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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国家标准解读

陈 亮，刘 玫，黄迸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100088)

摘要：ISO 14040生命周期评价系列国际标准是ISO TC 207中的一项重要系列标准，ISO已于2006年正

式颁布了ISO 14040和IS014044两项新的国际标准，取消并替代了原有的4项国际标准。目前全国环境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牵头对这两项国际标准予以等同转化，并即将于近日由国家标准委予以正式颁

布。因此为了更好地使相关人员及时准确地了解到该系列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文详细地解读了其中GB／T

24040—2008国家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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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O 14040 seri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LCA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andards of ISO TC 207．

And ISO has issued two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cluding ISO 14040 and ISO 1 4044 in 2006，replacing

the original 4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LCA．SAC TC 207 has adopted the tw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to

national standards．So in order to make the potential users to know about the standards well，main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of GB／T 24040 are introduced in detml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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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40、14041、14042、14043是IS014000

系列中较为重要的几个标准之一。ISO分别于1997

年、1998年、2000年对上述4项标准予以发布。而

我国分别于1999年、2000年、2002年分别对上述

4项国际标准予以等同转化，最终形成了以下4项

国家标准：GB／T 24040—1999《环境管理生命周期

评价原则与框架》、GB／T 24041—200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目的与范围的确定和清单分析》、

GB／T 24042—2002《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生命周

期影响评价》、GB／T 24043—2002《环境管理生命

周期评价生命周期解释》。

由于近年来，生命周期评价技术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原有的国际标准已不能满足现有的生命周期

评价的要求，因此ISO／TC207／SC5于2006年分别

对原有的4项国际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最终形成

了ISO 14040和14044两项新国际标准，取消并替

代了原有的4项国际标准，并正式颁布。为了保持

和国际同步，满足我国广大组织采用新标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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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标准委的要求，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 TC 207)牵头对这两项国际标准进行

等同转化，即重新修订我国现行的4项关于生命周

期评价的国家标准。目前这两项新的国家标准即将

正式颁布，即：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生命周

期评价原则与框架》、GB／T 24044—2008((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为了使广大标准的潜

在使用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生命周期标准的相

关内容，本文将对GB／T 24040—2008国家标准进行

较为详细地解读。

(2)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CI)阶段；

(3)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阶段；

(4)生命周期解释阶段；

(5)LCA的报告和鉴定性评审；

(6)LCA的局限性；

(7)LCA各阶段间的关系；

(8)价值选择和可选要素应用的条件。

本标准涵盖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研究和生

命周期清单(LCI)研究，但未详述LCA的技术，也

不对LCA各阶段的方法学进行规定。

1范围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阐述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的原则与

框架，包括：

(1)LCA目的和范围的确定；

在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中共对46个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解释，

具体列表见表1。

表1 GB／T 24040—2008国家标准术语和定义列表

序号 术语 序号 术语 序号 术语 序号 术语

l 生命周期 13 能量流 25 输出 37 特征化因子

2 生命周期评价 14 原料能 26 或称能量 38 环境机制

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15 原材料 27 产品流 39 影响类型

4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16 辅助性输入 28 产品系统 40 影响类型参数

5 生命周期解释 17 分配 29 基准流 4l 完整性检查

6 对比论断 18 取舍原则 30 排放物 42 一致性检查

7 透明性 19 数据质量 31 敏感性分析 43 敏感性检查

8 环境因素 20 功能单位 32 系统边界 44 评估

9 产品 21 输入 33 不确定性分析 45 鉴定性评审

10 共生产品 22 中间流 34 单元过程 46 相关方

11 过程 23 中间产品 35 废物

12 基本流 24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结果 36 类型终点

3生命周期评价(LCA)的总体描述

3．1 LCA的原则

以下原则均是最基本的，宜作为决定策划和实

施LCA的指导。

(1)生命周期的观点

LCA考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即从原材料的

获取、能源和材料的生产、产品制造和使用、到产品

生命末期的处理以及最终处置。通过这种系统的观

点，就可以识别并可能避免整个生命周期各阶段或

各环节的潜在环境负荷的转移。

(2)以环境为焦点

LCA关注产品系统中的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

通常不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

(3)相对的方法和功能单位

LCA是围绕功能单位构建的一个相对的方法。

功能单位定义了研究的对象。所有的后续分析以

及LCI中的输入输出和LCIA结果都与功能单位相

对应。

(4)反复的方法

LCA是一种反复的技术。LCA的每个阶段都

使用其他阶段的结果。

(5)透明性

由于LCA固有的复杂性，透明性是实施LCA

中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以确保对结果作出恰当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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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面性

LCA考虑了自然环境、人类健康和资源的所有

属性或因素。通过对一项研究中所有属性和因素进

行全视角的考虑，就能识别并评价需要进行权衡的

问题。

(7)科学方法的优先性

LCA中的决策更适宜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如果

不可能，则可以应用其他的科学方法(例如社会和

经济科学)或者是参考国际惯例。如果既没有科学

基础存在，也没有基于其他科学方法的理由，同时

也没有国际惯例可以遵循，那么所作的决策可建立

在价值选择的基础之上。

3-2 LCA的内容

LCA研究包括以下4个阶段，其相互关系见图1。

图1 LCA的阶段

一目的和范围的确定；

一清单分析；

一影响评价；

一解释。

4生命周期评价(LCA)的方法学框架

4．1 目的和范围的确定

(1)LCA的目的

LCA的目的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用意图；

一开展该项研究的理由；

一沟通对象(即研究结果的接受者)；

一结果是否将被用在对比论断中，并向公众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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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CA的范围

LCA的范围应包括：

一所研究的产品系统；

一产品系统的功能，或在比较研究的情况下

系统的功能；

一功能单位；

一系统边界；

一分配程序；

一所选择的影响类型和影响评价的方法学，

以及后续对应用的解释；

一数据要求；

一假设；

一限制；

一初始数据质量要求；

一鉴定性评审的类型(如果有)；

一研究所要求的报告类型和格式。

LCA研究是一个反复的技术，随着对数据和信

息的收集，可能需要对研究范围的各个方面加以修

改，以满足原定的研究目的。

(3)功能、功能单位和基准流

一个系统可能同时具备若干种功能，而研究中

选择哪一种(或几种)功能主要取决于LCA的目的

和范围。

功能单位量化了所选定的产品功能(绩效特

征)。功能单位的首要目的是为相关的输入和输出

提供参考。这种参考对确保LCA结果具有可比性

很有必要。当对不同的系统进行评价时，LCA结果

的可比性十分关键，它能确保这种比较建立在一个

共同的基础之上。

为实现预定的功能，在每一个产品系统中，确

定基准流很重要，例如实现某功能所需产品的数量。

(4)系统边界

LCA通过模拟产品系统来开展，所建立的产品

系统模型表达了物理系统中的关键要素。确定系统

边界，即确定要纳入系统的单元过程。理想情况下，

建立产品系统的模型时，宜使其边界上的输人和输

出均为基本流。然而，不必为量化那些对总体研究

结论影响不大的输入和输出而耗费资源。

4．2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OI)

清单分析包括数据的收集和计算，以此来量化

产品系统中相关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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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单分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当取得了一

批数据，并对系统有进一步的认识后，可能会出现

新的数据要求，或发现原有的局限性，因而要求对

数据收集程序作出修改，以适应研究目的。有时也

会要求对研究目的和范围加以修改。

(1)数据收集

在系统边界中每一个单元过程的数据可以按

以下类型来划分，包括：

一能量输入、原材料输入、辅助性输入、其他

实物输入；

一产品、共生产品和废物；

一向空气、水体和土壤中的排放物；

一其他环境因素。

数据收集是一个资源密集的过程。在数据收集

中受到的实际限制宜在研究范围中予以考虑，并载

入研究报告。

(2)数据计算

数据收集后，计算程序包括：

一对所收集数据的审定；

一数据与单元过程的关联；

一数据与功能单位的基准流的关联。

对能量流的计算应对不同的燃料或电力来源、

能量转换和传输的效率，以及产生和使用上述能量

流时的输入和输出予以考虑。

4．3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

LCA中影响评价的目的是根据LCI的结果对

潜在环境影响的程度进行评价。一般说来，这一过

程包括与清单数据相关联的具体的环境影响类型

和类型参数，这样便于认识这些影响。LCIA还为生

命周期解释阶段提供必要的信息。

LCIA阶段所包含的要素如图2所示。

4．4生命周期解释

生命周期解释是综合考虑清单分析和影响评

价发现的一个阶段。如果仅仅是LCI，则只考虑清

单分析的结果。解释阶段的结果应与所规定的目的

和范围保持一致，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对局限性作

出解释以及提出建议。

解释宜反映出LCIA的结果是基于一个相对

的方法得出的事实。该结果表明的是潜在的环境影

响，它并不对类型终点、超出阈值、安全极限或风险

等实际影响进行预测。

类型参数结果．LCIA结=Im：

凸

图2 LCIA阶段的要素

解释阶段可包含一个根据研究目的对LCA的

范围以及所收集数据的性质和质量进行评审与修

订的反复过程。生命周期解释的发现宜反映出评估

要素的结果。

5报告

报告是一个完整的LCA所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个有效的报告宜对所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作出

说明。

以适当的形式向沟通对象报告LCA的结果和

结论，解释研究中的数据、方法、假设以及局限性。

如果研究延伸至LCIA阶段，并且要向第三方

报告，则宜对下列问题作出报告：

一与LCI结果的关系；

一数据质量的描述；

一所保护的类型终点；

一影响类型的选择；

一特征化模型；

一因子和环境机制；

一LCIA结果。

6鉴定性评审

6．1概述

鉴定性评审是一个核查某个LCA是否满足方

法学、数据、解释和报告要求的过程，同时也核查它

是否符合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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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鉴定性评审不能核查或审定LCA

研究的委托方所选定的目的，也不能核查或审定

LCA结果应用的途径。

6．2鉴定性评审过程

鉴定性评审的范围和类型应在LCA的范围中

予以确定。范围中应明确说明鉴定性评审的原因、

内容、详细程度以及参与者。

评审应确保分类、特征化、归一化、分组以及加

权等要素的充分性并形成书面文件，以保证生命周

期解释能够开展。需要时可加人LCA内容的保密

协议。

(1)内部或外部专家的鉴定性评审

内部或外部专家宜熟悉LCA的要求，并具有

适当的科学技术经验。

(2)相关方评审组的鉴定性评审

由研究的委托方选定一名独立的外部专家担

任评审组负责人，评审组至少包括3名成员。根据

评审的目的、范围和经费，负责人宜挑选其他独立

的具备资格的评审专家。

评审组中可包含受LCA研究结论影响的其他

相关方，例如政府机构、非官方团体、竞争对手以及

受影响的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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