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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i 吕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4042:200W(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本标准为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中关于生命周期评价的标准之一。此前发布的有关生命周期评价的标

准有:

    GB/T 24040-1999《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id t. ISO 1404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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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 ISO 14041:

1998)

    GB/T 24043--2002《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生命周期解释》(idt ISO 14043:2000)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中国进出口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与华、杨建新、孙启宏、饶一山、刘克、李燕、徐有刚、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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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佩  m7 l那  uiii roru.}r}.)龙   c;u/1 24040P)TYA足的生命周期伴价的第三个阶段，工,CIA的卜{的是

对产品系统，’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CI)的结果进行评价.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结果的环境意义。在LCIA

阶段，对选定的环境问题〔即影响类型)建立模型，并利用类型参数幻来精简和解释LC] 结果 类型参数

用来反映各影响类型中的累积总量或资源消耗，表征GB/T 24040中所说的“潜在环境影响’川。此外，

LCIA还为生命周期解释阶段做准备。

    LCIA作为整个生命周期评价的一部分，可用于:

    一一识别改进产品系统的机会并帮助确定其优先次序;

    — 对产品系统和其中的单元过程加以特征化或确定参照基准;

    --一 在选定类型参数的基础上对不同的产品系统进行比较;

    — 发现能用其他方法为决策者提供补充性环境数据和信息的环境问题。

    尽管LCIA有助于上述应用，但同时也宜认识到对产品系统做详尽评价是困难的，可能需要借助于

其他一些环境评价方法。

1)在本标准中，术语，’产品系统”也包括服务系统。

2)此术语的完整表达为“生命周期影响类型参数”

3) GB/T 2104。中提到的“潜在环境影响”是GB/T 24001中“环境影响’，的一个子集，是通过功能单位计算得到的

  “潜在环境影响”与产品系统的功能单位相关联，是一个相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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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就生命周期评价(LCA)中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阶段的基本框架、关键特性和局限进行

阐述，提供指导，并规定实施LCIA的要求以及LCIA和其他LCA阶段的关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001-1996 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idtISO 14001:1996)

    GB/T 24040-1999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idt ISO 1404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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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 ISO 14041:

                                  1998)

    GB/T 24043-2002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生命周期解释(idt ISO 14043:2000)

    GB/T 24050--2000 环境管理 术语和定义(idt ISO 14050:1995)

3 术语、定义和术语缩写

11 术语和定义

    GB/T 24001,GB/T 24040,GB/T 24041和GB/T 24050中的定义及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结果 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 result (LCI结果)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的成果，由此得到通过系统边界的能流和物流，并作为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

起点。

3.1.2

    影响类型 Impact category

    可将LCI结果划归其中、代表所关注的环境问题的类别。
3.1.3

    生命周期影响类型参数 life cycle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

    对影响类型的量化表达

    注 为简洁起见，后文称之为，’类型参数”

3.1.4

    类型终点 category endpoint

    所关注的特定环境问题涉及的自然环境、人体健康或资源的属性或组成。
    注:图2对本术语做了更详尽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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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特征化因子 characterization factor

由特征化模型导出、用来将LCI结果转换成类型参数通用单位的因子。
注，通用单位使合并得以实现，得出类型参数结果‘

3门 6

    环境机制 environmental mechanism

特定影响类型的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系统，它将LCI结果与类型参数和类型终点相联系

3.2

术语缩写

LCA生命周期评价

LCI: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LCIA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4        LCIA概迷

4.1 LCIA目的

    LCIA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与LCI结果相关的影响类型和类型参数，从环境角度审查一个产品系统，

并为生命周期解释阶段提供信息。

4.2      LCIA的关键特性

    以下是LCIA的关键特性:

    —     LCIA阶段和其他LCA阶段一起，从系统的观点考察一个或多个产品系统的环境和资源

          问题

    - LCIA将LCI结果分类，并划分到相应的影响类型。对于每种影响类型选择一个类型参数，并

        计算出类型参数结果(下称参数结果)。参数结果的集合(下称LCIA概要)提供与产品系统的

        输人输出相关的环境问题信息。

      -I,CIA和其他技术，诸如环境表现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评价等不同，它是一种基于功能

        单位的相对方法。LCIA可以使用来自上述其他技术的信息

    第8章将说明LCIA的局限性。

4.3  LCIA要索

4.3.1 LCIA阶段的基本框架中包含一些必备要素，用来将I.CI结果转换为参数结果。另外还有一些

可选要素，用来将参数结果归一化、分组或加权，可选要素述包括数据质量分析技术。LCIA阶段仅仅是

整个LCA研究的一部分，应与LCA的其他阶段协调一致，附录A对此作了论迷。LCIA要素如图1

所示。

    将LCIA阶段划分为不同的要素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

    — 每项要素都有不同特点并能明确定义;

    — 便于在LCA研究的目的与范围确定阶段对每种要素分别加以考虑;

    一 便于对每项要素的LCIA方法、假定和其他决定分别进行质量评价;

    — 能使每项要素中的LCIA程序、假定和其他操作具有透明度，以便进行鉴定性评审和编写

          报告;

    一一能使每项要素中对价值的选用及其主观性(下称价值选择)具有透明度，以便进行鉴定性评审

          和编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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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影晌评价

必备要索

选择形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

将LCI结果归类 (分类)

类型参教结果计算 (特征化》

类型参致结果(LCIA概要)

                可选共贵

根据基准计算类型参敬结果的相对值 (归一化)

器
数据质t分析

                                    图1 LCIA阶段要素

4.3.2 LCIA必备要素

    a) 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确定影响类型、相应的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类型

        终点及LCA研究将涉及的有关LCI结果。例如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以红外线辐射强度作

        为类型参数，反映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Q.CI结果)，见表1.

    b) 分类:将LCI结果划分到各个影响类型。

    c) 特征化:计算类型参数结果。

    各个影响类型的参数结果共同构成产品系统的LCIA概要。

    第5章对图1及上述必备LCIA要素做了更详尽的说明，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4.3.3  LCIA可选要素

    根据LCA研究的目的和范围，可采用下列可选LCIA要素和信息。

    a) 归一化:根据基准信息计算类型参数结果的大小。

    b) 分组:对影响类型进行分类，必要时加以排序

    c) 加权:用基于价值选择的数值因子对分属各个影响类型的参数结果进行转化，必要时加以

        合并。

    d) 数据质量分析:更好地了解参数结果集合(即LCIA概要)的可靠性。

5 必备要素

5门 总论

    在LCIA阶段，通过必备要素得到各影响类型参数结果的集合。

5.2 类型参数概念

    图2说明了基于环境机制的类型参数概念。.每种影响类型都有其特有的环境机制。图2中以酸化

这一影响类型为例进行说明、

    特征化模型通过表述LCI结果、类型参数以及类型终点(在某些情况下)之间的关系反映环境机

制。特征化模型用来导出特征化因子‘对于每种影响类型，需要

    — 识别类型终点;

    — 就给定类型终点定义类型参数;

    — 识别能归属到一定影响类型的适当的LCI结果(考虑选定的类型参数和所识别的类型终点);

    — 确定特征化模型和特征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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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程序有助于对参数结果的收集、归类和建立特征化模型，同时有助于突出特征化模型的科学技

术有效性、假定、价值选择和准确度

示例

                                图2 类型参数概念

表I提供了本标准中术语的示例，在这里环境机制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过程的总和。

                                      表 1 术语示例

术 语 示 例

影响类型 气候变化

LCI结果 温室气体排放

特征化模型 IPCC"模型

类型参数 红外线辐射强度(W/m')

特征化因子 各种温室气体的港能值(千克二氧化碳当蛋/千克气体)

参数结果 二氧化碳当量(kg)

类型终点 珊瑚礁、森林、农作物

环境相关性 类型参数和类型终点的关联程度

注:ISO/TR 14047[I]提供了更多的示例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5. 3 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

5.3.1            5.3条给出了用于选择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以及环境相关性准则的指南和要求。

    对于大部分LCA研究，通常选择现有的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在LCA研究中，对任

何有关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均应指明对有关信息的引用‘513条中的要求和建议

适用于被引用的信息。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现有的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不能满足LCA研

究目的和范围的需要，就要定义新的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而这时本条的要求和建议仍然

适用。

    可在工CI结果和类型终点之间的环境机制中(见图2)任何环节选择类型参数。

5.3.2 选择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符合研究目的和范围;

    b) 指明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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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加以论证;

    d) 赋予影响类型和类型参数准确的表述性名称;

    e) 所选择的影响类型在考虑到研究目的和范围的同时，能全面反映产品系统所涉及的环境问题;

    幻 说明特征化模型和将I'M结果和类型参数相联系并提供特征化因子的环境机制予以表述;

    9)说明用来导出类型参数的特征化模型对研究目的和范围的适用性

5.13 此外，下列建议也适用于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

    a) 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宜为国际上能接受的，基于国际协议或为有资格的国际机构

          所认可的;

    b) 影响类型宜通过类型参数反映产品系统在类型终点的总体排放或资源消耗;

    c) 在选择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时宜尽爱少用价值选择和假定;

    d) 除非是出于研究目的和范围的要求，宜避免对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进行重复计

        算，例如研究中同时涉及人体健康和致癌性;

    e) 每种影响类型的特征化模型都宜为科学技术上有效的，并基于可明确识别的环境机制或可再

        现的经验观察;

    I) 宜对特征化模型和特征化因子在科学技术上的有效程度加以识别;

    9) 类型参数宜具有环境相关性。

5. 3.4 宜根据环境机制和研究目的和范围的不同，考虑将LCI结果和类型参数相联系的特征化模型

的空间和时间差异 特征化模型中宜包含物质的转移和最终去向。

    应对LCI结果中除物流和能流以外的数据(例如土地利用)加以识别，并确定它们和相应的类型参

数之间的关系。

5.15 宜根据下列准则对类型参数或特征化模型的环境相关性加以说明:

    a) 类型参数反映LCI结果对类型终点产生影响的能力(至少要定性说明);

    b) 在特征化模型中添加有关类型终点的环境数据或信息，包括

    一 一类型终点的状况;

    — 评估各类型终点相对变化的大小;

    一一空间因素，例如面积和范围;

    一一时间因素，例如时间跨度、、滞留时间、持久性和即时性等;

    一一环境机制的可逆性;

      一特征化模型和类型终点变化间关系的不确定性。

5.4 分类

    本条提供将Lci结果划分到影响类型(分类)的指导。

    把i.ci结果划归到影响类型中能够更情晰地显现与该结果相关的环境问题。

    除非研究目的和范围另有规定，把LCI结果划分到影响类型宜考虑下列情况:

    -一一I_CI结果仅涉及一种影响类型时的归类;

    一一LCI结果涉及不止一种影响类型时对它们的识别，包括:

        — 对并联机制的区分，例如将SOS分配到人体健康和酸化两种影响类型。

        — 在串联机制间进行分配，例如可将NO,划归地面臭氧形成和酸化两种影响类型。

    如果由于LCI结果不可得或数据质量不足以满足LCIA研究的目的和范围，就要反复收集数据，或

对目的和范围加以调整。

5.5 特征化

    本条给出对参数结果进行计算(特征化)的指导和要求。计算包括对LCI结果进行统一单位换算，

并在一种影响类型内对换算结果进行合并。这一转换采用特征化因子，特征化的结果是一个量化指标

    应对参数结果的计算方法，包括所使用的价值选择和假定，加以确定并纳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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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结果对特定目的和范围的适用性取决于特征化模型和特征化因子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性质。由

于影响类型的不同，用于特征化模型类型参数的价值选择和简化假定的数量和种类也有所不同。特征化

模型的简化性和准确性之间往往存在折衷。各种影响类型中类型参数质量的差异可能对整个LCA研

究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如.:

    一一 系统边界和类型终点之间环境机制的复杂性;

    — 时间和空间特性，例如某种物质在环境中的持久性;

    — 剂量一反应特性。

    参数结果的计算包括下列两个步骤:

    a) 选择并使用特征化因子将已归类的Lci结果换算为同一单位;

    b) 将转换后的LCI结果进行合并，形成参数结果。

    类型参数的一个例子是红外线辐射强度。在本例中，以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值作为特征化因子，

将每种温室气体的LCI结果折合为二氧化碳当量，再对各种气体的计算结果进行合并，就得到以二氧

化碳当量总数表示的参数结果。

    关于环境状况的更多信息能赋予参数结果更多的含义并提高其可用性，在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时也

可加以考虑

6 可选要素

6. 1 总论

    本章将阐述归一化、分组和加权三种可选LCIA要素。它们可使用来自LCIA框架外的信息。宜对

这些信息进行论证并在报告中予以记载。归一化采用基线和(或)基准信息，分组和加权采用价值选择。

6.2 归一化 _

    对参数结果进行归一化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所研究的产品系统中每个参数结果的相对大小。根据

基准信息对参数结果的大小进行计算(归一化)是一种可选要素，例如它有助于:

    — 检查不一致性;

    一一 提供和交流关于参数结果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 为其他步骤如分组、加权、生命周期解释等作准备。

    在本过程中，通过一个选定的基准值作除数对参数结果进行转化。基准值例如:

    — 特定范围内(如全球、区域或局地)的排放总量或资源消耗总量;

        一特定范围内的人均(或类似均值)排放总量或资源消耗总量;

    — 基线情景，如特定的备选产品系统。

    对基准系统的选择宜考虑环境机制和基准值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的一致性。

    参数结果的归一化将改变LCIA必备要素的结果，可能需要使用若干个基准系统以体现对该结果

的影响。敏感性分析可能提供关于选择基准的额外信息。归一化的参数结果集合反映归一化的LCIA

概要。

6.3 分组

    分组是把影响类型划分到在月韵和范围确定阶段预先规定的一个或若干组影响类型中去，其中可

包括分类和(或)排序。加权是一种可选要素，包括以下两个可能的步骤:

    — 根据性质对影响类型进行分类，例如属于排放还是资源消耗，是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局地性的。

    — 根据预定的等级规则对影响类型进行徘序，例如属于高、中、低级

    排序基于价值选择

    分组方法的应用应与研究目的和范围一致并具有充分的透明度。

    由于不同的个人、组织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倾向性，他们对于同样的参数结果或归一化的参数结

果可能得出不同的排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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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加权

    加权是使用基于价值选择所得到的数值因子对不同影响类型的参数结果进行转换的过程，其中可

包含已加权的参数结果的合并。加权是一种可选要素，包括以下两个可能的步骤:

    — 用选定的加权因子对参数结果或归一化的结果进行转换;

    --一可能对各个影响类型中转换后的参数结果或归一化的结果进行合并。

    加权是基于价值选择而不是基于自然科学。

    加权方法的应用应与研究目的和范围一致并具有充分的透明度。由于不同的个人、组织和人群可能

具有不同的倾向性，他们对于同样的参数结果或归一化的参数结果可能得到不同的加权结果。在一项

工_CA研究中可能要使用若干不同的加权因子和加权方法，并进行敏感性分析来评价不同的价值选择和

加权方法对LCIA结果的影响。

    应将所使用的加权方法和具体作法形成文件以提供透明度，宜将加权前所取得的数据和参数结果

或归一化的结果和加权结果一同予以提供，以确保

    — 决策者和其他使用者能知悉所做的权衡和其他信息;

    — 使用者能掌握这些结果的全面情况和有关细节。

了 数据质t分析

    为了更好地认识I-CIA结果的重要性、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可能需要更多的方法和信息，以便

    -一判别是否存在重要差异;

    — 去掉可忽略的LCI结果;

    — 指导LCIA的反复性过程。

    对方法的需求和选择取决于实现研究目的和范围所需的准确和详尽程度。

    具体方法及其作用说明如下:

    — 重要度分析(例如帕雷托分析)是一种用来识别对参数结果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数据的统计程

        序。将识别的数据进行优先研究，以确保做出正确决定。

    —     GB/T 24041中所定义的不确定性分析。它说明数据集的统计变化性，旨在确定来自同一影响

        类型的参数结果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     GB/T 24041中所定义的敏感性分析 它评价变化(例如在LCI结果中或特征化模型中变化)

        对类型结果的影响程度。类似地，它还能用来评审计算程序中的修改对LCIA概要的影响

          程度。

    由于LCA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数据质量分析结果可能对LCI阶段也具有指导作用，例如修正取舍

准则或收集原来被忽略的数据。参看附录Ae

$   LCIA的局限性

LCIA仅涉及目的和范围中所识别的那些环境问题，因此LCIA不是对所研究的产品系统的所有

环境问题的完整评价。

LCIA具有一些内在的局限性:

一-一般说来，LCIA是一种技术和科学的程序。但是在选择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以

及进行归一化、分组功口权和实施其他程序时都须使用价值选择。

- LCIA一般不包含有关时间、空间、阑值和剂量一反应等方面信息，并把一段时间和(或)空间

    内的排放或活动加以合并，因而削弱了参数结果的环境关联性。

— 由于下述差异，不同影响类型的类型参数的准确度可能不同:

    一一 特征化模型和相应的环境机制之间的差异，例如空间和时间范围的差异;

    — 应用简化假定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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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科学知识的差异。

LCIA结果不对类型终点、超出闽值、安全极限或风险等影响进行预测。

- LCIA不是总能反映影响类型和备选产品系统的有关参数结果中的重大差别。其原因可能有:

    一 工_CIA阶段用来进行特征化、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的特征化模型建立得不够充分;

  --一 来自LCI阶段的局限，如由于取舍和数据断档使设定的系统边界未纳人产品系统可能的

      所有单元过程或未包括每个单元过程的所有输人和输出;

  一 一来自LCI阶段的局限，例如由于分配和合并程序的不确定性或差异产生的LCI数据质量

        问题;

收集的清单数据对每种影响类型的适宜性和代表性不够所带来的局限。

9 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

    本章适用于支持向外界公布对比论断的LCIA阶段，GB/T 24040-1999的5.1-2.4条和第7章，

GB/T 24041--200。的第7章对此有所论述，这里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

    支持对比论断的LCIA应使用一套足够广泛的类型参数。应对类型参数进行逐个对比。由于克服第

R章所指出的局限可能需要更多信息的支持，不应以LCIA作为判定整体环境优越性或等价性的对比

论断的单一基础。

    不得将6. 4条阐述的加权方法用于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

    用来支持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的类型参数宜为国际上能够接受的，这些类型参数至少应

    一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上说是正确的，即基于可明确识别的环境机制或可再现的经验观察;

    -一 有环境相关性，即和类型终点有足够明显的联系，包括(但不仅限于)空间和时间特性。

    注:关于环境机制和环境相关性的更多信息见第5章

    对于旨在支持对比论断的研究.应对研究结果进行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

10

10.1

报告和鉴定性评审

  总论

本章规定了就LCIA结果编写报告和进行鉴定性评审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对GB/T 24040和

GB/'r 24041两项标准中要求的补充。

10. 2 LCIA报告

10.2门 对于G B/T 24040第6章中规定的第三方报告，其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该项研究的LCIA程序、计算和结果;

    b) 就规定的LCA研究目的和范围而言，LCIA结果存在哪些局限;

    c)  LC工A结果与上述目的和范围之间的关系，见附录A;

    d)  LCIA与I.CI结果之间的关系，见附录A;

    e) 所考虑的影响类型，包括选择它们的理由，并指明其来源;

    f) 对使用的所有特征化模型、特征化因子和方法，以及所有假定和局限的表述或引用;

    9)对影响类型、特征化模型、特征化因子、归一化、分组、加权和LCIA中其他方面所用到的价值

        选择的说明或出处，选用它们的理由以及它们对结果、结论和建议的影响;

    h) 声明LCIA结果只是一种相对概念，而不预测对类型终点的影响、超出阑值、安全极限或风险

          等情况

10.2-2 当作为丁无A研究的一部分，编写GB/T 24040第6章规定的第三方报告时，还应包括下列

1) (;Ii/'r 2404。一1999中关于对比论断的定义是:对于一种产品优于或等同于具有同样功能的竟争产品的环境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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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a) 表述和论证LCIA中使用的任何新的影响类型、类型参数或特征化模型;

    b) 对所有影响类型分组的声明和论证;

    c) 对参数结果进行转化的其他程序和选择墓准值和加权因子的论证;

    d) 对参数结果的任何分析，例如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环境数据的使用，以及这些结果的内在

          含义;

    e) 在归一化、分组或加权之前得到的数据和参数结果应与分类、分组或加权之后得到的结果同时

        提供。

10-2.3 此外，对于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报告中还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对LCIA完整性的评价;

    b) 声明所选用的类型参数是否为国际上所接受，并对其使用进行论证;

    c) 对研究所使用的类型参数的科学技术有效性和环境相关性进行论证;

    d) 不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

    e) 对所发现的差异的重要性的评价;

    f) 如果在LCA中包括分组，则其中还应包含:

        -— 分组程序和结果;

        — 声明通过分组所做出的结论和建议都是基于价值选择;

        — 对用来进行归一化和分组的准则的论证(这些准则可以是个人的、组织的或国家的价值选

              择);

        -一声明‘̀GB/T 24042不规定任何具体方法或支持特定的价值选择对影响类型进行分组”;

        — 声明“研究的委托方自行对分组程序中的价值选择和判断负责”(研究的委托方可为政府、

            社区、组织等)。

10-2.4 当使用LCIA结果编写其他的报告时，宜考虑纳人以上列举的相关内容。

    注1在报告中用图形表示LCIA结果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但宜考虑到它有对比和下结论的隐含效果

    注2:由于LCIA阶段固有的复杂性，在编写内部报告或向第二方提交的报告时也可考虑根据本章及GB/T 24040

          的规定进行文件编制

10.3 鉴定性评审

    应在研究目的中定义鉴定性评审的类型，该评审应符合GB/T 24040-1999中7.3条的要求。

    当LCA研究是用来提供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时，应按照GB/T 24040-1999第7.3.3条进行鉴

定性评审

    LCIA评审者除应具有其他相关技能和知识外，还应考虑他们在与重要影响类型有关的学科方面

的能力。评审能力宜包括分类、特征化、归一化、分组和加权等方面的能力，以支持LCA研究中的生命

周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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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LCIA和LCA框架的关系

A.1 总论

    必须对LCIA进行精心策划以满足LCA目的和范围。为此应准确理解LCIA和LCA其他各阶段

之间的关系。

A.2

A.3

  LCIA和目的与范围的确定之间的关系

宜对目的与范围的确定阶段进行评审，以便

— 识别LCA中LCIA阶段的具体目标;

— 识别需纳人考虑的环境问题和关注事项;

— 选择与上述环境问题和关注事项有关的影响类型;

-— 确定建立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所需的详尽程度、科学技术有效性和环境相关性;

— 为每种影响类型选择一个类型参数;

— 识别LCIA阶段为从事LCA研究所需的其他技术要求和信息;

— 识别要使用的价值选择;

— 决定对不同影响类型的参数结果的合并程度，例如在空间上;

— 决定对数据质量分析的需求;

— 识别对报告的文件编制要求和透明度要求。从筛选应用到用于向外界公布的对比论断，这种要

    求大大增加了;

— 对于每种影响类型，当使用基准值对类型参数进行转化时，规定这些基准值和计算方法;

— 当进行归一化、分组或加权时，规定所采用的价值选择和用来选择及使用它们的程序。

LCIA和LCI的关系

    LCI分析和LCIA是两种相互依存的活动，因而需要协调一致。LCIA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

模型的性质决定I-CI数据的具体收集方向。应考虑下列因素是否可能造成数据的缺失或形成不确定性

的来源。

    --LCI在数据质量和结果数量上是否能满足根据目的和范围的需求开展LCIA的要求;
    — 对系统边界和数据弃取的决定是否做了足够的评审以确保得到所需的LCI结果，以便进行

        LCIA的参数结果计算;

    - LCI阶段对功能单位的计算飞在系统内平均、合并和分配等是否削弱了LCIA参数结果的环境

          相关性。

A.4  LCIA和生命周期解释的关系

    LCIA的结果要输人到生命周期解释阶段 考虑到I-CA研究的反复性，其透明度与完整性是重要

的。由于生命周期解释要反映I-CA研究的应用情况和局限性，有必要检查下列因素

    — 影响类型、类型参数和特征化模型的选择，LCI结果的分配和类型参数结果的计算;

    — 所使用的假定和价值选择;

    一 以上决定、假定等对参数结果的影响;

    — 对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的需求及其结果，它们对影响类型参数结果的相对作用.环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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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以及从其他环境技术取得的信息等的相对作用;

— 经过数据质量评价后，确定LCIA结果是否存在重大差别;

— 上述重大差别是否对环境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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