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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402111999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环境声明(I型环境

标志)。

    本标准为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中关于环境标志和声明的标准之一。此前已发布了关于环境标志和声

明的第一个国家标准GB/T 24020-2000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

    关于环境标志和声明的标准，，还有:

    GB/T 14024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工型环境标志 原则和程序

    ISO/TR 14025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IQ型环境标志

    本标准的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中国沐境科学研究院中国进出口商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石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与华、刘尊文、刘克、饶一山、徐成、黄进，

本标准于2001年1月首次发布。

1) GB/'r 14024已与本标准同时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ISO/TR 14025待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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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ISO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制定国际标准

的工作通常由ISO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对某技术委员会工作感兴趣的成员团体有权参加该技术委员

会。其他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也可通过与ISO的联‘络参加其工作。在电工技术标准化

方面，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国际标准是根据ISO/IEC导则第3部分的规则制定的。

    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国际标准须取得至少75%参加表决

的成员团体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国际标准ISO 14021是由ISO/TC 207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环境标志分委员会((SC 3)制定的。

    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引 言

    由于环境声明的大量使用，产生了对环境标志标准的需求。环境标志标准要求进行环境声明时对产

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有关因素予以考虑。

    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零售商或其他任何能从中获益的一方都可以使用自我环境声明。产品环境

声明的形式可以是产品或包装标签上，或产品文字资料、技术公告、广告、出版物、远程促销及数字或电

子媒体(如因特网)等中的说明、符号或图形。

    使用自我环境声明时，必须保证其可靠性。为了避免因不可靠的或欺骗性的环境声明造成的不良市

场影响，如产生贸易壁垒或不公平竞争等，必须进行适当的验证。环境声明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应清晰 透

明、科学并形成文件，使产品的购买者或潜在购买者能够确信声明的有效性。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标 准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环境声明(1型环境标志)   GB/T 24021-2001
idtISO 14021:199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Self-declared environmental claims

  (Type I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自我环境声明的要求，环境声明包括与产品有关的说明、符号和图形;有选择地提

供了环境声明中一些通用的术语及其适用的限定条件;规定了对自我环境声明进行评价和验证的一般

方法，以及对本标准中所选用的声明进行评价和验证的具体方法

    本标准不排斥、取代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法律要求提供的环境信息、声明或标志，以及其他任何

适用的法律要求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凡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后

续更正或修订的内容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标准

的最新版本。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ISO和IEC成员均持有现行有效的

国际标准。

    GB/T 24020-2000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idtISO 1402011998)

    ISO 7000 设备用图形符号 索引和一览表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与定义

3.1 通用术语

3.1.1 共生产品 coproduct
    同一单元过程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

3‘1.2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 aspect
    一个组织的活动或产品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3.1.3 环境声明 environmental claim

    表明产品、部件或包装的某种环境因素的说明、符号或图形。

    注:环境声明可以置于产品或包装标签上，或产品文字资料、技术公告、广告、出版物、远程促销及数字或电子媒体

        (如因特网)等中。

国家质t技术监督局2001一01一10批准 2001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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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声明验证 environmental claim verification

根据能保证数据可靠性的既定准则和程序对环境声明有效性所作的确认。

5 环境影响 environmental impact
全部或部分地由组织的活动或产品给环境造成的任何有害或有益的变化

6解释性说明 explanatory statement
为使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用户正确理解环境声明所需要的或所作出的解释、

7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在生命周期评价研究中用来作为参照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GB/T 24040-19991

8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原材料的获取或自然资源的生成，直至最终处置。

[GB/T 24040-1999习

9 材料标识 material identification

用来指明产品部件或包装的物质成分的文字、数字或符号。

注

1 材料标识符号不是环境声明。

2 文献第仁4]至第仁月项列举了有关材料标识符号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工业出版物的侃子

10 包装 packaging

用来在运输、存贮、销售和使用期间保护或容纳产品的材料。
注:术语“包装’，在用于本标准时，还包括任何用于产品营销或提供产品信息的、附属于或伴随产品或其容纳物的物

3门门1产品 product

  任何商品或服务。 ‘
3.112限定性环境声明 qualified environmental claim
    通过解释性说明表述其限制条件的环境声明。 ‘

3.1.13 自我环境声明 self-declared environmental .claim

    不经第三方认证，由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零售商或其他任何能从中获益的一方自行作出的环境

声明。

3.1-14 可升级性 upgradability
    不必置换整个产品，而容许将其中的模块或组成部分单独升级或置换的产品特性。

11.15 废物 waste

    对产生者或持有者不再有用而遗弃或排放到环境中的任何物质。

32 自我环境声明常用术语

    使用下列术语进行环境声明时，应遵守第7章所提出的要求。

    可堆肥 Compostable                                                                   7.2.1

    可降解 Degradable                                                                    7.3. 1

    可拆解设计 Designed for disassembly                                                      7.4.1

    延长寿命产品 Extended life product                                                  7.5.1

    使用回收能f        Recovered energy                                                       7.6.1

    可再循环 Recyclable                                                                    7.7.1

    再循环含M    Recycled content                                                     7.B.1.1a)

    消费前材料 Pre-consumer material                                              7.8.1.1a)1)

    消费后材料 Post-consumer material                                                      7. 8. 1. 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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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循环材料 Recycled material

回收材料 Recovered [reclaimed口material

节能 Reduced energy consumption

节约资源 Reduced resource use

节水 Reduced water consumption

可重复使用 Reusable

可孟复充装 Refillable

减少废物f   Waste reduction

7. S.1.1b)

7.B.1.1c)

    7.9.1

    7.10.1

    7.11.1

7.12.11

7.12.1.2

    7.13.1

自我环境声明的目的

环境标志与声明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关于产品环境因素的可验证的、非误导的、准确的信息交流，促

进对具有较小环境压力的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以激发市场驱动的持续改善环境的潜力。

本标准的目的是协调自我环境声明的使用 这将具有以下作用:

a)提供可验证的、非误导的、准确的环境声明;

b)增加市场推动潜力，从而激励对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环境改进;

c)防止或减少无保证的环境声明;

d)减少市场混乱;

e)便利国际贸易;

幻为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和使用者提供更多进行知情选择的机会。

5 自我环境声明通用要求

5.1 总则

    第5章所规定的要求适用于各种自我环境声明，包括第7章所选用的声明以及其他任何环境声明

5.2 关于和GB/T 2402。的关系 ’
    除本标准提出的要求外，还必须遵守GB/T 24020中所规定的原则。当本标准中的要求比GB/T

2402。中更为具体时，必须遵守本标准。 ·

5.3 关于含糊或不具体的声明

    不得使用含糊或不具体的，或泛泛地暗示某产品对环境有益或无害的环境声明 诸如“对环境安

全”、“对环境友善”、“对地球无害”、“无污染”、“绿色”、“自然之友”、“不破坏臭氧层”之类的环境声明均

不得使用。

    注:以上例子仅供说明之用

5.4 关于声明中“无·，.⋯”的使用

    只有当所指污染物质的含量不高于规定的痕量或背景值时才能使用带有“无··一 ，，字样的声明。

    注 参见5. 7k)和5. 7p)的要求

5. 5 关于“可持续性”的声明

    可持续性涉及的概念非常复杂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尚不存在确定的方法来测定可持续性或确

认它的实现，因此不得使用任何有关“实现可持续性”的声明

5.6 解释性说明的使用

    如果仅使用自我环境声明有可能产生误解，就必须附加解释性说明。只有当在一切可预见的情况

下，环境声明不加限定仍然有效时才允许不附加解释性说明。

5.了 具体要求

    自我环境声明和解释性说明须遵循5.7中提出的所有要求，它们

    a)必须是非误导的、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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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必须具体并经过验证;

    c)必须和特定产品相关，且仅用于适当的环境或条件下;

    d)必须指明该声明是适用于整个产品、部分产品或其包装，或服务中的某个因素;

    e)所声明的环境因素或环境改进必须具体;

    f)不得以不同术语重复陈述同一环境变化，以暗示它能带来多方面利益;

    9)不得导致错误解释;

    h)除了要对最终产品进行正确说明外，还必须考虑到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有关因素，以确定在减

少一种影响的过程中引起另一种影响增加的可能性;

    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应该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i)如果产品未经独立的第三方组织的许可或认证，进行声明时不得做出此类暗示;

    ])

    k)

声明;

      U

不得直接提示 m具有实际不存在

不得作出看来字面 ，但由于省略有

            一“_浦尹

物鬓夔进，或夸大声明中有关产品的环境因素‘
美事买颐可能使购买者产生误解，或对其造成误导的

只能涉岌产品华介周期对习存在的或R嶙91现的环蜜因素;
    m)提供环境声明和解9性说明的方式必*it够翰明应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解释性说明

必须占有合理的尺寸，表置于有关声明附近;‘ ‘一
    n)使用涉反环境优越性或环境改进的对比论断时，声明必须具体，并指明比较的基础。此类环境声

明必须和改进的时间性相联系;

    0)如果是基于过去就存在但当时未发现的因素，其表达方式上不得产生误导，使该产品的购买者、

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误以为该声明是基于最近对产品或过程所作的改进;

    p)不得以产品类型中从未存在过的某些物质或性质作为声明的基础;

    q)如果技术、竞争产品或其他情况的变化可能影响声明的准确性，必须予以重新评价并进行必要

的更新;

    :)必须针对相应环境影响发生的区域。

    注:只要一个生产过程处于环境影响发生的区域，即可作出有关该过程的声明。区域的范围取决于影响的性质

5.8 环境声明中符号的使用 ·

5.8门 在进行自我环境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5.8.2 环境声明所使用的符号应当简单、便于印制，并能以适当的尺寸置于产品的适当部位。

5，83 用于一种环境声明类型的符号应易于与其他符号，包括与其他环境声明所用的符号相区别。

5.8.4 使用表示已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符号时，不得使之易于误解为表示产品环境因素的符号。

5.8.5 只有当天然物与所声明的益处之间存在直接的、可验证的联系时才能以天然物作为标志。
    注 对相互竞争产品的同一环境因素以相同符号表示有多方面益处 建议声明者在制定新符号时要考虑方法的一

        致性，同时不反对他们用别人己采用的同一符号表示同一环境因素。选用新符号时应充分注意不侵犯第三方的

        知识产权，如经注册的设计

5.9 其他信息或声明

5.9.1 除环境符号外，还可用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如材料标识、处置说明或危险替示等传递其他信

息

5.9-2 当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不是用于环境声明目的时，不得使其被误认为进行环境声明。

5.9.3 不得修改5. 10中所规定的环境符号，使其与具体的品牌、公司及其所在地相联系。

5.10 专用符号

5.10.1 总则

    本标准选用下列专用符号是由于它们目前正得到广泛的采用和承认，而不意味着它们所表达的环

境声明优于其他环境声明。现在本标准中只举出了默比乌斯循环，其他一些专用符号将在适当时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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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

5.10.2 默比乌斯循环

5.10.2门 默比乌斯循环是由三个首尾相接的回转箭头线围成的三角形符号。它用于环境声明时.其设

计必须符合ISO 7000符号1135的图形要求。要有足够的颜色反差使符号清晰、分明。图1举出默比乌

斯循环的几种形式。本标准第7章对默比乌斯循环的使用及其适用性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

5门0-2.2 默比乌斯循环可用于产品或包装。如果对它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包装可能发生歧义，必须附

加解释性说明。

5.10-2.3 用于声明可再循环或再循环含量的符号，必须符合7.7和7.8要求的默比乌斯循环。

5.10-2.4 默比乌斯循环只能用于再循环含量和可再循环，如7. 7和7.8中所述

图1 几种默比乌斯循环符号

6 对评价和声明验证的要求

6.1 声明者的责任

    声明者必须负责评价并提供验证自我环境声明所需的数据。

6.2 评价方法的可靠性

6.2.1 进行声明之前，必须进行评价以取得验证声明所需的可靠和可再现的结果。

6.2.2 评价必须形成文件，由声明者保存，以便进行信息公布(见6.5. 2)。评价文件的保存时间必须为

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及此后产品寿命延续的适当期间。

    注:文献第仁s]至第[11]项所列的文件提供了关于可再现性和可靠性的指南。

6. 3 对比声明评价

6.3.1对比声明必须通过下列一种或数种比较进行评价
    a)与组织以前采用的过程相比较;

    b)与组织以前的产品相比较;

    c)与其他组织采用的过程相比较;

    d)与其他组织的产品相比较。

    进行对比时只能

    — 依据已发布的标准和公认的试验方法(见6.4);

    — 与当前或最近同一生产者或其他生产者投放到同一市场的，具有相似功能的，有可比性的产品

相比。

6.3.2

      a)

      b)

      c)

6.3.3

      a)

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环境因素的对比声明必须

使用同一计量单位进行量化和计算;

基于同一功能单位;

在一个适当时间跨度内进行计算，一般为12个月。

对比声明可采用下列形式:

百分比，这时对比声明应以绝对差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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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例r说明相对侧量值的处理方式

    当再循环含量由10%增加到15鱿时，百分比绝对差值为1st-10纤=5%，在这种情况下，应声明再循坏含量

    增加了s纬。如果声明再循环含量有so沉的增加，就可能引起误解，尽管它也从另一个角度正确表达了同 一事

    实。

b)绝对数值(测量值)，这时对比声明应以相对改进表示;

注:以卜例子说明绝对测量值的处理方式:

    如果某种改进使产品的寿命从10个月延长至15个月，相对增长为:

15个月 一10个月
10个月

只100%=50%

        在这种情况下，可声明产品寿命增长了5。% 如果其中一个值为零，就应使用绝对差值

6. 3.4 由于绝对声明和相对声明极易混淆，应明确指出使用的是哪种数值。

6.3‘5 对产品和包装的改进必须分别说明，两者不得累加

6.4 方法的选用

    评价和声明的验证方法必须根据下列顺序资依次优先采用国际标准、国际公认标准(包括区域标准

或国家标准)或经同行评审的工业或贸易方法。如果不存在现成的方法，声明者可自行制定，前提是满足

第6章中的其他要求，并能够进行同行评审

    注:文献第仁12]至第[66]项列举了与所选取声明有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具体工业方法的典型例子

6.5 信息的获取

6. 5. 1 只有当进行自我环境声明验证时不涉及业务机密信息，该声明才能被视为可验证的。如果验证

必须依赖机密信息，则不能使用该声明。

6. 5.2 声明者可主动向公众发布验证环境声明所需的信息。否则必须应寻求验证声明的任何相关方要

求，以合理的费用(用于支付管理费用)，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公布上述信息。

6.5.3 须形成文件并加以保存的信息(见6,2. 2 )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a)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的确定;

    b)形成文件的证据(当不能通过对产品进行测试来验证声明时);

    c)测试结果(当验证声明需要时);

    d>测试者的名称和地址(当测试由第三方承担时);

    e)声明符合5. 7h)和5. 7r)要求的证据;

    f)如果自我环境声明涉及与其他产品的对比，必须说明所采用的方法、对这些产品所作的所有测

试结果和假定;

    注:用于比较声明的其他要求见5，7

    9)声明者的评价能保证产品在市场投放期间及此后寿命延续的适当期间内自我环境声明具有持
续准确性的证据。

7 所选用声明术语的具体要求

7门 总则

7.1.1 第7章对进行自我环境声明的一些通用术语作了解释，并说明了它们的使用条件。声明者遵守

本章所规定原则的责任不因其换用相近的术语而减少。第7章补充但不取代本标准其他部分所规定的

要求

7.1.2 在第7章中列出这些术语并不意味着它们优于其他环境声明，选择它们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

目前正在，或今后可能被)‘一泛使用，而不是由于它们在环境上的重要性 它们可用于生产、销售、使用、回

收和处置等各个阶段

    注:第7章中对下列术语作了说明(按英文字母排序)

        7. 2可堆肥 Compostab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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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可降解 Degradable

        7.4 可拆解设计 Designed for disassembly

        7.5 延长寿命产品 Extended life product

      7. 6使用回收能量 Recovered energy

        7. 7 可再循环 Recyclable.

        7.8再循环含量 Recycled content

        7. 9 节能 Reduced energy consumption

        7. 10 节约资源 Reduced resource use

        7. 11 节水 Reduced water consumption

        7.12 可重复使用和充装 Reusable and Refillable

        7. 13 减少废物量 Waste reduction

7.2 可堆肥

了.2门 术语说明
    产品、包装或其附件经生物降解后生成相对单纯并稳定的腐殖质类物质的特性。

7.2.2 限定条件
7.2-2.1 在下列情况下，不能对产品、包装或其附件使用可堆肥声明:

    a)对堆肥作为一种土壤改良剂的整体价值有不良影响;

    b)在其分解过程或后续使用中任何时刻所散发物质的浓度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c)明显降低对其进行处置的堆肥系统的堆肥速度。

7.2-2.2 所有可堆肥声明必须明确下列限定条件:

    a)只有当产品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堆肥设施，才允许不指明设施的类型 除此之外，使用此类声明

时，必须指明所用的堆肥设施或过程是属于家庭堆肥、现场装置或集中堆肥设施。

    b)如果并非整个产品都是可堆肥的，声明必须具体说明哪些部分为可堆肥。如果要求产品的使用

者把这些部分分离出来，必须说明如何进行分离

    c)如果产品使用堆肥设施有问题或有风险.无论这些设施是家用型、专用装置或由中央系统控制，

声明中必须指明能将该产品堆肥的设施类型

7.2-2. 3 如果可堆肥声明是针对家庭堆肥，还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a)如果为保证堆肥的顺利进行要求作大量准备或对产品进行预处理，或作为对产品或部件进行堆

肥的直接结果，要求对生成的堆肥作大量的后处理时，不得使用可堆肥声明;

    b)如果可堆肥声明须要依赖一般家庭不具备的材料、其他设备(不包括堆肥设备本身)或专用技

能，不得使用可家庭堆肥声明。
7.2-2.4 如果可堆肥声明依赖于家庭堆肥以外的过程或设施，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a)在出售产品(包括包装)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力便地取得

用来对产品或包装进行堆肥的设施;
    b)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必须通过解释性说明将获取设备的难度如实告知购买者、潜在购买者

或使用者;
    c)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可用所需设备进行堆肥”，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因而不宜采用。

7.2.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

了.3 可降解

73门 术语说明

    产品或包装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时间分解到某种程度的特性。
      注:降解性是化学结构产生变化的难易性能。由此引起的物理和机械特性变化将导致产品或材料的降解

7.3.2 限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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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条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降解，例如生物降解和光降解

    a)可降解声明必须和具体试验方法相联系，包括试验的持续时间和达到的最大降解程度，并与处

置产品或包装的环境相关;

    b)如果产品、包装或其组分散发的物质浓度足以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不得对它们使用可降解声

明。

7.3.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

了.4 可拆解设计

7.4.1 术语说明

    使产品在使用期终止后能通过拆解，以便对其部件或组分进行再用、再循环、能量回收或以其他方

式转移出废物流的产品设计特性。

7.4.2 限定条件

7.4-2.1 可拆解设计声明必须附加解释性说明，指明可进行再用、再循环、能量回收或以其他方式转移

出废物流的部件或组分。

7.4-2.2 如果除可拆解设计声明外还有其他声明，如可再循环声明，还必须遵守其他声明提出的要求。

7.4-2. 3 所有可拆解设计声明必须指明拆解工作是由购买者(或使用者)还是专业人员来完成。

7.4-2.4 如果拆解产品须使用特殊过程，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a)在出售产品(包括包装)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方便地取得

收集或拆解设施;

    b)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必须通过解释性说明将获取设备的难度如实告知购买者、潜在购买者

或使用者;

    。)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可用所需设备进行拆解”，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因而不宜采用

7.4-2.5设计由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来进行拆解的产品必须附有关于拆解工具和方法

的信息。

了.42，6 由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自行拆解的产品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能进行可拆解声

明:

    a)不要求专用的工具或技能;

    b)提供关于拆解方法和对部件进行再用、再循环、回收或处置的明确信息。

    注:ISO/IEC导则14中给出了对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指导

7.4.2.7 设计由专门人员进行拆解的产品必须附有关于从事拆解所需的设备和设施的信息。

7.4.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

了.5 延长寿命产品

7. 5. 1 术语说明

    提高产品的耐用性或使之可升级，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节约资源或减少废物量的设计。

7. 5.2 限定条件

7. 5.2. 1 所有延长寿命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6. 3的要求。

7.5-2,2 基于产品可升级特性的延长寿命声明必须提供如何实现升级的具体说明，同时必须具备进行

升级的基础条件。

7.5.2.3 基于提高产品耐用性的延长寿命声明必须说明延长寿命的时间，或提高的百分比及测量值

(如可使用次数)，或支持作出该声明的理由。

7. 5. 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并根据6.4规定的适当标准和统计方法对平均寿命延长时间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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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使用161收能量

7.6.1 术语说明

    生产产品使用的能量是回收自原来可能被作为废物处置的物质或能量，现通过管理过程将其重新

利用的产品特性

    注 在这种情况下 产品本身也可能是回收的能量

7. 6.2 限定条件

    对于产品生产使用回收能量的声明，其使用的能量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并根据7.6.3进行评价:

    a)废物中能量的回收是指将废物进行收集和转化使之成为有用的能量，这些废物可来自家庭、工

业、商业或公共服务设施

7.6.

式中

b)在使用回收能量声明之前，声明者必须确保这一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得到管理和控制

c)必须说明回收能量所使用的废物的类型和数量。

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并按下列方法计算对回收能量的评价:

a)只有当R-E>。时方可使用声明;

b)对净回收能量的声明必须表达为:

净回收能量(%卜 (R - E)(R- E)+P、100

).:.:

尸— 生产过程中用来生产产品的，取自初级能源的能量;

R 一通过回收过程取得的能量;

E— 能量回收过程中用来回收或提取回收能量的，取自初级能源的能量。

可再循环

  术语说明

    产品、包装或其组分可通过可行的过程和方案从废物流中转移出来，同时能够被收集、加工并以原

材料或产品的形式投入使用。

    注:材料再循环仅是减少废物的方式之一。具体选用何种方式取决于周边条件，并应考虑不同的区域性影响。

7.7.2 限定条件

    如果在出售产品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不能较为方便地取得对产品或包

装进行再循环的收集或分离设施，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指明可再循环声明的限定条件;

    b)可再循环声明的限定条件如实反映获得收集设备的难度。

    c)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可用所需设备进行再循环”，由于未说明获得设备的局限，因而不宜采

用。

7. 7. 3 符号的使用

7.7.11 当使用可再循环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7.7-3.2 如以符号表示可再循环声明，必须采用5.10.2所述的默比乌斯循环。

7.7.13 5.10.2所述的默比乌斯循环不带百分比数值时表示可再循环声明。

7.7-3.4 可根据5.6自行决定是否使用解释性说明

了.了.I5 解释性说明可包含材料标识。

7.7.4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6. 5所规定的信息必须包含下列证据:

    a)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方便地利用将材料从原地向再循环设施转移

的收集、分类和输送系统

    b)存在处理所收集材料的再循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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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所声明的产品正得到收集和再循环

了.8 再循环含量

7.8.1 术语说明

了.81.1 再循环含量及有关术语必须采用下列解释:

    a)再循环含量

        产品或包装中再循环材料的质量【物理量】比例。仅下文规定的消费前材料和消费后材料可视为

        再循环含量。

      1)消费前材料

      生产过程中转移出废物流的材料，但不包括同一过程中被再利用的材料，如通过再加J_、再研磨

      或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又被回收的残料。

      2)消费后材料

      家庭或商业、工业或其他团体作为产品的最终用户所产生的，无法再用于原用途的材料‘包括从

        销售链上返回的材料。

    b)再循环材料

        生产过程中对回收材料加以再处理，用来制造最终产品或产品部件的材料。

    c)回收材料

      原可能被作为废物予以处置或用于能量回收，而实际上被收集或回收用于材料输人，在再循环

        或生产过程中代替新的初级材料。

    注

    1 附录A中给出了材料再循环系统的流程示意图

    2 相应国际标准中将recovered material和reclaimed material视为同义词，均表示“回收材料”。

7.8.1.2 材料再循环仅是减少废物的方式之一。具体选用何种方式取决于周边条件，并应考虑不同的

区域性影响。必须考虑到较高的再循环含量并不一定意味着较小的环境影响，因此在使用再循环含量声

明时尤应谨慎。

    注:注意5. 7h)的要求

7.8.2 限定条件

7. 8.2门 使用再循环含量声明时必须说明再循环材料的百分比。

7.8.2.2 必须分别说明产品和包装中再循环材料的百分比，两者不得累加。

了. 8. 3 符号的使用

7-8-3. 1 当使用再循环含量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7. 8. 3.2 如果再循环含量声明使用符号，必须以带百分比数值(X%)的默比乌斯循环表示。其中x表

示再循环含量，由7.8.4的公式计算得出。百分比数值必须和默比乌斯循环符号放在一起，可以在符号

内，也可在符号外与之紧贴。图2例子中所示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带百分比数值X%的默比乌斯循环表

示再循环含量声明。

65 %
  图 百分数值在用于再循环含量声明的默比乌斯循环中的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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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3 如果再循环含量的百分比有一个变动范围，可表示为不少于x%或大于x%.

7.8-3.4 可根据5. 6选择是否使用解释性说明。

7.8-3. 5 使用符号时可附加材料标识。

了.8.4 评价方法

7.8.4门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同时再循环含量必须用下面的公式量化，并以百分比表示。由于无

法直接测量产品或包装中的再循环含量，此处只能通过从再循环过程的取得的材料的量(减去损失和其

他转移后)进行计算。

式中:

    注

7.8.4

7.9

7.9.1

                、(%)一AP、100
x— 以百分比表示的再循环含量;

A— 再循环材料的质量【物理量】;

P— 产品的质量【物理量】。

:附录A中对再循环材料的计算作了进一步说明。

.2 可通过采购文件和其他可得到的记录对再循环材料来源和数量加以验证。

节能

  术语说明

    通过和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产品相比较，认为产品实现该功能时能耗减少。

    注:节能声明一般以能效或能量节约表示

了.9.2 限定条件

7.9-2.1 所有节能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6.3的要求。

7.9-2.2 节能声明只能以使用产品和提供服务时的能耗减少为基础，产品生产过程中能耗减少不得使

用这一声明。

7.9.3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同时以现有标准和方法测量每种产品能耗的减少。应通过统计处理

计算出平均值，方法的选用必须符合6. 4的要求。

7门0 节约资源

7门0.1 术语说明

    在制造或销售产品、包装及有关配件时减少材料、能源或水的用量。

    注: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使用阶段使用能源和水的声明见7.9和7.n

7.10-2 限定条件

7-10-2.1 除原材料外，资源还包括能源和水。

7门0-2.2 所有节约资源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

7门0-2.3 必须分别说明产品和包装对资源使用的减少，两者不得累加。

7.10-2.4 资源使用的减少必须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6.3

的要求。

7.10-2.5 使用节约资源声明时必须在解释性说明中说明资源的类型。

7. 10-2.6 如果由于所声明的资源使用的减少引起其他资源使用的增加，必须在解释性说明中说明增

加的资源及其百分比。

7.10-2.7 如果在开始的12个月期间内实现了对某种资源的节约，即可以产品的设计或分配，或生产

过程为基础对资源节约进行估算并进而做出声明。

7门0-2.8 必须分别说明每种资源使用的变化。

7.10.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另外，除7.10-2.7所述情况采取估算方式外，每一生产单位消耗资源的

数值须以12个月内的总资源输人除以同一期间的总生产量计算出来。节约资源的百分比(u%)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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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公式计算:

U(%)=
I一 N

    I
汉 100

式中:U--一 以百分比表示的每生产单位资源使用的减少;

      I— 原来每生产单位消耗的资源;

      N— 现在每生产单位消耗的资源。

了.11 节水

7.11.1 术语说明

    通过和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产品相比较，认为产品实现该功能用水量减少。

    注:节水声明一般以用水效率或节水量表示。

7.11.2 限定条件

7.11. 2. 1 所有提高用水效率或减少用水量的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

必须满足6.3的要求。

7.11-2.2 节水声明必须以产品使用时用水量减少为基础，产品生产过程中用水量减少不得使用这一

声明。

7.11.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同时以现有标准和方法测量每种产品减少的用水量 应通过统计处理计

算出平均值，方法的选用必须符合6. 4的要求。

7.12 可重复使用和充装

7.12. 1 术语说明

7.12.1.， 可重复使用

    通过设计使产品或包装能在其生命周期内按其原定用途重复流通、周转或使用。

7.12.12 可重复充装

    产品或包装能多次用来充装同类产品，并保持原来的形状，除规定净化、清洗等规定要求外，不必进

行额外的处理。

7.12.2 限定条件

7.12-2.1 如果产品或包装不能按其原定用途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不得使用这一声明。

7.12-2.2 只有当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使用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声明:

    a)存在对已使用产品或包装进行收集并对其实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方案;

    b)存在供购买者对产品或包装实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

7.12-2.3 如果在出售产品或包装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不能较为方便地获

取收集已用产品或包装的方案，或用来实现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a)可重复使用和充装声明必须指明限定条件。

    b)限定性声明必须如实反映获取收集方案和设备的难度。

    c)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可用所需设备实现重复使用和充装”，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因而

不宜采用。

7.12.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6章进行评价，6. 5所规定的信息必须包含下列证据

    a)所声明的产品正得到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

    b)具有对所声明产品进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

    c)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必须能够较为方便地获取对产品进行重复使用或重复

充装的设备。

7-13 减少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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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术语说明

    通过对产品、过程或包装的更改使进人废物流的物质量减少

    注:废物包括生产或处理过程所产生的向空气和水的排放以及固体废物

7门3.2 限定条件

7门3.2. 1 减少废物量声明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6. 3的要求。

7.13.2.2 产品和包装减少废物量可包括生产、销售、使用和处置等阶段所产生废物量的减少。

7. 13-2.3 减少废物量声明不仅包括通过废物处理过程后固体废物中含水量的减少，还可包括其他物

质量的减少

7. 13-2.4 对过程减少废物量的计算不得包括在该过程内被再利用的材料，如通过再加工、再研磨或在

同一过程中产牛又被回收的残料。

7.13.2.5 当废物被转移到下一用户，是为了将其用于积极目的而不是纳人废物流，产生废物的一方可

以使用减少废物量声明。

7门13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6章进行评价。减少的废物量可通过材料平衡单和对废物的实际测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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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再循环系统流程示意图

能量生产 其他使用
或梢售

其他使用

或销售

燃料
共生产品 共牛产品

再循环材料

再循环材料

图A1 再循环系统流程示意图

产品中的再循环含量X (0a)一鲁X 100
    有些回收材料直接回到生产过程，该过程因本身含有再循环过程而不须由系统另行提供。在这种情

况下，该生产过程仍可能产生共生产品和废物。当用公式计算再循环含量时，须要确定所使用的再循环

材料的质量【物理量】，此时必须将上述共生产品和废物考虑在内。

    注:本图是再循环系统的示意图，说明再循环含量的计算,ISO/TR 14049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ISO 14041应

        用示例‘，，提供了更详尽的示例。

1) ISO 14041已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C;B/T 2404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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