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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术语 

生命周期评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对产

品、服务或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从原材料获取到最终

处置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量化评估的方法。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用于量化产品系统所提

供功能的参照单位，LCA 结果都将基于此单位进行报告。 

基准流 (Reference Flow)：满足功能单位所需的特定

产品系统产出量。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LCA 中界定产品系统范

围的界限，包括哪些过程将被纳入评估，哪些将被排除。 

清单分析 (Life Cycle Inventory, LCI)：量化产品系

统在其生命周期中所有输入（如能源、原材料）和输出（如

产品、排放物、废物）的阶段。 

影响评估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

将清单分析的结果转换为可理解的环境影响类别（如全球变

暖潜能、酸化潜能等）的阶段。 

分配 (Allocation)：当一个过程同时产生多种产品或

服务时，将共同的环境负荷分摊到各个产品或服务上的方法。 

取舍原则 (Cut-off Criteria)：用于确定哪些数据和

过程可以被排除在系统边界之外的标准，通常基于其对结果

的贡献度或数据可获得性。 

2. 摘要 

本报告旨在对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厚板分公

司所生产的 1吨铝制汽车板产品的 “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

期进行生命周期评估（LCA），以量化其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本次评估的目标是识别环境热点并量化评估环境表现，从而



 

 

支持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持续优化。 

本研究采用使用 ISO 14040 和 ISO 14044 标准所约定

的框架，功能单位定义为： 

1 吨铝制汽车板产品 

系统边界涵盖了原材料获取、能源获取即产品制造阶段。 

主要结果表明，非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使用系产品主要的

环境影响，这与行业的普遍共识及系统研究结果相一致。 
 损害类别 单位 总量 

Acidification 酸化 mol H+-Eq 99.51730391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kg CO2-Eq 18387.7883 

Climate change: biogenic 气候变化：生物源 kg CO2-Eq 4.961600753 

Climate change: fossil 气候变化：化石 kg CO2-Eq 18375.40512 

Climate change: land use and land use change 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和土地使用变化 kg CO2-Eq 7.421579587 

Ecotoxicity: freshwater 淡水生态毒性 CTUe 52669.27761 

Ecotoxicity: freshwater, inorganics 淡水生态毒性：无机物 CTUe 51978.55466 

Ecotoxicity: freshwater, organics 淡水生态毒性：有机物 CTUe 690.7229505 

Energy resources: non-renewable 能源资源：不可再生 MJ, net calorific value 205553.7361 

Eutrophication: freshwater 淡水富营养化 kg P-Eq 3.403886926 

Eutrophication: marine 海洋富营养化 kg N-Eq 19.72841341 

Eutrophication: terrestrial 陆地富营养化 mol N-Eq 211.0906815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人类毒性：致癌 CTUh 7.57E-06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inorganics 人类毒性：致癌，无机物 CTUh 1.44E-06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organics 人类毒性：致癌，有机物 CTUh 6.13E-06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人类毒性：非致癌 CTUh 1.28E-04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inorganics 人类毒性：非致癌，无机物 CTUh 1.23E-04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organics 人类毒性：非致癌，有机物 CTUh 5.13E-06 

Ionising radiation: human health 电离辐射：人类健康 kBq U235-Eq 297.5121962 

Land use 土地使用 dimensionless 38655.66447 

Material resources: metals/minerals 材料资源：金属/矿物 kg Sb-Eq 0.071811514 

Ozone depletion 臭氧层损耗 kg CFC-11-Eq 2.12E-04 

Particulate matter formation 颗粒物形成 disease incidence 0.001543272 

Photochemical oxidant formation: human 

health 

光化学氧化剂形成：人类健康 kg NMVOC-Eq 

62.58969457 

Water use 水资源使用 m3 world Eq deprived 2454.229272 

由于任何 LCA 的结果都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包括假设

和限制。因此，本研究的最终数据和结论应仅在本报告所介

绍的背景和限制范围内使用。 



 

 

3. 评估介绍 

3.1. 报告目的 

本 LCA 报告的目的是量化并评估铝制汽车板在其生命

周期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具体目标包括： 

a. 识别铝制汽车板生命周期中的主要环境热点，即对环境影

响贡献最大的阶段或过程。 

b. 为产品设计者提供基于科学数据的信息，以支持产品改进。 

c. 提交 ASI （Aluminium Stewardship Initiative，铝业管

理倡议）认证材料中所需产品生命周期报告，以符合标准

要求。 

3.2. 评估范围 

本报告旨在为公司内部决策者、行业利益相关方及消费

者提供关于铝制汽车板环境表现的全面概述。报告中呈现的

结果和结论将基于所设定的目标、范围、假设和收集的数据。

此评估结果并不意在用于与其他公开披露的研究进行比较。 

3.3. 报告结构 

本报告遵循 ISO 14040 系列标准框架，主要包括以下

章节：术语、摘要、评估介绍、目标与范围、生命周期清单

分析（LCI）、生命周期影响评估（LCIA）、生命周期解释、结

论与建议、参考文献和附录。 

4. 目标与范围 

4.1. 目标 

本 LCA 研究的主要目标是： 

a. 量化铝制汽车板从摇篮到大门的各项环境影响，包括全球

变暖潜能、酸化潜能、富营养化潜能等。 



 

 

b. 识别铝制汽车板生命周期中环境影响的主要驱动因素和

热点。 

c. 为铝制汽车板的生产过程改进提供环境绩效基准。 

d. 提交 ASI （Aluminium Stewardship Initiative，铝业管

理倡议）认证材料中所需产品生命周期报告，以符合标准

要求。 

4.2. 范围 

4.2.1.  产品系统描述 

本研究评估的产品系统是铝制汽车板。主要材料为电解

铝液、重熔锭、自产（放干料）、内转废料、铝硅合金、镁锭；

主要辅料为轧制油、轻质白油等，产品包装为托盘等。经熔

铸、热轧及冷轧生产加工而成，并由精整完成包装入库。 

 

4.2.2.  功能单位和基准流 

为了进行科学的 LCA 比较，必须定义一个明确的功能

单位。本研究的功能单位定义为： 

1 吨铝制汽车板 

基准流（RF）是声明单位对应的物质质量，以吨为单位，

即 1 吨。 



 

 

4.2.3.  系统边界 

本次研究的系统边界为“摇篮”到“大门”，包括原材料

获取阶段、原料运输阶段、生产阶段和产品包装阶段。不包

括保洁、行政、营销、研发、实验设施、与雇员相关的活动

（供热、照明、交通、食堂、卫生间设施）。同样不包括产品

使用阶段（包括维修保养等）和废弃阶段（包括回收再利用

和废弃处置等）。 

系统边界说明： 

A1：产品原料生产过程以及上游过程，辅料和包材生产

过程以及上游过程； 

A2：原料、辅料和包材到工厂的运输过程； 

A3：生产过程，包括产废的处理及运输。 

主要生产工艺如下图： 

 

4.2.4.  分配原则 

许多过程常不只一个功能或输出，过程的环境负荷需要

分配到不同的功能和输出中，ISO 相关标准对分配有具体规

定，包括： 



 

 

a.避免分配； 

b.以物理因果关系为基准分配环境负荷； 

c.使用社会经济学分配基准。 

本项目无副产物，不涉及分配。 

对于可回收材料的生命周期，本研究遵循「避免负担法」。

其作为一种开环分配方法的变体，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种比

较合理的处理方式，因为它能够避免双重计算，并能更好地

体现再生材料的减排效益。 

4.2.5.  取舍原则 

根据对国内外各类产品 LCA 研究的调研分析，并参考

欧 盟 发 布 的 产 品 环 境 足 迹 (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PEF)指南中对取舍准则的要求，为了使研究在

可行性范围内，并聚焦于主要的环境影响，本研究设定了以

下取舍原则： 

a.基于输入/输出占比：舍去质量或能量输入/输出小于

总质量或能量 1%的输入/输出，但总的舍去产品投入比例不

超过 3%。但是，对于质量虽小，但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大的物

质，则不可以舍弃，例如稀有金属、温室气体、有害物质等； 

b.基于环境影响的比重：以类似投入估算，排除实际影

响较小的输入/输出。对于碳足迹，如果单个输入/输出占总

碳足迹＜1%，则此输入/输出可从系统边界中舍去； 

c.忽略生产资料与基础设施。 

4.2.6.  数据类型和质量要求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特定数据（Primary Data）： 直接从铝制汽车板的生产

商、供应商或其他相关方收集的实际数据。  



 

 

a. 来源：生产记录、设备手册、供应商提供的数据等。 

b. 时间范围： 2024.1.1-2024.12.31 

背景数据（Secondary Data）： 从 LCA 数据库、文献、

行业报告等公开或第三方来源获取的数据。  

a. 数据库：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 Ecoinvent v3.11 数据

库中的数据。 

b. 时间范围：数据库数据的典型更新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0 日。 

c. 地理范围：全球。 

数据质量要求：  

a. 准确性： 数据应尽可能准确，反映真实情况。 

b. 完整性： 尽可能包含所有相关的输入和输出。 

c. 代表性： 数据应在时间、地理和技术上具有代表性。 

d. 一致性： 数据应与其他数据来源和研究保持一致性。 

4.2.7.  限制和假设 

在生命周期评价过程中，会出现数据缺失或情景多样化

的情况，生命周期评价执行者需要明确相关假设和限制： 

a. 对于来自原材料和其他物料供应商的数据不可利用

的情况，则使用其他国家/省/ 市； 

b. 针对产品系统中任何数据差异，使用 Ecoinvent 数

据库 v3.11； 

c. 评估仅对所述产品系统，其他方面，如公司的管理或

基础设施未评估， 

d. 由于模型存在高相关不确定度，因此长期表征因子不

会存在于模型所设计的水平； 

e. 生物源 CO2 没有考虑，因为 LCA 研究采用从摇篮

到大门的方法。 



 

 

f. 回收与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蒸汽和电力由当地供应，此

为 LCA 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 

5.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LCI) 

5.1. 数据收集 

本阶段详细列出了 LCA 软件中输入的各项数据。数据

收集过程包括： 

内部数据收集： 通过访谈生产经理、查阅生产记录、能

源账单、物料清单（BOM）等方式，收集了原材料消耗、能源

消耗、水消耗、废弃物产生量、产品产量等的详细数据。 

外部数据收集： 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参考了行业

报告、科学文献、政府统计数据等进行补充。 

LCA 数据库应用： 对于背景数据（如电力生产、基础材

料生产等），主要利用 Ecoinvent v3.11 进行建模。 

5.2. 数据处理与计算 

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在 LCA 软件中进行了以下处理和计

算： 

数据整理与标准化：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位统一和

标准化处理。 

流量计算： 根据产品产量和原材料消耗数据，计算出满

足功能单位所需的各项输入和输出流量。 

分配处理： 按照 4.2.5 节所述的分配原则，对涉及共生

产的流程进行了环境负荷分配。 

LCA 软件建模： 所有数据和流程均在 openLCA 中进行

建模和计算。 



 

 

5.3. 清单结果 

以下表格和图表展示了根据功能单位 1吨铝制汽车板计

算得出的主要生命周期清单结果。 
清单 活动水平 单位 

原材料获取-电解铝水 759.3  kg 

原材料获取-重熔锭 67.5  kg 

原材料获取-精铝中间锭 0.2  kg 

原材料获取-铝硅合金 53.0  kg 

原材料获取-镁锭 15.5  kg 

原材料获取-外购废料 25.9  kg 

原材料获取-自产废料 105.5  kg 

原材料获取-内转废料 435.7  kg 

原材料获取-再生铝复化铝水（内部废铝） 43.6  kg 

原材料获取-再生铝复化铝水（外购废铝） 1.1  kg 

原材料获取-轻质白油 0.0032  kg 

原材料获取-轧制油 0.0046  kg 

原材料运输-外购废料-陆运 16-32 公吨 24.7193  tkm 

原材料运输-镁锭-陆运 16-32 公吨 17.4310  tkm 

原材料运输-轻质白油-陆运 16-32 公吨 1.4687  tkm 

原材料运输-轧制油-陆运 16-32 公吨 0.0416  tkm 

能源-电力 832.0357  kWh 

能源-电力光伏 76.7539  kWh 

能源-蒸汽 0.4381  kg 

能源-天然气 159.2612  m3 

能源-柴油 0.0016  kg 

生命周期输入与输出示意图（部分）如下： 

 

从清单结果可以看出，电解铝是最大的物料输入，电力

是主要的能源消耗。 

主要排放物包括二氧化碳和全氟化碳（PFCs），这些将在

下一阶段的影响评估中进行量化。 



 

 

6. 生命周期影响评估 (LCIA) 

6.1. 影响评估方法 

本研究采用 EF v3.1 进行生命周期影响评估。该方法将

生命周期清单数据转换为可量化的环境影响类别指标。 

本研究关注以下主要环境影响类别 （标准化贡献比高于

0.03）： 

 化石燃料耗竭潜能（Fossil Depletion Potential, 

FDP）：以兆焦耳（MJ）或石油当量（kg oil eq.）表

示，衡量化石燃料资源的消耗。 

 颗粒物形成潜能（Particulate Matter Formation 

Potential, PMF）：以 PM2.5 当量（kg PM2.5 eq.）

表示，衡量大气中悬浮颗粒物（包括一次颗粒物和由

气态前体物质形成的二次颗粒物）的形成，这些颗粒

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如能见度降低）造成影响。 

 全球变暖潜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以二氧化碳当量（kg CO₂ eq.）表示，衡量物质对气

候变化的贡献。 

 淡水富营养化潜能（Freshwater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FEP）：以磷当量（kg P eq.）或氮当量（kg 

N eq.）表示，衡量过量营养物质（主要是磷和氮）排

放到淡水水体中，导致藻类过度繁殖和水体缺氧的潜

力，从而对淡水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光化学氧化剂形成潜能：人类健康（Photochemical 

Oxidant Formation Potential: Human Health, POF-

HH）：以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当量（kg NMVOC eq.）

或乙烯当量（kg ethylene eq.）表示，衡量大气中前

体物质（如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光照作



 

 

用下形成光化学氧化剂（如臭氧）的潜力，这些氧化剂

对人类呼吸系统健康产生影响。 

 酸化潜能（Acidification Potential, AP）：以二氧

化硫当量（kg SO₂ eq.）表示，衡量物质引起酸雨的

潜力。 

 金 属 / 矿 物 （ Material Resource Depletion 

Potential: Metal/Mineral）：以锑当量（kg Sb eq.）

或其他特定金属/矿物当量表示，衡量对地球上有限的

金属和矿物资源储量的消耗。 

 陆地富营养化潜能（Terrestrial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TEP）：以氮当量（kg N eq.）或磷当量（kg 

P eq.）表示，衡量过量营养物质（主要是氮和磷）排

放到陆地生态系统中，导致土壤酸化、植物群落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潜力。 

 人类毒性潜能：致癌（Human Toxicity Potential: 

Carcinogenic, HTP-C）：通常以 1,4-二氯苯当量（kg 

1,4-dichlorobenzene eq.）表示，衡量化学物质排放

后通过各种暴露途径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致癌性影

响。 

 淡 水 生 态 毒 性 潜 能 （ Freshwater Ecotoxicity 

Potential, FETP）：通常以 1,4-二氯苯当量（kg 1,4-

dichlorobenzene eq.）表示，衡量化学物质排放到淡

水环境中对淡水生态系统（如水生生物）可能造成的

毒性影响。 

 海 洋 富 营 养 化 潜 能 （ Marine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MEP）：以氮当量（kg N eq.）或磷当量（kg 

P eq.）表示，衡量过量营养物质（主要是氮和磷）排



 

 

放到海洋水体中，导致藻类过度繁殖和水体缺氧的潜

力，从而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人类毒性潜能：非致癌（Human Toxicity Potential: 

Non-carcinogenic, HTP-NC）：通常以 1,4-二氯苯当

量（kg 1,4-dichlorobenzene eq.）表示，衡量化学

物质排放后通过各种暴露途径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

非致癌性毒性影响。 

 水资源使用潜能（Water Scarcity Potential, WSP）：

以立方米水当量（m
3
 water eq.）或水消耗量（m

3
）表

示，衡量人类活动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可用淡水资源

的消耗及其导致的水资源稀缺性影响。 

 电离辐射潜能：人类健康（Ionizing Radiation 

Potential: Human Health, IRP-HH）：以钴-60 当量

（kg Co-60 eq.）或贝克勒尔（Bq）表示，衡量放射

性物质排放或存在导致人类暴露于电离辐射，从而增

加患癌风险及其他健康影响的潜力。 

6.2. 影响评估结果 

以下图表和文字描述了铝制汽车板在各影响类别下的

环境影响评估结果。所有结果均基于功能单位 1 吨该产品计

算。 



 

 

6.2.1.  各影响类别分析 

6.2.1.1. 化石燃料耗竭 

 

6.2.1.2. 颗粒物形成 

 



 

 

6.2.1.3. 全球变暖 

 

6.2.1.4. 淡水富营养化 

 



 

 

6.2.1.5. 光化学氧化剂形成：人类毒性 

 

6.2.1.6. 酸化 

 



 

 

6.2.1.7. 金属/矿物 

 

6.2.1.8. 陆地富营养化 

 



 

 

6.2.1.9. 人类毒性：致癌 

 

6.2.1.10. 淡水生态毒性 

 



 

 

6.2.1.11. 海洋富营养化 

 

6.2.1.12. 人类毒性：非致癌 

 



 

 

6.2.1.13. 水资源使用 

 

6.2.1.14. 电离辐射：人类健康 

 



 

 

7. 生命周期解释 (LCI) 

7.1. 结果总结 

综合 LCI 和 LCIA 的结果，本 LCA 研究的主要发现总

结如下： 

环境热点： 铝制汽车板在生命周期中的主要环境热点

集中在原材料生产的能源消耗上。 

主要影响类别： 对环境影响贡献最大的类别是化石燃

料耗竭、颗粒物及全球变暖潜能上，其次是淡水富营养化、

酸化及人类毒性：光化学氧化物生成。 

驱动因素： 这些环境影响主要由化石燃料发电及生产

过程的高耗电造成 

7.2. 敏感性分析 

根据 ISO 14044:2006，敏感性分析的定义是对评估方

法和数据选择对 CFP 研究结果影响的系统程序。为了评估

输入数据和假设对最终 LCA 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以下参

数使用进行了单参数敏感性分析。并观察其对全球变暖潜能

的影响。 

 原铝用量：使用再生铝作为替代来源 

 生产制造阶段用电：使用清洁电力替代化石电力 

 轧制油消耗量：轧制油单位消耗 

 天然气消耗量：轧制油单位消耗不确定性分析 



 

 

 

可以看出，原铝的使用比例是 LCA 结果最敏感的参数。

当其变化±10%时，正向贡献达到 16.71%，负向贡献达到

11.05%。这表明原铝使用是最大的环境热点之一，其数据准

确性至关重要，也是未来减排的重点。 

其次是电解铝生产阶段的电力消耗，其±10%的变化导

致总变化约±6%，这凸显了电解铝生产优化生产能效或使用

清洁能源的重要性。 

生产过程中的天然气消耗对总变化的影响约 0.055%，而

轧制油单耗的变化对总变化几乎无影响。 

结论：本次敏感性分析表明，罐体料的全球变暖潜能结

果对原铝使用及电解铝生产阶段的电力消耗数据较为敏感。

尽管如此，在所分析的合理变化范围内，LCA 结果的整体趋

势和主要热点的识别是稳健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

来应优先关注获取更准确的原材料和能源数据，并着重在这

两个环节进行环境性能改进。 

7.3. 不确定性分析 

数据质量会带来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为了评估数据质

量对结果的不确定性，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确定了环境影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原铝

电力

轧制油

天然气



 

 

响的范围，置信区间 95%，结果见下表 
Impact category Reference unit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Median 5% Percentile 95% Percentile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organics  CTUh 9.63162E-06 1.48487E-07 9.62678E-06 9.40018E-06 9.87949E-06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organics  CTUh 6.83568E-06 2.44659E-07 6.83105E-06 6.44475E-06 7.24781E-06 

Eutrophication: freshwater kg P-Eq 4.848275774 0.02323571 4.847557867 4.810707062 4.88770242 

Climate change: fossil kg CO2-Eq 26356.47947 165.9034519 26351.48646 26103.62611 26636.39146 

Eutrophication: marine kg N-Eq 30.71379944 0.147007374 30.70957906 30.48440982 30.96235529 

Land use dimensionless 57897.04699 216.9655003 57886.94904 57559.85398 58266.73184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CTUh 8.96748E-06 2.5267E-07 8.96438E-06 8.56058E-06 9.39168E-06 

Material resources: metals/minerals  kg Sb-Eq 0.101953674 0.000931031 0.101934442 0.100449084 0.10350507 

Ozone depletion kg CFC-11-Eq 0.000406245 1.1876E-05 0.000405774 0.000387929 0.000426876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inorganics  CTUh 0.000185574 8.14305E-07 0.000185537 0.000184296 0.000186998 

Eutrophication: terrestrial mol N-Eq 328.1341329 1.532557249 328.1083344 325.7051706 330.7636801 

Climate change: land use and land use change  kg CO2-Eq 7.78242649 0.093284542 7.780974995 7.632447095 7.942094673 

Ecotoxicity: freshwater CTUe 88301.68065 860.2093633 88267.47962 87008.09526 89764.56904 

Ecotoxicity: freshwater, organics  CTUe 2078.341923 77.57635964 2076.779009 1954.283611 2207.746857 

Ionising radiation: human health  kBq U235-Eq 406.2577292 4.600919005 406.1428255 398.9434222 414.09492 

Water use m3 world Eq deprived 3398.583611 27.39642603 3397.39173 3353.893004 3444.739061 

Climate change: biogenic kg CO2-Eq 6.097809218 0.094909652 6.095870036 5.94778497 6.262111661 

Acidification mol H+-Eq 149.3743738 0.565285089 149.3711083 148.4774008 150.3178142 

Human toxicity: non-carcinogenic  CTUh 0.000195206 9.38126E-07 0.000195153 0.000193765 0.000196852 

Human toxicity: carcinogenic, inorganics  CTUh 2.1318E-06 1.04413E-08 2.13132E-06 2.11525E-06 2.14892E-06 

Climate change kg CO2-Eq 26370.3597 166.0368207 26365.39254 26117.35412 26650.33338 

Particulate matter formation disease incidence 0.002128218 3.91337E-06 0.002127985 0.002122129 0.002134685 

Photochemical oxidant formation: human health  kg NMVOC-Eq 111.2613188 1.389861512 111.2551332 108.9998113 113.5972025 

Ecotoxicity: freshwater, inorganics  CTUe 86223.33873 788.7964885 86193.47626 85030.39237 87580.75434 

Energy resources: non-renewable  MJ, net calorific value 465851.4417 10936.77038 465651.4909 448405.558 484022.4234 

7.4. 完整性检查 

本研究对数据和模型进行了完整性检查，确保所有相关

输入和输出都已纳入系统边界。 

 数据来源的完整性：前景数据通过与生产部门交叉核

对数据予以确保，对于难以直接测量或直接取得的数

据，则经过查阅多方文献获得。 

 系统边界的完整性：系统边界在确认期间邀请专家提

出了评审意见，同时参考了行业标准等在普遍意义上

具有共识的案例。 



 

 

7.5. 一致性检查 

按照 ISO14044:2006 标准的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一致性检查： 

a. 在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和不同产品系统之间的数据质

量差异是否与研究的目标和范围一致？ 

一致。 

b. 区域和/或时间差异（如果有的话）是否一致地应用？ 

在地理分布上，根据产品原材料来源调查，产品消费的

主要原材料集中在中国，但研究使用的数据集大多来自全球

平均水平；在地域代表性和实际代表性上存在着差异。在时

间表示上，大部分数据集为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

的平均数据，基本可以代表实际生产水平。 

c. 分配规则和系统边界一致应用于所有产品系统吗？ 

产品生命周期采用质量分配规则。本研究应用系统边界

与原先设定一致。 

d. 影响评估的要素是否被一致应用？ 

本研究中所应用的影响评价模型是 EF 3.1 评价模型，

方法的选用主要考虑符合国际标准 ISO14044:2006、

ISO14067:2018 的要求。 

7.6. 局限性 

尽管本 LCA 研究力求全面和准确，但仍存在以下局限

性： 

 数据可用性限制： 某些背景数据可能无法获得最新

的或地域特异性的数据，使用了更通用的数据库数据，

这可能引入一定的不确定性。 

 模型假设： LCA 模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简化和假设，

例如对废弃物处理路径的假设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



 

 

偏差。 

 影响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当前的 LCA 影响评估方

法仍在不断发展中，可能无法完全捕获所有潜在的环

境影响。 

 时间与资金限制： 本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和较大

的经济投入限制下完成，可能无法对所有潜在的细节

进行深入探究。 

这些局限性需要在解释和应用本报告结果时予以注意。 

8. 结论 

本研究获得了 1吨铝制汽车板产品的生命周期影响，研

究获得的结论代表了 2024.1.1-2024.12.31 全年的实际生

产水平，结果可用于产品研发和公开披露。 

本研究按照 ISO14040:2006、ISO14044:2006 的要求来

执行，检查了研究的完整性、敏感性、一致性，确保提供的

数据对企业、第三方机构、其他环境管理机构以及公众而言

具较为可靠地评价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