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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方圆钛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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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厂区平面图如下：

2. 主营产品
（至少包括：主营产品的名称及产品代码）

我公司主要产品是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型号 FR767)
生产线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设计产能 产能单位

金红石型钛白
粉生产

钛白粉 2610010100 2 万吨/年

电子级钛白粉
生产

电子钛白粉 2610010100 0.5 万吨/年

3. 主营产品及生产工艺
（至少包括：每种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流程描述，并在图中标明温室气体排放设施，对于
涉及化学反应的工艺需写明化学反应方程式）

我公司采用国内技术比较先进的硫酸法生产工艺。硫酸法为湿法生产，其生产工艺开发较早，它对钛

的原料质量要求不高，设备相对简单，工艺成熟，锐钛型钛白粉和金红石型钛白粉都能制造，缺点是工艺

流程长，生产环节多，“三废”排量大，资源能源消耗高。

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工艺流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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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1．钛铁矿粉碎：利用球磨机将钛铁矿（80～100 目）粉碎成 325 目、筛余物小于 15%细矿粉，满足酸

解反应工艺要求。

2．酸解：利用浓硫酸与钛铁矿反应，生成可溶性的硫酸氧钛溶液（TiOSO4），简称钛液。

3．钛液沉降：在钛液中加入絮凝剂和沉降剂，除去钛液中机械颗粒和胶体颗粒，使钛液得到初步净

化。

4．钛液热过滤：钛液在温度较高时，利用压滤机除去其中的机械杂质和胶体杂质，使钛液得到进一

步净化。

5．钛液真空结晶：在真空条件下通过蒸汽喷射和水冷却，钛液中水份蒸发，降低钛液温度，使钛液

中大量的硫酸亚铁（绿矾）结晶析出，以便进一步分离。

6．亚铁分离：利用离心机或圆盘过滤机，将钛液中大量的固相亚铁分离，提高钛液浓度。

7．钛液精滤：通过板框压滤，进一步除去钛液中机械杂质和胶体杂质，将其中不溶性杂质降低至最

低程度，以便提高产品品质。

8．钛液浓缩：通过减压蒸发，将钛液浓度提高，满足水解工艺要求。

9．晶种水解：在外加晶种的诱导下，钛液进行热水解，钛液由液相变成固相，生成一定组成、一定

粒径和分布的偏钛酸悬浮液（TiO2·xSO3·yH2O）。

10．一次水洗：利用叶滤机或压滤机，除去偏钛酸中的可溶性杂质。

11．漂白：加硫酸和还原剂，将一次水洗后偏钛酸中的高价金属元素还原成低价，以利在二次水洗中

进一步除去。此外添加金红石晶种，以便后工序产品煅烧成金红石型晶体结构。

12．二次水洗：其原理和作用同一次水洗，将可溶性杂质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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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盐处理：在水洗合格的偏钛酸中加盐处理剂和金红石型促进剂，改善和提高产品的颜料性能。

14．煅烧：利用转窑用天然气，在高温下将偏钛酸进行脱水、脱硫、粒子成长和晶型转换过程，生成

具有稳定化学性质和颜料性能的金红型产品。

15．粗粉：利用雷蒙磨或辊压磨，将煅烧产品粉碎成一定粒径大小和一定粒度分布的产品。

16．湿润：在粗粉后物料中加脱盐水和分散剂，使其呈高浓度、高度分散和悬浮状态。

17．砂磨：利用砂磨机将湿润后的物料，研磨成一定粒度和细度的产品，将粒子表面修整圆滑，将粗

颗粒研磨成细颗粒，防止粗颗粒出现。

18．表面处理：在二氧化钛粒子表面包覆 Si、Al、Zr 等元素，掩蔽其光活化点，提高产品的耐侯性。

19．三洗：利用压滤机或叶滤机，用脱盐水将表面处理后的物料中的可溶性物质洗除，降低物料含水

量，提高产品的电阻率。

20．闪蒸干燥：利用热风炉和天然气，将三洗后的物料脱水、干燥，使其含水量小于 0.5%。

21．气粉：利用气流粉碎机和中压过热蒸汽，并添加有机分散剂，将闪蒸后物料粉碎成一定粒度和分

布的产品，提高产品的分散性和应用性能。

22．成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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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
4. 法人边界的核算和报告范围描述1

公司主体生产系统由一车间、二前车间、二后车间组成；辅助生产系统由三车间锅炉、废酸浓缩，一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空压站系统，二前车间水务系统、循环
水系统、脱盐水制水系统组成；附属生产系统由职工食堂、职工浴室、后勤组成。

5. 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的描述2

不涉及

6. 主要排放设施3

6.1 与燃料燃烧排放相关的排放设施

编号 排放设施名称 排放设施安装位置 排放过程及温室气体种类4 是否纳入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范围
燃煤锅炉 生产车间 二氧化碳 否
回转转窑 1 生产车间 二氧化碳 否
回转转窑 2 生产车间 二氧化碳 否
闪蒸炉 1 生产车间 二氧化碳 否
闪蒸炉 2 生产车间 二氧化碳 否

6.2 与工业过程排放相关的排放设施

编号 排放设施名称 排放设施安装位置 排放过程及温室气体种类5 是否纳入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范围

1按行业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中的“核算边界”章节的要求具体描述。
2对行业补充数据表覆盖范围具体描述。
3对于同一设施同时涉及 6.1/6.2/6.3 类排放的，需要在各类排放设施中重复填写。
4例如燃煤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5例如脱硫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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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主要耗电和耗热的设施6

编号 设施名称 设施安装位置 是否纳入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范围
耗电设施 厂区 否

D 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D-1 燃料燃烧排放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燃料种类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7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明具体方法和标准）；
 默认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填写如何确

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详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

记录

频次

数据

缺失

时的

处理

方式

数据

获取

负责

部门

监测

设备

及型

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燃料种类 A8 一般烟煤

消耗量 t 实测值：一般烟煤消耗量=月初库存+购进量-月末库存，每批
次进厂汽车衡计量，每月盘库，得到每月消耗量。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SCS-1
00t

厂区地磅 每车 III 级 每年一次 每 次
测量，
每 次
记录，
月 底
盘库

根 据
购 买
量 计
算

生产
部

6该类设施，特别是耗电设施，只需填写主要设施即可，例如耗电量较小的照明设施可不填写。
7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8填报时请列明具体的燃料名称，同一燃料品种仅需填报一次；如果有多个设施消耗同一种燃料，请在“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中对“消耗量”、“低位发热量”、“单位

热值含碳量”、“含碳量”“碳氧化率”等参数进行详细描述，不同设施的同一燃料相关信息应分别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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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发热值 GJ/t 缺省值：23.204 / / / / / / /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缺省值：0.02618 / / / / / / / /

含碳量9 / / / / / / / /

碳氧化率 % 缺省值：93 / / / / / / / /

燃料种类 B 柴油

消耗量 t 实测值：柴油消耗量=月初库存+购进量-月末库存，每批次进
厂汽车衡计量，每月盘库，得到每月消耗量。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SCS-1
00t

厂区地磅 每车 III 级 每年一次 每 次
测量，
每 次
记录，
月 底
盘库

根 据
购 买
量 计
算

生产
部

低位发热值 GJ/t 缺省值：43.330 / / / / / / /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缺省值：0.0202 / / / / / / / /

含碳量10 / / / / / / / /

碳氧化率 % 缺省值：98 / / / / / / / /

燃料种类 B 天然气

9仅适用于化工和石化行业。
10仅适用于化工和石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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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量 Nm3 实测值：采用流量计计量，每月抄表，每月汇总。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气 体
智 能
涡 轮
流 量
计 2块
（ LW
QZ）

2#车 间 北
侧

连续 1.5 级 每年一次 每 月
抄表，
每 月
记录

结 算
数据

生产
部

低位发热值 GJ/
万m³

缺省值：389.31 / / / / / / /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缺省值：0.0153 / / / / / / / /

含碳量

碳氧化率 % 缺省值：99 / / / / / / / /

燃料种类 C
……

D-2 过程排放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行业核算指南中，除燃料燃烧、温室气体回收利用和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以及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外，其他排放均列入此表。）

过程参数 参数描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11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明具体方

法和标准）；
 默认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填

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

记录

频次

数据

缺失

时的

处理

数据

获取

负责

部门

监测

设备

及型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11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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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详细描述）。 方式号

过程排放 1：（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第五部分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

过程排放 2：（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第五部分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

过程排放 3：（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第五部分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3
……

D-3 温室气体回收、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等需要扣除的排放量

过程参数 参数描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13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 数据 数据

13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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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明具体方

法和标准）；
 默认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填

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详细描述）。

录频次 缺失

时的

处理

方式

获取

负责

部门

监测

设备

及型

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备

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CO2 回收：

参数 1

参数 2

……

CH4 回收：

参数 1

参数 2

……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

参数 1

参数 2

……

其他排放：（按照相应行业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的第五部分核算方法的排放种类填写）

参数 1

……

D-4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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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参数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14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

明具体方法和标准）；
 默认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

的方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

详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

录频次

数据缺

失时的

处理方

式

数据获

取负责

部门
监测设备

及型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

备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净购入电量 MWh

实测值：电表计量，采用结算数据。电表由供

电公司负责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通则

/ / / / /

每 次 结

算，每次

记录

抄表数 生产部

净购入电力排

放因子
tCO2/MWh

缺省值：0.5257

来自《2011 和 2012 年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华中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 / / / / / / /

净购入热量 GJ

实测值：流量计计量，每月抄表，每月结算，

根据结算数据计算净购入热力量。GB 17167 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外 购 蒸 汽

流 量 计 1

块 ：
FBLU-M1
3(DN50)B
2A(230 ℃

）HL

/ / / /

每次抄

表，每次

记录

抄表数 生产部

14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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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汽 流 量

计 外 供 总

表 1 块 ，
FBLU-M1
3(DN50)B
2A(230 ℃

）HL，另

有 3 块 专

供 流 量

计。

热 水 表 1

块

净购入热力排

放因子
tCO2/GJ 缺省值：0.1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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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补充数据表中数据的确定方式

补充数据表中要

求的相关数据15

单位
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16，17

选取以下获取方式：
 实测值（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写明

具体方法和标准）；
 默认值（如是，请填写具体数值）；
 相关方结算凭证（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

方式填写如何确保供应商数据质量）；
 其他方式（如是，请具体填报时，采用在表下加备注的方式详

细描述）。

测量设备（适用于数据获取方式来源于实测值） 数据记录频

次

数据缺失时

的处理方式

数据获

取负责

部门

监测设备

及型号

监测设备

安装位置

监测

频次

监测设

备精度

规定的

监测设备

校准频次

我公司主营产品为钛白粉（产品代码：2610010100），钛白粉属于颜料制造（行业代码：2643），根据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2021]9 号）附件 1 覆盖行业及代码，颜料制造不属于国家纳入碳交易的范围，不涉及补充数据表检测计划的编写。

15此列需要填写的数据应与行业补充数据表中的第一列“补充数据”保持内容和格式完全一致；对航空公司，该列数据包括燃油消耗量（t）、航空器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运输周转量（万 t•km）。
16如果报告数据是由若干个参数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需要填写计算公式以及计算公式中的每一个参数的获取方式。
17如果数据的计算方法及获取方式与 D1~D3 部分的内容相同，可在表中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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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审核结论

一、审核依据：

适用于组织的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其他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二、审核结论：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审核组通过现场访谈以及对监测计划的评审，确认：

1、潜江方圆钛白有限公司的监测计划符合《工业其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2、潜江方圆钛白有限公司制定的监测计划可行，监测范围全面、监测内容与实际情况符合、数据获

取和内部质量控制能够满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写和追溯的要求；

3、评估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审核组长：（签名）

时间：2021 年 6 月 18 日

核查机构负责人：（签名）

机构盖章

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监测计划的审核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