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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分析了我国生命周期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与数据库构建现状，针对当前我国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应用研究的

关键薄弱环节即不确定性分析、本土化数据库构建、本土化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模型构建，指出了利用泰勒系列展开模型进

行符合我国产业链生产现状的精确、完整、具有代表性、具有时空动态特征的生命周期数据库构建的必要性;并指出需要根据我

国国情(例如:环境、地理、人口、暴露等)来构建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模型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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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database con-
struction for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in China． Our goal was to determine the primary weaknesses of the curr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LCA in China，including uncertainty analysis，local database construction，and local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 model development． We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China's LCA database，which could ac-
curately，completely，representatively，and spatially-temporally dynamically fit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
tion chain using the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model． We also stress the urgency of building local LCIA models，which could
fi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such as environment，geography，population，and exposure，among others．

Key Words: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uncertainty analysis; data quality; life-cycle inventory; life-cycl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根据 ISO14040 的定义，生命周期评价(LCA)是指“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环

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具体包括互相联系、不断重复进行的 4 个步骤:目的与范围的确定、清单分析、影响评价

和结果解释
［1］”。作为一种全新的预防性环境保护策略与手段，LCA 主要应用在通过确定和定量化研究能量

和物质利用及废弃物的环境排放来评估一种产品、过程或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负载;评价能源、原材料利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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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排放的环境影响;通过辨识和量化整个生命周期阶段中能量和物质的消耗以及环境释放、评价这些消

耗和释放对环境的影响、辨识与量化减少环境负荷的关键机会，进而探求改善环境的方法。
国际上对于 LCA 的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LCA 研究

开始的标志是 1969 年美国中西部资源研究所(MRI)对 Coca-Cola 公司的饮料包装瓶进行的评价研究，结果表

明一次性塑料瓶与可回收玻璃瓶相比，前者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小，环境友好性更好。借助类似研究，公司

还决定以铝制材料的饮料罐来代替钢制饮料罐
［2-3］。目前，LCA 技术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应用较为普遍，已

成为环境认证、产品开发与规避贸易壁垒等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在当前 LCA 研究尚较少涉及到不确定性

分析，从而导致了难以科学界定研究案例中污染物减排潜力、定量环境负荷不确定性、明确污染物减排系数、

辨识环境友好途径等诸多问题。此外，LCA 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生命周期清单

数据库构建与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模型构建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开发构建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单位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已

取得重要成果。欧洲最早致力于产品清单数据库的开发，目前是拥有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最多的地区。其

中，早期代表是由英国开发的 Boustead 数据库，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产业领域的调研结果，数据信息覆盖 20 多

个国家，国际通用性较高，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之一。此外，瑞士开发了 ETH-ESU 96、
BUWAL 250、Ecoinvent 2000 三个数据库，荷兰开发了 Input-Output 95、IDEMAT 2000 两个数据库，瑞典开发了

SPINE@ CPM 数据库，丹麦开发了 LCA Food Database 数据库，上述都是欧洲较为成熟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库
［4］。北美地区的数据库主要包括美国的 Input-Output 98、Franklin US LCI 98 和加拿大的 CRMD 等。澳大利

亚则开发了 Australian LCI Database、National LCI Database 数据库。在亚洲地区，日本是最早开展 LCA 研究的

国家，目前已构建起本国的 Input-Output 数据库。目前，印度、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也在积极致力于构建本

国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
［5］。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LCIA)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多种 LCIA 评价方法相继发表
［6］，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荷兰的 CML 1992、Eco-indicator 95、Eco-indi-

cator 99、CML 2baseline 2000，瑞士的 Ecopoint 1997、IMPACT2002 + ，瑞典的 EPS 2000，丹麦的 EDIP，美国环保

署的“三步”模型
［7］

等。

1 中国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及对策分析

1． 1 国内 LCA 研究进展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关于 LCA 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对

LCA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LCA 理论、方法的学习，以及直接运用 LCA 技术对特定产品与工艺的评价上。在

上述研究中，产品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收集的统计方法存在较大差异，严重阻碍我国本土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

的构建，导致目前仍未构建起统一完整的中国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
［8］。

虽然在 LCA 数据库构建方面存在巨大困难，但随着国家对资源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渐加大

了对 LCA 研究的科技扶持与资金投入的力度。在政府的良性引导与支持下，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在这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少数科研机构也自行构建了基于数据类型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库。

杨建新、王如松、刘晶茹
［9］

等对我国产品 LCIA 阶段的标准化与加权的方法、程序进行了讨论，研究确定

了标准化基准应采用我国 1990 年人均环境影响的总潜值来表达，权重应采用我国 1990 年基准与 2000 年政

府削减目标所估算基准间的比值来计算。此外，杨建新等人基于“欧盟—中国国际合作项目:工业初级产品

生产过程生态持续性研究”统计了我国能源生产、利用方面的清单数据，并将结果纳入了 Boustead 软件中，此

软件还整合了我国钢铁行业生产方面的清单数据。在整合过程中，开展了相关研究对清单数据的统计方法进

行了统一，方便清单数据在该软件数据库中的整合
［10］。这些工作为我国构建统一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收集

统计方法及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的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前期长期工作积累基础上，2012 年中科院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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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研究中心成功开发了中国 LCA 数据库(CAS-RCEES)。

王洪涛
［11］

等总结提出了构建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Chinese Life Cycle Database，CLCD)的基本方法，

其中包括环境影响类型的选择、生命周期清单数据的收集、审核、建模、计算等方面，并与和亿科环境科技公司

共同完成了 CLCD 的构建，并合作开发了 LCA 软件 eBalance，该软件可附带国际主流的 Ecoinvent 数据库和欧

盟 ELCD 数据库，并兼容 Ecoinvent 的 EcoSpold 和 ELCD 的 ILCD 格式数据
［12］，还包含我国本土化的节能减排

权重因子、资源特征化因子、归一化基准值等参数。

北京工业大学则在材料生命周期评价(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MLCA)方面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进行了数据

库平台的建设。1998 年，国家“九五”高新技术研究计划(863 计划) 支持了首项“材料的环境协调性评价研

究”课题，由北京工业大学联合清华大学、等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等联合承担，与国内多个重要材料企业合作，

对我国水泥、钢铁、铝、陶瓷、建筑涂料、工程塑料等 7 类面广量大的典型基础性材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环境协

调性评价(生命周期评价)研究，并初步获得了这些基础材料的环境负荷数据
［13-14］。2001 年，北京工业大学等

6 所大学又联合承担了国家“十五”863 计划的“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技术及其应用”项目，将 MLCA 的研究延

伸至整个材料领域。目前，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已经编制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电力、化石能源、交通运输行

业的生命周期数据清单，此外还汇整了我国钢铁、铝、陶瓷、建筑材料、工程塑料、联接材料、高分子材料和有色

金属等典型材料的 70 多个数据集，总计约 10 万条环境负荷数据，成立了我国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中心(Chi-
nese Center For Material Life Cycle Assessment)，开发构建了清单数据库(Sino-Center )［15-16］。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已经在 LCA 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当前的 LCA 研究多是

以国家统计数据或个别企业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各污染物的排污系数、去除效率、物质代谢平均值等进行的

计算，未对各工艺、原料与能源构成、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集合。因此，这些研究难

以精确地反映目标产品的生产过程、数据质量(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一致性、代表性等);难以明确其全生

命周期过程中主要微观变量与宏观环境影响间的量化关系，进而难以把握问题发生的关键环节并揭示污染减

排机制。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洪静兰等人开发了基于企业生产过程的原始数据集合与不确定性分析基础

上的中国生命周期清单基础数据库(Chinese Process-based Life Cycle Inventory Database，CPLCID)［17］，分别提

出了采用基于单元流程与统计数据的区域混合生命周期清单构建法
［18］、基于泰勒系列展开模型的 LCA 基本

函数演变法
［19-20］

对数据的代表性与准确性进行了提升。CPLCID 数据库中涵盖了我国重点工业行业的典型

产品(煤电、铝、铅、锌、铜、玻璃、水泥、造纸、化肥、太阳能、炼焦、钢铁、化纤、生物柴油、蒸汽、乙烯、糠醛、氯化

钠、氢氧化钠、氯气、石灰石、卤水开采等)、污水处置、下水污泥、城市生活垃圾、电子垃圾、钻井固废、危废处

置、餐厨垃圾、道路运输、秸秆资源化利用、土壤生物修复等基础生命周期数据。该数据库中大部分清单都已

经过国际同行评定，并发表在本领域国际权威的 SCI 收录期刊上
［17］。

除上述 4 套数据库外，同济大学开发了中国汽车替代燃料生命周期数据库，包含总能源、不可再生资源、

化石能源消耗、主要温室气体及多种汽车尾气涉及的酸化、光化学烟雾、毒性和气溶胶等污染物质排放的生命

周期清单数据。此外，宝钢集团开发了宝钢产品 LCA 数据库(Baosteel LCA 3． 0)，包含宝钢 6 大类不锈钢产

品、95 大类碳钢产品、14 类能源产品 6a 的 LCA 数据以及 8 大类环境影响指标和 144 类 LCI 因子
［21］。

1． 2 理论与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2． 1 不确定性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是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关键环节。由于 LCA 研究在数据的采集、系统边界设置及清单分

配、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其结论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LCA 研究中很少涉及不确定性解析。现存的少数 LCA 研究的不确定性评价方法多采用

经典的蒙特卡罗模型进行分析。然而，该模型在 LCA 领域运行起来相当繁重、耗时，尤其在对比多个流程间

的区别时更为繁琐，并且多局限于对生命周期清单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对整体 LCA(主要包括生命周期清单、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系统边界等)进行评价，并且难以评估各个参数对整体不确定性的贡献。洪静兰等人依

181722 期 王玉涛 等:中国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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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泰勒系列展开模型提出了基于对数分布的生命周期基本函数演变法
［19-20］，对 LCA 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

并构建了如下针对单一与多个流程的不确定解析模型:

( ln GSD2
0) 2 = S1

2 ( ln GSD1
2) 2 + S2

2 ( ln GSD2
2) 2 +． ． ． S2

n ( ln GSD2
n)

2 (1)

( ln GSDA/B) 2 = ∑
l

i
S2
AI ( ln GSDAxi

) 2 +∑
m

j = l+1
S2
Bj ( ln GSDBxj

) 2 + ∑
n

k = m+1
(SAk － SBk)

2 ( ln GSDxk)
2 (2)

这里 Si 和 GSD2
i 分别为流程或物质的敏感性和数据质量指标; SAi，SBj，GSDAi 和 GSDBi 分别为流程 A 和 B

的非相关单元的相对敏感性和相应数据质量指标，SAk 和 SBk 分别为流程 A 和 B 的相关单元的相对敏感性。
GSDxk 为流程 A 和 B 的相关单元的相应数据质量指标。

该模型(式 1)可快速且精确的识别各流程、物质对整体环境负荷的不确定性贡献值，可有效地针对整体

LCA 进行评价(式 1)，可迅速且精确地对多个流程间的环境负荷大小进行对比(式 2)，解决了经典的蒙特卡

罗不确定分析模型在生命周期评价领域的局限性(即繁琐性、覆盖面缺失性、关键因子识别困难性)，进而可

客观、科学地做出正确的节能减排评估、建议及指南。该研究成果已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与认可，并且 UN-
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SETAC(环境毒理化学学会)-生命周期共创(Life Cycle Initiative) 的技术评审委员会

主席、Ecoinvent 数据库顾问、欧盟 LCA 顾问 Heijungs R． 认为该模型提出的对数分布设想对 LCA 不确定分析

研究方法学具有开创性意义
［22］。

1． 2． 2 中国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构建

虽然我国目前 LCA 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还需要积累大量的研究案例，生命周期清单构建方面还

不够成熟，没有建立持续、动态的 LCA 数据库。由于当前我国 LCA 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所完

成，企业参与力度不够，导致数据问题成为我国 LCA 发展实践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针对特定现场的相关数据

较为缺乏。此外，原始数据收集渠道不够明确，导致难以对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另外，对各行业各产品的

LCA，需要建立确定统一的数据类型和标准，使得结果能在不同层次上进行比较。这些实际的数据质量问题

对于我国 LCA 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综上所述，我国生命周期清单的构建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
［23］:

(1)LCA 开展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和假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例如系统边界的选定、收集数据的

渠道选择等;

(2)数据完整性和精确度不高。构建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清单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当前研究中不少学者

主要依赖统计年鉴数据、全国平均工艺水平的工程估计或专业判断等来获取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最

终结果的不准确，从而降低了结论的可靠性;

(3)当前大多数清单分析研究缺乏不确定性分析。并且部分学者将数据敏感性分析与不确定性分析混

为一谈;

(4)现有清单数据库缺乏时空特征。
针对以上几点问题，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构建生命周期清单:

(1)原始数据收集，通过企业调研、现场检测、文献调查(主要包括行业资料、数据库、科技文献等)获得符

合需求的相关数据;

(2)构建本土化区域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模型，并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的 LCA 评估，进而识别

关键因子。
(3)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利用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模型，针对各特征值的不确定性贡献较大的污染源

即针对具体流程、具体物质进行重点识别，对数据质量进行把关。
(4)采用基于单元流程与统计数据的区域混合生命周期清单构建法

［18］，构建符合我国产业链生产现状的

具有时空特征的区域 LCI 数据库。
1． 2． 3 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

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LCIA)模型中需要涉及到大量的地域信息，目前，欧美日等国家与地区先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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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地域信息特征的 LCIA 模型，但我国在此方面研究十分匮乏。洪静兰等人在研究中已经证实了采用来

自其它国家地区的 LCIA 模型对我国产业活动环境负荷进行评价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24］，尤其是针对生态毒性

影响与人类健康损伤影响类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毒性影响与人类健康损伤影响类别的特征化因子多是

建立在欧美地区的环境与空间特征与人群暴露信息基础上进行的定量分析
［25］，而这些信息与我国实际情况

具有较大差距造成了较大误差。因此，为有效地评价我国产业活动引发的环境负荷，构建具有我国地域空间

信息特征的 LCIA 模型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针对本土化 LCIA 模型构建领域，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
通过结合我国各省与直辖市中的环境、地理、人口、与食品摄入条件，依据质量平衡原理，以混合污染物多

环芳烃(PAHs)在我国大气中的排放对人群健康损伤为例，洪静兰等利用非平衡、稳态、流动条件下的多介质

模型定量 PAHs 在大气、土壤、水体等多个介质层的环境宿命的基础上，结合暴露评价、剂量-反应模型、分子

生物学实验，按照图 1 所示的技术路线定量了我国各省与直辖市的 LCIA 评价用的生态与人类健康毒性特征

值，具有很强的应用意义。此外，Li 等人
［26］

在针对我国 PAHs 大气污染的关键因子对人体肺细胞的 DNA 损

伤实验中发现，当 PAHs 排放环境浓度较低时出现了 DNA 修复现象，该研究结果首次对当前世界范围内通用

的生态与人类健康毒性影响生命周期评估理论在污染物环境浓度较低条件下的非适用性问题进行了报道。
此外，Chen 等人针对当前国内外 LCIA 模型匮乏的地区，提出了基于关键因子筛选的简易本土化 LCIA 影响评

价模型
［24］，然而该模型仅考虑了人类与生态毒性评价影响类别，即未探讨如何对全部具有地域信息的 LCIA

模型进行解析的问题，也未针对上述 LCIA 评价模型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因此，本土化 LCIA 模型构建还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得出更为完善的我国 LCIA 评价模型。

图 1 LCIA 健康毒性评价研究技术路线图(以 PAHs 人为大气排放为例)

Fig． 1 The technical roadmap of LCIA health and toxicity assessment research (a case of human-induced PAHs)

2 结论和展望

我国关于 LCA 的研究起步较晚，LCA 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突

出表现在生命周期清单与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模型构建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资源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不

断提高，在政府的良性引导与支持下，国内诸多学者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我国相关科研机构已成功开发了 5 套较为成熟的 LCA 数据库，这为未来构建国家尺度统一完整的中国

生命周期数据库奠定了良好基础。

虽然 LCA 技术目前在不确定性分析、清单构建、影响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各国的研

究者正在致力于改善这些不足之处。LCA 的发展需要各国研究者共同合作，开发一些新的方法和模型，努力

让 LCA 技术更加完善。目前 LCA 技术正在成为绿色设计、绿色制造、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制定政府政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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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教育和工艺改进实施的极具发展前途的有力工具。相信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其应用领域和重

要性会进一步拓宽和加强，应用前景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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