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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供热锅炉电能或天然气替代 

（能源替代类-01）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供热锅炉电能或天然气替代》（能源

替代类-01）。 

成都市供热锅炉电能或天然气替代碳减排项目通过使

用电能/天然气替代燃煤、电能替代天然气从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锅炉使用燃煤供热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去使用电能/天然气供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一

定时间内锅炉使用天然气供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去使用

电能供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锅炉辅助设备：主要指给水设备、通风设备、燃料供应

和排渣除尘设备、汽水管道及附件以及检测仪表和自动控制

设备等。 

供热效率：指锅炉有效输出的热量与输入热量之比。平

均净供热效率指锅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如一年）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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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效率，该时间段包括了有代表性的负荷和运行模式（包括

启动阶段）。 

排放因子：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系数。如每单位化石燃料消耗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购入的每千瓦时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锅炉使用电能/天然气替

代燃煤、电能替代燃气供热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量的核算。 

具体见表 1。 

表 1 可使用本方法学的项目活动 
项目类型 描  述 

1 

改造现有锅炉。对现有锅炉进行改造，锅炉使用电能或天然气替代

燃煤、或使用电能替代燃气进行供热，且不通过技术改造或更换设

备无法实现该目的。 

2 
替代现有锅炉。使用新的电能或天然气锅炉替代现有燃煤锅炉，或

使用新的电能锅炉替代现有燃气锅炉。 

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实施后，锅炉产生的热能： 

a.不用于发电； 

b.不用于居民供热； 

c.仅用于相关企事业单位生产或公共服务供热。 

（2）项目历史活动情况： 

a.非新建项目； 

b.项目实施前，原锅炉运行期间使用燃煤或燃气进行供

热；且项目实施后，锅炉使用电能或天然气完全替代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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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电能替代燃气进行供热； 

c.对于改造过程中出现增容情况的，仅适用于原燃煤或

原燃气锅炉容量替代部分，其他形式增容部分不适用于本方

法学。 

（3）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CDM 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 Version 13.0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括：燃气锅炉/电锅炉及其辅助设

备。 

（1）对于电能替代燃煤供热项目，应包含由于项目活

动导致的项目现场电能消耗（包含锅炉电能消耗和其辅助设

备电能消耗）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2）对于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项目，应包含由于项目

活动导致的项目现场天然气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其

辅助设备电能消耗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3）对于电能替代天然气供热项目，应包含由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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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导致的项目现场电能消耗（包含锅炉电能消耗和其辅助

设备电能消耗）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基准

线情

景 

燃烧煤炭供

热（电能/天

然气替代燃

煤项目）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燃烧天然气

供热（电能

替代天然气

项目）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项目

活动 

现场天然气

燃烧（天然

气替代燃煤

项目）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现场电力 

消耗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5.2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项目实施改造/替代完成后的

投产时间，不得早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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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即原燃煤或燃气锅炉的

设计使用到期时间，例如原燃煤或燃气锅炉 2020 年 1 月 1

日投运，设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则该项目活动结束时间为

2029 年 12 月 31 日）。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7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3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1）电能/天然气替代燃煤项目 

基准线情景为：项目活动产生的蒸汽/热水量，全部由原

项目所使用的燃煤锅炉替代生产。替代的燃煤锅炉使用的煤

种默认为烟煤。 

（2）电能替代天然气项目 

基准线情景为：项目活动产生的蒸汽/热水量，全部由原

项目所使用的天然气锅炉替代生产。 

以上两类项目实施前原锅炉对于辅助系统耗电量产生

排放，等于原燃煤锅炉辅助设备功率乘以改造后当年锅炉利

用小时的 1.5 倍，再乘以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对于原燃煤锅炉辅助设备功率无法获得的情况，辅助设备耗

电量产生的排放视为零。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电能替代燃煤项目类型属于

成都市节能改造项目重点支持对象（即正面清单技术），符

合国家及成都市节能降耗工作要求，因此对于年减排量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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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60,000 tCO2-e 的节能改造项目，参考 CDM“小规模项目

额外性论证工具”，免于论证额外性；对于年减排量大于

60,000 tCO2-e 的节能改造项目，需论证项目活动因存在一个

或多个障碍（如政策法规障碍、投资障碍、技术障碍等）而

不能实施从而具备额外性。 

5.4 基准线排放 

5.4.1 电能/天然气替代燃煤项目 

（1）基准线排放是指项目活动产生热量完全由原燃煤

锅炉替代生产时燃烧煤炭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加上在相同

运行小时数下，原燃煤锅炉辅助系统因耗电所造成的 CO2 排

放量（考虑到年运行小时数获取困难，故采用 1.5 倍利用小

时数代替）。 

计算公式如下： 

 )5.1( ,,,
,

cdCMgridcoalaucoal
coalheat

EFhWEFHBE 


 （1）

式中： 

BE  — 设备燃烧煤炭的基准线排放，tCO2； 

H  — 项目活动实施后天然气锅炉/电能锅炉的供热

量，GJ； 

ηheat,coal — 项目活动实施前原燃煤锅炉设计净供热效

率，%； 

coalEF  — 烟煤 CO2 排放因子，固定取 0.09599tCO2/GJ； 

coalauW ,  — 原燃煤锅炉辅助设备功率，MW； 

h  — 锅炉的年利用小时数，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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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MgridEF ,,  —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MWh。 

（2）确定项目活动实施后，天然气锅炉/电能锅炉的供

热量H ： 

H 应根据项目实施后，锅炉的供热量来确定。锅炉供热

量根据项目锅炉消耗电能/燃气量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a.对于电锅炉： 

 6.3,  EheatEH   （2）

式中： 

E  — 因项目活动的实施，锅炉的年用电量，MWh； 

Eheat ,  — 电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3.6 — MWh 与 GJ 的单位转换系数。 

b.对于燃气锅炉： 

 NGheatNGNG NCVVH ,  （3）

式中： 

NGV  — 项目活动使用的天然气消耗总量，万 Nm3； 

NGNCV  — 项目使用的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实测值，GJ/

万 Nm3； 

NGheat ,  — 燃气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5.4.2 电能替代天然气项目 

（1）基准线排放是指项目活动产生热量完全由原天然

气锅炉替代生产时燃烧天然气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加上在

相同运行小时数下，原燃气锅炉辅助系统因耗电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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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排放量（考虑到年运行小时数获取困难，故采用 1.5 倍

利用小时数代替）。 

计算公式如下： 

 )5.1( ,,,

,

cdCMgridNGauNG
NGheat

EFhWEFHBE 


 （4）

式中： 

BE  — 天然气的基准线排放，tCO2； 

H  — 项目活动实施后电能锅炉的供热量，GJ； 

NGheat ,  — 项目活动实施前原燃气锅炉设计净供热效

率，%； 

NGEF  — 天然气 CO2排放因子，固定取 0.05617tCO2/GJ； 

NGauW ,  — 原燃气锅炉辅助设备功率，MW； 

h  — 锅炉的年利用小时数，h； 

cdCMgridEF ,,  —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MWh。 

（2）确定H ： 

H 应根据项目实施后，锅炉的供热量来确定。锅炉供热

量根据项目锅炉消耗电能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6.3,  EheatEH   （5）

式中： 

E  — 因项目活动的实施，锅炉的年用电量，MWh； 

Eheat ,  — 电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3.6 — MWh 与 GJ 的单位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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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目期排放 

（1）对于电能替代燃煤/天然气项目，项目排放包括由

于项目活动造成电能消耗所产生的 CO2 排放（包含辅助设备

耗电所造成的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cdGMgridau EFEEPE ,,)(   （6）

式中： 

PE  — 项目期排放量，tCO2； 

E  — 项目活动实施后，锅炉的年用电量，MWh； 

auE  — 电锅炉的辅助设备耗电量，MWh； 

cdGMgridEF ,,  —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MWh。 

（2）对于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项目，项目排放包括由

于项目活动的实施导致的项目现场燃烧天然气所产生的 CO2

排放，加上其辅助设备耗电所造成的 CO2 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 ,, cdGMgridauNG EFEPEPE   （7）

式中： 

PE  — 项目期排放量，tCO2； 

auE  — 燃气锅炉的辅助设备耗电量，MWh； 

cdGMgridEF ,,  —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MWh。 

NGPE  — 由于项目活动的实施导致的项目现场燃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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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计算公式如下： 

 NGNGNGNG EFNCVVPE   （8）

式中： 

NGV  — 项目活动使用的天然气消耗量，万 Nm3； 

NGNCV  — 项目使用的天然气低位发热值实测值，GJ/万

Nm3； 

NGEF  — 天然气 CO2排放因子，固定取 0.05617tCO2/GJ。

5.6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基于鼓励正面清单技术应用、

降低监测成本，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视为 0。 

5.7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PEBECDCER   （9）

式中： 

CDCER  — 项目减排量，tCO2； 

BE  — 项目基准线排放量，tCO2； 

PE  — 项目排放量，tCO2。 

如项目原燃煤或燃气锅炉发生转移生产的（不能提供原

燃煤锅炉销毁处理证据的视作发生转移生产），则CDCER 为 0。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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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项目现场锅炉消耗

电能总量（电能替代燃煤/天然气供热项目）、项目现场锅炉

辅助设备消耗电能总量（电能/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项目）、

项目现场锅炉消耗的天然气总量（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项

目）、燃气替代燃煤锅炉使用的天然气年平均低位发热值、

锅炉的年利用小时数。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E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5）、（6） 

描述 
电能替代燃煤/天然气供热项目，项目现场锅炉消耗电能总

量 

数据源 现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数据/参数 auE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7） 

描述 
电能/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项目，项目现场锅炉辅助设备消

耗电能总量 

数据源 现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 12 — 

数据/参数 NGV  

单位 N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8） 

描述 燃气替代燃煤供热项目，项目现场锅炉消耗的天然气总量 

数据源 现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数据/参数 NGNCV  

单位 GJ/万 N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8） 

描述 燃气替代燃煤锅炉使用的天然气年平均低位发热值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实测值； 

（b）缺省值：389.31GJ/万 Nm3（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 2013） 

监测频次 - 

说明 / 

 

数据/参数 h  

单位 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4） 

描述 锅炉的年利用小时数 

数据源 
企业生产相关报表或记录进行计算，等于项目年生产蒸汽吨

数除以设备单位小时蒸吨数。 

监测频次 -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主要包括：项目实

施前原燃煤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电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燃气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项目实施前原燃气锅炉设计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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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效率、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coalheat ,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项目实施前，原燃煤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源 原燃煤锅炉铭牌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参数 Eheat ,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5） 

描述 电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源 电锅炉铭牌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参数 NGheat ,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燃气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源 燃气锅炉铭牌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参数 NGheat ,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项目实施前，原燃气锅炉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源 原燃气锅炉铭牌设计净供热效率 

 

数据/参数 cdCMgridEF ,,  

单位 tCO2/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4）、（6）、（7） 

描述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数据源 
默认值：0.1031（数据来源：《四川省碳排放强度表征指标

及核算方法（试行）》（川环函〔2019〕7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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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机场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 

替代燃油 
（能源替代类-02）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机场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

统替代燃油》（能源替代类-02）。 

成都市机场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替代燃油

碳减排项目通过使用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替代

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减排

量等于一定时间内 APU 燃烧航空煤油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去 GPU 电力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将光伏发电、锂电

池储能和 400Hz 中频静变电源系统有效整合，实现机场微电

网系统功率自适应调节，同时提供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所

需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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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在大、中型飞机和大型直

升机上安装的独立小型动力装置，以减少对机场地面供电设

备的依赖。 

净供电效率：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单位航空煤油

耗用量对应净输出的电量。 

活动水平：量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的

活动量。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

的电量等。 

排放因子：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系数。如每单位化石燃料消耗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购入的每兆瓦时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机场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

系统替代燃油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实施前，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所需的电力

全部由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提供；且项目实施后，使

用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完全替代航空煤油提供

所需的电力； 

（2）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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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CDM 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 Version 13.0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为机场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区域。项目活动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包含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购入的电力所

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基准

线情

景 

飞机辅助动

力装置

（APU）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项目

活动 

光伏+储能静

变电源系统

（GPU）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因简化而排除 

N2O 否 因简化而排除 

5.2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光伏+储能静变电源（GPU）

系统验收合格并投入商业运营日期，不得早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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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7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3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基准线情景是指项目活动所需的电力全部由飞机辅助

动力装置（APU）使用航空煤油提供。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机场光伏+储能静变电源

（GPU）系统替代燃油项目类型属于成都市节能改造项目重

点支持对象（即正面清单技术），符合国家及成都市节能降

耗工作要求，因此对于年减排量小于等于 60,000 tCO2-e 的项

目，参考 CDM“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免于论证额外

性；对于年减排量大于 60,000 tCO2-e 的项目，需论证项目活

动因存在一个或多个障碍（如政策法规障碍、投资障碍、技

术障碍等）而不能实施从而具备额外性。 

5.4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是指基准线情景下，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APU）燃烧航空煤油产生的 CO2 排放量。 

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 

)
12
44( 

i

i OFCCNCVEBE


 



— 5 — 

BE  — 项目活动的基准线排放，tCO2； 

iE  — 因项目活动实施，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使

用第 i 台 GPU 系统提供的年用电量，MWh；

 — 飞机 APU 装置平均净供电效率，MWh/t； 

NCV   — 航空煤油的低位发热值，GJ/t； 

CC   — 航空煤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  — 航空煤油的碳氧化率，%； 

12/44  —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i  — 储能静变电源（GPU）系统的数量，台。 

5.5 项目期排放 

项目排放包括项目活动造成电力消耗所产生的CO2排放

量。 

计算公式如下： 

 cdCMgridgridpvpv EFEEFEPE ,,  （2）

式中： 

PE  — 项目活动产生的排放，tCO2； 

pvE  — 项目活动实施后，GPU 系统使用光伏电力的年

用电量，MWh； 

gridE  — 项目活动实施后，GPU 系统使用电网电力的年

用电量，MWh； 

pvEF  — 光伏发电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MWh； 

cdCMgridEF ,,  —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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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基于鼓励正面清单技术应用、

降低监测成本，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视为 0。 

5.7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PEBECDCER   （3）

式中： 

CDCER — 项目减排量，tCO2； 

BE — 项目活动的基准线排放，tCO2； 

PE — 项目活动产生的排放，tCO2。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因项目活动实施飞

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使用 GPU 系统提供的年用电量、飞机

APU 装置平均净供电效率、项目活动实施后 GPU 系统使用

光伏电力的年用电量、项目活动实施后 GPU 系统使用电网

电力的年用电量、航空煤油的低位发热值。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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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iE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因项目活动实施，飞机检修和维保作业时，使用第 i 台 GPU

系统提供的年用电量 

数据源 
GPU 系统电力计量表计进行监测，并与购电结算票据进行

交叉核对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数据/参数  

单位 MWh/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飞机 APU 装置平均净供电效率 

数据源 APU 装置厂家设计值 

监测频次 - 

说明 

建议取 0.6。飞机 APU（90 kVA）平均每小时油耗设计值为

120 kg 航空煤油，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90 

kVA*0.8=72 kWh，则飞机 APU 装置平均净供电效率为 72 

kWh/120 kg=0.6 MWh/t。 

 
数据/参数 NCV  

单位 GJ/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航空煤油的低位发热值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实测值； 

（b）默认值：44.1（数据来源：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c）与供应商交易结算合同中的年度平均低位发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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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 

说明 / 

 

数据/参数 pvE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项目活动实施后，GPU 系统使用光伏电力的年用电量 

数据源 
GPU 系统光伏电力计量表计进行监测，并与购电结算票据

进行交叉核对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数据/参数 gridE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项目活动实施后，GPU 系统使用电网电力的年用电量 

数据源 
GPU 系统电网电力计量表计进行监测，并与购电结算票据

进行交叉核对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主要包括：四川省

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光伏发电排放因子、航空煤油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航空煤油的碳氧化率。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CC  

单位 tC/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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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航空煤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源 
默认值：0.0195（数据来源：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频次 - 

说明 / 

 
数据/参数 OF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航空煤油的碳氧化率 

数据源 
默认值：100（数据来源：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频次 - 

说明 / 

 

数据/参数 pvEF  

单位 tCO2/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光伏发电排放因子 

数据源 

默认值：0（数据来源：《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

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 

 

数据/参数 cdCMgridEF ,,  

单位 tCO2/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四川省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数据源 
默认值：0.1031（数据来源：《四川省碳排放强度表征指标

及核算方法（试行）》（川环函〔2019〕7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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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节能改造 

（资源节约类-01）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

准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

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节能改造》（资源节约类-01）。 

成都市节能改造碳减排项目通过在成都市工业、建筑、

交通运输等企（事）业单位实施节能技术改造，用能单位减

少能源使用、提高能效或进行可再生能源替代从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节能改造项目各能源品

种节能量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节能改造项目：包括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企（事）

业单位实施的余热余压利用、电机能效提升、能量系统优化、

可再生能源替代、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绿色照明工程、合同

能源管理、能源管控中心建设、分布式能源建设等改造项目。

如根据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0 年节能改造

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成经信财〔2020〕11 号）、成

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成都市公共建筑节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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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示范项目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成住建发〔2019〕

277 号）等文件所开展的项目。 

节能量：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能源

消耗／能源消费减少的数量或可再生能源替代量，以分能源

品种实物量进行计量； 

基准线情景：即基期，用以比较和确定节能量的、节能

改造实施前的时间段。 

项目情景：即报告期，用以比较和确定节能量的、节能

改造实施后的时间段。 

泄漏：由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外、可测

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减排量：节能改造项目各能源品种节能量所对应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节能改造项目所产生的

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拟开展的项目活动应符合国家、四川省、成都市

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及相关技术标准或规

程； 

（2）拟开展的项目活动符合本方法学关于“节能改造

项目”的定义，不包括扩大生产能力、调整产品结构等产生

节能效果的活动； 

（3）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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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3234 

CDM 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 Version 13.0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节能改造项目活动所在用能单

位确定的物理界限、场所界限，可以是用能单位的整体，或

是次级用能单位，或是其组成部分，可通过项目备案（核准

或审批）文件、节能报告、竣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或

节能量审核报告等文件确定。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种类的选择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基准

线情

景 

化石燃料燃

烧和/或消耗

电力、热力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N2O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项目

活动 

化石燃料燃

烧和/或消耗

电力、热力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N2O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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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节能改造竣工日期，不得早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7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3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项目活动的基准线情景即基期，用以比较和确定节能量

的、节能改造实施前的时间段。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节能改造项目类型属于成都

市节能改造项目重点支持对象（即正面清单技术），符合国

家及成都市节能降耗工作要求，因此对于年减排量小于等于

60,000 tCO2-e 的节能改造项目，参考 CDM“小规模项目额外

性论证工具”，免于论证额外性；对于年减排量大于 60,000 

tCO2-e 的节能改造项目，需论证项目活动因存在一个或多个

障碍（如政策法规障碍、投资障碍、技术障碍等）而不能实

施从而具备额外性。 

5.4 节能量计算 

项目方须确定减排量核算周期内项目活动所产生的节



— 5 — 

能量 Es，可按优先顺序选择采用下列方法： 

（1）由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节能效益审核意见； 

（2）由审核机构开展节能量审核； 

（3）以减排量核算周期为报告期，根据 GB/T 13234

采用“整体法”计算。 

其中，项目活动为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其可再生能源替

代量即为节能量；节能量以多能源品种计量的，采用各能源

品种消费减少的实物量。 

5.5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基于鼓励正面清单技术应用、

降低监测成本，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视为 0。 

5.6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等于节能改造项目各能源品种节能量所对

应的温室气体排放总和，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公式如下： 

  ,s i i
i

CDCER= E EF  （1）

式中： 

CDCER — 项目减排量，tCO2-e； 

,s iE  — 项目期第 i 种能源的节能量，单位为能源 i 实

物量：固体或液体，t；气体，104Nm3；电力，

MWh；热力，GJ； 

iEF  — 第 i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单位能

源 i； 

i — 1，2，3…，能源种类。 



— 6 —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项目边界内节能量和减排量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包括各能源种类的节能量。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s iE  

单位 
该能源常用计量单位：固体或液体燃料，t；气体燃

料，104Nm3；电力，MWh；热力，GJ。 
应用的公式编

号 
公式（1） 

描述 项目期第 i 种能源的节能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由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节能效益审核意

见； 
（b）由审核机构开展节能量审核； 
（c）根据 GB/T 13234 采用“整体法”计算。 
其中，项目活动为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其可再生能源

替代量即为节能量；节能量以多能源品种计量的，采

用各能源品种消费减少的实物量。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监测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各能源种类

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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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表 A.1 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表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a 

燃料品种 
低位发热量 
（GJ/t 或

GJ/104N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e 
（tC/GJ） 

碳氧化率 e 

无烟煤 26.700 b 27.49×10-3 94% 
一般烟煤 19.570 c 26.18×10-3 93% 

原油 41.816 d 20.10×10-3 98% 
燃料油 41.816 d 21.10×10-3 98% 
汽油 43.070 d 18.90×10-3 98% 
柴油 42.652 d 20.20×10-3 98% 

一般煤油 43.070 d 19.60×10-3 98% 
其他油品 40.200 b 20.00×10-3 98% 

液化石油气 50.179 d 17.20×10-3 98% 
天然气 389.310 d 15.30×10-3 99% 

电力排放因子 0.5257 tCO2/MWh f 
可再生能源排放因子 0 g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h 
a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44/12，tCO2/t 或
tCO2/104Nm3 
b 数据来源为《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c 数据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d 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3》 
e 数据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对于移动源本方法学未区分不同

车型的排放差异，如汽油、柴油未根据车型细分排放因子 
f 数据来源为《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g 数据来源为《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 
h 数据来源为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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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管护 

（生态保护类-01）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管护》（生态保护类-01）。 

成都市造林管护碳减排项目通过在无林地上人工营造

生态公益林，因树木生长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从而产生碳

汇，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造林管护项目所产生的碳汇量

减去因森林火灾等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2.定义 

造林管护：在无林地上通过人工方式营建森林，营建完

成后分时段对林地进行补植、修枝、浇水、培土以及视情况

进行割灌、除草等抚育管护活动的过程。 

生态公益林：以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的生态、社会需求和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为主导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林、社会性产品或服

务的森林、林木、林地。 

小班：内部特征基本一致，与相邻地段有明显区别，而

需要采取相同经营措施的森林地块或小区。是森林资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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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调查、统计和森林经营管理的基本单位。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以森林经营管理单位或行政区

域为调查总体，查清森林、林木和林地资源的种类、分布、

数量和质量，客观反映调查区域森林经营管理状况，为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开展林业区域规划、指导森林经营管理等需

要进行的调查活动。 

碳库：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

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质碳库。其单位为质量单位。此

外，木质林产品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碳库。 

林木生物量：特定时间，林分中所有乔木的重量，包括

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常用绝干重表示。 

碳储量：特定时间，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 

基线情景：指在没有碳汇造林项目活动时，在项目所在

地的技术条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最能合

理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项目情景：碳汇造林项目活动下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情景。 

项目边界：由拥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项目业主或其

他项目参与方实施的造林管护活动的地理范围。 

基线碳汇量：也叫基线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基线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之代数和。 

项目碳汇量：也叫实际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项目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量，减去由碳汇造林

项目活动引起的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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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由碳汇造林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

外、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减排量：也叫净人为温室气体汇清除，指由于造林

项目活动产生的净碳汇量，项目减排量等于项目碳汇量减去

基线碳汇量，再减去泄漏量。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人工营造的生态公益林

所产生的林业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 

（1）项目活动的土地是 2005 年 2 月 16 日以来的无林

地； 

（2）造林地权属清晰，具有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文件； 

（3）项目活动不违反任何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且符合国家造林技术规程； 

（4）仅适用于乔木林，不适用于竹林和灌木林； 

（5）项目活动不开展烧除的林地清理活动或其它人为

火烧活动； 

（6）项目活动不移除地表枯落物、不移除树根、枯死

木及采伐剩余物； 

（7）项目活动不会造成项目开始前农业活动（作物种

植和放牧）的转移。 

4.规范性引用文件 



— 4 —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本）适用于本文

件。 

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指南

（试行） 
（国家林业局，2011 年）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26424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76 

碳汇造林技术规程 LY/T 2252 

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 LY/T 2253 

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 

原木材积表 GB/T 4814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 AR-CM-001-V01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造林管护碳减排项目活动的地

理范围，以小班为基本单位，以检查验收报告等文件确定的

边界为准。 

5.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对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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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碳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木产品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生物质燃烧 

CO2 否 
生物质燃烧导致的CO2排放已

在碳储量变化中考虑 

CH4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

质燃烧产生 CH4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N2O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

质燃烧产生 N2O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5.3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开始实施造林的日期，不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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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20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4 碳层划分 

根据林分主要属性（优势树种、造林时间等）进行碳层

划分，可包括若干个小班。如果在项目边界内由于自然或人

为影响（如火灾）或其他因素导致生物量分布格局发生显著

变化，则应对分层做出相应调整。 

5.5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

下，基准线情景是保持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活动以推进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提升生态功能为

目的，缺乏经济吸引力，因此具备额外性。 

5.6 基准线碳汇量 

根据本方法学适用条件，造林地为无林地，并且碳库只

考虑林木生物量，因此基线情景下碳库的变化量可以忽略不

计，取Δ 0BSLC = 。 

5.7 项目期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等于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



— 7 — 

界内林木碳储量变化量，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的增加量。 

) ) )Δ Δ
1 2 1 2 1 2A t ,t t ,t t ,tC = C GHG（ （ （               （1） 

式中： 

Δ
1 2A t ,tC（ )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tCO2-e；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的变化量，tCO2-e； 

(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由于项目活动的实

施所导致的项目边界内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

加量，tCO2-e； 

t1,t2 — 自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7.1 项目边界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是各碳层的林木生物质碳

储量的变化量之和： 

( )
1

Δ ( )
1 2 2 1t ,t i,t i,t

i
C = C C



                    （2） 

式中：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的变化量，tCO2-e； 

i,tC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林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i — 1，2，3…，碳层； 

t1,t2 — 自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是利用林木生物量含碳率将林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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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转化为碳含量，再利用 CO2 与 C 的分子量之比将碳含量

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 
44

( )
12i,t i, j,t j

j
C = B CF                    （3） 

式中： 
i,tC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林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i, j,tB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生物量，td.m.； 

jCF  — 树种 j 的生物量中的含碳率，tC(td.m.)-1； 

i — 1，2，3…，碳层； 

j — 1，2，3…，第 i 碳层中的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选择采用下列其中一种方法来计算林木生物量： 

（1）生物量方程法 

2 3( )
i, j,t i, j,t i, j,ti , j,t i 1 i, j,t i,tB = f x ,x ,x ,..., N A             （4） 

式中： 

i , j,tB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生物量，td.m.；

2 3( )
i,j,t i, j,t i, j,ti 1f x ,x ,x ,...,

 

— 将第 t 年第 i 碳层树种 j 的测树因子

2 3( )
i, j,t i, j,t i, j,t1x ,x ,x ,..., 转化为林木生物量的回归

方程。 

测树因子 2 3( )
i, j,t i, j,t i, j,t1x ,x ,x ,..., 可以是平均胸

径，平均树高等，见附录 A，td.m.·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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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tN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的树种 j 的株数，株·hm-2； 

i,tA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的土地面积，hm2； 

i — 1，2，3…，碳层； 

j — 1，2，3…，第 i 碳层中的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2）生物量转换因子法 

( )i , j,t i, j,t j j jB =V D BEF 1+R                 （5） 

式中： 

i , j,tB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生物量，td.m.； 

i, j,tV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活立木蓄积量，可从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或通过公式（6）计算

得到，m3； 

jD  — 树种 j 的基本木材密度，td.m.m-3； 

jBEF  — 树种 j 的生物量扩展因子，无量纲； 

jR  — 树种 j 的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i — 1，2，3…，碳层； 

j — 1，2，3…，第 i 碳层中的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i, j,t i, j,t i, j,t i,tV =V N A                      （6） 

式中： 

i, j,tV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活立木蓄积量，m3； 

i, j,tV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单株的活立木蓄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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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株-1； 

i, j,tN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株数，株·hm-2； 

i,tA  —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的面积，hm2； 

i — 1，2，3…，碳层； 

j — 1，2，3…，第 i 碳层中的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7.3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本方法学主要考虑项目边界内由森林火灾等引起生物

质燃烧造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包括 CH4 和 N2O。 

( )1 2

N

t ,t FF- f
f

GHG = GHG                     （7） 

式中： 

(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由于项目活动的实施

所导致的项目边界内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量，tCO2-e； 

FF-fGHG  — 项目边界内单次森林火灾引起林木地上生物质燃烧

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由式（8）计

算得到，tCO2-e； 

N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森林火灾发生的次数；

f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森林火灾； 

t1,t2 — 自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1

0.001 [ ( )]
L 4 4 2 2FF -f FF,i, f i,t i CH CH N O N O

i
GHG = A b COMF EF GWP + EF GW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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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F,i, fA  — 第 i 碳层单次发生森林火灾的面积，hm2； 

Li,tb  — 发生火灾前，项目最近一次监测时（第 tL 年）第 i

碳层的林木地上生物量，采用公式（5）计算得到。

如果只是发生地表火，即林木地上生物量未被燃烧，

则此值为 0，td.m.hm-2； 

iCOMF  — 第 i 碳层的燃烧指数，无量纲； 

4CHEF  — CH4 排放因子；gCH4（kg 燃烧的干物质 d.m.）-1 

2N OEF  — N2O 排放因子；gN2O（kg 燃烧的干物质 d.m.）-1；

4CHGWP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化为 CO2 当量，

取缺省值 25，无量纲； 

2N OGWP

 

—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化为 CO2 当量，

取缺省值 298，无量纲； 

i — 1，2，3…，碳层；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tL —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最近一次监测的时间； 

0.001 — 将 kg 转换成 t 的常数。 

5.8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不考虑农业活动的转移、燃

油工具的化石燃料燃烧、施用肥料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等，

采用本方法学碳汇项目活动无潜在泄漏，视为 0。 

5.9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式（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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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1 2A t ,tCDCER= C                    （9） 

式中： 

CDCER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减排量，

tCO2-e； 

( )Δ
1 2A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

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所选碳储量变化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项目边界内各碳层

的面积、测树因子、活立木蓄积量和森林火灾面积。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 13 — 

数据/参数 i,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6） 

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面积 

数据源 

（a）基于检查验收报告等有效证明文件获取； 

若不可得，则： 

（b）基于实地监测 

监测频次 首次核查开始时监测 

说明 / 

 

数据/参数 x1,x2,x3…… 

单位 以长度为单位（如 cm）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测树因子，通常为胸径（DBH）和树高（H） 

数据源 野外实测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监测 

说明 / 

 

数据/参数 i, j,tV  

单位 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6） 

描述 第 t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活立木蓄积量 

数据源 

（a）基于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获取； 

若不可得，则： 

（b）基于实地监测计算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见附录 B 

 

数据/参数 FF,i, f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第 i 碳层，单次发生森林火灾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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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火灾登记数据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主要包括：基本木

材密度，生物量扩展因子，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含

碳率，燃烧因子，排放因子，全球增温潜势，成都市树种蓄

积生长率等。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jD  

单位 td.m.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树种 j 的基本木材密度，用于将树干材积转换为树干生物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需提供透明

和可核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

数据； 

（c）省、市、区（县）级的数据（如温室气体清单）； 

（d）国家级的数据（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见下表： 

中国主要优势树种（组）基本木材密度（D）参考值 

单位：td.m.m-3

优势树

种（组） 
D 

优势树

种（组）
D 

优势树

种（组） 
D 

桉树 0.578 楝树 0.443 铁杉 0.442 

柏木 0.478 柳杉 0.294 桐类 0.239 

檫木 0.477 柳树 0.443 相思 0.443 

池杉 0.359 落叶松 0.490 杨树 0.378 

赤松 0.414 马尾松 0.380 硬阔类 0.598 



— 15 — 

椴树 0.420 木荷 0.598 油杉 0.448 

枫香 0.598 木麻黄 0.443 油松 0.360 

高山松 0.413 楠木 0.477 榆树 0.598 

国外松 0.424 泡桐 0.443 云南松 0.483 

黑松 0.493 
其它 

杉类 
0.359 云杉 0.342 

红松 0.396 
其它 

松类 
0.424 杂木 0.515 

华山松 0.396 软阔类 0.443 樟树 0.460 

桦木 0.541 杉木 0.307 樟子松 0.375 

火炬松 0.424 湿地松 0.424 针阔混 0.486 

阔叶混 0.482 水胡黄 0.464 针叶混 0.405 

冷杉 0.366 水杉 0.278 紫杉 0.359 

栎类 0.676 思茅松 0.454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土

地利用与林业温室气体清单”（2013） 

 

数据/参数 jBEF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树种 j 的生物量扩展因子，用于将树干生物量转换为地上生

物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需提供透明

和可核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

数据； 

（c）省、市、区（县）级的数据（如温室气体清单）； 

（d）国家级的数据（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见下表： 

中国主要优势树种（组）生物量扩展因子（BEF）参考值 

优势树

种（组） 
BEF 

优势树

种（组）
BEF 

优势树

种（组） 
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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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 1.263 楝树 1.586 铁杉 1.667 

柏木 1.732 柳杉 2.593 桐类 1.926 

檫木 1.483 柳树 1.821 相思 1.479 

池杉 1.218 落叶松 1.416 杨树 1.446 

赤松 1.425 马尾松 1.472 硬阔类 1.674 

椴树 1.407 木荷 1.894 油杉 1.667 

枫香 1.765 木麻黄 1.505 油松 1.589 

高山松 1.651 楠木 1.639 榆树 1.671 

国外松 1.631 泡桐 1.833 云南松 1.619 

黑松 1.551
其它 

杉类 
1.667 云杉 1.734 

红松 1.510
其它 

松类 
1.631 杂木 1.586 

华山松 1.785 软阔类 1.586 樟树 1.412 

桦木 1.424 杉木 1.634 樟子松 2.513 

火炬松 1.631 湿地松 1.614 针阔混 1.656 

阔叶混 1.514 水胡黄 1.293 针叶混 1.587 

冷杉 1.316 水杉 1.506 紫杉 1.667 

栎类 1.355 思茅松 1.304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土

地利用与林业温室气体清单”（2013） 

 

数据/参数 jR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树种 j 的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用于将地上生物量换

算为全植株生物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需提供透明

和可核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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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c）省、市、区（县）级的数据（如温室气体清单）； 

（d）国家级的数据（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见下表： 

中国主要优势树种（组）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比值（R）

参考值 

优势树

种（组） 
R 

优势树

种（组）
R 

优势树

种（组） 
R 

桉树 0.221 楝树 0.289 铁杉 0.277 

柏木 0.220 柳杉 0.267 桐类 0.269 

檫木 0.270 柳树 0.288 相思 0.207 

池杉 0.435 落叶松 0.212 杨树 0.227 

赤松 0.236 马尾松 0.187 硬阔类 0.261 

椴树 0.201 木荷 0.258 油杉 0.277 

枫香 0.398 木麻黄 0.213 油松 0.251 

高山松 0.235 楠木 0.264 榆树 0.621 

国外松 0.206 泡桐 0.247 云南松 0.146 

黑松 0.280 
其它 

杉类 
0.277 云杉 0.224 

红松 0.221 
其它 

松类 
0.206 杂木 0.289 

华山松 0.170 软阔类 0.289 樟树 0.275 

桦木 0.248 杉木 0.246 樟子松 0.241 

火炬松 0.206 湿地松 0.264 针阔混 0.248 

阔叶混 0.262 水胡黄 0.221 针叶混 0.267 

冷杉 0.174 水杉 0.319 紫杉 0.277 

栎类 0.292 思茅松 0.145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土

地利用与林业温室气体清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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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jCF  

单位 tC(td.m.)-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树种 j 生物量中的含碳率，用于将生物量转换成碳含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需提供透明

和可核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

数据； 

（c）省、市、区（县）级的数据（如温室气体清单）； 

（d）国家级的数据（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见下表： 

中国主要优势树种（组）生物量含碳率（CF）参考值 

单位：tC(td.m.)-1

优势树

种（组） 
CF 

优势树

种（组）
CF 

优势树

种（组） 
CF 

桉树 0.525 楝树 0.485 铁杉 0.502 

柏木 0.510 柳杉 0.524 桐类 0.470 

檫木 0.485 柳树 0.485 相思 0.485 

池杉 0.503 落叶松 0.521 杨树 0.496 

赤松 0.515 马尾松 0.460 硬阔类 0.497 

椴树 0.439 木荷 0.497 油杉 0.500 

枫香 0.497 木麻黄 0.498 油松 0.521 

高山松 0.501 楠木 0.503 榆树 0.497 

国外松 0.511 泡桐 0.470 云南松 0.511 

黑松 0.515
其它 

杉类 
0.510 云杉 0.521 

红松 0.511
其它 

松类 
0.511 杂木 0.483 

华山松 0.523 软阔类 0.485 樟树 0.492 

桦木 0.491 杉木 0.520 樟子松 0.522 

火炬松 0.511 湿地松 0.511 针阔混 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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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混 0.490 水胡黄 0.497 针叶混 0.510 

冷杉 0.500 水杉 0.501 紫杉 0.510 

栎类 0.500 思茅松 0.522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土

地利用与林业温室气体清单”（2013） 

 

数据/参数 COMF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燃烧因子 

数据源 

数据来源的选择应遵循如下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省级或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的数据； 

（d）默认值：0.45 

 

数据/参数 4CHEF  

单位 g CH4 kg-1 燃烧的干物质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CH4 排放因子 

数据源 

数据来源的选择应遵循如下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省级或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的数据； 

（d）默认值：4.7 

 

数据/参数 2N OEF  

单位 g N2O kg-1 燃烧的干物质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N2O 排放因子 

数据源 
数据来源的选择应遵循如下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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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省级或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的数据； 

（d）默认值：0.26 

 

数据/参数 ,v jp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描述 树种 j 蓄积量增长率 

数据源 

见下表： 

成都市主要优势树种（组）蓄积量增长率（ ,v jp ）参考值 

单位：%

优势树

种（组） 
,v jp  

优势树

种（组）
,v jp  

优势树

种（组） 
,v jp  

桉树 11.13 楝树 5.32 湿地松 3.88 

柏木 4.55 柳杉 9.11 水杉 10.56 

刺槐 6.07 柳树 5.52 喜树 5.14 

枫香 2.40 栾树 5.40 雪松 7.72 

构树 5.27 马尾松 6.26 杨树 9.38 

桂花 6.87 楠木 6.47 硬阔类 5.57 

国槐 6.32 女贞 7.06 玉兰 5.09 

合欢 6.13 泡桐 5.31 榆树 4.91 

黄连木 7.00 朴树 3.98 银杏 5.58 

桦木 6.61 青冈 5.39 榆树 4.91 

榉树 5.14 榕树 4.94 樟树 6.15 

冷杉 0.69 软阔类 4.81   

栎类 3.33 杉木 6.65   

来源：依据 2015-2017 年成都市各区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

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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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计算方法 

 

B.1 基于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计算 

通过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中的活立木蓄积量，根

据公式（3）、（5）、（6）计算得到当年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或根据其蓄积量及增长率推算当年之前某年的活立木蓄积

量，再行计算。 

活立木蓄积量推算如式（B.1）： 

(
2

1 1 2 1

i, j,t
t i, j,t t -t

i j i j v, j

V
V = V

1+p
 

)
               （B.1） 

式中： 

1t
V  — 第 t1 年时，项目边界内活立木蓄积量，m3； 

1i, j,tV  — 第 t1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蓄积量，m3； 

2i, j,tV  — 第 t2 年时，第 i 碳层树种 j 的蓄积量，m3； 

v, jp  — 树种 j 的蓄积增长率，%； 

t1,t2 — 自项目活动开始以来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i — 1，2，3…，碳层； 

j — 1，2，3…，第 i 碳层中的树种。 

B.2 基于实地监测计算 

当采用实地监测数据时，可通过分层抽样估算林木生物

质碳储量。本方法学要求达到 90%可靠性水平下 85%的精度

要求。如果测定的精度低于该值，项目参与方应通过增加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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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量，从而使测定结果达到精度要求；或者选择对碳储量

监测结果进行扣减。 

若项目第 t1 年的数据无法实地监测（如第 t1 年已经过去），

则可通过当年的实地监测数据根据公式（B.1）推算活立木蓄

积量。 

B.2.1 抽样设计 

可参考《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LY/T2253-2014）

确定样地数量，也可选择每个碳层至少设立 3 个样地。 

B.2.2 样地设置 

项目参与方须基于固定样地的连续测定方法，采用“碳储

量变化法”测定和估计林木碳储量的变化。在各项目碳层内，

样地的空间分配采用随机起点、系统布点的布设方案。为了

避免边际效应，样地边缘应离地块边界至少 10m 以上。 

在测定和监测项目边界内的碳储量变化时，可采用矩形

或圆形样地。样地水平面积为 0.04hm2~0.1hm2。同一个造林

项目中，所有样地面积应当相同。 

样地内林木和管理方式（如施肥、间伐、采伐、更新等）

应与样地外的林木完全一致。记录每个样地的行政位置、小

地名和 GPS 坐标、造林树种、模式和造林时间等信息。如果

一个层包括多个地块，应采用下述方式以保证样地在碳层内

尽可能均匀分布： 

 根据各碳层的面积及其样地数量，计算每个样地代表

的平均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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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块的面积，计算每个地块的样地数量，计算结

果不为整数时，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解决。 

固定样地复位率需达 100%，检尺样木复位率≥98%。为

此，需对样地的四个角采用 GPS 或罗盘仪引线定位，埋设地

下标桩。复位时利用 GPS 导航，用罗盘仪和明显地物标按历

次调查记录的方位、距离引线定位找点。 

B.2.3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监测 

第一步：样地每木检尺，实测样地内所有活立木的胸径

（DBH）和或树高（H），起测胸径为 5.0cm。 

第二步：利用材积表（或材积公式）计算单株林木树干

材积，采用公式（4）或公式（5）、（6）计算样地内各树种

的林木生物量。将样地内各树种的林木生物量累加，得到样

地水平生物量。采用公式（3）根据样地林木生物量计算样

地水平的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各碳层的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

物质碳储量。 

第三步：计算第 i 层样本平均数（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

质碳储量的估计值）及其方差： 

1

in

p,i,t
p=

i,t
i

c
c =

n


                        （B.2） 

2

12

( )

( 1)

i

i,t

n

p,i,t i,t
p=

C
i i

c c
S =

n n



 


                   （B.3） 

式中： 

i,tc  — 第 t 年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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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tCO2-e·hm-2； 

p,i,tc  — 第 t 年第 i 项目碳层样地 p 的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tCO2-e·hm-2； 

ni — 第 i 项目碳层的样地数； 

2

i,tCS  — 第 t 年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估计

值的方差，（tCO2-e·hm-2）2； 

p — 1，2，3．．．，第 i 项目碳层中的样地； 

i — 1，2，3…，碳层；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第四步：计算项目总体平均数估计值（平均单位面积生

物质碳储量的估计值）及方差： 

1

( )
M

t i i,t
i=

c = ω c                       （B.4） 
2

2 2

1

( )i,t

t

M
C

C i
i= i

S
S = ω

n
                     （B.5） 

式中： 

tc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的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的估计值，tCO2-e·hm-2； 

ωi — 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的面积权重，ωi=Ai/A； 

i,tc  — 第 t 年第 i 碳层的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估

计值， tCO2-e·hm-2； 

2

tCS  — 第 t 年，项目总体平均数（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

碳储量）估计值的方差，（tCO2-e·hm-2）2； 

2

i,tCS  — 第 t 年第 i 项目碳层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估

计值的方差，（tCO2-e·h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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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第 i 项目碳层的样地数； 

M — 项目边界内估算生物质碳储量的分层总数； 

i — 1，2，3…，碳层；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第五步：计算项目总体平均数估计值（平均单位面积生

物质碳储量）的不确定性 

t

t

t

VAL C
C

t S
u =

c


                      （B.6） 

式中： 

tCu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相对误差限）； 

VALt  — 可靠性指标：自由度等于 n-M（其中 n 是项目边界内

样地总数，M 是生物量估算的分层总数），置信水平为

90%，查 t 分布双侧分位数表获得。例如：置信水平为

90%，自由度为 45 时，双侧 t 分布的 t 值在 Excel 电子

表中输入“=TINA（0.10，45）”可以计算得到 t 值为

1.6794； 

tCS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估计值的方差的平方根（即标准误差），tCO2-e·hm-2。

第六步：计算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的生物质总碳储量： 

t tC = A c                         （B.7） 

式中： 

tC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估计值，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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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项目边界内各碳层的面积总和，即项目活动总面积，

hm2； 

tc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的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量

的估计值，tCO2-e·hm-2； 

t — 1， 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B.2.4 精度控制与校正方法 

林木平均生物质碳储量最大允许相对误差的计算如式

（B.8）： 

tmax CRE =u                       （B.8） 

式中： 

maxRE  — 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tCu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平均单位面积林木生物质碳储

量的不确定性，%；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 

如果最大允许相对误差（REmax）大于 15%，即抽样精度

小于 85%，项目参与方可选择对碳储量变化进行扣减，方法

如下： 

 如果 )Δ 0
1 2t ,tC （ ，则： 

)Δ Δ (1 )
1 2t t ,tC = C - DR（                    （B.9） 

 如果 )Δ 0
1 2t ,tC （ ，则： 

)Δ Δ (1 )
1 2t t ,tC = C +DR（                    （B.10） 

式中： 

)Δ
1 2t ,tC（  — 第 t1 年和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林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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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DR — 扣减率，%；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来的年数。 

扣减率（DR）可从下列表格中获得。 

表 B.1 扣减率 

相对误差范围（REmax） 扣减率（DR） 

小于或等于 15% 0% 

大于 15% max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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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天府绿道 

（生态保护类-02）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天府绿道》（生态保护类-02）。 

成都市天府绿道碳减排项目通过在荒地或退化土地上

开展绿道建设，因园林绿化植物生长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从而产生碳汇，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绿道项目所产生的

碳汇量减去因森林火灾等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2.定义 

天府绿道：一种线性绿色开敞空间，是成都市连接水系、

山体、田园、林盘、自然保护区、风景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城市绿地以及城镇乡村、历史文化古迹、现代产业园区等自

然和人文资源，集生态保护、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文化体

验、科普教育、旅游度假、应急避难等功能为一体，供城乡

居民和游客步行、骑游、游憩、交往、学习、体验、双创的

绿色廊道。 

碳库：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

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质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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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储量：特定时间，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 

基线情景：指在没有建设天府绿道时，在项目所在地的

技术条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最能合理地

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项目情景：天府绿道项目建成后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情景。 

项目边界：由拥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项目业主或其

他项目参与方实施的天府绿道项目的地理范围。 

基线碳汇量：也叫基线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基线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之和。 

项目碳汇量：也叫实际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项目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量，减去由天府绿道项

目活动引起的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泄漏：由天府绿道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

外、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减排量：也叫净人为温室气体汇清除，指由于天府

绿道项目活动产生的净碳汇量，项目减排量等于项目碳汇量

减去基线碳汇量，再减去泄漏量。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天府绿道项目所产生的

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天府绿道项目建设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具有政

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2）拟开展的项目活动应符合国家、四川省、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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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及相关技术标准或规

程； 

（3）天府绿道项目已完成建设规划； 

（4）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本）适用于本文

件。 

成都市天府绿道建设导则（试行） 2017 年 12 月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3-V01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天府绿道碳减排项目活动的地

理范围，以项目完工验收报告等有效证明文件确定的边界为

准。 

5.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对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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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碳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生物质燃烧 

CO2 否 
生物质燃烧导致的CO2排放已

在碳储量变化中考虑 

CH4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

质燃烧产生 CH4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N2O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

质燃烧产生 N2O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5.3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天府绿道项目建设规划完成

日期。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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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4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

下，基准线情景是保持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活动以推进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提升生态功能为

目的，缺乏经济吸引力，因此具备额外性。 

5.5 基准线碳汇量 

根据本方法学适用条件，天府绿道建设前土地通常为无

人管理的荒草地或退化土地，因此基线情景下碳库的变化量

可以忽略不计，取Δ 0BSLC = 。 

5.6 项目期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等于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

界内碳储量变化量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

增加量。 

( ) ( ) ( )Δ Δ
1 2 1 2 1 2A t ,t t ,t t ,tC = C GHG                  （1） 

式中： 

Δ
1 2A t ,tC（ )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

tCO2-e；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

碳库的碳储量变化量，tCO2-e； 

(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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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tCO2-e；

t1,t2 — 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采用下述公式计算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中碳储量的变

化量： 

( ) ( ) ( ) ( )+ +
1 2 1 2 1 2 1 2t ,t T t ,t S t ,t G t ,tC C C C                     （2） 

式中：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

碳库的碳储量变化量，tCO2-e； 

)Δ
1 2T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林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Δ
1 2S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灌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Δ
1 2G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草地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t1,t2 — 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6.1 项目边界内林木生物质储量变化量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主要包括每年乔木生长生物

量碳吸收，基于文献获得城市绿化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

量年平均增长量计算，具体如下： 

2

1
)

44
Δ

121 2

t
T t ,t T,t Tt

C = A G （                  （3） 
式中： 

)Δ
1 2T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林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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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A  — 第 t 年，项目边界内林木的面积，hm2； 

TG  — 城市绿化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

增长量，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1,t2 — 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6.2 项目边界内灌木生物质储量变化量 

灌木通常在最初一年或几年生长迅速，并很快进入稳定

阶段，生物量变化较小，其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基于文献获

得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计算，草地类同，具体如下： 

（1）碳储量变化量的计算 

2 1( )Δ
1 2S t ,t S,t S,tC = C C                     （4） 

式中： 

( )Δ
1 2S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灌木生物质碳储

量的变化量，tCO2-e； 

S,tC  — 第 t 年时，灌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2）碳储量的计算 
44

12S,t S,t SC = A B                        （5） 

式中： 

S,tC  — 第 t 年时，灌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S,tA  — 第 t 年时，灌木面积，hm2； 

SB  — 灌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tC·hm-2； 

tC·hm-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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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3 项目边界内草地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 

（1）碳储量变化量的计算 

2 1( )Δ
1 2G t ,t G,t G,tC = C C                     （6） 

式中： 

( )Δ
1 2G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草地生物质碳储

量的变化量，tCO2-e； 

G,tC  — 第 t 年时，草地生物质碳储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2）碳储量的计算 
44

12G,t G,t GC = A B                       （7） 

式中： 

G,tC  — 第 t 年时，草地生物质碳储量，tCO2-e； 

G,tA  — 第 t 年时，草地面积，hm2； 

GB  — 草地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tC·hm-2；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4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本方法学主要考虑项目边界内由火灾等引起生物质燃

烧造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包括 CH4 和 N2O）。根

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一方面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很小；另

一方面如发生火灾，可参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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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1 2

N

t ,t FF- f
f

GHG = GHG（                     （8） 

式中：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由于

项目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tCO2-e；

FF - fGHG  — 项目边界内单次火灾引起林木地上生物质燃

烧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tCO2-e； 

N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火灾发生的次数；

f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森林火灾； 

t1,t2 — 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7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符合要求的项目活动不引起

项目前农业活动的转移，也不考虑绿道植被种植养护过程中

化石燃料燃烧、施用肥料等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本方

法学项目活动泄漏视为 0。 

5.8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Δ
1 2A t ,tCDCER = C                   （ ）  

式中： 

CDCER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减排量，

tCO2-e； 

( )Δ
1 2A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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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所选碳储量变化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项目边界内林木、

灌木、草地的面积，发生火灾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T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第 t 年时，林木面积 

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项目完工

验收报告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tS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第 t 年时，灌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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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项目完工

验收报告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G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第 t 年时，草地面积 

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项目完工

验收报告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FF - fGHG  

单位 tCO2-e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由于火灾引起林木地上

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数据源 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参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计算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林木单位面

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灌木、草地单位面积生物质

碳储量等。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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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TG  

单位 tC·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1.66（数据来源：Min Zhao et al. Impacts 

of urban forests on offsett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energy use in Hangzhou,China 2010） 

 
数据/参数 SB  

单位 tC·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灌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2.267（数据来源：刘续兰 成都市城乡

交错带碳储量分布特征研究 2016） 

 

数据/参数 GB  

单位 tC·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草地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 



— 13 —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0.482（数据来源：刘续兰 成都市城乡

交错带碳储量分布特征研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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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川西林盘 

（生态保护类-03）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川西林盘》（生态保护类-03）。 

成都市川西林盘碳减排项目通过对川西林盘进行保护

修复，林木得以保留、植被得到恢复，从而提高川西林盘吸

收二氧化碳能力，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因川西林盘保护

修复所产生的林木、竹林、灌木、草地及竹产品碳汇量减去

因火灾等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川西林盘：指成都平原与都江堰灌溉水系所形成的以田

园、林木、宅院、水系等形态要素融合形成的特有的川西农

耕环境，是集生态、生产、生活、景观、文化于一体的川西

平原典型的人居环境乡村聚落。 

川西林盘保护修复：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在修复中

统筹整治山水林田湖等川西林盘基本要素，通过“整田、护林、

理水、改院”，建设功能复合的现代林盘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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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库：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

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质碳库。此外，竹产品也可以视

作是一个碳库。 

碳储量：特定时间，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 

基线情景：指在没有实施川西林盘保护修复活动时，在

项目所在地的技术条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

最能合理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项目情景：川西林盘保护修复规划建设项目活动下的土

地利用和管理情景。 

项目边界：项目方实施川西林盘碳减排项目的地理范围。 

基线碳汇量：也叫基线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基线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之和。 

项目碳汇量：也叫实际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项目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量之和，减去项目边界

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泄漏：由保护修复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

外、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减排量：也叫净人为温室气体汇清除，指由于川西

林盘保护修复活动产生的净碳汇量，项目减排量等于项目碳

汇量减去基线碳汇量，再减去泄漏量。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开展川西林盘保护修复

所产生的碳汇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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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西林盘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具有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权属证书，或村集体出具的土地权属证

明材料； 

（2）拟开展的项目活动应符合国家、四川省、成都市

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及相关技术标准或规

程； 

（3）川西林盘保护修复项目已完成建设规划； 

（4）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成都市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2018 年 4 月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3-V01 

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5-V01 

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川西林盘碳减排项目活动的地

理范围，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的川西林盘保护修复规划中确

定的川西林盘边界为准。 

5.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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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碳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竹产品 是或否 
与基线情景相比该碳库会增加，但也可保守地选

择不考虑该碳库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生物质燃烧 

CO2 否 
生物质燃烧导致的CO2排放已

在碳储量变化中考虑 

CH4 
是 

有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质燃

烧产生 CH4 排放 

否 没有火灾发生 

N2O 
是 

有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质燃

烧产生 N2O 排放 

否 没有火灾发生 

5.3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川西林盘保护修复项目建设

规划完成日期。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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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20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4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林盘是公认的成都市的自然生态本底之一，但随着成都

市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市域范围内林盘保护的

形势非常严峻，林盘不断遭到破坏，其数量和形态发生明显

变化，大量林盘空心化或者逐年消失。据统计，2007 年以来

全市林盘以每年 5%的速度减少，仅 2007-2010 年间就减少了

2 万个。为此成都市提出实施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助力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根据本方法学的

适用条件，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下，基准线情景是林

盘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项目活动以厚植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生态本底，保护修

复川西林盘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为目的，建设投

入以政府基金为主，因此具备额外性。 

5.5 基准线碳汇量 

根据本方法学适用条件，在成都市实施川西林盘保护修

复工程前，林盘不断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基线情景下碳库的

变化量可以忽略不计，取Δ 0BSLC = 。 

5.6 项目期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等于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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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内碳储量变化量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

增加量。 

( ) ( ) ( )Δ Δ
1 2 1 2 1 2A t ,t t ,t t ,tC = C GHG             （1） 

式中： 

( )Δ
1 2A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

tCO2-e；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

碳库的碳储量变化量，tCO2-e； 

(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由于

项目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采用下述公式计算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中碳储量的变

化量： 

( ) ( ) ( ) ( ) ( ) ( )+ + +
1 2 1 2 1 2 1 2 1 2 1 2t ,t T t ,t B t ,t S t ,t G t ,t BP t ,tC C C C C C            （2） 

式中： 

( )Δ
1 2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

碳库的碳储量变化量，tCO2-e； 

( )1 2T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林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 )1 2B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竹林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 )1 2S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灌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 7 — 

( )1 2G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草地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 )1 2BP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生产

的竹产品中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6.1 项目边界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 

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主要包括每年乔木生长生物

量碳吸收，基于森林资源调查数据获得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

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计算，具体如下： 
2

1
)

44
Δ

121 2

t
T t ,t T,t Tt

C = A G （                 （3） 

式中： 

( )1 2T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林木

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T,tA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林木面积，hm2； 

TG  — 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

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6.2 项目边界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 

竹林通常在最初一年或几年生长迅速，并很快进入稳定

阶段，生物量变化较小，其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基于文献获

得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计算，灌木、草地类同，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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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储量变化量的计算 

( )Δ
1 2 2 1B t ,t B,t B,tC = C C                    （4） 

式中： 

( )1 2B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竹林生物质碳储

量的变化量，tCO2-e； 

B,tC  — 第 t 年时，竹林生物质碳储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2）碳储量的计算 
44

12B,t B,t BC = A B                      （5） 

式中： 

B,tC  — 第 t 年时，竹林生物质碳储量，tCO2-e； 

B,tA  — 第 t 年时，竹林面积，hm2； 

BB  — 竹林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tC·hm-2；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3 项目边界内灌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 

（1）碳储量变化量的计算 

( )Δ
1 2 2 1S t ,t S,t S,tC = C C                    （6） 

式中： 

( )Δ
1 2S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灌木生物质碳储

量的变化量，tCO2-e； 

S,tC  — 第 t 年时，灌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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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2）碳储量的计算 
44

12S,t S,t SC = A B                      （7） 

式中： 

S,tC  — 第 t 年时，灌木生物质碳储量，tCO2-e； 

S,tA  — 第 t 年时，灌木面积，hm2； 

SB  — 灌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tC·hm-2；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4 项目边界内草地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 

（1）碳储量变化量的计算 

( )Δ
1 2 2 1G t ,t G,t G,tC = C C                    （8） 

式中： 

( )Δ
1 2G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草地生物质碳储

量的变化量，tCO2-e； 

G,tC  — 第 t 年时，草地生物质碳储量，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2）碳储量的计算 
44

12G,t G,t GC = A B                     （9） 

式中： 

G,tC  — 第 t 年时，草地生物质碳储量，tCO2-e； 

G,tA  — 第 t 年时，草地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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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 草地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tC·hm-2；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5 项目边界内生产的竹产品中碳储量的变化量 

部分林盘伐竹并生产竹产品，其碳储量的变化参考《竹

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计算，具体如下： 

( )

44
Δ

121 2BP t ,t ty B ty
ty

C = W CC OF                （10） 

 2 tyBT / LT
tyOF =e   ln                   （11） 

式中： 

( )Δ
1 2BP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生产的竹产品中

碳储量的变化量，tCO2-e； 

tyW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生产的 ty 类竹产

品重量，t； 

BCC  — 竹产品单位重量含碳量，tC/t； 

tyOF  — 根据 IPCC 一阶指数衰减函数确定的、ty 类竹

产品在生产后 30 年仍在使用或进入垃圾填埋

的比例（无量纲）； 

ty — 竹产品种类； 

BT  — 竹产品生产至项目期末的时间，或选择 30 年

（以时间较长者为准），年（a）； 

tyLT  — ty 类竹产品的使用寿命，年（a）；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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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6.6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本方法学主要考虑项目边界内由火灾等引起生物质燃

烧造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包括 CH4 和 N2O）。根

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一方面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很小；另

一方面如发生火灾，可参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竹

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计算。 

)1 2

N

t ,t FF- fGHG = GHG（
f

                  （12） 

式中： 

)1 2t ,tGHG（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由于

项目活动引起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

tCO2-e； 

FF- fGHG  — 项目边界内单次火灾引起林木、竹林地上生物

质燃烧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tCO2-e； 

N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火灾发生的次数；

f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森林火灾； 

t1,t2 — 项目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5.7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不考虑林盘保留林木、恢复

植被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施用肥料等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采用本方法学项目活动泄漏视为 0。 

5.8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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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1 2A t ,tCDCER C                  （13） 

式中： 

CDCER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减排量，

tCO2-e； 

( )Δ
1 2A t ,tC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

tCO2-e；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所选碳储量变化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包括：项目边界内林木、竹林、

灌木、草地的面积，生产的各类竹产品重量，温室气体排放

量。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T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第 t 年时，林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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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B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第 t 年时，竹林面积 

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S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第 t 年时，灌木面积 

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G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9） 

描述 第 t 年时，草地面积 

数据源 国土部门测绘、当地政府确认的相关文件或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ytW  

单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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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描述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生产的 ty 类竹产品重量

数据源 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FF- fGHG
 

单位 tCO2-e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2） 

描述 项目边界内单次火灾引起林木、竹林地上生物质燃烧

造成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数据源 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参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竹林经营碳汇项

目方法学》计算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林木单位面

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竹林、灌木、草地单位面积

生物质碳储量、竹产品单位重量含碳量、ty 类竹产品的使用

寿命等。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TG  

单位 tC·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林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增长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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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默认值：1.237（数据来源：依据 2015-2017 年成

都市各区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计算） 

 

数据/参数 BB  

单位 tC·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竹林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13.378（数据来源：刘应芳 四川竹林

碳储量研究 2012） 

 

数据/参数 SB  

单位 tC·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灌木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2.267（数据来源：刘续兰 成都市城乡

交错带碳储量分布特征研究 2016） 

 

数据/参数 GB  

单位 tC·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9） 

描述 草地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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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0.482（数据来源：刘续兰 成都市城乡

交错带碳储量分布特征研究 2016） 

 

数据/参数 BCC  

单位 tC/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描述 竹产品单位重量含碳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0.5（数据来源：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指南） 

 

数据/参数 LTty 

单位 年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1） 

描述 ty 类竹产品的使用寿命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公开出版的适于当地条件和产品类型的文献数

据； 

（b）国家级基于木（竹）产品的数据； 

（c）默认值： 

竹质结构材（竹家具、竹建筑用材、竹胶模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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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质装饰材（竹地板、竹纤维板、竹窗帘）：30 

竹日用品（竹凉席、竹筷、竹菜板）：10 

竹纤维制品（竹纤维毛巾、内衣）：5 

竹质化学制品（竹炭、竹醋液）：5 

竹艺品（竹根雕、竹笔筒）：20 

（ 数 据 来 源 ： 竹 林 经 营 碳 汇 项 目 方 法 学 ，

AR-CM-005-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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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湖泊湿地 

（生态保护类-04）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准

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湖泊湿地》（生态保护类-04）。 

成都市湖泊湿地碳减排项目通过对缺乏管理的湖泊湿

地进行恢复改良，一方面增加湿地植被和水生植物提升碳汇，

另一方面治理水体情况减少甲烷的排放，其减排量等于一定

时间内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湿地土壤的碳储量的变化量减

去温室气体排放量。 

2.定义 

湿地：指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沼泽湿

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等自然湿地，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栖息地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等人工湿地。 

湿地生态系统：是湿地植物、栖息于湿地的动物、微生

物及其环境组成的统一整体。 

湿地恢复：是指通过实施生态工程、自然恢复等手段，

使湿地得以恢复至其自然生态系统原始的结构、组成和功能。 

湿地改良：是指基于特定的生态目标（例如：水质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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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美学、湿地种养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通过特定工

程措施或手段对受损/退化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改造，以修复或

强化该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水生植物：是指能在水中生长的植物，包括挺水植物、

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 

湿地植被：是指生长在水陆交汇处，土壤潮湿或者有浅

层积水环境中的植物。包括湿生乔木、湿生灌木和湿生草本

植物，不包含水生植物。 

碳库：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

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质碳库。 

碳储量：特定时间，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 

基准线情景：指在没有实施项目活动时，在项目所在地

的技术条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最能合理

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项目情景：湿地恢复/改良项目活动下的土地利用和管理

情景。 

基准线碳汇量：是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

储量变化之和减去温室气体的排放。 

项目碳汇量：是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

量变化量之和减去温室气体的排放。 

泄漏：由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外、可测

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减排量：指由于湿地恢复/改良项目活动产生的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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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项目减排量等于项目碳汇量减去基准线碳汇量，再减

去泄漏量。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开展湖泊湿地恢复/湿地

改良所产生的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 

（1）拟开展的湖泊湿地恢复/湿地改良符合国家、四川

省和成都市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相关的技

术标准或者规程； 

（2）项目活动实施前，项目所在区域为湖泊、河流或

者其它开放水体湿地，不作为任何商业用途，不作为农用地，

也没有任何转变为商业用途或者农用地的规划； 

（3）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以年为单位，最少为 1

年。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IPCC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增补：2013 湿地 

成都湿地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技术导则 2018 年 12 月 

四川省城市湿地公园设计导则（试行） 2015 年 11 月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3-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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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湖泊湿地恢复/湿地改良碳减排

项目活动范围内水体和湿地的地理范围，以项目批复文件或

项目完工验收报告等有效证明文件确定的边界为准。 

5.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对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碳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水生生态系统 

CO2 否 已在碳储量变化中考虑 

CH4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排放源 

N2O 否 排放不显著，予以忽略 

5.3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是指开展湖泊湿地恢复/湿地改良

的日期，不得早于 2013 年 1 月 1 日。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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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20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4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根据本方法学适用条件，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下，

基准线情景是保持湖泊湿地利用现状。 

项目活动以推进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提升生态功能为

目的，缺乏经济吸引力，因此具备额外性。 

5.5 基准线碳汇量 

根据本方法学适用条件，基准线碳汇量等于基准线情景

下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湿地土壤的碳储量的变化量减去温

室气体排放量。 

4
Δ Δ Δ ΔBS wetland _ BS aquatic _ BS soil _ BS CH _ BSC = C + C + C -GHG       （1） 

式中： 

Δ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碳汇量，tCO2-e.a-1；

Δ wetland _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质碳

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Δ aquatic_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质碳

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Δ soil _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储量

的年变化量，tCO2-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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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 _ BSGHG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

tCO2-e.a-1。 

5.5.1 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质碳储量

的年变化量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质碳储量的年

变化量等于湿地植被单位面积年固碳量乘以湿地植被的面

积，具体如下： 
44

Δ
12wetland_BS wetland_BS wetland_BSC = A CS               （2） 

式中： 

Δ wetland _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质碳

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wetland_BSA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面积，hm2；

wetland_BSCS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单位面积

年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5.2 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质碳储量

的年变化量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

化量等于水生植物单位面积年固碳量乘以水生植物的面积，

具体如下： 
44

Δ
12aquatic _ BS aquatic _ BS aquatic_BSC = A CS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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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aquatic_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质碳

储量年变化量，tCO2-e.a-1； 

aquatic_BSA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面积，hm2；

aquatic_BSCS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单位面积

年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5.3 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储量的年

变化量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等于湿地土壤单位面积年固碳量乘以湿地土壤的面积，具体

如下： 
44

Δ
12soil_BS soil_BS soil_BSC = A CS 

                 
（4） 

式中： 

Δ soil_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储量

年变化量，tCO2-e.a-1； 

soil_BSA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土壤面积，hm2；

soil_BSCS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湿地土壤单位面积

年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5.4 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量 

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水生生态系统，具体如

下： 

4 4 4CH _BS L_BS CH _BS CHGHG =A E GWP                 （5） 



— 8 — 

式中： 

4CH _BSGHG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

tCO2-e.a-1； 

L_BSA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体的面积，hm2；

4CH _BSE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水体的甲烷年平均

排放量，tCH4.hm-2.a-1； 

4CHGWP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5，无量纲。 

5.6 项目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等于项目情景下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湿地土

壤的碳储量的变化量减去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同基准

线排放。 

Δ Δ Δ Δ
4PJ ,t wetland _ PJ ,t aquatic_ PJ ,t soil _ PJ ,t CH _PJ ,tC = C C C -GHG       （6） 

式中： 

Δ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碳汇量，

tCO2-e.a-1； 

Δ wetland _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

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Δ aquatic _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

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Δ soil _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

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4CH _ PJ ,tGHG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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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e.a-1；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1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质碳储量的

年变化量 
44

Δ
12wetland_PJ ,t wetland_PJ ,t wetland_PJC = A CS               （7） 

式中： 

Δ wetland _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生物

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tCO2-e.a-1； 

wetland_PJ ,tA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面积，

hm2； 

wetland_PJCS  —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单位面积年

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2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质碳储量的

年变化量 
44

Δ
12aquatic _ PJ ,t aquatic _ PJ ,t aquatic_PJC = A CS 

              
（8） 

式中： 

Δ aquatic _ 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生物

质碳储量年变化量，tCO2-e.a-1； 

aquatic_ PJ ,tA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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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tic_PJCS  —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生植物单位面积年

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3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储量的年变

化量 
44

Δ
12soil_PJ ,t soil_PJ ,t soil_PJC = A CS 

                 
（9） 

式中： 

Δ soil_PJ ,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土壤有机碳碳

储量年变化量，tCO2-e.a-1； 

soil_PJ ,tA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土壤面积，

hm2； 

soil_PJCS  —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湿地土壤单位面积年

固碳量，tC·hm-2·a-1； 
44

12
 — CO2 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4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甲烷排放量 

4 4 4CH _PJ ,t L_PJ,t CH _PJ CHGHG =A E GWP                 （10） 

式中： 

4CH _PJ ,tGHG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甲烷的排放，

tCO2-e.a-1； 

L_PJ,tA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体的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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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 _PJE  —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水体的甲烷年平均排

放量，tCH4.hm-2.a-1； 

4CHGWP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5，无量纲；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7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不考虑农业活动的转移，不

考虑湖泊湿地改良/恢复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施用肥料等导

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本方法学项目活动泄漏视为 0。 

5.8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2

1

,( )
t

PJ t BS
t t

CDCER C C


                  （11） 

式中： 

CDCER  — 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减排量，

tCO2-e； 

Δ PJ,tC  —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碳汇量，

tCO2-e.a-1； 

Δ BSC  — 基准线情形下项目边界内碳汇量，tCO2-e.a-1；

t1,t2 —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第 t1 年和第 t2 年。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所选碳储量变化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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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包括：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

下项目边界内湿地植被、水生植物、湿地土壤和水体面积。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wetland_BS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基准线情形下湿地植被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项目活动开始前） 

监测频率 第一次申请减排量时确定，项目计入期内不变 

说明 / 

 

数据/参数 aquatic_BS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基准线情形下水生植物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项目活动开始前） 

监测频率 第一次申请减排量时确定，项目计入期内不变 

说明 / 

 

数据/参数 soil_BS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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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基准线情形下湿地土壤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项目活动开始前） 

监测频率 第一次申请减排量时确定，项目计入期内不变 

说明 / 

 

数据/参数 L_BS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基准线情形下水体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项目活动开始前） 

监测频率 第一次申请减排量时确定，项目计入期内不变 

说明 / 

 

数据/参数 wetland_PJ ,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湿地植被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aquatic_PJ,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水生植物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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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数据/参数 soil_PJ,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9） 

描述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湿地土壤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L_PJ,t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描述 第 t 年项目情景下水体的面积 

数据源 （a）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或者第三方调查数据； 

（b）实地监测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减排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湿地植被、

水生植物、湿地土壤的单位面积年固碳量和水体甲烷的年平

均排放量等。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wetland_BSCS wetland_PJCS  

单位 tC·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7） 

描述 湿地植被单位面积固碳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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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1.13（数据来源：武汉市典型城市湖泊

湿地植物群落的生物量研究） 

 

数据/参数 aquatic_BSCS aquatic_PJCS  

单位 tC·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8） 

描述 水生植物单位面积固碳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0.44（数据来源：武汉市典型城市湖泊

湿地植物群落的生物量研究） 

 

数据/参数 soil_BSCS soil_PJCS  

单位 tC·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9） 

描述 湿地土壤的单位面积固碳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0.35（数据来源：洞庭湖湿地草地不同

利用方式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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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4CH _BSE
4CH _PJE  

单位 tCH4·hm-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10） 

描述 水体甲烷的年平均排放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成都市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默认值：正常水质下的水体 0.0095；过度养殖或

者污染下的水体 0.058（数据来源：崇州市不同水体

CO2、CH4 和 N2O 通量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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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测土配方施肥 

（生态保护类-05） 
 

1.来源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实施

意见》（成府发〔2020〕4 号）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制度标

准体系，统筹推进项目开发消纳，特编制《成都市“碳惠天府”

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 测土配方施肥》（生态保护类-05）。 

成都市测土配方施肥碳减排项目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活

动，合理施用秸秆等有机添加物、减少化学氮肥或者复合肥

施用量，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减排量等于一定时间内

常规施肥情况下的农田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去测土配方施肥

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测土配方施肥：是指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

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

有机添加物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

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 

常规施肥：即习惯性施肥，是指当地未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活动的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及有机添加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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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品种、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 

施肥量：指施于单位面积耕地中的肥料或养分的质量。 

基准线：指一种能合理代表在没有测土配方施肥活动的

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基准线排放：基准线情景下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边界内温

室气体排放量。 

项目排放：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情形下项目边界内温室气

体排放量。 

项目减排量：由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产生的净温室气体

减排量，项目减排量等于基准线排放量减去项目排放量，再

减去泄漏量。 

泄漏：发生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活动边界外的、由项目

活动引起的、可测定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或增加的情形。 

1 年生农作物：是指在 1 年内发芽、生长、开花然后死

亡的农作物。 

氮肥：是指以氮（N）为主要成分，具有 N 标明量，施

于土壤可提供农作物氮素营养的单元肥料，包括碳酸氢铵、

氯化铵、硫酸铵、硝酸钙、硝酸钠、硝酸铵、硝酸铵钙等。 

有机添加物：以有机物质作为肥料的添加物，包括商品

有机肥、人粪尿、厩肥、堆肥、绿肥、饼肥、沼气肥、秸秆

等。 

3.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成都市范围内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所产



— 3 — 

生的碳减排量的核算。使用本方法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活动所种植的作物须为 1 年生农作物，如水

稻、花生、高粱、南瓜、红薯、大豆、辣椒、茄子、番茄、

玉米、小麦等； 

（2）项目活动的土地利用方式为旱地或稻田； 

（3）需根据经农业技术服务人员进行采样、检测后提

出的配方或依据《成都市测土配方技术》中成都市分区域测

土配方施肥建议卡进行施肥； 

（4）除施肥外，对农田的其他措施（土壤翻耕、轮作、

农田整治等）需与常规措施一致； 

（5）项目活动减排量核算周期为 1 个作物生长周期，

或 1 个作物轮作周期；各周期之间不能有时间上的重叠，即

下一个周期开始时期必须在上一个周期结束日期之后。 

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

件。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 NY/T 1118-2011 

测土配方施肥固碳减排计量方法指南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成都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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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准线方法 

5.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指项目方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碳减排项目的地

理范围。 

项目边界可采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1）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或其它卫星定位系

统，直接测定项目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单点定位误差不超

过 5m； 

（2）使用的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 的地形图进行现场勾

绘，结合 GPS 等定位系统进行精度控制； 

（3）土地管理部门记载土地产权的土地清册、土地产

权证、土地承包租用协议。 

对项目边界内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基准

线情

景 

土壤有机碳 CO2 否 
土壤有机碳短期内变化量不大

且难以监测，故忽略 

稻田 CH4 是 稻田灌水引起，是主要排放源

施肥 N2O 是 
旱地、稻田施肥活动引起，是

主要排放源 

项目

活动 

土壤有机碳 CO2 否 
土壤有机碳短期内变化量不大

且难以监测，故忽略 

稻田 CH4 是 稻田灌水引起，是主要排放源

施肥 N2O 是 
旱地、稻田施肥活动引起，是

主要排放源 



— 5 — 

5.2 项目期和计入期 

项目方须说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计入期和项目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为前季作物收获后、当季作物播种

前所进行的第 1 次施肥当天，不得早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项目活动的结束指常规农业活动的重大改变，如长期停耕等。 

计入期是指对拟议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

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

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计入期最长不超过 7 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

间。 

5.3 基准线情景与额外性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见附录 A）的方式，确定当地未实

施测土配方施肥情形下，施用的氮肥及有机添加物的品种、

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作为基准线情景；其中，无法获

得氮肥及有机添加物数据的，可参考本方法学的默认值。 

项目活动目前无政府资金补贴，且造成人工成本增加，

缺乏经济吸引力，但在减少化肥用量、保护水体、改良土壤、

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提升了生态功能，因此具备额外性。 

5.4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即为当地常规施肥情况下农田温室气体排

放量，采用参考系数法计算。其中旱地涉及到施用氮肥和有

机添加物所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稻田涉及到施用氮肥和有

机添加物所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及稻田灌水期间产生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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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排放。 

 
2N O MethaneBE = B + B       （1）

式中： 

BE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

tCO2-e； 

2N OB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耕地施用氮肥和有机

添加物所产生的 N2O 排放，tCO2-e； 

MethaneB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稻田灌水期间产生的

甲烷排放量，tCO2-e。 

5.4.1 基准线氧化亚氮排放量 

旱地、稻田在施用氮肥、有机添加物情况下均会产生氧

化亚氮排放。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

造成的氧化亚氮排放量： 

   44 28
2 2 2N O SN,B ON,B N O N OB = F + F EF GWP    （2）

式中： 

2N OB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用氮肥和有机添加

物所产生的 N2O 排放，tCO2-e； 

SN,B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后，基线情

景下氮肥施用量，t-N； 

ON,B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后，基线情

景下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N； 

2N OEF  —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取 2006 IPCC 缺省 0.01

tN2O-N/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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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8 — N2O 和 N 分子量之比； 

2N OGWP  —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98，无量纲。 

（1）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外，基线情景下氮

肥施用量按如下计算： 

  1
i iSN,B SF ,B SF GASFF = M NC - Frac  （3）

式中： 

SN,B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基线

情景下氮肥施用量，t-N； 

iSF ,BM  — 基线情景下第 i 种氮肥施用量，t； 

iSFNC  — 第 i 种氮肥的含氮量，t-N/t； 

GASFFrac  — 氮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取 2006 

IPCC 默认值 0.1； 

i — 1，2，3…，氮肥类型。 

（2）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外，基线情景下有

机添加物施用量按如下计算： 

  1
j jON,B OF ,B OF GASMF = M NC - Frac   （4）

式中： 

ON,B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基线

情景下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N； 

jOF ,BM  — 基线情景下第 j 种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 

jOFNC  — 第 j 种有机添加物的含氮量，t-N/t； 

GASMFrac  — 有机添加物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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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006 IPCC 默认值 0.2； 

j — 1，2，3…，有机添加物类型。 

5.4.2 基准线甲烷排放量 

稻田灌水期间会产生甲烷排放，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基线

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甲烷排放量： 

 
4Methane d CHB = A t EF GWP    （5）

式中： 

MethaneB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稻田灌水期间产生的

甲烷排放量，tCO2-e； 

A — 水稻年收获面积，hm2； 

t — 水稻种植期，d，取成都地区水稻种植期平均

水平 150d； 

dEF  — 甲烷日排放因子，tCH4·hm-2·d-1； 

4CHGWP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5，无量纲。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甲烷日排放因子： 

 d c w p M s,rEF = EF SF SF SF SF     （6）

式中： 

dEF  — 甲烷日排放因子，tCH4·hm-2·d-1； 

cEF  — 不施用有机添加物的持续性灌水稻田的排放因

子 ， tCH4·hm-2·d-1 ， 取 2006 IPCC 默 认 值

1.30×10-3； 

wSF  — 水稻种植期间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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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F  — 水稻种植前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MSF  — 
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系数，无量

纲； 

s,rSF  — 

土壤类型、水稻品种等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取《测土配方施肥固碳减排计量方法指南》默

认值 1。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

系数： 

 
0 59

1
.

M j,B j
j

SF = ROA CFOA
 
  

 
  （7）

式中： 

MSF  — 
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系数，无量

纲； 

j,BROA  — 基线情景下水稻种植期间有机添加物的施用

量，秸秆为干重，其他为鲜重，t·hm-2； 

jCFOA  — 有机添加物的转换系数，无量纲； 

j — 1，2，3…，有机添加物类型。 

5.5 项目排放 

项目排放即为测土配方施肥活动下农田温室气体排放

量，计算方法同基准线排放。 

 
2N O MethanePE = P + P       （8）

式中： 

PE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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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OP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施用氮肥和有机添加物所

产生的 N2O 排放，tCO2-e； 

MethaneP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稻田灌水期间产生的甲烷

排放量，tCO2-e。 

5.5.1 项目期氧化亚氮排放量 

   44 28
2 2 2N O SN,P ON,P N O N OP = F + F EF GWP    （9）

式中： 

2N OP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施用氮肥和有机添加物所

产生的 N2O 排放，tCO2-e； 

SN,P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后，项目期

氮肥施用量，t-N； 

ON,P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后，项目期

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N； 

2N OEF  —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取 2006 IPCC 缺省值

0.01 tN2O-N/ t-N； 

44/28 — N2O 和 N 分子量之比； 

2N OGWP  —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98，无量纲。 

（1）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外，项目期氮肥施

用量按如下计算： 

 

 1
i iSN,P SF ,P SF GASFF = M NC - Frac   （1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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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项目

期氮肥施用量，t-N； 

iSF ,PM  — 项目期第 i 种氮肥施用量，t； 

iSFNC  — 第 i 种氮肥的含氮量，t-N/t； 

GASFFrac  — 氮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取 2006 

IPCC 默认值 0.1； 

i — 1，2，3…，氮肥类型。 

（2）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外，项目期有机添

加物施用量按如下计算： 

  1
j jON,P OF ,P OF GASMF = M NC - Frac   （11）

式中： 

ON,P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项目

期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N； 

jOF ,PM  — 项目期第 j 种有机添加物施用量，t； 

jOFNC  — 第 j 种有机添加物的含氮量，t-N/t； 

GASMFrac  — 有机添加物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

取 2006 IPCC 默认值 0.2； 

j — 1，2，3…，有机添加物类型。 

5.5.2 项目期甲烷排放量 

 
4Methane d CHP = A t EF' GWP    （12）

式中： 

MethaneP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稻田灌水期间产生的甲烷

排放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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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稻年收获面积，hm2； 

t — 水稻种植期，d，取成都地区水稻种植期平均

水平 150d； 

dEF'  — 甲烷日排放因子，tCH4·hm-2·d-1； 

4CHGWP  —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化为 CO2

当量，取缺省值 25，无量纲。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甲烷日排放因子： 

 d c w p M s,rEF' = EF SF SF SF' SF     （13）

式中： 

dEF'  — 甲烷日排放因子，tCH4·hm-2·d-1； 

cEF  — 不施用有机添加物的持续性灌水稻田的排放

因子，tCH4·hm-2·d-1，取 2006 IPCC 默认值

1.30×10-3； 

wSF  — 水稻种植期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pSF  — 水稻种植期前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MSF'  — 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s,rSF  — 

土壤类型、水稻品种等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取《测土配方施肥固碳减排计量方法指南》默

认值 1。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

系数： 

 
0 59

1
.

M j,P jSF' = ROA CFOA
 
  

 
  （1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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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F'  — 有机添加物类型和数量变化的换算系数，无量纲；

j,PROA  — 项目期水稻种植期间第 j 种有机添加物的施用

量，秸秆为干重，其他为鲜重，t·hm-2； 

jCFOA  — 有机添加物的转换系数，无量纲； 

j — 1，2，3…，有机添加物类型。 

5.6 泄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不考虑因测土配方施肥活动

可能引起的化石燃料使用增加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活

动泄漏视为 0。 

5.7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PEBECDCER   （15）

式中： 

CDCER — 项目减排量，tCO2-e； 

BE  —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

tCO2-e； 

PE  — 项目期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tCO2-e。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且公开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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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包括：项目期氮肥及有机添加

物施用量、水稻年收获面积。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iSF ,PM  

单位 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0） 

描述 项目期第 i 种氮肥施用量 

数据源 项目参与方台账或统计报表 

监测频率 施肥时逐次监测 

说明 / 

 

数据/参数 jOF ,PM  

单位 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1） 

描述 项目期第 j 种有机添加物施用量 

数据源 项目参与方台账或统计报表 

监测频率 施肥时逐次监测 

说明 / 

 

数据/参数 A  

单位 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2） 

描述 水稻年收获面积 

数据源 项目参与方台账或统计报表 

监测频率 每年水稻收获期测定一次 

说明 / 

 

数据/参数 j,PROA  

单位 t·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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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4） 

描述 项目期水稻种植期间第 j 种有机添加物的施用量，秸

秆为干重，其他为鲜重 

数据源 项目参与方台账或统计报表 

监测频率 施肥时逐次监测 

说明 / 

6.2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基线情形下

氮肥及有机添加物施用量等。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iSF ,BM  

单位 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基线情形下第 i 种氮肥施用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实地问卷调查； 

（b）默认值，见下表： 

作物类型 施用量（以 100%氮元素计，t·hm-2） 

水稻 0.141 

玉米 0.222 

小麦 0.153 

油菜 0.1635 

（数据来源：成都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数据/参数 iSFNC  

单位 t-N/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10） 

描述 第 i 种氮肥的含氮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 16 — 

（a）供应商提供的氮肥产品说明； 

（b）默认值，见下表： 

氮肥类型 含氮量（以合格品计，%）

碳酸氢铵 16.8 

氯化铵 24.0 

硫酸铵 20.5 

硝酸钙 13-15 

硝酸钠 15-16 

硝酸铵 34-35 

硝酸铵钙 20-27 

尿素 46.0 

（数据来源：成都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数据/参数 jOF ,BM  

单位 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基线情形下第 j 种有机添加物施用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实地问卷调查； 

（b）默认值：同测土配方施肥情形，即测土配方施肥

前后无变化。 

 

数据/参数 jOFNC  

单位 t-N/t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11） 

描述 第 j 种有机添加物的含氮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数据（需提供透明和可核

实的资料来证明）； 

（b）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有机肥产品说明； 

（c）默认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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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添加物类型 含氮量（%） 

猪粪 0.59 

猪尿 0.38 

牛粪 0.28 

牛尿 0.41 

鸡粪 1.63 

普通堆肥 0.4-0.5 

高温堆肥 1.05-2 

大豆饼 7 

菜籽饼 4.6 

小麦秸秆 0.516 

水稻秸秆 0.753 

玉米秸秆 0.58 

大豆秸秆 1.81 

油菜籽 0.548 

花生秸秆 1.82 

蔬菜类秸秆 0.8 

（数据来源：成都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省级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指南） 

 

数据/参数 wSF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13） 

描述 水稻种植期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 

数据源 

默认值，见下表： 

水分状

况 

总体情况 分类情况 

换算 

系数 

误差 

范围 

换算 

系数 

误差 

范围 

旱地 0 - 0 - 

持续性

灌水 
0.78 

0.62- 

0.98 
1 

0.7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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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

灌水单

次落干 

0.6 
0.46- 

0.80 

间歇性

灌水多

次落干 

0.52 
0.41- 

0.66 

（数据来源：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数据/参数 pSF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13） 

描述 水稻种植期前不同水分状况的换算系数 

数据源 

默认值，见下表： 

种植期

前水分

状况 

总体情况 分类情况 

换算 

系数 

误差 

范围 

换算 

系数 

误差 

范围 

季前

180d 内

不灌水 

1.22 
1.07- 

1.40 

1 
0.88- 

1.14 

季前超

过 180d

不灌水 

0.68 
0.58- 

0.80 

季前灌

水（多于

30d） 

1.9 
1.65- 

2.18 

（数据来源：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数据/参数 j,BROA  

单位 t·h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基线情景下水稻种植期间有机添加物的施用量，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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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重，其他为鲜重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实地问卷调查； 

（b）默认值：同测土配方施肥情形，即测土配方施肥

前后无变化。 

 

数据/参数 jCFOA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14） 

描述 有机添加物的转换系数 

数据源 

默认值，见下表： 

有机添加物 转换系数 误差范围

种植前进行秸秆还田 1 
0.97- 

1.04 

种植前上一季进行秸秆还

田 
0.29 0.20-0.40 

堆肥 0.05 
0.01- 

0.08 

农场粪肥 0.14 0.07-0.20 

绿肥 0.50 0.30-0.60 

（数据来源：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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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表 A.1 常规施肥实地调查表 
 

基本信息 

业主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常规施肥信息 

调查内容 单位 数值 说明 

农田总面积 公顷   

作物类型 -  在数值栏填写 

产量 公斤/年 
 在数值栏分类 

填写 

作物轮作期 年   

复合肥施用量 吨/年   

复合肥含氮量 %   

铵态氮肥施用量 吨/年   

铵态氮肥含氮量 %   

硝态氮肥施用量 吨/年   

硝态氮肥含氮量 %   

尿素施用量 吨/年   

尿素含氮量 %   

商品有机肥施用量 吨/年   

商品有机肥含氮量 %   

猪粪便施用量 吨/年   

牛粪便施用量 吨/年   

鸡粪施用量 吨/年   

堆肥施用量 吨/年   

饼肥施用量 吨/年   

小麦秸秆施用量 吨/年   

水稻秸秆施用量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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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施用量 吨/年   

其他秸秆施用量 吨/年   

水稻种植期水分状况 - 

旱地 

在数值栏勾选 
持续性灌水 

间歇性灌水单次落干 

间歇性灌水多次落干 

水稻种植期前季前水

分状况 
- 

季前 180d 内不灌水 

在数值栏勾选 季前超过 180d 不灌水 

季前灌水（多于 30d） 

有机添加物施用状况 - 

种植前 30d 内秸秆还田 

在数值栏勾选 

种植前超过 30d 秸秆还田

堆肥 

农场粪肥 

绿肥 

 


	1
	2
	3
	4
	5
	6
	7
	8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