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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建材评价、认证的现状及研究进展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赵平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建设部绿色建筑标识评价专家、中国新材料网建筑材料领域咨询专

家、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水泥、混凝土以及绿色建材相关研

究和管理工作。 
  获省部级鉴定成果 6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 项、发明专利 5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
编写专著 5 部。近年承担 10 余项科技部、建设部、中国工程院、国资委、中国建材工业协会的
有关绿色建材评价和认证体系的研究和咨询项目。 
  绿色建材的定义 
  进行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及绿色建材产品研究的基础，决定了绿色建材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范

围边界。目前国内外对绿色建材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众多纷杂的对绿色材料的定义和解释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绿色材料是指在原料采取，产品制造，使用或者再循环以及废料处理等环节
中对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的材料。这个定义所阐明的“四个环节、两个目的”表

明材料领域将以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将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作为更高的发展目标。 
  绿色材料定义中阐明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表现要达到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多

个目的的要求，同样是绿色建材定义中的精髓，也完全适用于绿色建材。绿色建材是指在原料采

取、产品制造、使用或者再循环及废料处理等环节中对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建

筑材料。 
  绿色建材的涵义要求除了要具备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先进性以外，还要具备环境协调性，包括

材料寿命周期的能源属性指标、资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等。绿色建材的定义与传统建材、

新型建材等称谓在内涵方面既有交叉也存在区别。与新型建材的概念不同在于:新型建材是相对于
传统建材在环境协调性和材料性能、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而提出的，而绿色建材则超越了新型建材

在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利废、环保要求和实用功能上的创新与提高，上升到材料生命周期和可持

续发展的更高科学境界。按照绿色建材的理念传统建材只要经过改造后具有满意的使用性能和优

良的环境协调性，就应视为绿色建材。因此，绿色建材不是一类新的材料体系，而是建筑材料通

过科学评价后认定达到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满足对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要求的

材料的总称。 
  国内外绿色建材评价和认证的现状 
  由定义可知，绿色建材需要用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和方法制定的科学评价体系进行评价才

能予以认定，其评价体系的公正和完善与否影响着绿色建材的发展。国外发达国家都是以制定建

材产品环保“绿色”标志认证制度入手，并辅之以完善而有效的制度使绿色建材逐步推广。目前

采用最为广泛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环境标志产品。国示上已有几十个国家采用不同的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是一种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

处理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实质上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行

为进行控制。 
  各国的环境标志产品的应用领域、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各不相同。大多数计划是针对室内建

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的污染物指标制定定量规定，从评价方法上基本采用单因素评价，对一些
具体而单一的污染物指标如甲醛含量进行成分限制。 
  国内对建筑材料的定性和简单定量评价工作已在很多领域开展，已编制相应标准并在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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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得到应用和检验。其中建材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绿色建筑中建材的标准规定

等应用的最多。我国的环境标志自 1993 年国家环保局正式颁布实施。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认证
中心实施认证。目前有 68种环境标志产品标准，其中包含近 20种建材产品。数百家建材企业获
得不同产品的环境标志。《奥运绿色建筑评估体系》首次对建筑用建材的绿色化指标进行了定量

评价，确定了资源消耗指标、能源消耗指标、环境污染指标、本地化指标和再利用(再循环)指标。
《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价手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也都设立独立章节对建
筑材料规定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绿色建材的研究投入，支持建材行业开展有关绿色建材环境协调性的评

价、认证方面的专项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2007年，依托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建立了绿
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工作也是该实验室首要的研究工作之一。作为行

业的管理部门，中国建材工业协会也开展了“绿色建材产品认定”工作，制订了 10 余项量大面
广的建材产品的绿色技术要求，并作为常规性的工作长期进行。 
  国内外绿色建材评价方法的研究 
  绿色建材的评价是国际绿色建材领域研究和关注的热点。目前，对绿色建材的评价主要有以

下 3种方法:(1)概念性评价；(2)单因子定量评价；(3)LCA生命周期评价体系。前两种方法由于过
于简单，容易得到片面或者是错误的结果，不能系统评价建筑材料的绿色化指标。第三种评价体

系已在 ISO14000 国际认证标准中加以规范化，非常复杂，不易操作，但却是解决建材的绿色评
价问题最科学的分析方法。 
  材料的全生命盾期分析(LCA)研究主要是通过统计材料系统从原材料获取阶段到最终废弃过
程的物质和能量输入流及污染排放和废物输出流，综合使用一系列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这些输入输

出流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寻找改进材料环境表现的途径。国际上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可

以归结成以下三方面开展:(1)关于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的系统框架和评价方法的研究。典型的例
子是 ISO14000 系列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颁布和实施；(2)国家或企业根据自身的要求提出各自的
环境负荷评价指标，并针对具体的实际过程建立了环境影响数据库，国家层次上最具代表性的是

日本从 1998 年启动的持续国家 MLCA 计划；(3)将 LCA 方法应用于实际的材料或产品的设计和
生产过程中，这主要体现在全生命周期软件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能源占有

量不同、科学与技术水平的不平衡，表现为 LCA 数据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几乎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需要建立自己的产品(材料)环境影响数据库。 
  国内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展了对绿色建材(环境协调材料)评价方法的研究。以中国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牵头承担的“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了绿色建材技术及分析评价方法的研究，基本

建立了适合国情的绿色建材及部品的评价体系框架，建立了绿色建筑用建筑材料分类体系与基础

数据库；按照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分别对主要 6类建材产品及 5类建筑部品作出环境影响评价。
在此基础上，“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更加完善了绿色建材综合评价体系及评价软件，同时开展

了绿色建材产品标准研究及建立标准动态数据库的研究；编制了绿色建材检测认证分类标准，编

制了典型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规程。第一批建材产品(浮法玻璃等)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已公示。更为积极的是，开展了绿色建材与绿色建筑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开发了绿色建材与绿

色建筑的互动软件系统，为绿色建筑的材料选择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建立了对水泥、玻璃、建筑

卫生陶瓷和烧结墙体材料制造过程的环境负荷数据库，建立了上述四种材料制造过程绿色化的评

价体系和方法，进行定量评价。 
  北京工业大学通过 10 余年的潜心研究，建立了材料环境协调性评价数据库，可提供典型材
料行业的材料环境负荷基础数据；其中包含了建筑材料(塑钢门窗、各种外加剂，各种涂料、地毯、
PVC地板卷材、壁纸、木家具、胶粘剂、人造板、水泥、混凝土等)等典型材料和基础能源(煤炭、
石油、天然气、电力)环境负荷数据，总计 6万余条。 
  绿色建材评价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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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对建材及产品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评价研究，是改造乃至淘汰该建材、产品或生

产工艺的基础性工作，是我国建材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但基于 LCA
研究的局限性及我国的具体国情，开展建筑材料的绿色评价还要有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要做。 
  首先，确定关键建材产品的评价体系。选择有代表性的建材产品，从其生产、制备工艺、运

输、回收、再利用等方面进行资料收集、分析，获取材料性能、工艺、流向、能源消耗，废弃物

的产生、种类、数量和去向等基本数据；确定其环境负荷的表征及评价方法，完善各工艺和使用

环节对环境的影响的评价体系，从而确定这些具代表性产品的评价体系。 
  第二，制订完善相关配套的标准体系。制订绿色建材评价标准及关键产品的产品和应用标准，

形成完整的评价和应用技术体系。 
  第三，开展绿色建材及关键产品的认证。制订绿色建材认证规程，为建材领域开展绿色建材

认证提供原则性指导和理论框架，为进一步开展绿色建材认证继而达到国际互认奠定基础。 
  绿色建材评价工作更深远的意义和目标是使绿色建材的评价成为指导建材科技工作者设计、

开发产品的工具和手段，使新设计开发的产品从其生命的起点即符合与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

于人类健康的宗旨，并不断在建材工艺过程改进、区域规划和行业宏观决策等不同层次获得应用。

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建材行业自身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