报告的目的是得到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1

吨铝阳极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碳足迹，其研究结果有利于浙江钰烯

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掌握该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途径及排放量，

并帮助企业发掘减排潜力、有效沟通消费者、提高声誉强化品牌，

从而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为工业产品的采购商和第三

方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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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边界 

本报告运营边界：产品的碳足迹=原材料生产+原材料运输+产

品生产+产品运输+产品使用+产品回收。 

 

四、报告期 

本报告所涵盖期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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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定义及工艺流程 

5.1 产品功能定义 

本报告产品为铝阳极，它电流容量高，费用小，重量轻，非常

适用于低电阻环境中，也可用于淡水和盐水环境中。 

5.2 生产工艺流程 

熔炼 浇铸 整形 检验 成品铝锭

 

铝阳极生产工艺流程 

主要工艺说明： 

铝阳极主要原材料为铝锭，还配比有少量的锌锭、铟锭等材

料。 

①熔炼 

首先按比例对原料配料，然后将主材料投入熔化电炉中加温到

800℃，熔化时间约 2小时，形成熔体，分别加入配比合金，搅拌均

匀，在一定 750℃温度条件下加入少量精炼剂（主要成分为硝酸

钠、石墨）对熔融体进行精炼、除气，静置后除渣，去除杂质。 

②浇铸 

精炼后的合金液转液到浇包，再浇注的金属模具中，形成铸

件，冷却后取出铸件。 

③整形 

对铸件进行锯切浇口、用砂轮机、抛光机去除铸件表面披风、

氧化物夹渣等，达到要求的尺寸、表面质量等。 

④对铸件进行检验、包装，形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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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碳足迹数据分析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铝阳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为 963.49CO2e，2022 年全年共生产铝阳极 1664 吨，根据数据可以

计算出 2022 年度产品生产阶段碳足迹为 0.58tCO2e/t。产品全生命周

期阶段碳足迹见下表。 

环境类

型 

当量单

位 

原材料

生产 

原材料

运输 

产品生

产 

产品运

输 

产品使

用 

产品回

收 
合计 

产品碳

足迹

（CF） 

tCO2e 21.3 0.27 0.58 0.26 0 0.464 22.874 

占比（%） 93.12% 1.18% 2.54% 1.14% 0.00% 2.03% 100.00% 

根据以上表格计算得到，铝阳极的碳足迹 e=22.874tCO2e/t。从

一吨铝阳极生命周期累计碳足迹贡献比例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一吨

铝阳极的碳排放环节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生产的能源消耗活动。 

 

所以为了减小每一吨铝阳极碳足迹，应重点加大对产品生产和

产品原材料生产中的节能降耗管理，对供应商提出节能减排要求并

对供应商加以考核。 

为减小产品碳足迹，建议如下： 

1）加强节能工作，从技术及管理层面提升能源效率，减少能源

投入，厂内可考虑加强能源管理，实施节能改造，如采用光伏发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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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材料生产对产品碳足迹贡献较大，在原材料价位差异不大

的情况下，尽量选取原材料碳足迹小的供应商，或要求供应商采用

节能减排措施，减少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3）在分析指标的符合性评价结果以及碳足迹分析、计算结果的

基础上，结合环境友好的设计方案采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工作，提出产品生态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4）继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坚定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原

则，加强生命周期理念的宣传和实践。运用科学方法，加强产品碳

足迹全过程中数据的积累和记录，定期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虑影

响进行自查，以便企业内部开展相关对比分析，发现问题在生态设

御售理、组织、人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5）推进产业链的绿色设计发展，制定生态设计管理体制生态设

计管理制度，开发绿色设计产品，明确任务分工；构建支撑企业生

态设计的评价体系；建立打造绿色供应链的相关制度，推动供应链

协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