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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杭州超腾能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仙花、叶晓云、杨军浪、方谨继、季康乐、张芳、任艳红、曾奇、张文辽、

肖溪。

本文件属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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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稻鱼共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稻鱼共生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核算原则、评估内

容、项目减排量计算、数据的监测与获取和数据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稻鱼共生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431-202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NY/T 4300-2023 气候智慧型农业 作物生产固碳减排监测与核算规范

SC/T 1135.1 稻田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通则

SC/T 1135.2 稻田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稻鲤（梯田型）

DB33/T 2539-2022 稻鱼共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76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 GB/T 33760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稻鱼共生

在稻田种植水稻的同时养殖田鱼，形成水稻和田鱼相互促进、养分循环利用的一种高效

生态种养结合模式。

3.2

项目边界

具体实施稻鱼共生项目的稻田区域。

3.3

基准线情景

在不实施稻鱼共生的情景下发生的单一水稻种植情景。

3.4

项目情景

在实施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发生的水稻种植情景。

3.5

温室气体减排量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

的减少量。

4 核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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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致性

采用相同的准则和程序，定期进行评估，保证结果可比性

4.2 相关性

选择适当的温室气体源、数据和方法。

4.3 准确性

确保评估方式不高估温室气体减排量。

5 温室气体排放源识别

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为水稻田排放的 CH4，肥料投入导致的 N2O 和农机化石燃料燃烧导

致的 CO2。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均存在相关的排放源。详见表 1。

表 1 温室气体排放源

排放源 气体种类 解释或说明

水稻田 CH4

甲烷的排放可以通过水稻田的甲

烷排放因子计算。

化肥、有机肥等肥料施用 N2O

氧化亚氮的排放可以通过肥料等

投入量或水稻田的氧化亚氮排放

因子计算。

农机化石燃料燃烧 CO2

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通过用于动

力或热力供应的燃料的使用量进

行计算。

6 减排量计算

6.1 基准线情景排放

基准线情景下的碳排放量主要包括水稻田排放的 CH4，肥料投入导致的 N2O 和农机化石

燃料燃烧导致的 CO2。

6.1.1 基准线情景下水稻田 CH4排放

基准线情景下水稻田 CH4排放由公式（1）计算。

å
=

=
M

m
myCH BEBE

1
,4

·················································· (1)

式中：

yCHBE ,4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mBE ——第 m 次监测的基准线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利用公式（2）计算 mBE ；

m ——第 m 次监测，M为所有监测次数。

4

3
m, 10 CHmmBLm GWPLAEFBE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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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BE ——第 m 次监测基准线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mBLEF , ——第 m 次监测的基准线情景 CH4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甲烷每公顷每天

（kgCH4/ha.d）；

mA ——第 m 次监测的水稻田面积，单位为公顷（ha）；

mL ——第 m 次监测距第 m-1 次天数，单位为天(d)；

4CHGWP ——CH4相对于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

6.1.2 基准线情景下施肥造成的 N20 排放

肥料类型包括合成氮肥和有机肥。

基准线情景下施肥造成的 N20 排放由公式（3）计算。

ONONyBONyBSNyON GWPEFFFBE
ND 22irect2 28

44)( ,,,,, ´´´+=
-

························· (3)

式中：

yON ND
BE ,irect2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BS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合成氮肥

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 N)，利用公式（4）计算 yBSNF ,, ；

yBO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有机肥施

用量，单位为吨氮（t N)，利用公式（5）计算 yBONF ,, ；

ONEF
2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氧化亚氮每吨施入氮

（tN2O-N/施入的 t-N）；

28
44

——N2O 与 N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ONGWP
2

——N2O 相对于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

)1(M
1

,,S,, GASF

I

i
SFyBFyBSN FracNCF

ii
-´´=å

=

·································(4)

式中：

yBS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合成氮施

用量，单位为吨氮（t N)；

yBSFi
M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合成氮肥施用量，单位为吨（t）；

iSFNC ——合成氮肥类型 i的含氮量，单位为吨氮每吨氮肥（t-N/t）；

GASFFrac ——合成氮肥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

i ——合成氮肥类型。

)1(F
1j

,,,,ON GASNOF

J

yBOFyB FracNCM
jj

-´´=å
=

································ (5)

式中：

yBO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有机肥施

用量，单位为吨氮（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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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OFj
M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有机肥施用量，单位为吨（t）；

jOFNC ——有机肥类型 j 的含氮量，单位为吨氮每吨氮肥（t-N/t）；

GASNFrac ——有机肥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

j ——有机肥类型。

6.1.3 基准线情景下农机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

基准线情景下，水稻种植过程中会有两类活动会消耗化石燃料；一类活动为水稻田耕作，

另一类活动是农用物资的运输。

基准线情景下农机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由公式（6）计算。

kkCO

K

k
kyFC NCVEFFCBE ´´=å

=
,

1
, 2

······································· (6)

式中：

yFCBE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kFC ——消耗第 k 类燃料的量，单位为吨（t）；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利用公

式（7）计算；

kNCV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k ——农机使用的燃料的类型。

12
44

,2
´´= kkkCO OFCCEF ············································· (7)

式中：

kCOEF ,2
——燃料类型 k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kCC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kOF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百分号（%）；

12
44

——CO2与 C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6.1.4 基准线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基准线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公式（8）计算。

yFCyONyCHy BEBEBEBE
NDirect ,,, 24

++=
-

·····································(8)

式中：

yBE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yCHBE ,4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yON NDirect
BE ,2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FCBE ,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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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项目情景排放

项目情景下的碳排放量主要包括水稻田排放的 CH4，肥料投入导致的 N2O 和农机化石燃

料燃烧导致的 CO2。

6.2.1 项目情景下水稻田 CH4排放

项目情景下水稻田 CH4排放由公式（9）计算。

å
=

=
M

m
myCH PEPE

1
,4

·················································· (9)

式中：

yCHPE ,4
——第 y 年项目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mPE ——第 m 次监测的项目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利用公式（10）计算 mPE ；

m ——第 m 次监测，M为所有监测次数。

4

3
m, 10 CHmmpm GWPLAEFPE ´´´´= - ·································· (10)

式中：

mPE ——第m次监测项目情景的水稻田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mpEF , ——第 m 次监测的项目情景 CH4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甲烷每公顷每天

（kgCH4/ha.d）；

mA ——第 m 次监测的水稻田面积，单位为公顷（ha）；

mL ——第 m 次监测距第 m-1 次天数，单位为天(d)；

4CHGWP ——CH4相对于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

6.2.2 项目情景下施肥造成的 N20 排放

肥料类型包括合成氮肥和有机肥。

项目情景下施肥造成的 N20 排放由公式（11）计算。

ONONyPONyPSNyON GWPEFFFPE
ND 22irect2 28

44)( ,,,,, ´´´+=
-

························(11)

式中：

yON ND
PE ,irect2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tCO2e）；

yPS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合成氮肥

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 N)，利用公式（12）计算 yPSNF ,, ；

yBO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项目情景下有机肥施

用量，单位为吨氮（t N)，利用公式（13）计算 yPONF ,, ；

ONEF
2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氧化亚氮每吨施入氮

（tN2O-N/施入的 t-N）；

28
44

——N2O 与 N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ONGWP
2

——N2O 相对于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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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1

,,S,, GASF

I

i
SFyPFyPSN FracNCF

ii
-´´=å

=

······························· (12)

式中：

yPS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合成氮施用

量，单位为吨氮（t N)；

yPSFi
M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合成氮肥施用量，单位为吨（t）；

iSFNC ——合成氮肥类型 i的含氮量，单位为吨氮每吨氮肥（t-N/t）；

GASFFrac ——合成氮肥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

i ——合成氮肥类型。

)1(F
1j

,,,,ON GASNOF

J

yPOFyP FracNCM
jj

-´´=å
=

·······························(13)

式中：

yPONF ,, ——扣除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有机肥施

用量，单位为吨氮（t N)；

yPOFj
M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有机肥施用量，单位为吨（t）；

jOFNC ——有机肥类型 j 的含氮量，单位为吨氮每吨氮肥（t-N/t）；

GASNFrac ——有机肥以 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

j ——有机肥类型。

6.2.3 项目情景下农机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

项目情景下，水稻种植过程中会有两类活动会消耗化石燃料；一类活动为水稻田耕作，

另一类活动是农用物资的运输。

项目情景下农机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由公式（14）计算。

kkCO

K

k
kyFC NCVEFFCPE ´´=å

=
,

1
, 2

······································(14)

式中：

yFCPE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kFC ——消耗第 k 类燃料的量，单位为吨（t）；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利用公

式（15）计算；

kNCV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k ——农机使用的燃料的类型。

12
44

,2
´´= kkkCO OFCCEF ············································(15)

式中：

kCOEF ,2
——燃料类型 k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kCC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kOF ——第 k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百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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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4

——CO2与 C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6.2.4 项目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项目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公式（16）计算。

yFCyONyCHy PEPEPEPE
NDirect ,,, 24

++=
-

··································· (16)

式中：

yPE ——第y年项目情景下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CHPE ,4
——第 y 年项目情景的水稻田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当量(tCO2e）；

yON NDirect
PE ,2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FCPE , ——第 y 年项目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tCO2e）。

6.3 泄露

本文件不考虑项目活动对项目边界外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6.4 项目减排量

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为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

减少量。

项目活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由公式（17）计算：

yyy PEBEER -= ·················································(17)

式中：

yER ——第 y年项目活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BE ——第 y年基准线情景下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yPE ——第 y年项目情景下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7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计算所需数据的来源和要求见表 2。部分缺省值参见附录 C。

表 2 数据的来源及要求

参数 单位 参数说明 数据源及优先顺序 测定方法

Ay ha
第 y 年项目稻

田种植面积

1）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

定项目所有地块边界线的拐点坐标；

2）使用高分辨率的空间地理数据识别

项目边界线；

3）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将测定的拐点坐标或项目边

界输入地理信息系统，计算

项目地块面积。如果没有这

些技术，则要建立稻田面积

测量方法并考虑不确定性和

遵循估算保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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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的来源及要求 (续）

参数 单位 参数说明 数据源及优先顺序 测定方法

BLEF
kgCH4/ha.d 或

kgCH4/ha.season

基准线甲烷排

放因子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IPCC Tier I 推荐的默认值估算；

4）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参考附录 A《稻田甲烷排放

测量指南》要求测定。

PEF
kgCH4/ha.d 或

kgCH4/ha.season

项目情景甲烷

排放因子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参考附录 A《稻田甲烷排放

测量指南》要求测定。

ONEF
2

tN2O-N/施入的 t-N
肥料的N2O排放

因子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IPCC Tier I 推荐的默认值估算；

4）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

ySFi
M , t 氮肥施用量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3)调查数据；

4)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5)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每次农户施用氮肥时记录相

关信息，并参考附录 B填写

项目信息收集表。

yOFj
M , t 有机肥施用量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3)调查数据；

4)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5)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每次农户施用有机肥时记录

相关信息，并参考附录 B填

写项目信息收集表。

iSFNC t-N/t
合成氮肥类型 i

的含氮量

1) 田间实际测定值；

2) 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每次农户施用氮肥时记录相

关信息，并参考附录 B填写

项目信息收集表。

jOFNC t-N/t
有机肥类型 j

的含氮量

1) 田间实际测定值；

2) 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每次农户施用有机肥时记录

相关信息，并参考附录 B填

写项目信息收集表。

GASFFrac %
合成氮肥以NH3

和 NOx形式挥发

的比例

1) 田间实际测定值；

2) 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 IPCC Tier I 推荐的默认值估算；

4)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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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的来源及要求 (续）

参数 单位 参数说明 数据源及优先顺序 测定方法

GASNFrac %

有机肥以NH3和

NOx形式挥发的

比例

1) 田间实际测定值；

2) 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3) IPCC Tier I 推荐的默认值估算；

4)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

kFC t
消耗第 k类燃

料的量

1)田间实际测定值；

2)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3)调查数据；

4)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

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5)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每次农户使用农机车进行耕

作或运送农资时记录耗油种

类及耗油量，并参考附录 B

填写项目信息收集表。

4CHGWP -

CH4相对于 CO2

的全球变暖潜

势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或具有行

业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全球变暖

潜势。数据应具有公信力、适用性和时

效性。

-

ONGWP
2

-

N2O 相对于 CO2

的全球变暖潜

势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或具有行

业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全球变暖

潜势。数据应具有公信力、适用性和时

效性。

-

8 数据管理

8.1 一般要求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测定程序制定应按照 GB/T 33760-2017 中 5.10 的规定。需

要测定的数据及要求详见表 2。所有数据应参考附录 B 收集信息。所有数据都应存为电子或

纸质文档，并在项目结束后至少保存 5年。

对于数据质量管理，项目申报主体应建立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线情景有关

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核算时，宜尽

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8.2 不确定性分析

项目的不确定性来源包括数据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或极端气候的影响、不可预测的意

外事件等。

在进行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时，必须首先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项目数据严格按照表 2和附录 A测定和（或）选取，且在监测、记录和分析过程中实施

了全面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靠性；

若项目已经满足了上述基本条件，进一步考虑以下任一情况，项目可以免于进行不确定

性分析：

1. 项目情景中未因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导致非期望的低或高排放；

2. 项目情景中未因遇到意外事件导致非期望的低或高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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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不确定性计算可根据不确定性来源，对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分析。若存在多个不确

定性来源，可以按公式（18）和（19）来合并互不相关的不确定性。

对于单一排放源排放总量的不确定性分析可以按公式（18）计算：

22
3

2
2

2
1all ... nUUUUU ++++= ······································ (18)

式中：

allU ——所有量的乘积的百分比不确定性；

iU ——与每个量相关的百分比不确定性。

对于项目总不确定性分析可以按公式（19）计算：

n

nn
total XXX

XUXUXUXU
U

+++
´++´+´+´

=
...

)(...)()()(

21

22
33

2
22

2
11 ·················· (19)

式中：

totalU ——所有量的总和的百分比不确定性；

iX ——不确定量。

A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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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A

（资料性）

稻田甲烷排放测定指南

稻田甲烷测定要求由具备该领域背景知识的专家或经过专业培训的专门人员来实施。本

指南不能取代专家的现场指导。专家至少应提出应用本方法学的项目甲烷测定标准情况。

项目参与方要在生长季开始前制定详细的甲烷排放季节测定计划。计划要包括田间和实

验室测定时间安排，要统筹安排以方便获取实验室和耕作日志。此计划同时还要包括参照稻

田的详细信息，如特定位置、气候、土壤、水分管理、施肥管理以及有机肥施用等。

项目倡导者要确保采用相同方法并同时对项目和参照农田进行观测。

应设立能够代表基准线排放情况的稻田作为基准线参照稻田,至少设置 3块基准线参照

稻田。项目参照稻田要邻近与基准线参照稻田，并且农田的环境和生物因子（包括土壤温度、

土壤水分条件和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和农业管理实践(例如农田水管理、施肥和育种等)等条

件相同。

采样点通常以四个重复为宜，应设置 3个以上空间重复（即 3个采样箱）。

对于土壤水分较多、地面淹水（如稻田）、土壤较疏松、植物生长茂盛等的农田，在到

达各个采样箱的必经路径上设置 10m 左右的栈桥。

在整个采样箱内及采样箱外四周 50cm 范围内的植物设置保护栏。如果试验小区的面积

比较小，各小区之间要留出足够面积的保护行（至少 2-3 行），以减轻或避免边缘效应和气

体采样频繁操作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破坏。

表 A.1 稻田甲烷观测技术选项

特性 条件

箱体材料

选项 1：不透明材料

1） 商用 PVC 容器或加工制品（如电镀金属）；

2） 喷白漆或外敷反光材料（防止内部升温过

快）；

3） 只限于短时间使用（一般 30 分钟）

选项 2：透明材料

1） 有机玻璃；

2） 透明箱的优点：如果配备顶盖，在

观测和闲置时分别可关闭和打开，

透明箱可长时间放置于田间

测定箱在稻田

中的放置

选项 1：固定底座

1） 利用耐腐蚀材料制成的底座可整个生长

季放置于田间；

2） 底座应满足严格的箱体密封条件；

3） 底座下端插入土壤的部分要设有小孔，以

保证内外水分交流；

4） 至少早于首次取样前 24 小时将底座安置

于田间

选项 2：无底座

1） 该种箱体直接插入土壤中，要有可

开启的顶盖以保证释放气泡中甲烷

和测量的准确性

箱体附属装置

1） 温度计：测量箱内温度；

2） 电扇：取样期间混合箱内空气（干电池供电）；

3） 取样口：箱体小口处安置橡胶塞以取样

底面积 长方形或圆形，最小面积要覆盖四蔸水稻（最小大于 0.1 m²）

高度

选项 1：固定高度

1） 总高度要超过植株高度（底座突起部分加

箱体）

选项 2：可调节高度

1） 根据作物生长调节箱体高度；

2） 箱体设计不同高度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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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稻田甲烷观测-气体取样

特性 条件

每个区组箱体重复数 最低要求：每个小区 3个重复

每次箱体密闭后取样次数 最低要求：3 次

密闭时间 30 分钟

取样时间 上午（9点-11 点）

取样间隔 最低要求：每 2周 1次

注射器
取样前进行检漏等工作，

最好装配三通阀以方便操作

存储材料
至少 10 mL 容积、预先抽好真空、配有硅橡胶塞式密

封盖的玻璃瓶，或气袋

待测样品保存时限

小于 24 小时：可持续使用注射器保存；

大于 24 小时：将样品转移至真空瓶或气袋，以轻度

高压保存

取样后，参照 GB/T 30431-2020 对样品进行分析。

根据实验室样品分析结果，利用公式(A.1)计算每个气体分析的甲烷排放。

1000
1m

444 cham,, ´´
´´´=

t
CHbertCHtCH TR

atmMVC ···························· (A.1)

式中：

tCH ,4
m ——t时间箱内 CH4质量，单位为毫克（mg）；

tCHC ,4
——t时间箱内 CH4浓度，单位为体积比浓度（ppm）；

chamberV ——密闭性体积，单位为升（L）；

4CHM ——CH4摩尔质量，16g/mol；

atm ——在未装气压计情况下，假设气压无变化，采用 1标准大气压；

R ——通用气体常数，0.08206 L atm K
-1
mol

-1
；

tT ——t时间箱内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t ——取样时间点（如 30 分钟内 3 次取样的 0 分钟，15 分钟和 30 分钟）。

利用公式（A.2）确定mCH4的最佳线性拟合函数的斜率 s。

t
4

D

D
= CHm
s ····················································(A.2)

式中：

s ——最佳线性拟合函数的斜率，单位为毫克每分钟（mg/min）。

利用公式（A.3）计算每次采样箱法观测的甲烷排放速率。

chamber

60RE
A
sch ´

= ·················································(A.3)

式中：

chRE ——密闭箱 ch 的甲烷排放速率，单位为毫克每小时每平方米（mg/h·m²）；

ch ——同一区组重复箱体编号索引；

chamberA ——密闭箱底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利用公式（A.4）计算每一区组甲烷平均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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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E
N

ch
ch

plot

å
== 1RE ················································(A.4)

式中：

plotRE ——每一区组平均排放速率，单位为毫克每小时每平方米（mg/h·m²）；

N ——该区组内密闭箱重复数。

其他步骤：从每次观测计算的区组平均排放速率，将其积分计算整个生长季排放因子。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排放速率乘以每次观测间隔的时间。将单位 mg/m² 乘以 0.01 以换算为

k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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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附 录 B

（资料性）

项目信息收集表

项目边界内相关信息收集表模板参考表 B.1 至 B.3。

B.1 项目基本信息

表 B.1 项目基本信息收集表，用于收集项目的基本信息，可以由农户填写。

表 B.1 项目基本信息收集表

项目名称 详细信息描述 单位 数据记录

地理位置
描述水稻田所在的地理位置，包括

经纬度
地点，经度/纬度

面积 水稻田的总面积 ha

投放鱼苗时间 投放鱼苗时间 -

收鱼时间 收鱼时间 -

土壤类型 描述土壤的类型，如粘土、壤土等 -

种植品种 种植的水稻品种名称 -

种植密度 每单位面积内水稻的种植数量 株/亩

稻田水分管理措施
描述稻田水分管理措施，如灌溉、排

水、烤田或间歇烤田等
-

鱼种 养殖的鱼类种类 -

鱼苗的密度 每单位面积内鱼的数量 尾/亩

饲料类型
鱼的饲料类型，如天然饲料、人工

饲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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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项目基本信息收集表（续）

项目名称 详细信息描述 单位 数据记录

病虫害发生情况 记录病虫害的发生日期、种类 -

病虫害防治 采取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及日期 -

水稻产量 水稻的产量 公斤

鱼产量 鱼的产量 公斤

农机类型及型号
使用的农业机械类型及型号，如拖

拉机、收割机等
-

农机燃料使用
记录每次使用农机进行耕作或运送

农资时，农机的耗油种类及耗油量
根据农机使用情况

肥料使用
记录每次使用的肥料类型、施用量

和施用时间
根据肥料

B.2 基准线情景信息

表 B.2 基准线情景信息收集表，用于收集基准线情景排放计算的相关信息。可由主管部

门统一填写。

表 B.2 基准线情景信息收集表

参数
*

说明 单位
数值

-年-月-日至-年-月-日 -年-月-日至-年-月-日

BLEF 基线甲烷排放因子 kgCH4/ha.d

ySFi
M ,B, 基准线情景下合成氮肥施用量 t

yOFj
M ,B, 基准线情景下有机肥施用 t

kFC 基准线情景下汽油消耗量 t

kFC 基准线情景下柴油消耗量 t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实际使用或监测的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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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表 B.3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收集表，用于收集项目情景甲烷排放监测数据，并计算项目

活动下的甲烷排放因子。

表 B.3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收集表

监测

编号

样地

编号
监测日期 开始时间

监测

次数

间隔时间

(分钟)

甲烷浓度

(ppm)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监测

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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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附 录 C

（资料性）

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C.1 排放因子缺省值表。表中的参数均来源于最新（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 年版）、《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2 年修订版）》。

如上述文件有更新，请根据最新的版本进行相应的参数调整和数据更新。

表 C.1 排放因子缺省值表

参数 说明 单位 数值 来源

4CHGWP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 - 25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19 年版）

ONGWP
2

氧化亚氮的全球变暖潜

势
- 298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19 年版）

ONEF
2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 tN2O-N/施入的 t-N 0.0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19 年版）

GASFFrac 合成氮肥以 NH3和 NOx形

式挥发的比例
% 0.1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19 年版）

GASNFrac 有机肥以 NH3和 NOx形式

挥发的比例
% 0.2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19 年版）

kNCV 汽油的低位发热量 GJ/t 43.070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kNCV 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GJ/t 42.652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kCC 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0.0189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2022 年修订版）》

kCC 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0.0202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2022 年修订版）》

kOF 汽油的碳氧化率 % 98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2022 年修订版）》

kOF 柴油的碳氧化率 % 98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2022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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