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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材料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模型及数据库开发

李小青，龚先政，聂祚仁，王志宏
(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 作为数据密集型方法，高质量的数据是开展材料生命周期评价的重要前提，数据的可靠性直接影响着材料生命周期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应用性能。建设符合国情的材料生命周期环境负荷基础数据库，是我国开展 LCA( Life Cycle Assessment)

实践的基础数据保障和技术支撑。根据 ISO14040 系列国际标准，关于 LCA 分析的基本框架，从技术领域、环境领域和价值

领域分析了 LCA 实践的数据要求和计算需求，建立了各领域实体的数据模型及清单数据的计算模型，完成了中国材料环境负

荷数据库( Sinocenter 2. 0 ) 的总体框架设计和数据库详细设计，并对数据库进行了兼容性分析; 进一步简要介绍了数据库的主

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水泥能耗分析、材料生态设计等应用软件开发，以及面向互联网及大数据的 LCA 数据库的应用

研究; 探讨了材料环境负荷数据库技术将来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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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odel and Database Development for
Materials Life Cycle Assessment in China
LI Xiaoqing，GONG Xianzheng，NIE Zuoren，WANG Zhihong

(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As the data intensive method，high quality environmental burden data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of carrying out
materials life cycle assessment，and the reliability of data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life cycle assessment re-
sults and its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Therefore，building Chinese LCA database is the basic data needs and technical
supports for carrying out and improving LCA practice． Firstly，according to requirement of ISO14040 series standards，the
data request and computation demand were studied from the scope of technique，environment and value fields，together
with the detailed analysis and systemic abstract of LCA process，finally related models for LCA practice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built models and the analysis of LCA database structure，functional assign and application demand，the gen-
eral framework of Chinese LCA database named Sinocenter 2. 0 had been accomplished，the detailed design of database
was also achieved，the compatibility of Sinocenter 2. 0 with the Ecoinvent database and ISO14048 standard was analyzed．
Secondly，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were briefly introduced，and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of cement energy con-
sumption analysis and materials ecodesign were developed． Then the applied researches orient to internet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were promoted． Finally，the future research works were propos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loads data; life cycle assessment; data model; database design

1 前 言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是一种

数据密集型方法，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和不同

LCA 基础数据的支持。因此，高质量的数据是开展材料

( 产品) 生命周期评价的重要前提，数据的可靠性直接

影响着材料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应用性能［1］。

从 LCA 方法学的角度，数据质量方面的研究主要

体现为对清单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和对清单数据的敏感

性分析，辨识出 LCA 模型中具有高不确定度和高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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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关键数据，从而指出控制和改进数据质量的关键

点。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领域，可以依靠数据库的完

整性约束保证数据在描述现实对象时的一致性和正确

性。因此，建立可靠的 LCA 数据库并开发相应的 LCA
软件是保证清单数据可靠性和质量的重要方法，很多国

家、研究 单 位 和 企 业 都 在 致 力 于 建 立 专 业 的 LCA 数

据库。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源分布不平衡、科技水平层

次不同以及能源消耗的不对称，材料( 产品) 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外 LCA 软

件所依赖的基础数据库基本都是基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

平均数据，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依据中国国情

和地域特点，以及材料生命周期的特点，设计一个结构

合理、效率较高、使用方便，且易扩展的中国材料生命

周期评价基础数据库，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材料

LCA 应用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对我国 LCA 实践

的推动意义重大。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作为保证数据质量的重要方法，许多国家和国际的

公开数据库已经发布，比较著名并广泛应用的有瑞士

ECOINVENT 数据库、瑞典 SPINE@ CPM 数据库、德国

Gabi 扩展数据库、美国 NＲEL － USLCI 数据库、澳大利

亚 LCI 数据库和欧洲生命周期文献数据库 ELCD 等［2 － 5］。
我国在 LCA 数据方面的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末期，在

“九五”国家“863”计划的大力支持下，收集、整理了国内

主要材料产业( 钢铁、水泥、铝、工程塑料、建筑涂料和

陶瓷等) 的第一手环境负荷数据，并在北京工业大学建立

了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基础数据库( SinoCenter) 平台［6 －9］。
在持续的“863”计划、“973”计划、国家支撑计划和北

京自然科技基金的支持下，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发

展，该数据库已具有较大的规模，积累材料生命周期分

析基础数据近 12 万条，并在技术和商业上开展了具体

的应用。此外，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四川大学［10］ 以及

上海环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开展了数据库方面的工

作。目前国内专业 LCA 软件工具的开发和应用还不成

熟，相关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使用较多的是荷兰的 Sima-
Pro 和德国的 Gabi。文献［11］和［12］分别通过案例对这

两种软件的性能进行了比对。
对于 LCA 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只

能得到一部分数据，其他数据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得到。
对于 LCA 的数据缺失问题，文献［13］通过分析产品生

产过程的数据结构，应用低秩矩阵的补全技术，提出一

种生命周期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的非负矩阵补全模型，

并将该模 型 和 相 应 的 算 法 应 用 于 Econivent 数 据 库 中，

补全生命周期评价中的缺失数据。

3 材料生命周期 评 价 数 据 模 型 及 数 据 库

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最

优的数据库模式，建立数据库使之能够有效地存储数

据，满足各种用户的应用需求。数据模型是一种形式化

描述数据、数据之间联系以及有关语义约束的方法，是

数据库系统中用以提供信息表示和操作手段的形式框

架。它包括能精确描述系统的静态结构、动态结构和完

整性约束 3 部分。数据库按数据模型的特点分为层次数

据库、关系数据库、网状数据库和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几

种。材料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通过应用当前理论最成

熟、应用最广泛的关系型数据库技术，提出一套符合材

料生命周期特点的数据库建设方法体系。
数据库的设计过程分为建立数据库概念模型和生成

数据库物理模型两个阶段，前者将现实世界中的实体映

射成数据库概念模型，后者再根据数据库概念模型生成

具体 ＲDBMS 支持的数据库物理模型。依据数据库设计

规范化理论的指导，数据库模型满足第三范式，从数据

库设计的角度消除存储异常，减少数据冗余，保证数据

操作的高效率。
3. 1 材料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模型分析

完成一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评价需要 3 方面的信

息，即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体系上的技术领域的信息、环

境领域的信息和价值领域的信息。同时，还需要建立清

单编制的计算模型和 LCI 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
3. 1. 1 技术领域的数据模型

( 1) 过程与中间流

过程与中间流是 LCA 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关键模型，

LCA 系统可以抽象为过程，而过程的内容体现为流的交

换，过程和中间流之间通过输入输出和所属关系相互关

联，其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过程和中间流的概念模型

Fig.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process and

intermediate flows

( 2) 产品系统

图 2 给出了产品系统的概念模型。产品系统是通过

物质和能量联系起来的，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单

元过程的集合。为了便于描述，将代表产品的实体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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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为了说明产品系统的层次性，需进一步抽象出过

程连接实体，用于描述过程所属的计划以及过程间产生

联系的中间流，从而体现各个过程如何通过一定的关系

组成层次结构。同一个产品系统的所有过程是相互联系

在一起的，通过对所有过程连接实体进行追踪，就可以

将产品系统的层次结构描述出来［14］。

图 2 产品系统的概念模型

Fig. 2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product system

在 LCA 实践中，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产品系统建

模，然后根据模型进行基于过程的实际流的平衡计算，

通常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从选定基点开始两端同

时计算，但每种方法都必须使整个产品系统的物质平衡

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因此，所有的计算必须以唯一特

定的中间流为参考基准，计算其他的物质流和能量流，

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平衡特性，该参考中间流就是基

准流。
( 3) 分配

当某过程拥有多产品的输出流时，则需考虑资源和

排放物质在不同产品间的分配。无论根据经济价值或质

量分配都必须提供具体比率，以决定资源和排放物在不

同的产品中的数量比例。因此分配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

实体。对于不同的体系，同样物质的分配关系有所不

同，分配方法只依赖于所选取的系统。分配的数据模型

如图 3 所示。

图 3 分配的概念模型

Fig. 3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allocations

( 4) 基础流

基础流是组成客观世界的实体，不依赖于产品系统

中数据中间流而存在，而是中间流的具体内容。基础流

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如材料、产品、能源形式、资源

和排放等。为了便于在数据库中调用特定的基础流，需

要对基础流进行分类，如基础流所属的分类是原材料、

排放物还是能源物质等，从而构成数据库中物质的命名

系统。每一个基础流都有自己的详细信息，为避免数据

冗余，抽象出流信息实体用来描述基础流的化学公式、
数据收集地点、属性等信息。基础流的数据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基础流的概念模型

Fig. 4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basis flows

在技术领域中，除了上述概念模型，单位以及管理

信息相关实体也是数据库概念模型设计阶段的重要组

成，其概念模型的分析与构建过程类似。
3. 1. 2 环境领域的数据模型

LCA 中环境是指研究对象边界外的自然环境系统，通

常表示一个较小空间区域。当研究对象的流穿越系统边界

进入自然环境系统时，将产生潜在的环境影响，环境影响

的性质则取决于环境的性质( 如环境容量) ，影响效果则

体现为环境的特定性质变化。因此，环境领域的数据指人

类活动发生的地理区间及其所影响的环境类型，其主要实

体是地理信息和环境。地区和环境作为环境领域的实体，

与技术领域的基础流和过程有直接联系。
LCA 方法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分为典型的几

类，称为影响分类，通常包括资源耗竭、人类健康影响

和生态影响 3 大类。根据不同的评价方法，每一大类下

又包含有许多小类，如 ＲeCiPe 方法中生态影响下又包

含有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和富营养化等。特征

化用来衡量相同数量的不同基础流对同一相关影响分类

的贡献大小。LCA 方法的数据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 5 LCA 方法的概念模型

Fig. 5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LCA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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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价值领域的数据

价值领域通常属于社会体系的范畴，是社会价值体

系取向的一种表现。生命周期分析过程中，无论是在影

响评价过程中的影响模型的建立，还是在标准化和权重

分析时对影响类型的重要性判断，都依赖于执行者的个

体经验，即执行者的社会价值取向。此外，价值体系还

决定了 LCA 执行者如何从技术领域和环境领域选取所

需要的数据。
3. 1. 4 清单编制的计算模型

对于材料的生命周期，一般包含多个相互联系的单

元过程，而且每个单元过程存在大量的输入和输出，正

确建立计算模型是开展清单分析的基础。清单分析方法

基于不同的计算模型，具有多种计算与数据处理方式，

主要有基于流程图的矩阵分析算法、基于输入—输出表

的分析方法和混合清单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当前清单

编制最常用的矩阵法，具体计算模型见文献［15］。
3. 1. 5 LCI 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16］

不确定性分析用来判定与量化由于输入的不确定性

和数据变动的累积给 LCI 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系统化

程序。我国目前 LCI 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公开发表的

统计资料，无从判定与量化输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对

于 LCI 数据的收集者来说，积累特定现场监测数据的统

计信息，对不确定性分析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大多根

据文献中推荐的方法来估计常见数据类型的不确定性，

主要方法有: 利用高斯误差传递公式计算的误差传递算

法; 基于概率分布的随机模拟方法; 基于区间表述的区

间算法和基于模糊数学表述的模糊集算法等，其中随机

模拟方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其基本分析框架见

图 6。

图 6 LCI 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

Fig. 6 The uncertainty analysis framework of LCI data

3. 2 材料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的实现

3. 2. 1 数据库总体结构

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应用

系统，为了维护系统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必须对一些基

本的对象进行规范化，通常这些对象是数据库中的最基

本的数据，如 基 础 流、单 位、地 点 和 分 类 信 息 等。因

此，数据库总体框架分为基本数据集、标准数据集和应

用数据集 3 部分。基本数据集和标准数据集为应用数据

集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和参考标准，从而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和可追溯性，同时使数据库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

扩展性和易维护性。数据库整体结构如图 7 所示。

图 7 数据库总体结构

Fig. 7 The structure of database

基本数据集包括基础流、单位、地 点 和 分 类 等 实

体，存放整个数据库体系中所用物质的相关信息数据、
各种度量单位及相应换算关系、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分类

信息数据。

应用数据集包括管理信息库、产品系统库、评价方

法库 3 部分。管理信息库主要存储项目相关的管理及建

模验证等数据，以及 LCA 实践中各数据来源及其特性

的描述，以增加数据透明性。产品系统库中存储 LCA
实践的核心数据，包括计划、过程和中间流等。LCA 方

法数据库中存储评价方法及对应评价指标体系数据。

参考标准数据集主要存储国内相关企业、行业和国

家环境标准及指标体系数据信息。
3. 2. 2 数据库平台的选择

数据库平台需要能够满足数据收集和查询等基于

Web 的网络操作需求。目前比较流行的关系网络数据平

台主要有 Oracle、MySQL、DB2 以及 SQL Server 等。Or-
acle 和 DB2 在大型的商业网络系统中有着广泛应用，对

于多并发的大数据量事务处理应用，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和较快的响应速度，且具有跨平台的优点，但价格昂

贵。MySQL 数据库系统可以运行在当前主流操作系统

上，且代码开源，体积小、速度快，在许多中小型网站

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安全性较差。SQL Server 的优势在

于与 Windows 操作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已成为 Win-
dows 平台下性能最佳的数据库，性价比较高，且可以

扩展到 TB 级的数据库，能轻松处理千万级以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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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合具体需求，本研究选择 SQL Server 2008 企业版

作为建立 LCA 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平台。
3. 2. 3 数据库物理模型生成

数据库 物 理 模 型 中 各 实 体 属 性 的 建 立 主 要 参 考

ISO14048 标准 及 国 际 主 流 EcoSpold02 和 ILCD 数 据 格

式，以保证和其他 LCA 数据库数据的兼容性。

基本数据集中各实体是最基本的引用数据，被过

程、数据中间流以及评价方法所引用和参考。产品系统

库是 LCA 数据库的核心，是进行材料( 产品) 全生命周

期评价的直接数据。图 8 是根据概念模型建立起来的基

于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数据集和产品

系统库的物理模型图。

图 8 产品系统的物理数据模型

Fig. 8 The physical data model of the product system

管理信息库、评价方法库及标准数据集等数据库物

理模型的建立方法类似。
3. 2. 4 数据库兼容性分析

国际上，对于 LCA 数据集的研究与开发，一般遵

从 ISO14040 系列标准的要求，尤其是 ISO14048 环境负

荷数据报告的格式，但在技术实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目前，Ecoinvent 数据库的 EcoSpold 以及 ELCD 数据库的

ILCD 格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绝大多数 LCA 软件工具

和数据库都支持这两种格式的 LCA 数据交换。
为了实现 Sinocenter 2. 0 数据库与其他 LCA 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交换，材料 LCA 数据库 SinoCenter 2. 0 中的

数据格式设计时参考了 ISO14048 标准数据文件格式以

及 ILCD 格 式，和 Ecoinvent 3. 0 中 使 用 的 最 新 的 Eco-
Spold02 版数据格式，通过对详细数据字段的分析和比

对可以发现，SinoCenter 2. 0 数据库与国际上当前主流

的数据库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以完全兼容其主要数

据，通过设计接口程序便可以实现不同数据库间数据的

交换。
3. 3 生态设计数据库

材料的生态设计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到材料设计过程

之中，在材料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考虑其可能产生的环

境负荷，通过改进设计将材料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降到

最小程度。从生态设计角度来看，材料环境负荷数据还

远不能满足材料生态设计的要求，还需要大量材料性

能、工艺技术、事实规则、设备、使用等，全方位、多

尺度的数据和分析工具等综合平台的支持。因次，在

Sinocenter 2. 0 中扩展材料性能和经济成本数据集，为材

料的生态设计提供相应的材料性能和成本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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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LCA 数据库的主要内容及应用开发

4. 1 单元过程清单数据的收集

对于材料( 产品) 的环境负荷数据，一般按照生产过

程划分为单元过程，然后各单元过程按定义的功能单元，

进行资源和能源输入和相应的输出及环境排放数据的收

集和管理。数据源自于大量的调研数据、公开出版的各

类统计年鉴和计算数据。在数据集的入库过程中，严格

按照 ISO14040 系列要求进行数据的审核、分类与计算，

并按照一定的功能单元进行数据的存储，主要信息为功

能单元的定义、数据质量信息、环境负荷信息( 资源消

耗、能源消耗、空气排放、水体排放和固体废弃物) 。对

于公用领域的数据，如电力生产环境负荷数据、交通运

输环境负荷数据，则定义为相对独立的环境负荷数据集，

并重点说明数据集的数据质量信息。

4. 2 主要数据集

目前，材料 LCA 数据库中涉及的基础数据近 12 万

余条，内容涉及 68 类材料及过程清单，如电力产品清

单［17 － 19］、化 石 能 源 产 品 清 单［20 － 22］、交 通 运 输 清

单［23 － 24］、钢铁材料清单［25 － 26］、建筑材料清单［27 － 30］、有

色金属编目清单［31 － 34］、高分子材料清单［35 － 37］、联接材

料编目清单等［38］。
评价方法库中选择性的分析了目前广泛使用的 LCA

评价 方 法 的 特 点， 主 要 包 括 Eco-indicator 99、CML、
IPCC 等评价体系，并重点对 CML、Eco-indicator 99 指标

体系，进行了本地化研究，结合我国的资源特点，建立

了 42 种金属矿产和 58 种非金属矿产的本地化资源损害

因子、归一化因子。同时，基于我国土地资源状况，建

立了不同土地使用与转换的土地资源损害因子和归一化

因子。详细的环境负荷数据集种类及数据来源见表 1。

表 1 材料生命周期环境负荷数据集

Table 1 The datasets of material life cycle environmental load data

Materials Datasources Datasets number

1． Building materials

Cement 32 NSP and 5 Shaft kiln cemen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ore than 90

Glass 12 float glas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ore than 40

Ceramics 4 sanitary wares and 24 construction tile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ore than 60

Wall 38 wall material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ore than 40

2． Ferrous metals
Steel More than 70 stee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ore than 200

Alloy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2

3． Nonferrous metals

Magnesium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1

Aluminum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1

Plumbum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1

Zinc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

Cuprum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

4． Energy
Electricity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8

Fossil energy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0

5． Transportation

Ｒoad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0

Ｒailway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3

Shipping Enterprises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4

6． LCA methods

CML Localization 1

EPS Localization 1

Ecoindicator 99 Localization 1

此外，引进了国外著名 LCA 环境负荷数据库，如

Simapro、Umberto、Gabi、DEAM、 IVAM 和 Ecoinvent，

主 要 涉 及 日 用 品、造 纸、钢 铁、石 化、有 机 ( 无 机)

料、能源、运输和电子产品等方面的环境负荷数据，它

们也是材料 LCA 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开展我国

材料 ( 产品的) LCA 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特别

是对 Ecoinvent 数据库关键内容进行了本地化的对比研

究与开发。
4. 3 数据库应用软件开发

基于建立的材料环境负荷基础数据库，集成北京工

业大学 LCA 研究团队的十多年来在模型、方法和指标

体系方面的大量科研成果，如矿产资源耗竭特征化模

型、土地使用环境影响特征化模型、材料生产流程能质

的 模型、材料生产多工序过程的物质流 ( 资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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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废弃物) 的环境负荷累积模型，针对典型材料行业

节能减排和生态设计的实际情况，开发了相应需求和应

用的软件工具包，如《水泥产品生命周期能耗分析系统

( 2013SＲ038488) 》、 《材 料 生 命 周 期 能 耗 分 析 软 件

( 2010SＲBJ1357) 》、 《复 合 水 泥 生 态 生 态 设 计 软 件

( 2007SＲBJ2464) 》等，帮助企业辨识产品生命周期中

的能耗“热点”，从而找到改善产品生产阶段能效的有

效途径，为企业开展节能减排与产品生态设计提供数据

与方法支持，用于典型建材、镁等材料生产环境负荷评

价与管理、节能减排技术方案优选，以及区域及行业布

局调整等，企业应用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4. 4 面向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应用开发

在面向互联网的应用开发方面，材料 ( 产品) 全生

命周期环境负荷评价数据已成为“国家材料科学数据共

享网”的节点之一: 材料环境负荷数据共享资源节点。

在该数据平台上，可实现基于材料种类、生产规模和时

间范 围 等 查 询 条 件 的 分 类 查 询，检 索 网 址: http: / /
cnmlca. bjut. edu. cn。该数据平台采用安全性较高的 AS-
PX 网站开发技术，用户通过 Web 注册与认证后，根据

授权模式的差异，进行共享资源访问和授权资源访问。

此外，大数据在零售行业中已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材料产业也是如此，不管是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还是工业 4. 0，实现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迈进，

都需要分析和考虑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下，实现传统业务

模式的创新与重塑。鉴于以上需求，本课题组开发和部

署了大数据环境下的材料环境负荷数据采集软件，正在

研究开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中国材料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平台，同时发展适合材料领域的新型数据挖掘方法。

5 结 语

中国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为我国节

能减排、碳排放 ( 碳足迹) 分析、清洁生产审计等提

供了科学、基础数据支撑。同时，大数据在材料行业的

运用与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总体来讲，搜寻行业数据

还比较困难，相关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存在很大的阻碍，

甚至相关信息的统计还有不准确的情况出现。

我国生态设计与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的发展方向主

要包括以下 3 方面: 首先是对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

据质量保证等相关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为数据库更新与

扩展提供技术保障; 其次需要进一步研究数据库结构和

数据的扩展方法，以支持动态生命周期评价; 最后是在

材料基因组理念的指导下，筛选并建立材料环境负荷基

因组，研究材料的结构 － 性能 － 环境友好性之间潜在的

深层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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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级石墨烯有望成为新抗菌药物

科技日报讯 ( 记者唐先武 通讯员何雷) 记者近日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获悉，该院综合实验研究中心主任

罗阳及其团队历时 8 年研究，首次发现纳米级的石墨烯可以杀死细菌，实现抑菌作用。这意味着石墨烯有望成为一

种新的抗菌药物，成为抗生素的重要替代选项，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
通过大量研究，罗阳团队发现纳米级的石墨烯对细菌都有杀伤效果。“这是因为纳米级的石墨烯本身是连成一

串的碳原子，就像一层很薄很密实的布。”罗阳解释，它们对付细菌的方式有 3 种: 第一种是直接“砍”，由于石墨

烯是纳米级的，而细菌是微米级，前者比后者小 1 000 倍，石墨烯就如同一把很锋利的刀，直接把细菌砍死; 第二

种是饿死细菌，纳米级的石墨烯可以像布一般将细菌严密包裹，使细菌吸收不到营养; 第三种是缓慢消亡，由于石

墨烯太小，细菌会将石墨烯吞进“肚”里，就像人吃了异物会拉肚子不舒服一样，使细菌慢慢消亡。“正是石墨烯

的这种物理杀菌方法，让细菌不会产生耐药性。”国际著名期刊《美国化学会会刊》刊发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并在

专栏中对其研究成果给予重点报道。
罗阳说，未来 1 ～ 2 年内，纳米级石墨烯有望成为新的以外用为主的抗菌药物、抗菌材料。同时，石墨烯还可

能运用于纱布、导管等医疗器械上，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From http: / /www． xcl． net． cn /news /show． php? itemid = 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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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约编辑聂祚仁 特约撰稿人龚先政 特约撰稿人高 峰 特约撰稿人周和敏 特约撰稿人孙博学

聂祚仁: 男，1963

年生，博 士，教 授， 博

士生导师。1997 年于中

南大学材料系获博士学

位，2002 年 9 月 ～ 2004

年 3 月为日本东京大学、

名古 屋 大 学 客 员 教 授。

“长 江 学 者”特 聘 教 授，

现任任北京工业大学副

校长。兼任国家“863”新

材料技术领域主题组专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专家评审组专家; Int．

J． LCA ( 德国) 中国区编

委和全球 LCA 中心联盟

中方委员，稀贵金属国

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主任，中国材料研究

学会常务理事等。获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

“特优”验收，入选国家

百千 万 工 程 领 军 人 才，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主要从事有色金

属冶金材料加工及其循

环再造研究。先后主持

国际合作和国家“973”课

题、“863”重 点 项 目 课

题、重 点 基 金 等 20 余

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2 项( 第 1、4 ) 、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 第 1、2 ) 和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1 项 ( 第 10 ) ;

授权发明专利和软件著

作权 50 余 件; 出 版 专

著、教 材 4 部，论 文 被

SCI /EI 收 录 百 余 篇、他

引两千多次。

龚先政: 男， 1967

年生，教授。2006 年获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博

士学位，中国材料学会

环境材料分会委员。长

期从事生态环境材料研

究、材 料 物 质 流 分 析、

生 命 周 期 分 析、材 料

( 产品) 生态设计、生命

周期管理和材料资源加

工与利用技术等研究与

开发，主 持 国 家“863”

计 划、国 家 支 撑 计 划、

国 家 科 技 条 件 平 台 建

设、国际合作项目等课

题研究，承担企业委托

技术咨询、服务和技术

开发项目，建立中国材

料生命周期环境负荷基

础数据库及环境材料研

究开发技术平台。担任

JCP，EST 等 国 际 期 刊

审 稿 人， 在 JIE、 SAE

Int 发 表 论 文 50 余 篇，

SCI、EI、 ISTP 检 索 30

余篇，获得 专 利 2 项 和

软件著 作 权 4 项，编 写

和参加 编 写 出 版 著 作 4

部，获得建材行业科技

进步一 等 奖 1 项，国 家

科技 进 步 二 等 奖 1 项。

主要研究方向: 生态环

境材料; 物质流分析与

生命 周 期 分 析; 材 料 /

产品生态设计。

高 峰: 男，1978

年生，副教授，硕士 生

导师。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环境材料分会第三届

委员会副干事长、委员，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镁业分

会专家，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审 稿 人。

主要从事材料生命周期

评价理论与技术的研究

与教 学 工 作，在 面 向 流

程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镁、铝等 有 色 金 属 及 其

材料产品生命周期环境

影响等研究方面取得重

要进 展。主 持 及 参 与 国

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863”项目、科技支撑等

重要课题; 获得 2012 年

国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2010 年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 奖; 在 国 际 生 命 周

期评 价、材 料 领 域 中 发

表论文 30 多篇; 镁环境

负 荷 数 据 被 中 国—美

国—加拿大“镁质车体前

端 结 构 研 究 与 开 发”

( MFEＲD) 合作项目、德

国宇航中心汽车概念研

究 院、国 际 镁 业 协 会、

中国镁业协会等相关项

目与 机 构 引 用 和 评 述。

主要 研 究 方 向: 有 色 金

属材料生命周期评价 /物

质流分析; 材料 /产品生

态设计理论与技术。

周 和 敏: 男，1963

年生，教授。2002 年于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获工学博士学位，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后流

动站出站。2006 年到日

本参加 JICA 项目“提高

钢铁工业资源、能源和

环境 管 理 能 力”研 修。

从事于材料加工工艺及

新产品开发研究、节能

以及工业固体废渣和低

品质 矿 综 合 利 用 工 作。

完成“1 422 MPa 级高强

度预 应 力 管 桩 钢 筋 ( PC

钢棒) 生产工艺及装备”

开发，“混 凝 土 用 钢 筋

焊接网成套设备”开发，

“高强 度 低 松 驰 预 应 力

钢丝稳 定 化 生 产”产 品

和装备开发等; 参加国

家“863”项目“材料环境

协调 性 评 价 研 究”、国

家科技 支 撑 项 目“循 环

经济与清洁生产技术的

清单优选、技术政策与

标准体 系”等 项 目 的 研

究工作。已发表论文 32

篇;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 4 项，发 明 专 利 和 实

用新型专利 16 项。主要

研究方向: 高品质线棒

材产品品种研发; 深贫

杂矿、钢铁厂固废和有

色冶炼渣处理和综合利

用 及 处 理 炉 体 设 备

设计。

孙 博 学: 男，1985

年生，2013 年毕业于北

京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

学位。主要 从 事 材 料 生

命 周 期 评 价 的 研 究 工

作，重点研 究 材 料 生 产

流程资源转化效率的热

力学表 征; 于 国 际 生 命

周期杂志 ( Int J LCA ) 等

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多 篇，其 中 SCI 收

录 4 篇。主 要 研 究 方

向: 基 于 理 论 的 资

源耗竭表征; 多元素共

生冶金系统的资源转化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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