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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生命週期軟體SimaPro7.1作為分析工具，採用Eco-Indicator 95 與 Eco-Indicator 99分析方法針對以混凝土作為評

估對象將環境衝擊具體化，了解混凝土在生產過程各階段所帶來之負面影響。以Eco-Indicator 95分析傳統混凝土之生產過

程，以水泥生產階段環境衝擊（9.45 × 10-2 Pt）影響最大；而高爐混凝土及爐石飛灰混凝土為砂石運輸階段之環境衝擊

（5.84 × 10-2 Pt）影響最大。以Eco-Indicator 99進行三種混凝土之損害評估，傳統混凝土在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質及資

源三項衝擊影響皆大於另兩種混凝土。高爐混凝土在生態系統品質之衝擊為（5.88 × 10-2 PDF*m2yr），略高於爐石飛灰

混凝土，其餘項目產生之衝擊皆為最低。整體而言傳統混凝土使用較多的水泥，故造成環境衝擊影響最大，另兩種混凝土

採用波索蘭材料替代50%的水泥用量，減少環境衝擊點數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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