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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

内容概要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价》是《循环经济研究丛书》之一。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价》论述了材料产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系统阐述了环境影响评
价体系。书中着重介绍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选取最有循环利用价值的主要有色金属(铜、铝、铅
、锌等)材料和循环量最大的水泥、玻璃和高分子材料等为典型案例，介绍材料循环利用情况；并且应
用生命周期评价和物质流分析、输入输出等方法，对上述几大类材料加以系统分析，找出了环境影响
热点，为材料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有效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降低污染物排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基础数据。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国家材料产业的资源、环境、规划等宏观管理决策部门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材料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及其他关心我国循环经济发
展的有关人士阅读和参考。

Page 2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

作者简介

左铁镛，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材料科学专家和循环经济
专家。 
　　1958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1958至1991年历任中南工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91至1996年任国家教
委科技司司长；1996至2004年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1996至2006年任中国科学

Page 3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1章  材料产业与循环经济  1.1  材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1.1  材料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    1.1.2  材料生产和使用带来的环境和资源问题  1.2  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1  生态环境材料的产
生及其发展    1.2.2  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    1.2.3  材料的循环与替代技术  1.3  材料流与资源效率和环境影
响    1.3.1  材料流    1.3.2  材料流分析    1.3.3  资源效率、环境影响分析的X倍因子（Facter X）理论  参考
文献第2章  材料产业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研究  2.1  生命周期评价概述    2.1.1  LCA的起源与发展    2.1.2 
LCA的研究现状    2.1.3  LCA的定义与框架    2.1.4  LCA的应用状况    2.1.5  LCA的局限性  2.2  材料产业生
命周期评价    2.2.1  材料产业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体系    2.2.2  目的与范围的确定    2.2.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2.2.4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2.2.5  生命周期结果解释    参考文献第3章  有色金属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分
析  3.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    3.1.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现状与问题    3.1.2  建立
循环型有色金属产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输人输出分析    3.2.1  有
色金属的产量和产值    3.2.2  有色金属进出口量    3.2.3  有色金属能源消耗    3.2.4  新鲜水耗    3.2.5  矿石
投入量    3.2.6  “三废”排放量    3.2.7  小结  3.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效率分析    3.3.1  单位万元产值排放
量    3.3.2  单位万元产值能源消耗    3.3.3  单位万元产值新鲜水用量    3.3.4  小结  3.4  主要有色金属可持续
发展分析    3.4.1  铜、铝、铅、锌循环与生态包袱和环境污染的削减    3.4.2  再生循环量价值分析    3.4.3  
镁资源物质流分析和环境影响分析  3.5  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与技术构想    3.5.1  原生有色
金属工业资源节约技术发展方向和领域    3.5.2  大力发展再生有色金属产业    3.5.3  运用全生命周期思想
指导循环型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    3.5.4  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第4章  水
泥的循环利用及环境影响分析  4.1  水泥工业与循环经济    4.1.1  水泥工业实现循环经济的基础    4.1.2  水
泥工业实现循环经济的途径    4.1.3  水泥工业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技术  4.2  水泥工业概况    4.2.1  我
国水泥工业概况    4.2.2  国外水泥工业概况  4.3  水泥工业的消耗与排放    4.3.1  生产工艺简介    4.3.2  水泥
生产的能源消耗    4.3.3  水泥生产的物料消耗    4.3.4  水泥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  4.4  水泥工业环境负荷
分析    4.4.1  水泥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指标    4.4.2  水泥生命周期评价的计算流程    4.4.3  清单分析    4.4.4  
环境影响评价    4.4.5  生命周期解释    4.4.6  中国水泥工业环境负荷分析  4.5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    4.5.1  水
泥工业清洁生产定义    4.5.2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概况    4.5.3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的意义和重点    4.5.4  水泥
工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    4.5.5  指标体系权重值的确定    4.5.6  水泥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方法    4.5.7  水泥工
业清洁生产评价流程和实例    4.5.8  实现清洁生产的支撑技术  4.6  废弃水泥基材料的循环利用    4.6.1  水
泥基材料循环再利用的意义    4.6.2  建筑垃圾的主要来源    4.6.3  建筑垃圾的组成    4.6.4  废弃混凝土的循
环利用途径    4.6.5  废弃混凝土再利用的可行性分析    4.6.6  公路混凝土的再生利用    4.6.7  再生骨料与再
生混凝土技术    4.6.8  废弃混凝土循环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4.6.9  废弃混凝土循环利用的前景    参考文献
第5章  玻璃材料循环利用及环境影响分析  5.1  平板玻璃发展现状    5.1.1  我国平板玻璃发展现状    5.1.2  
国外平板玻璃发展现状  5.2  平板玻璃工业消耗与排放    5.2.1  生产工艺    5.2.2  平板玻璃能耗    5.2.3  平板
玻璃物耗    5.2.4  平板玻璃生产污染物排放  5.3  平板玻璃工业清洁生产    5.3.1  玻璃企业及产品生命周期
评价    5.3.2  玻璃企业清洁生产    5.3.3  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  5.4  废玻璃循环再利用    5.4.1  废玻璃循环再
利用的意义与环境影响    5.4.2  废玻璃来源    5.4.3  废玻璃的用途    5.4.4  国外废玻璃回收利用概况    5.4.5 
我国废玻璃回收利用现状    参考文献第6章  有机高分子材料循环利用及环境影响分析  6.1  有机高分子
材料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6.1.1  概况    6.1.2  存在的问题    6.1.3  高分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6.2  高分
子材料的循环利用    6.2.1  总体概况    6.2.2  最主要的几种大品种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利用情况    6.2.3  其他
典型聚合物的回收利用  6.3  建立循环型的高分子材料产业    6.3.1  进一步完善高分子材料循环利用的市
场    6.3.2  需要政府在发展再生资源产业中发挥作用    6.3.3  依靠材料循环利用技术的不断进步  6.4  二氧
化碳基聚合物生命周期评价    6.4.1  研究目标与范围    6.4.2  聚合物的LCA研究    6.4.3  几种聚合物生命周
期环境行为比较    6.4.4  生命周期结果解释    参考文献

Page 4



《循环型社会材料循环与环境影响评》

章节摘录

　　第1章　材料产业与循环经济　　1.1　材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
支柱性的产业之一。但材料的生产在原料开采、提取、加工、制备、使用及废弃过程中，不仅将大量
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造成对环境的污染，而且还消耗大量的资源。因此，对材料的生产和使用而
言，资源消耗是源头，环境污染是终端，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1.1　材料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先导，与能源、信息并列为现代高科技的
三大支柱。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重要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都把人类支配自
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材料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大大加
速社会发展的进程，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前推进。例如
，18世纪以纺织机、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钢铁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基础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发展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硅单晶和其他半导体材
料的使用、质量改进及其相关加工技术的进展为基础和先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电子信息技术
为标志的新的一次工业革命将有赖于新型光电子晶体材料、光导纤维等新材料的进展。在现代工业、
国防和高技术发展中，新材料技术已成为一项共性关键技术。同时，新型材料有可能引导新兴技术和
新型行业，产生出新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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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我国倡导循环经济发展的大模式下，材料产业也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把生态环境意识贯穿或
渗透于产品和生产工艺的设计之中，形成从源头无毒无害、工艺过程零排放、废弃物资源化的循环型
社会的物质材料产业链，系统地体现生态环境材料与技术对材料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整体贡献。 在此
背景下，全书就首先阐述了材料产业与循环经济的关系，接着重点阐述了材料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评
价指标体系和定量化方法——材料产业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然后分章讨论了有色金属材料、无机非金
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等主要材料类别的物能消耗和环境负荷，并介绍了在这几大类材料中开展的
节约资源、降低排放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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