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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价再生混凝土 ＣＯ２的排放量，构建了再生混凝土 ＣＯ２排放量化模型．运用生命周期
评价技术，对原材料生产、运输、再生混凝土制备、施工建造、拆除废弃等阶段建立了ＣＯ２排放量
的计算方法，并计入碳化作用影响，提出了再生混凝土碳化 吸收模型．通过收集各阶段基础数
据，得到了１ｍ３的Ｃ３０再生混凝土ＣＯ２排放量．最后，将排放量转化为环境成本和等量吸收所
需的绿化面积或树木棵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表明，１ｍ３Ｃ３０的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 ＣＯ２
排放量随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的提高而降低，当取代率为３０％，５０％，７０％，１００％时，ＣＯ２排放量
分别为３１４．２，３１０．９，３０７．６，３０１．４ｋｇ；ＣＯ２排放量随取代率提高而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再生粗骨
料运输和混凝土碳化作用；对比普通混凝土，再生混凝土在ＣＯ２减排上具有更优的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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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ＣＯ２排放量大国之一，降低ＣＯ２排放量
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再生混凝土成为学术
界和工程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国内目前公开发表的
文献仍较少涉及如何从 ＣＯ２排放量（简称碳排放
量）的角度去评价再生混凝土．部分研究尝试利用生

命周期评价技术（ＬＣＡ）对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进行
核算，但在分析时存在评价范围界定不全面、再生混

凝土碳化作用考虑不深入、碳排放过程分析不完备

等问题［１２］．本文采用ＬＣＡ技术，从生命周期角度出
发，考虑再生混凝土碳化作用的影响，建立再生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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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从起点到终点的碳排放量化模型，进一步完善再

生混凝土碳排放量评价，以期为再生混凝土对环境

的影响分析研究提供依据．

１　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化模型
１．１　计算边界和功能单位

以往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计算边界的选取，通

常仅限于使用前的生产过程．文献［３］在评价普通
混凝土时指出，混凝土使用阶段和使用后阶段对生

命周期评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中，计算边界以再
生混凝土原材料生产为起点，拆除废弃为终点，共

由６个阶段组成（见图１）．其中，在原材料生产阶
段，仅考虑其生产环节，不再追溯原料入厂加工之

前的上游过程，例如对于再生粗骨料，仅考虑废混

凝土运进资源化厂后的加工过程．

图１　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计算边界

功能单位为产品输出功能的量度，是 ＬＣＡ中
数据输入、输出的参照基准．为了保证具有不同再
生粗骨料取代率的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的可比性，

选取１ｍ３具有相同强度与工作性的再生混凝土为
功能单位．
１．２　碳排放阶段计算

从产生原因来看，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可分为

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直接碳排放量主要为各阶段
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释放的ＣＯ２以及水泥生产过
程中材料自身产生的碳排放量（如石灰石的分

解）．间接碳排放量是指能源获取过程（如电能生
产、柴油加工等）中产生的 ＣＯ２，应计入消耗该类
能源的过程中．
１．２．１　原材料引入碳排放量

原材料引入碳排放量Ｃ１主要包括以下２部分：
１）原材料生产碳排放量 Ｃ１ａ，即原材料生产、

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ＣＯ２，主要包括能源消耗及材
料加工时自身产生的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为

Ｃ１ａ ＝∑ (
ｉ
∑
ｊ
ａｉｊＫ )ｊ ｍｉ＋ｇ１ｍ１ （１）

式中，ａｉｊ为第ｉ类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第 ｊ类能源消
耗量；ｍｉ为１ｍ

３再生混凝土中第 ｉ类原材料的用

量；Ｋｊ为第ｊ类能源碳排放量系数，取直接碳排放
量系数ｋｊ与间接碳排放量系数 ｋ′ｊ之和；ｇ１为水泥
生产过程中材料自身产生的碳排放量．
２）原材料运输至再生混凝土搅拌站产生的碳

排放量Ｃ１ｂ，其计算公式为
Ｃ１ｂ ＝∑

ｉ
（ｄｙ＋ｂｙｊｋ′ｊ）ｓｉｍｉ （２）

式中，ｄｙ为采用第 ｙ类运输方式的直接碳排放量
系数；ｂｙｊ为第ｙ类运输方式的单位运输能耗；ｋ′ｊ为
第ｊ类能源的间接碳排放量系数；ｓｉ为第 ｉ类原材
料的运输距离．
１．２．２　再生混凝土制备碳排放量

再生混凝土生产过程碳排放量Ｃ２主要来自于
能源消耗，其计算公式为

Ｃ２ ＝∑
ｊ
ｅｊＫｊ （３）

式中，ｅｊ为１ｍ
３再生混凝土生产过程中第 ｊ类能

源消耗量．
１．２．３　预拌再生混凝土运输碳排放量

再生混凝土运输至工地的过程将产生碳排放

量，其计算公式为

Ｃ３＝（ｄ
ｙ＋ｂｙｊｋ′ｊ）ｓｃＭ （４）

式中，ｓｃ为再生混凝土运输距离；Ｍ为１ｍ
３再生混

凝土总质量，且Ｍ ＝∑
ｉ
ｍｉ．

１．２．４　再生混凝土施工碳排放量
表１列举了部分主要建筑构件的能源消耗［４］，

可认为再生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施工过程基本相

同，取各主要构件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作为１ｍ３再
生混凝土施工碳排放量Ｃ４．按照式（３）计算各类构
件的碳排放量，预拌再生混凝土损耗率取为２％．

表１　混凝土施工阶段主要构件能源消耗
１ｍ３柱 １ｍ３梁 １ｍ３板

电能／
（ｋＷ·ｈ）

柴油／
Ｌ

电能／
（ｋＷ·ｈ）

柴油／
Ｌ

电能／
（ｋＷ·ｈ）

柴油／
Ｌ

１８．０９ ０．３３ １７．８１ ０．３３ １４．０８ ０．３３

１．２．５　再生混凝土拆除废弃碳排放量
再生混凝土仍处于推广阶段，可暂不考虑使用

后的二次回收．再生混凝土拆除废弃碳排放量 Ｃ６
主要由拆除过程和废混凝土运输的碳排放量组成．
拆除过程的能耗难以具体计算，文献［５］提出拆除
能耗按可按建造能耗的９０％估算．据此可估算出
拆除过程的碳排放量Ｃ６ａ＝０．９Ｃ４．参考式（４）计算
废弃再生混凝土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Ｃ６ｂ．
１．３　再生混凝土碳化 吸收模型

混凝土中的碱性物质与空气中的 ＣＯ２发生化
学反应，表现为吸收ＣＯ２现象，对环境产生一定的
补偿效应．以往计算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时，往往
忽略碳化作用或利用普通混凝土的吸收量来进行

９８０１第５期 肖建庄，等：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ＣＯ２排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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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缺乏准确性．肖建庄等［６］发现，与普通混凝

土不同，再生混凝土的碳化深度随再生粗骨料取代

率的不同而改变，并提出了再生混凝土碳化深度预

测公式，即

ｘｃ＝８３９ｇＲＣ（１－Ｒ）
１．１ （Ｗ／（γｃＣ）－０．３４）

γＨＤγｃＣ
ｎ０槡
ｔ

（５）
式中，ｘｃ为碳化深度；Ｒ为相对湿度；Ｗ为１ｍ

３再生

混凝土水用量；Ｃ为１ｍ３再生混凝土水泥用量；γｃ
为水泥种类的修正系数，且对于波特兰水泥，γｃ＝１，
其他种类水泥取γｃ＝１－η，其中η为掺和料质量分
数；γＨＤ为水泥水化程度修正系数，且养护龄期超过
９０ｄ时取γＨＤ＝１，养护龄期为２８ｄ时取γＨＤ＝０．８５，
中间养护龄期按线性插入取值；ｎ０为ＣＯ２的体积分
数；ｔ为碳化时间；ｇＲＣ为再生粗骨料影响系数，且再
生粗骨料取代率为０时取ｇＲＣ＝１，取代率为１００％时
ｇＲＣ＝１．５，中间取代率时按线性插值取值．

碳化深度反映了混凝土的碳化程度，相同时间

内碳化深度越大，碳化速率越快，ＣＯ２吸收量越高．
根据式（５）确定碳化深度范围的再生混凝土体积
Ｖｃ，再由Ｖｃ与再生混凝土总体积Ｖ０的比值来计算
ＣＯ２吸收量，计算公式为

Ｃ５＝０．０４４ｍ０
Ｖｃ
Ｖ０
＝０．０４４ｍ０

ｘｃ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１ （６）

式中，Ｃ５为再生混凝土碳化作用下的 ＣＯ２吸收
量；ｍ０为１ｍ

３再生混凝土完全碳化后吸收的ＣＯ２
物质的量，计算方法可参考文献［７］；ｘｃ为碳化深
度；Ａｓｕｒｆａｃｅ为１ｍ

３再生混凝土外露表面积．

２　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算例
以上海地区为例，计算强度等级为 Ｃ３０的再

生混凝土碳排放量，并与相同功能单位的普通混凝

土进行对比分析．各混凝土配合比见表２，假定采
用柴油货车运输．

表２　１ｍ３再生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 ｋｇ
混凝土编号 ｍ（水泥） ｍ（再生粗骨料） ｍ（天然粗骨料） ｍ（砂） ｍ（水） ｍ（粉煤灰） ｍ（矿粉） ｍ（减水剂）

　ＲＡＣ３０ ２３５ ３０９ ７２１ ７９３ １７８ ５３ ７１ ５．２０
　ＲＡＣ５０ ２４０ ５１５ ５１５ ７９３ １７８ ５３ ７１ ５．２７
　ＲＡＣ７０ ２４５ ７２１ ３０９ ７９３ １７８ ５３ ７１ ５．３５
　ＲＡＣ１００ ２５１ １０３０ ０ ７９３ １７８ ５３ ７１ ５．４４
　ＮＡＣ ２３１ ０ １０３０ ７９３ １７８ ５３ ７１ ５．１５
　注：配合比数据由上海市某再生混凝土搅拌站提供，采用水泥为Ｐ．Ｏ４２．５Ｒ型普通硅酸盐水泥；ＲＡＣ３０，ＲＡＣ５０，ＲＡＣ７０，ＲＡＣ１００分别

表示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３０％，５０％，７０％，１００％的再生混凝土；ＮＡＣ表示普通混凝土．

２．１　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收集主要以查阅文献和调研相结合

的方式，数据优先选用基于国家层次统计数据，无

统计数据时，选取近几年公开发表文献的相关行业

数据；部分过程缺乏文献数据，采用调研方式收集

此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表３列举了主要能源的碳排放量；表４为使用

前的生产环节碳排放量计算参数，包含原材料引入

碳排放、再生混凝土制备及运输．

表３　主要能源的碳排放量 ｋｇ

单位能源 直接碳排放量 间接碳排放量 总碳排放量

１ｋＷ·ｈ电能 ０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ｋｇ煤 ２．５３０ ０．０８８ ２．６１８
１Ｌ柴油 ２．７３０ ０．４４８ ３．１７８
　注：源于 ＩＰＰＣ统计数据［８］；源于 ＣＮＭＬＣＡ建立的中国材

料生命周期清单库［９］；源于文献［１０］数据换算得到．

　　再生粗骨料典型的生产工艺为：废混凝土入厂
后，利用铲车将废混凝土放入破碎机，破碎后自动

进入筛分机完成筛分，最终形成不同粒径的再生粗

骨料．该类工艺生产效率高，但未设置除铁、除尘等
设备，因此对废混凝土进料有较高要求，需完成废

混凝土的初步分离．由于我国再生粗骨料仍处于推

表４　再生混凝土使用前的生产环节碳排放量计算参数

单位材料
电能消耗／
（ｋＷ·ｈ）

煤消耗／
ｋｇ

柴油消

耗／Ｌ
运输距离／
ｋｍ

１ｔ水泥［９］ ４０ ９６ ２００
１ｔ再生粗骨料［１２］ ０．５０７ ２０
１ｔ天然粗骨料 １．１７ ０．７２３ ３００
１ｔ砂 １．５ ０．８ ３００
１ｔ水 ０．２９ ０
１ｔ矿粉 ７６．９３ ２１．６６ ０．１２ ３０
１ｔ减水剂 ２．５ １０ ３０
１ｍ３预拌ＲＡＣ ２．０ ３０

　注：电能、煤、柴油消耗数据主要源于文献［１１］，粉煤灰作为一种
工业废料，其碳排放量可忽略不计；运输距离通过对搅拌站

调研得到；柴油货车运输的直接碳排放量系数为８９．８４１ｇ／
（ｋｍ·ｔ），单位运输能耗为３７．６３ｇ／（ｋｍ·ｔ）［１３］．

广阶段，缺乏大规模生产的统计数据，因此表４借
鉴了国外再生粗骨料加工的能耗数据．对比表４中
文献［１１］统计的天然骨料能耗，笔者认为文献
［１２］中的再生粗骨料能耗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未
计入废混凝土入厂前的初步分离过程；但考虑到本

文计算边界为材料入厂后，且目前我国对建筑废物

的初步分离包含大量人工过程，能源消耗较低，该

数据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生产环节涉及数据较多，现对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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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各变量进行说明：原材料种类 ｉ及其质量 ｍｉ
参考表２取值；能耗种类ｊ、能耗量ａｉｊ和ｅｊ参考表４
中各材料的电能、柴油、煤消耗量取值；能源的碳排

放量系数Ｋｊ，ｋｊ，ｋ′ｊ参考表３取值；ｄ
ｙ，ｂｙｊ见表４中

表注；ｓｉ，ｓｃ参考表４中各材料的运输距离取值．
除生产环节外，在碳化阶段，考虑到上海地区

环境相对湿度为７６％，ＣＯ２环境浓度为０．０３４％，

假定混凝土养护２８ｄ，使用年限为５０ａ，１ｍ３再生
混凝土使用时的外露表面积 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５．６８ｍ

２［１４］；

在拆除废弃阶段，废混凝土运至填埋处堆放，取平

均运输距离为３０ｋｍ．
２．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基础数据，得到各混凝土生命周期碳排放

量计算结果（见表５）．

表５　１ｍ３再生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ｋｇ

混凝土编号
Ｃ１

Ｃ１ａ Ｃ１ｂ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６ａ Ｃ６ｂ

ＣＴ ＣＬ

　　ＲＡＣ３０ ２０７．５ ５６．２ ２．４ ７．８ ２１．８ －８．９ １９．６ ７．８ ３２３．１ ３１４．２
　　ＲＡＣ５０ ２１１．２ ５０．０ ２．４ ７．８ ２１．８ －９．６ １９．６ ７．８ ３２０．５ ３１０．９
　　ＲＡＣ７０ ２１４．８ ４３．７ ２．４ ７．８ ２１．８ －１０．３ １９．６ ７．８ ３１７．９ ３０７．６
　　ＲＡＣ１００ ２１９．０ ３４．４ ２．４ ７．８ ２１．８ －１１．３ １９．６ ７．８ ３１２．８ ３０１．４
　　ＮＡＣ ２０４．９ ６５．６ ２．４ ７．８ ２１．８ －７．８ １９．６ ７．８ ３３０．０ ３２２．２
　注：ＣＴ为碳排放总量，ＣＴ＝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６；ＣＬ为生命周期碳排放量，ＣＬ＝ＣＴ－Ｃ５．

　　由表５可知，原材料生产阶段碳排放量 Ｃ１ａ占
总排放量比例最大，为６２．１％ ～７０．０％；原材料运
输至再生混凝土搅拌站产生的碳排放量 Ｃ１ｂ占
１１．０％～１９．９％，其他非生产阶段产生的碳排放量
占１７．３％～１８．２％．若按文献［１ ２］中的核算方
法，仅考虑生产阶段且不计原材料运输的影响，将

低估碳排放总量 ＣＴ约３０％．此外，随着取代率的
增加，１ｍ３再生混凝土水泥用量略有增加，而水泥
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较大，按文献［１ ２］的方
法，计算结果显示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高于同强度

的普通混凝土．但表５的结果表明，各取代率下再
生混凝土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ＣＬ均低于普通混凝
土，且取代率越高碳排放量越低；当取代率为

３０％，５０％，７０％，１００％时，１ｍ３Ｃ３０的再生混凝土
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ＣＬ 分别为 ３１４．２，３１０．９，
３０７．６，３０１．４ｋｇ，约为普通混凝土的 ９７．５％，
９６．５％，９５．５％，９３．６％．从各过程数据来看，再生
混凝土碳排放量随取代率降低的原因主要为原材

料运输Ｃ１ｂ和碳化吸收量Ｃ５的差异．
再生混凝土 ＣＯ２吸收量高于普通混凝土，约

为全过程碳排放量的２．８％ ～３．６％，且随着取代
率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值得注意的是，碳化作用吸
收量与表面积成正比，拆除后总表面积迅速增大，

碳化吸收速度将迅速加快．此外，相比天然骨料，再
生粗骨料含有水泥砂浆，在搅拌前表面暴露在空气

中也会发生碳化；骨料直径在４ｃｍ以下时，吸收速
度快，吸收量将主要取决于再生粗骨料的存放时

间．再生混凝土拆除后以及再生粗骨料存放期间的
ＣＯ２吸收量需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看出，碳化作用
对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有影响，忽视吸收量将高估

实际碳排放量．
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原材料运输也是导致再生

混凝土碳排放量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再生粗

骨料取代率的增加，原材料运输碳排放量Ｃ１ｂ降低．
其主要原因在于，再生骨料的原料为废混凝土，来源

受地域限制小，加工厂选址可靠近搅拌站．但从生命
周期碳排放量ＣＬ来看，若再生粗骨料运输距离超过
一定范围，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将超过普通混凝土．
为保证再生混凝土的环境效益，当取代率为３０％，
５０％，７０％，１００％时，对应的再生粗骨料运输距离应
不大于２５３．９，２１８．９，２０３．７，２０３．３ｋｍ．
２．３　影响评价与讨论

碳排放量数值不能直观地反映其产生的环境

影响．将碳排放量转化为环境成本以及完全吸收所
需的绿化面积或树木棵数，则有助于加深理解．将
各类混凝土碳排放量计算结果进行转换，结果见表

６．由表可知，各类混凝土碳排放量基数较大，仅１
ｍ３混凝土产生碳排放量的环境成本约６９元，需约
７３ｍ２绿化面积或１７棵树木一年才能完全吸收．

表６　１ｍ３再生混凝土和普通混凝土碳排放量转换

混凝土编号 ＣＬ／ｋｇ
环境成

本／元
换算绿化

面积／ｍ２
换算植

树／棵

ＲＡＣ３０ ３１４．２ ６９．１ ７３．２ １７．２
ＲＡＣ５０ ３１０．９ ６８．４ ７２．５ １７．０
ＲＡＣ７０ ３０７．６ ６７．７ ７１．７ １６．８
ＲＡＣ１００ ３０１．４ ６６．３ ７０．３ １６．５
ＮＡＣ ３２２．２ ７０．９ ７５．１ １７．６
　注：基于社会支付意愿ＣＯ２的环境成本为０．２２元／ｋｇ［１５］；据

估计，１ｍ２绿化面积年吸收ＣＯ２４．２９ｋｇ，１棵树年吸收 ＣＯ２
１８．３ｋｇ．

　　２０１３年，上海地区混凝土产量为５．８２９×１０７

ｍ３，若总产量的 １０％由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１００％的再生混凝土替代，当年碳排放量将减少１．２
×１０８ｋｇ，环境成本减少２６６１．８万元，相当于绿化
面积２８２０ｈｍ２或６．６×１０６棵树的年吸收量．可
见，在上海地区推广再生混凝土将产生可观的环境

价值和生态效益．

１９０１第５期 肖建庄，等：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ＣＯ２排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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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针对以往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评价中的局

限性，补充了运输、施工建造、混凝土碳化、拆除废

弃等过程碳排放量的计算，建立了生命周期下的１
ｍ３再生混凝土碳排放量化模型．
２）随着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的提高，１ｍ３Ｃ３０

的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逐渐降低，当再生

粗骨料取代率为 ３０％，５０％，７０％，１００％时，碳排
放量分别为３１４．２，３１０．９，３０７．６，３０１．４ｋｇ．碳排放
量随取代率的提高而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再生粗骨

料运输和混凝土碳化作用．
３）对比普通混凝土，在上海地区使用再生混

凝土具有降低碳排放量的潜力，从减排的角度来

看，推广再生混凝土将产生一定的环境价值．
４）对于再生混凝土，除了使用过程中会吸收

ＣＯ２外，存放期间也存在碳化现象，该部分 ＣＯ２吸
收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万惠文，水中和，林宗寿，等．再生混凝土的环境评价
［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５（４）：１７ ２０，２３．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４４３１．２００３．０４．００６．
ＷａｎＨｕｉｗｅｎ，ＳｈｕｉＺｈｏｎｇｈｅ，ＬｉｎＺｏｎｇｓｈｏｕ，ｅｔａｌ．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５
（４）：１７ ２０，２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４４３１．
２００３．０４．０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徐亦冬，吴萍，周士琼．粉煤灰再生混凝土生命周期评
价初探［Ｊ］．混凝土，２００４（６）：２９ ３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３５５０．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９．
ＸｕＹｉｄｏｎｇ，Ｗｕ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ｉｑｉｏｎｇ．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ｌｙａｓｈ［Ｊ］．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２００４（６）：２９ ３２．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３５５０．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ＷｕＰ，ＸｉａＢ，ＺｈａｏＸ．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ｕｓｅａｎｄｅｎｄ
ｏｆｌｉｆｅｐｈａ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４，３７：３６０ ３６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ｒｓｅｒ．２０１４．０４．０７０．

［４］李小冬，王帅，孔祥勤，等．预拌混凝土生命周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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