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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草地:主要用于牧业生产的地区或自然界各类草原、草甸、稀树干草原等统称为草

地。 

放牧季节：在放牧计划中，一般根据气候、草地植被、地形、水源和管理等条件

确定草地的放牧季节。 

土地利用变化：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主要土地利用方式包括草地、农田、森林

和湿地。本方法学中，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包括从草地变为农田、森林或湿地。 

分层：对草地进行详细分类，分层的依据可以包括草地类型、土壤类型。 

可持续草地管理：可以通过增加碳储量和/或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并能持

续增加草地生产力的管理措施。这种管理措施可能包括改进放牧/轮牧机制、减少退化

草地放牧的牲畜数量，以及通过重新植草和保证良好的长期管理来修复严重退化的草

地等。 

2. 技术措施 

该方法学为在退化的草地上开展可持续草地管理措施，包括减少放牧数量、改变

放牧季节、施肥、人工种草以及在酸性草地土壤上施用石灰等改善草地生态系统的技

术措施。 

3. 适用条件 

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如下： 

1) 项目开始时土地利用方式为草地；  

2) 土地已经退化并将继续退化； 

3) 项目开始前草地用于放牧或多年生牧草生产； 

4) 项目实施过程中，参与项目农户没有显著增加做饭和取暖消耗的化石燃料和非

可再生能源薪柴； 

5) 项目边界内的粪肥管理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6) 项目边界外的家畜粪便不会被运送到项目边界内； 

7) 项目活动中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在退化草地上播种多年生牧草和种植豆科牧

草不认为是土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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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点位于地方政府划定的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机制的草畜平衡区，项目区的牧

户已签订了草畜平衡责任书； 

9) 若采用土壤碳储量变化监测方法选择 1，必须有相关研究（例如文献或项目参

与方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能够验证项目活动拟采用的能够模拟不同管理措施

并适用于项目区的模型，否则采用土壤碳储量变化监测方法选择 2。 

4.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项目参与方实施可持续草地管理活动的草地所在地理位置。该

项目活动可在一个或多个的独立地块进行，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要清楚描述项目区域边

界，在项目核查时必须向第三方认证机构提供每个独立的地块地理坐标。 

在基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包括的碳库和排放源如表 1 和表 2。由于可持续草地管

理导致的禾本科地上部生物量增加是暂时的，这一碳库的变化不包括在项目边界内，

这也是保守的。 

表 1：在基线和项目活动下选择碳库 

碳库种类 包括/不包括 理由/说明 

地上部木本生

物量 
可选择 

如果项目参与方可以提供透明的和可验证的信

息，能表明如果不考虑这一碳库不会高估项目活

动的碳汇量，就可以不选择。 

地下部生物量 可选择 

如果项目参与方可以提供透明的和可验证的信

息，能表明如果不考虑这一碳库不会高估项目活

动的碳汇量，就可以不选择。 

枯木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措施不会降低枯木量，可以保守

地予以排除。 

枯枝落叶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措施不会降低枯枝落叶的生物

量，可以保守地予以排除。 

土壤有机碳 包括 

草地管理主要引起土壤碳库发生变化。根据使用

条件 2），基线情景下草地在处于退化状态而且

将继续退化，土壤有机碳在基线情景下将会降

低，不考虑基线情景下的碳汇变化是保守的。 

表 2：基线和项目活动中不包括或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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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 气体 不包括/包括 理由/说明 

 

 

 

 

 

基 

线 

情 

景 

施用化肥 

CO2 不包括 不适用。 

CH4 不包括 不适用。 

N2O 包括 此排放源主要排放的气体。 

种 植 豆 科

牧草 

CO2 不包括 不适用。 

CH4 不包括 不适用。 

N2O 不包括 主要 N2O 排放源。基线 N2O 排放可

忽略，这是保守估计。 

农 机 化 石

燃料消耗 

CO2 包括 主要 CO2排放源。 

CH4 不包括 简化排除。 

N2O 不包括 简化排除。 

施用石灰 

CO2 包括 主要 CO2排放源。 

CH4 不包括 无 CH4排放。 

N2O 不包括 无 N2O 排放。 

粪便管理 

CO2 不包括 根据 IPCC 2006 年清单编制指南，粪

便管理过程中 CO2 排放为生物质降解

过程中的排放，不包括 

CH4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另外，根据适用条件 5），项目

边界内的粪肥管理方式不发生明显变

化，因此，不包括粪便管理 CH4 排放

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另外，根据适用条件 5），项目

边界内的粪肥管理方式不发生明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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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不包括粪便管理 N2O 排放

是保守的。 

动 物 肠 道

发酵 

CO2 不包括 根据 IPCC 2006 年清单编制指南，动

物肠道 CO2 排放为生物质降解过程中

的排放，不包括 

CH4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因此，不包括动物肠道发酵 CH4

排放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动物肠道发酵不排放 N2O。 

 

 

 

 

 

 

 

项 

目 

活 

动 

 

施用化肥 

CO2 不包括 不适用。 

CH4 不包括 不适用。 

N2O 包括 此排放源主要排放的气体。 

种 植 豆 科

牧草 

CO2 不包括 不适用。 

CH4 不包括 不适用。 

N2O 包括 主要 N2O 排放源。 

农 机 化 石

燃料消耗 

CO2 包括 主要 CO2排放源。 

CH4 不包括 简化排除。 

N2O 不包括 简化排除。 

施用石灰 

CO2 包括 主要 CO2排放源。 

CH4 不包括 无 CH4排放。 

N2O 不包括 无 N2O 排放。 

粪便管理 

CO2 不包括 根据 IPCC 2006 年清单编制指南，粪

便管理过程中 CO2 排放为生物质降解

过程中的排放，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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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线情景的确定 

通过如下步骤来确定最可能的基线情景： 

第 1 步：确定拟议的可持续草地管理项目的备选土地利用情景 

1a）：确定并列出拟议的可持续草地管理项目活动所有可信的备选土地利用情景。

项目参与方必须确定并列出在未开展可持续草地管理项目活动的情况下，在项目边界

内可能出现的所有现实、可信的土地利用情景。确定的土地利用情景至少需要包含如

下内容： 

i） 继续保持项目活动开始前的土地利用方式。 

ii） 在开始项目活动之前 10 年内，在项目边界内曾经采用的土地利用方式。 

项目参与方参考《用来验证和评估 VCS 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方式

（AFOLU）项目活动额外性的 VCS 工具》以了解如何确定实际、可信的备选土地利

用方式。项目参与方通过可验证的信息来源，证明每种确定的备选利用方式都是现实、

CH4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另外，根据适用条件 5），项目

边界内的粪肥管理方式不发生明显变

化，因此，不包括粪便管理 CH4 排放

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另外，根据适用条件 5），项目

边界内的粪肥管理方式不发生明显变

化，因此，不包括粪便管理 N2O 排放

是保守的。 

动 物 肠 道

发酵 

CO2 不包括 根据 IPCC 2006 年清单编制指南，动

物肠道 CO2 排放为生物质降解过程中

的排放，不包括 

CH4 不包括 可持续草地管理一般减少草地的载畜

量。因此，不包括动物肠道发酵 CH4

排放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动物肠道发酵不排放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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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这些信息来源可以包括土地使用者的管理记录文件、农业统计报告、公开发

布的项目区放牧行为研究结果、参与式乡村项目评估结果和相关方的其它探讨文件、

以及/或者由项目参与方在开始项目活动之前进行或委托他人进行的调查。 

1b）：检查可信的备选土地利用情景方案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强制要求：

项目参与方必须检查确认在 1a)中确定的所有备选土地利用情景都满足如下要求： 

i) 符合所有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强制要求，或者 

ii) 如果某个备选方案不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则必须结合相关强制法律或

法规适用地区的当前实际情况证明：这些法律或法规并没有系统生效，或者不符合其

规定的现象在该地区非常普遍。 

如果确定的一种备选土地利用情景并不满足上述两条标准之一，则必须将该备选

土地利用情景从列表中删除，从而得到一份修改后的可信备选土地利用情景列表，并

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强制要求。 

第 2 步：选择最合理的基线情景。 

2a）：障碍分析：在通过 1b 中创建的可信备选土地利用情景列表之后，必须进行

障碍分析，以确定会阻碍实现这些情景的现实、可信障碍。可能考虑的障碍包括投资、

机构、技术、社会、或生态障碍，在《用来验证和评估 VCS 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

用方式（AFOLU）项目活动额外性的 VCS 工具》第 3 步中有相关介绍。项目参与方

必须说明哪些备选土地利用情景会遇到确定的障碍，并通过可验证的信息来进一步证

明与每种备选土地利用情景相关的障碍的确存在。 

2b）：排除面临实施障碍的备选土地利用情景：将所有面临实施障碍的备选土地

利用情景从列表中删除掉。 

2c）：选择最合理的基线情景（在障碍分析允许的前提下）：如果列表中只剩下

一个备选土地利用情景，则必须将其选择为最合理的基线情景。如果列表内剩下多个

备选土地利用情景，而且其中有一个情景包含继续保持项目活动前的土地利用方式，

并且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在项目活动开始之前的 5 年中，牧民者没有发生变化；在项

目活动开始之前的 5 年中，一直采用项目活动开始时的土地利用方式；在上述 5 年时

间中，相关的强制法律或法规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必须将项目活动开始时的土地利用

方式作为最合理的基线情景。如果列表内剩下多个备选土地利用情景，但是仍然没有

选择最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则进入 2d。 

2d）：评估备选土地利用情景的盈利能力：针对 2b 中保留没有实施障碍的备选土

地利用情景后得到的列表，记录与每种备选土地利用情景相关的成本和收入，并估算

每种备选土地利用情景的成本与收益。必须根据计入期内的净收入净现值来评估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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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情景收益。必须以可以验证的透明方式证明分析所用的经济参数和假设条件

是合理的。 

2e）：选择最合理的基线情景： 2d 中评估的备选土地利用情景中，必须选择收益

最好的情景作为最合理的基线情景。 

如果最合理的基线情景符合本方法第 3 部分规定的适用条件，那么在项目区开展

的可持续草地管理项目活动将可以使用本方法。 

6. 额外性论证 

项目参与方必须借助最新版本的《用来验证和评估 VCS 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

用方式（AFOLU）项目活动附加性的 VCS 工具》来验证项目的额外性。在使用该工

具第 2、3 和 4 步的时候，必须对通过利用本方法第 5 部分所确定的最合理基线情景进

行评估，同时还要评估事前在项目文件中所述的项目情景。如果通过投资分析确定：

将项目活动注册为自愿减排项目不会带来经济收益，因此开展的项目活动不是盈利能

力最强的土地利用情景；或者通过障碍分析确定：基线情景没有障碍，在将项目活动

注册为自愿减排项目不会带来经济收益的情况下不会开展项目活动，那么根据普遍实

践检测的结果，必须将项目视为附加项目。 

 

7. 温室气体减排增汇量的计算 

7.1 基线排放 

1) 施肥造成的基线 N2O 排放 

参照 CDM EB 最新批准的 A/R 方法学工具“Estimation of direct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nitrogen fertilization”i估算肥料施用导致的直接 N2O 排放。肥料类型包括

合成氮肥和有机肥。 

ONtBONtBSNtNDirectON GWPEFFFB
22

28/44)( 1,,,,,
×××+=

−        （1） 

)1(
1

,,,, GASFSFi

I

i
tBSFitBSN FracNCMF −××= ∑

=       （2）
 

)1(
1

,,,, GASMOFj

J

j
tBOFjtBON FracNCMF −××= ∑

=       （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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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DirectONB ,2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tCO2e 

tBSN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合成氮

肥施用量，t-N 

tBON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有机肥

施用量，t-N 

1EF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 t N2O-N/施入的 t-N  

ONGWP
2

 N2O 的增温潜势，298 

tBSFiM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合成氮肥施用量，t 

tBOFjM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有机肥施用量，t 

SFiNC  合成氮肥类型 i 的含氮量，t-N/t 

OFjNC  有机肥类型 j 的含氮量，t-N/t 

GASFFrac  合成氮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 0.1 

GASMFrac  有机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 0.2 

I 合成氮肥类型 

J 有机肥类型 

44/28 N2O 和 N 分子量之比，g mol-1 (g mol-1)-1 

2) 种植豆科牧草的基线 N2O 排放 

为了简便，不计算基线情景下种植豆科牧草造成的 N2O 排放，这是保守的。 

3) 农机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 

基线情景下，草地管理过程中有两类活动消耗化石燃料：一是耕作，二是农用物

资的运输。计算公式为： 

=tFCB ,  ttransportFCttillageFC BB ,,,, +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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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农机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量，

tCO2 

ttillage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tCO2 

ttranspor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

的排放量，tCO2 

利用公式（5）计算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造成的 CO2排放量。 

∑∑
= =

×××=
L

l

K

k
kkCOtBlklktillagettillageFC NCVEFAreaFCB

1 1
,,,,,,,, 2

   （5）
 

其中， 

ttillage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tCO2 

lktillageFC ,,
 农机类型 l 耕作单位面积草地时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量，重量

或者体积/ha 

tBlkArea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 l、化石燃料类型 k 耕作的总面

积，ha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利用农机运送农用物资化的石燃料消耗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根据 CDM EB 最新批

准的“Estimation of GHG emissions related to fossil fuel combustion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ii工具计算。有两种选择，如果农机属于项目参与方，并可监测所有的耗油量

时可采用直接计算方法（如公式（6）），如果农机不属于项目参与者所有、且不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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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耗油量，或者在事前计算减排量时一些主要参数是假设的，这时应采用间接计算方

法，如公式（7a）~(7c)。 

∑∑
= =

××=
L

l
kkCO

K

k
tBlktransportttransportFC NCVEFFCB

1
,

1
,,,,,, 2

    （6）
 

其中， 

ttranspor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的

排放量，tCO2 

tBlktransportFC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运输导致的农机类型 l、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

量，重量或者体积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
= =

×××××=
L

l
kkCOlktBlkltBlk

K

k
ttransportFC NCVEFSECkADTLMTnB

1
,,,,,,,,

1
,, 2

/
 （7a） 

其中， 

ttranspor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排

放量，tCO2 

n  表明回程的载重的参数，当回程装满其他物资时，n =1；当回程

为空车时，n =2。如果项目参与方不能提供回程载重的证据，则

默认n =1，确保项目减排量计算结果的保守型。 

tBlkMT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重

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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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L  农机类型 l 的载重量，t 

tBlkAD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平均单

程距离，km 

lkSECk ,  农机类型 l 消耗燃料类型 k 时的耗油指标，重量或者体积耗油量/t-

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
= =

××××=
L

l
kkCOlktBlk

K

k
tBlkttransportFC NCVEFSECkTDNVB

1
,,,,,

1
,,,,, 2

  （7b） 

其中， 

ttranspor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

油排放量，tCO2 

tBlkNV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农户数 

tBlkTD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每户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运行的距

离（包括往返），km 

lkSECk ,  农机类型 l、使用燃料类型 k 时的耗油指标，重量或体积耗油量

/t-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12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
= =

××××=
L

l

K

k
kkCOlktBlktBlkttransportFC NCVEFSECktTDMTB

1 1
,,,,,,,,,, 2

 （7c） 

其中， 

ttransportFC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

油排放量，tCO2 

tBlkMT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利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重

量，t 

tBlkTD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利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距

离，km 

lkSECkt ,  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消耗量，燃料量 / t-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根据该工具的规定，计算运输距离只需考虑项目边界外装车的最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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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用石灰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 

利用《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第 4 卷（农业、森林和其他土地

利用）第 11 章推荐 Tier1 方法估算施用石灰所产生的 CO2 排放，见公式（8）：  

12/44))()(( ,,,,, ××+×= DolomitetBDolomiteLimestonetBLimestonetLime EFMEFMB
  (8) 

其中，

 

tLimeB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施用石灰所产生的 CO2排放， t CO2  

tBLimestoneM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石灰石 (CaCO3) 的施用量， t 

LimestoneEF  石灰石(CaCO3)的碳排放因子，tC/t 石灰石, LimestoneEF =0.12 

tBDolomiteM ,,  第 t 年基线情景下白云石(CaMg(CO3)2)的施用量，t 

DolomiteEF  白云石 (CaMg(CO3)2) 的碳排放因子，tC/t 白云石， DolomiteEF =0.13 

12/44  CO2 和C分子量之比，g mol-1 (g mol-1)-1 

5) 木本植物的基线固碳量 

如果项目参与方将地上与地下木本生物量作为选择的碳库，那么，活立木植物的

基线固碳量( BRWP )可以使用 CDM EB 批准的最新版本方法学工具“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iii计算。使用该方法学工具的条件为项目区缺乏计算基线条件下的木本生物质

储量变化的数据，且项目开展前林木郁闭度小于 20%。如果项目参与方不考虑地上与

地下木本生物量库，则基线 BRWP 假定为零。 

如果项目参与方考虑地上与地下木本生物量库，计算方法如下： 

现存木本生物质碳储量的平均净增长量（ tBRWP ）计算公式： 

∑ ∑
= =

×××=
J

j

S

s
jtjsbtjsbt CFGABRWP

1 1
,,,,,, 12/44      （9） 

其中， 

tBRWP  第t年基线情景下，现存木本生物质碳储量年平均净增长量，t CO2  

tjsbA ,,,  第t年基线情景下，分层s物种j的面积，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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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sbG ,,,  第t年基线情景下，分层s物种j的单位面积现存木本生物量年平均净增

长量，t 干物质 ha-1  

jCF  物种j 的碳含量 (乔木和灌木的默认值分别为0.50，和0.49)，t C (t 干物

质)-1 

12/44  CO2 与C分子量之比, g mol-1 (g mol-1)-1 

j 代表物种类型 

J 物种数量 

s 代表分层 

S 分层数量 

 

现存木本生物量的年平均净增长量可以采用下述公式评估: 

)1(,,,,,,, jtjsABbtjsb RGG +=        (10) 

其中， 

tjsABbG ,,,,  第t年基线情景下，分层s物种j的现存地上木本生物量的年平均净增长

量，t 干物质 ha-1  

jR  物种j的根冠比，t 干物质 (t 干物质)-1 

6) 基线情景下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由于适用条件之一是自愿碳交易项目必须是在正在退化的土地上开展，因此，可

以保守地假设基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变化为零，即 0=BRS  

BRS  基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变化量， t CO2。 

7) 基线情景下总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量 

总基线排放和减排量可由下式计算： 

BRSBRWPBBBBE ttLimetFCtNDirectONt −−++=
− ,,,2

  (11) 

tBE  项目第 t 年基线温室排放/碳汇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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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项目排放 

1) 施肥造成的项目 N2O 排放 

利用 CDM EB 最新批准的 A/R 方法学工具“Estimation of direct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nitrogen fertilization”ii估算项目活动肥料施用导致的直接 N2O 排放。肥料

类型包括合成氮肥和有机肥。 

ONtPONtPSNtNDirectON GWPEFFFP
22

28/44)( 1,,,,,
×××+=

−    （12） 

)1(
1

,,,, GASFSFi

I

i
tPSFitPSN FracNCMF −××= ∑

=      （13）
 

)1(
1

,,,, GASMOFj

J

j
tPOFjtPON FracNCMF −××= ∑

=      （14） 

其中， 

tNDirectONP ,2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项目边界内施肥造成的 N2O 直接排放，

tCO2e 

tPSN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合成

氮肥施用量，t-N 

tPONF ,,  扣除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 N 以外,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有机

肥施用量，t-N 

1EF  肥料的 N2O 排放因子, tN2O-N/施入的 t-N  

ONGWP
2

 N2O 的增温潜势，298 

tPSFiM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合成氮肥施用量，t 

tPOFjM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有机肥施用量，t 

SFiNC  合成氮肥类型 i 的含氮量，t-N/t 

OFjNC  有机肥类型 j 的含氮量，t-N/t 

GASFFrac  合成氮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 0.1 

GASMFrac  有机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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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合成氮肥类型 

J 有机肥类型 

2) 种植豆科牧草造成的项目排放 

只考虑项目活动种植的豆科牧草的排放量。可通过下式计算: 

ONtPCRtON GWPEFFP
NF 22

28/441,,, ×××=      (15) 

其中， 

tON NF
P ,2  第 t 年内，项目边界内种植豆科牧草造成的项目 N2O 排放, tCO2e 

tPCRF ,,  第 t 年内，项目活动豆科牧草返还到土壤中氮的数量 (包括地上与地

下), t N 

1EF  由豆科牧草进入到草地土壤中的氮的 N2O 排放因子 , kg N2O-N (kg 

N 输入)-1。 项目参与方可使用项目区内的相关文献中的 N2O 排放因

子。如果难以获得国家具体值，则使用 IPCC 推荐的默认值(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第 4 卷 AFOLU，表 11.1)，

或任何关于 AFOLU 的 IPCC 优良做法指南。 

ONGWP
2

 N2O 的增温潜势，298 

44/28 N2O 和 N 分子量之比，g mol-1 (g mol-1)-1 

 

∑
=

××=
G

g
PgcontenttPgtPgtPCR NCropAreaF

1
,,,,,,,,

  (16) 

其中， 

tPgArea ,,  第 t 年，项目活动豆科牧草 g 的种植面积，ha。采用专家调查的方法

获得项目边界内的 tPgArea ,,
数据。 

tPgCro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豆科牧草 g 返回到草地土壤中的干物质量，包括

地上部和地下部， t 干物质 ha-1 。项目参与方可使用项目区内相关文

献中的 tPgCrop ,,
数值。如果难以获得国家具体值，需要进行测量以

获得 tPgCrop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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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contentN ,,

 

豆科牧草 g 中干物质氮的含量, tN t 干物质-1。项目参与方可使用项目

区内相关文献中的 PgcontentN ,,
数值。如果国家具体值难以获得，需要

进行测量以获得 PgcontentN ,,
数据。  

G 豆科牧草种类 

3) 化石燃料利用导致的 CO2排放 

项目活动下草地管理过程中有两类活动消耗化石燃料：一是耕作，二是农用物资

的运输。计算公式为： 

ttransportFCttillageFCtFC PPP ,,,,, +=        (17) 

其中， 

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农机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量，

tCO2 

ttillage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tCO2 

ttranspor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

的排放量，tCO2 

 

利用公式（18）计算项目活动使用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造成的 CO2排放量。 

∑∑
= =

×××=
L

l
kkCOtPlk

K

k
lktillagettillageFC NCVEFAreaFCP

1
,,,,

1
,,,, 2

                        （18） 

其中，  

ttillage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使用农机耕作燃油排放量，tCO2 

lktillageFC ,,  农机类型 l 耕作单位面积草地时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量，重量或者

体积/ha 

tPlkArea ,,,  第 t 年项目活动使用农机类型 l、化石燃料类型 k 耕作的总面积，

ha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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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利用农机运送农用物资化石燃料消耗造成的基线 CO2排放根据 CDM EB 最新批准

的“Estimation of GHG emissions related to fossil fuel combustion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iv工具计算。有两种选择，如果农机属于项目参与方，并可监测所有的耗油量

时可采用直接计算方法（如公式（19）），如果农机不属于项目参与者所有、且不能

监测耗油量，或者在事前计算减排量时一些主要参数是假设的，这时应采用间接计算

方法，如公式（20a）~(20c)。 

∑∑
= =

××=
L

l
kkCO

K

k
tPlktransportttransportFC NCVEFFCP

1
,

1
,,,,,, 2

   （19）
 

其中， 

 ttranspor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运送与草地管理有关的农用物资的燃

油排放量，tCO2 

tPlktransportFC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运输导致的农机类型 l、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

量，重量或者体积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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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

l
kkCOlktPlkltPlk

K

k
ttransportFC NCVEFSECkADTLMTnP

1
,,,,,,,,

1
,, 2

/
 （20a） 

其中， 

ttranspor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排放

量，tCO2 

n  表明回程的载重的参数，当回程装满其他物资时，n =1；当回程为

空车时，n =2。如果项目参与方不能提供回程载重的证据，则默认

n =2。 

tPlkMT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重量，t

lTL  农机类型 l 的载重量，t 

tPlkAD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平均单程

距离，km 

lkSECk ,  农机类型 l、使用燃料类型 k 时的耗油指标，重量或体积耗油量/t-

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
= =

××××=
L

l
kkCOlktPlk

K

k
tPlkttransportFC NCVEFSECkTDNVP

1
,,,,,

1
,,,,, 2

  （20b） 

其中， 

ttranspor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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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tCO2 

tPlkNV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农户数 

tPlkTD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运行的距离（包括

往返），km 

lkSECk ,  农机类型 l、使用燃料类型 k 时的耗油指标，耗油量（重量或体积）

/t-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耗油量（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
= =

××××=
L

l

K

k
kkCOlktPlktPlkttransportFC NCVEFSECktTDMTP

1 1
,,,,,,,,,, 2

 （20c） 

其中， 

ttransportF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运输与草地管理相关的农用物资的燃油

排放量，tCO2 

tPlkMT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重

量，t 

tPlkTD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每户使用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运送物资的总

距离，km 

lkSECkt ,  农机类型 l、燃料类型 k 的消耗量，燃油量（重量或体积） / t-km 

kCOEF ,2
 燃料类型 k 的排放因子，tCO2 /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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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CV  燃料类型 k 的净热值，GJ/燃油量（重量或体积） 

k 燃料类型 

K 使用的燃料类型数量 

l 农机类型 

L 农机类型数量 

 

4) 石灰施用造成的项目 CO2排放 

利用《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第 4 卷（农业、森林和其他土地

利用）第 11 章推荐 Tier1 方法估算项目活动施用石灰所产生的 CO2 排放：  

 

12/44)()(( ,,,,, ××+×= DolomitetPDolomiteLimestonetPLimestonetLime EFMEFMPE
  (21) 

其中，

 

tLimePE ,  第 t 年项目活动施用石灰所产生的 CO2排放， t CO2 

tPLimestoneM ,,
 第 t 年项目活动石灰石 (CaCO3) 的施用量， t 

LimestoneEF  石灰石 (CaCO3)的碳排放因子，tC/t 石灰石, LimestoneEF =0.12 

tPDolomiteM ,,
 第 t 年项目活动白云石(CaMg(CO3)2)的施用量，t 

DolomiteEF  白云石 (CaMg(CO3)2) 的碳排放因子，tC/t 白云石， DolomiteEF =0.13 

12/44  CO2 和C分子量之比，g mol-1 (g mol-1)-1 

5) 木本生物量的项目固碳量 

如果项目参与方选择包括地上部的木本生物质碳库，应采用-“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iv工具

计算木本生物量的项目固碳量（ tPRWP ）。如果项目参与方不考虑地上与地下木本生

物质碳库时，可假定木本生物量的项目固碳量（ tPRWP）为零。 

项目开展第t年现存木本生物质碳储量的平均净增长量（ tPRWP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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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J

j

S

s
jtjsptjspt CFGAPRWP

1 1
,,,,,, 12/44     （22） 

其中， 

tPRWP  第t年项目活动下现存木本生物质碳储量的净变化量，t CO2 

tjspA ,,,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物种j的面积，ha 

tjspG ,,,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物种j的单位面积现存木本生物量（地上+地下）

年平均净增长量，t 干物质 ha-1  

jCF  物种j 的碳含量 (乔木和灌木的默认值分别为0.50，和0.49)，t C (t 干物

质)-1 

12/44  CO2 与C分子量之比, g mol-1 (g mol-1)-1 

j 代表物种类型 

J 物种数量 

s 代表分层 

S 分层数量 

在某一分层内，每种物种的木本生物质碳储量（地上部和地下部碳储量）的净增

加量可由下式计算：  

)1(,,,,,,, jtjsABptjsp RGG +=        (23) 

其中， 

6) 项目活动下的土壤碳储量变化 

可持续草地管理措施主要影响土壤碳库。项目参与方有两种选择方式计算土壤碳

库的变化：1）采用模型；2）直接测量土壤有机碳。如果有研究结果（例如文献或者

项目参与方已经开展的工作）可证明拟选用的模型适用于项目区，则该模型可用于评

tjsABpG ,,,,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物种j现存地上部木本生物量的净增加量，t 

干物质 ha-1  

jR  物种j的根冠比，t 干物质 (t 干物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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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土壤碳储量变化。否则，要求直接测量土壤有机碳。模拟或直接测量的土壤深度为

表层 30 厘米。 

选择 1: 模型方法 

第一步：计算达到平衡状态时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和时间 

采用一种公认且通过项目区验证的模型（如 CENTURY、DNDC) 估算不同分层、

不同管理措施下土壤有机碳储量达到平衡状态时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Equilms G
SOC ,, ）和

时间（
GmsD , ）。 

第二步：计算项目周期内的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情景 1：如果项目周期内土壤碳储量已达到平衡状态 

如果项目周期内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已达到平衡状态，项目开始

至土壤有机碳密度达到平衡时之间的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年均土壤碳密度变化

（
GmsSOC ,Δ ）和项目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tPR ）可用公式 24 和公式 25 计算。 

 

G

G

G

ms

BaselinesEquilms

ms
D

SOCSOC
SOC

,

,,,

,

−
=Δ          

  （24） 

其中， 

GmsSOC ,Δ  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年均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tC ha-1 

Equilms G
SOC ,,  估算的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土壤碳密度达到平衡时表层 30 厘

米土层的土壤碳储量, tC ha-1 

BaselinesSOC ,  基线情景下分层 s 表层 30 厘米土层的土壤碳密度，tC ha-1 

GmsD ,  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下土壤有机碳密度达到平衡的时间，年 

s 代表分层 

Gm  代表管理措施 

项目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tPR ）: 

∑ ∑ ×Δ•=
s m

mstmst

G

GG
SOCPAPR

12

44
,,,

   (2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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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R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土壤碳储量变化，t CO2e 

tms G
PA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 管理措施的 Gm

的面积，ha 

在土壤碳储量达到平衡至项目结束时的
GmsSOC ,Δ 和 tPR  均为 0。 

情景 2：如果项目周期内土壤碳密度尚未达到平衡状态 

如果项目周期内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尚未达到平衡状态，项目开

始至项目结束时的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年均土壤碳密度变化（
GmsSOC ,Δ ）可用公式 26

计算，项目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tPR ）还可用公式 25 计算。 

CP

SOCSOC
SOC BaselinesCPms

ms
G

G

,,,

,

−
=Δ  (26) 

其中， 

GmsSOC ,Δ  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年均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tC ha-1 

CPms G
SOC ,,  模拟的项目结束时分层 s 管理措施 Gm

的表层 30 厘米土层的

土壤碳密度, tC ha-1 

BaselinesSOC ,  基线情景下分层 s 表层 30 厘米土层的土壤碳密度，tC ha-1 

CP  项目周期，年 

s 代表分层 

Gm  代表管理措施 

 

项目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tPR ）还可利用公式 25 计算。 

 
 

选择 2: 直接测量土壤有机碳 

第一步：计算土壤有机碳监测样点数 

使用 “A/R CDM 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e plots for measurements with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 工具计算监测样本数量。 

 

第二步：土壤采样、储存、测定等 

为了测定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需要采用国家标准（如土壤采样标准）方法对土

壤进行采样、处理和储存、测定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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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分层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i的土壤有机碳储量计算 

公式（27）用于估算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地片p、抽样地点i的土壤有机碳储

量。  

1.0)1( ,,,,,,,,,,,,
×−×××= timstimstimsSOC GGGtiGms

FCDepthBDSOCP    (27) 

 

其中， 

tiGmsSO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 i 表层 30cm 土

壤的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a-1 

tims G
SOC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 i 表层 30cm 土

壤的平均有机碳含量，g C/1000g 土壤 

tims G
BD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 i 表层 30cm 土

壤的土壤容重，g cm-3 

Depth  表层土壤深度（30cm），cm 

tims G
FC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 i 表层 30cm 土

壤的直径大于 2mm 的砾石、根茎和其他枯木残余物所占的百分

比， %  

0.1 转换系数 

s 代表分层 

i  代表监测样点 

Gm  代表管理措施 

 

第四步：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
=

=
I

i
SOCSOC IPP

tiGmstGMs

1

/)(
,,,,,        (28)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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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MsSO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t C ha-

1 

I 分层 s、管理措施 Gm
的监测样点总量  

 

第五步：分层 s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
=

=
M

m
SOCSOC

G

tGMsts
MPP

1

/)(
,,,        (29) 

其中， 

tsSO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 的平均碳密度， t C ha-1 

M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土层 s 管理措施的数量  

 

第六步：计算项目活动下土壤碳储量 

公式（30）用于计算第 t 年项目活动下所有分层土壤的平均碳储量。  

∑
=

×=
S

s
sSOCt APP

ts

1

)(
,        (30) 

其中， 

tP  第 t 年项目活动的总碳储量，t C 

tsSOCP
,

 第 t 年项目活动下分层 s 的平均碳储量， t C ha-1 

sA  分层 s 的总面积 

S 项目活动下分层的总数量 

 

第七步：计算项目活动下土壤碳储量变化 

项目开始到第一次监测，年均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可由公式 3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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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4, ×

×−
= ∑

n

ASOCP
PR sbaselinest

t
 (31)

 

baselinesSOC ,  在项目活动开始时，基线情景下分层 s 的土壤碳储量，t C ha-1 

n 项目开始至第一次监测的时间，年 

7) 项目活动下导致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可持续草地管理活动导致的净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下式计算：
 
tttLimetFCtONtNDirectONt PRPRWPPPPPPE

NF
−−+++=

− ,,, ,22
  (33) 

其中， 

tPE  可持续草地管理活动第 t 年的项目温室气体净排放，t CO2e  

7.3 泄漏 

三种潜在泄漏源如下： 

a) 项目边界外的粪便施用到边界内造成项目边界外土壤有机碳降低或用于供热和

炊事的化石燃料用量增加，而导致泄漏排放量； 

b) 减少了项目边界内粪便作为能源的利用率，造成烹饪和取暖所用的非可再生能

源薪柴燃料或者化石燃料用量增加，而造成的排放量； 

c) 在项目边界外租用放牧草场，造成的排放量。 

潜在泄漏源 a)和 b) 受到适用条件 4) 和 6)的限制，a) 和 b) 泄漏排放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可持续性草地管理而言，在项目减排计量期内牲畜数量可能下降。根据适用条件

8），项目区域的牧民均与当地政府签订了草畜平衡责任书，即使发生项目外农户将草

地租用给项目户的情况发生，也不会造成草场退化。因此，也可以排除租用放牧草场

造成的泄漏。 

 

7.4 减排量的计算 

项目活动的年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使用下述公式计算： 

tttt LEPEBER −−=Δ        （3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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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Δ  第 t 年的年总温室气体减排量，  t CO2e 

tLE  第 t 年的泄漏排放，t CO2e 

表 3: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ONGWP
2

 

数据单位: kg CO2 e (kg N2O)-1 

描述: N2O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来源: 从IPCC第二评估报告或者之后的评估报告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298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1EF

数据单位: kg N2O-N (每kg施入的N)-1 

描述: 施用氮肥的N2O 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项目区相关文献。如果区域、国家具体值难以

获得，可以使用 2006 IPCC 清单指南（第 4 卷 -表
11.1）、任何该 IPCC 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

本和任何关于 AFOLU 的优良做法指南中的默认值。 

采用的数据: 0.01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BSFi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基线下所使用的合成氮肥类型i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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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氮肥施用量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肥料使用或者采购记

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每公顷所使用的

合成氮肥量应从项目活动开始前的实地调查中获得。在

这种情况下，每公顷所使用的合成氮肥实际量就等于调

查数据的平均值减掉每公顷所使用的合成氮肥的标准误

差，以符合基线N2O排放的保守估计值。所使用的合成氮

肥总量就等于每公顷所使用的合成氮肥质量的实际值乘

以项目活动中草地的总面积。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BOFj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基线下所使用的有机肥类型j的重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有机肥施用量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有机肥料使用记录

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每公顷所使用的有

机肥量应从项目活动开始前的实地调查中获得。在这种

情况下，每公顷所使用的有机肥实际量就等于调查数据

的平均值减掉每公顷所使用的有机肥的标准误差，以符

合基线N2O排放的保守估计值。所使用的有机肥总量就等

于每公顷所使用的有机肥量的实际值乘以项目活动中草

地的总面积。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SFiNC  

数据单位: g-N (g 合成氮肥料)-1 

描述: 所使用的合成氮肥类型i的含氮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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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合成氮肥中含氮量可从制造标签的说明中取得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OFjNC  

数据单位: g-N (g 有机肥料)-1 

描述: 所使用的有机肥类型j的含氮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有机肥中含氮量可在实验室中测量获得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GASFFrac  

数据单位: N kg /(kg 施N量) 

描述: 合成氮肥类型i以NH3 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文献。如果区域、国家特征值难以获得，可以

使用2006 IPCC清单指南（第4卷-表 11.1）、任何IPCC清
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和任何关于AFOLU的

优良做法指南中的默认值。 

采用的数据: 0.10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GASMFrac  

数据单位: N kg /(kg 施N量) 

描述: 有机肥类型j以NH3 和 NOx形式挥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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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文献。如果区域、国家特征值难以获得，可以

使用2006 IPCC清单指南（第4卷-表 11.1）、任何IPCC清
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和任何关于AFOLU的

优良做法指南中的默认值。 

采用的数据: 0.20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lktillageFC ,,

数据单位: 重量或者体积/ha 

描述: 农机类型l耕作单位面积草地时消耗的燃料类型k的量 

数据来源: 从农机生产厂商提供的农机类型l的说明书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tBlkArea ,,,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类型k耕作的

总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类型k
耕作面积记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需要

在项目活动开始前进行实地调查中获得。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tBlktransport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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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重量或者体积 

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运输导致的农机类型l、消耗的燃料类型

k的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基线情景下用于运输农用物资的农机消耗的燃料类型k的
量，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不同农机使用的不同燃料量

的记录或者采购记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

则应从项目活动开始前的实地调查中获得。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kCOEF ,2  

数据单位: tCO2 GJ-1 

描述: k型燃料的CO2 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采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网址cdm.ccchina.gov.cn。 

如果区域、国家特征值难以获得，可以使用2006 IPCC清
单指南第2卷表1.4、或者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

或部分更新版本。 

采用的数据: 2006 IPCC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下的表1.4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kNCV

数据单位: GJ/重量或体积 

描述: 燃料类型k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采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网址cdm.ccchina.gov.cn。 

如果区域、国家特征值难以获得，可以使用2006 IPCC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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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指南第2卷表1.2、或者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

或部分更新版本。 

采用的数据: 2006 IPCC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下的表1.2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BlkMT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基线情景下农机类型l运送物资的总重量 

数据来源: 
需要以项目开始3年前的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运送

物资的总重量记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

需要在项目活动开始前进行实地调查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lTL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农机类型l的载重量 

数据来源: 从农机生产厂商提供的农机类型l的说明书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tBlkAD ,,,

数据单位: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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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运送物资的

平均单程距离 

数据来源: 

需要以项目开始3年前的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

类型k运送物资的平均单程距离记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

得这些记录，则需要在项目活动开始前进行实地调查中

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lkSECk ,

数据单位: 重量或体积耗油量/吨-公里 

描述: 农机类型l消耗燃料类型k时的耗油指标 

数据来源: 从农机生产厂商提供的农机类型l的说明书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tBlkNV ,,,

数据单位: - 

描述: 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的农户数 

数据来源: 
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基线情景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

类型k的数量记录为基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需

要在项目活动开始前进行实地调查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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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tBlkTD ,,,

数据单位: 公里 

描述: 
基线情景下农户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的运行距离

（包括往返） 

数据来源: 

需要以项目开始前3年的基线情景下某一农户使用的农机

类型l、燃料类型k的运行的距离（包括往返）记录为基

础。如果难以获得这些记录，则需要在项目活动开始前

进行实地调查中获得。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 

其他评论: - 

 
 

数据/参数: LimestoneEF

数据单位: tC /t石灰石 

描述: 石灰石(CaCO3)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2006 IPCC清单指南，任何任何该清单指南的改进版本或

部分改进版本和任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 

采用的数据: 0.12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使用能够代表当地情况的、经同行审议的文献中的数

据。如果这一数据难以获得，可以使用2006 IPCC清单指

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

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中的默认值。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DolomiteEF

数据单位: tC /t白云石 

描述: 白云石 (CaMg(CO3)2)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2006 IPCC清单指南，任何任何该清单指南的改进版本或

部分改进版本和任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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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数据: 0.13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使用能够代表当地情况的、经同行审议的文献中的数

据。如果这一数据难以获得，可以使用2006 IPCC清单指

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

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中的默认值。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BLimestone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石灰石(CaCO3)的使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利用石灰石使用时的记录或者采购记录确定石灰石

(CaCO3) 施用量。如果不能获得石灰石用量记录，则假定

石灰石用量为零。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BDolomite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白云石的施用量(CaMg(CO3)2)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利用石灰石使用时的记录或者采购记录确定白云石

(CaMg(CO3)2) 施用量。如果不能获得白云石用量记录，

则假定白云石用量为零。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jsbA ,,,  

数据单位: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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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分层s物种j的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可以通过项目活动开始前在基线情景调查中获得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jCF  

数据单位: 吨C/吨 干物质 

描述: 物种j的碳组分 

数据来源: 
A/R CDM方法学工具 “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采用的数据: 树木：0.50 ； 灌木：0.49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jR  

数据单位: 吨 干物质/吨 干物质 

描述: 物种 j的根冠比 

数据来源: 
A/R CDM方法学工具“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采用的数据: 树木：0.26 ； 灌木树种：0.40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jsAB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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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吨 干物质/公顷 

描述: 
第t年基线情景下，分层s物种j的现存地上木本生物量的

年平均净增长量。 

数据来源: 

经同行审议的适用于项目区域的科学文献、2003 GPG 
LULUCF、2006 IPCC清单指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

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

南中的默认值。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经同行审议的适用于项目区域的科学文献。如果不能获

得这些数据，可从2003GPG LULUCF、2006 IPCC清单指

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

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中选取默认值。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jsABpG ,,,,  

数据单位: 吨 干物质/公顷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物种j现存地上部木本生物量的

净增加量。 

数据来源: 

经同行审议的适用于项目区域的科学文献、2003GPG 
LULUCF、2006 IPCC清单指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

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

南中的默认值。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经同行审议的适用于项目区域的科学文献。如果不能获

得这些数据，可从2003GPG LULUCF、2006 IPCC清单指

南、任何IPCC清单指南的更新版本或部分更新版本、任

何关于AFOLU的优良做法指南中选取默认值。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Equilms G
SOC ,,

数据单位: 吨C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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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在平衡状态下，分层s30厘米土壤表层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可以根据模型输出结果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BaselinesSOC ,  

数据单位: tC ha-1 

描述: 基线情景下，分层s30厘米土壤表层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

法和程序的描述: 

在项目开始前，在每个抽样点采集3个样品并将样品送至

有检验资质的实验室，以分析 BaselinesSOC , 数值。在计量期

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其他评论: 每5年监测一次，从第5年的生长期结束开始直到计量期

结束 
 

数据/参数: 
GmsD ,

数据单位: 年 

描述: 
管理措施改变后土壤有机碳要达到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时

间。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采用的数据: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

和程序的描述: 
管理措施改变后土壤有机碳要达到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时

间可从文献、本地或区域性研究或者模型模拟获得。 

其他评论:  



 

40 
 

8. 监测计划 

8.1 监测计划说明 

8.1.1 项目实施监测 

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记录并提供以下信息： 

i. 项目参与牧户记录 

项目参与方应记录每一个参与可持续性草地管理项目的牧户信息，包括每户的编

号、户主姓名、草地的地理位置及参加协议的时间。 

ii. 记录所有草地项目边界的地理位置  

项目参与方应建立、记录并保存项目边界的地理坐标，以及边界内部的任何分层

情况。地理坐标可通过实地勘测（如全球定位系统）或使用地理空间数据（如地图、

GIS 数据库）来确定。 

iii. 草地管理记录 

项目参与方应记录项目减排计量期内实际采取的管理措施。 

8.1.2 抽样设计和分层 (选择 2) 

对项目区进行合理分层，可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测量精度，或者在不

减小测量精度的情况下降低成本。项目参与方必须事先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描述项目分

层情况。在项目减排计量期内，事先确定的分层边界与数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

在选择分层抽样之前应满足下述各项条件： 

 在抽样之前必须对种群进行分层 

 分类必须详尽且不交叉（即：所有种群元素都必须准确分类）。 

 各分层必须具有不同的特征或性能；否则不能保证简单随机抽样的精度。 

 在每一个分层中进行简单抽样。 

分层更新 

由于下列原因，在采取措施后的分层需要进行更新：  

 在项目减排计入期内会出现意外的干扰（例如：由于火灾、虫害或疾病爆

发），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原本处于均质状态的分层；  

 草地管理活动的实施方式（种草）可能会影响现有各个分层。 



 

41 
 

取样数量 

该方法学使用 CDM 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最新版本工具“A/R CDM 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e plots for measurements with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v”确定每一分

层的样本大小。整个项目估算的目标精度在 95%的置信区间上采用 15%的精度水平。 

8.2 需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当采用方法学中所有相关公式事先估算固碳的净温室气体减排量时，项目参与方

需要监测的各项参数如下： 

1）估算肥料施用造成的 N2O 排放时，每一次施肥都应记录施肥时间、氮肥施用

量、肥料类型、氮含量。 

2）估算种植豆科牧草N2O的排放时，应记录每年种植豆科牧草的面积、豆科牧草

每年返还到草地中的干物质量，包括地上部和地下部、豆科牧草干物质的含氮量。 

3）估算由于化石燃料消耗所造成的年CO2 排放时，应记录使用时间、机具类型、

燃油类型、燃油消耗量。 

4）估算石灰使用造成的CO2 排放时，每一次施用石灰时应记录施用时间、石灰类

型、用量。 

5）在计入期期间，应记录每一层的乔木和灌木面积。 

6）如果利用模型估算土壤有机碳变化时，应记录不同管理措施管理措施实施时间、

管理措施涉及的草地面积。如果采用选择2的方法估算土壤有机碳变化，则应在计量期

内每隔5年监测一次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的容重、含有直径大于2mm的岩石、根茎以

及其他枯木残留物所占的百分比等参数。在土壤有机碳分析中实施的土壤采样、操作

和储存、处理和测量以及质量控制程序应符合经同行审议的科学标准或国家标准。 

表 4: 监测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tPSFi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合成氮肥类型i的施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施肥时由参与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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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记录的频率: 计入期内每一次施用时农户记录施用量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天平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计入期内，每一农户在施用时都记录合成氮肥类型i的施

用量，然后计算所有项目户的合成氮肥施用总量。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POFj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有机肥类型j的施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施肥时由参与方记录 

监测/记录的频率: 计入期内每一次施用时农户记录施用量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天平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计入期内，每一农户在施用时都记录有机肥类型j的施用

量，然后计算所有项目户的有机肥施用总量。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PgArea ,,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固氮牧草g的年均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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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记录所有参与农户拥有的固氮牧草面积。电子档案保留

至计量期结束后2年。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年记录一次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GPS或米尺 

QA/QC程序: 如果记录和新测定值存在的差异超过10%，则应同负责

测量的员工探讨差异产生原因，如果有必要，则需重新

测量 tPgArea ,,  。 

计算方法: 第t年，项目活动下所有豆科牧草种植面积之和。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PgCrop ,,  

数据单位: t 干物质/公顷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豆科牧草地上部和地下部年均返回到

草地土壤中的干物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测量第t年内项目活动下豆科牧草的地上部和地下部年均

返回到草地土壤中的干物质量。种植豆科牧草地块样本

容量应确保在95%的置信区间里达到15%的精度水平，在

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进行电子存档。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年，在生长季结束时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天平 

QA/QC程序: 由专家或有经验的员工负责采集样品。如果历史记录与

新测定值存在的差异超过10%，则应同负责测量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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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产生差异原因，如果有必要，则重新测量 tPgCrop ,,
。 

计算方法: -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P,,gcontentN  

数据单位: 吨 氮/吨 干物质 

描述: 项目活动下豆科牧草 g 的干物质的含氮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项目参与方可使用针对项目区的经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献

中的 P,,gcontentN 数值。如果国家特征值难以获得，需要在

项目活动开始之前，在项目边界内进行专家勘测，以便

获取 P,,gcontentN 数值。 

P,,gcontentN 测量程序：在每一个样本地块中的每一个豆科

牧草中选择三个样本点用于采集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

下），将样品送至有检验资格的实验室，分析生物量中

的含氮量。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年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不相关 

QA/QC程序: 
应有专家或有经验的员工负责采集样本并送至有检验资

格的实验室，以分析生物量中的含氮量。 

计算方法: 不相关 

其他评论: 在计入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kArea ,,,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项目活动第t年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耕作的总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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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记录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
耕作的总面积 

监测/记录的频率: 使用农机耕作之后立即记录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每次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耕作后记录耕作的面积，

将每年农户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耕作的面积求和得

出每年农户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耕作的总面积。所有农

户的记录结果之和得出使用农机类型l、化石燃料k耕作的

总面积。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ktransportFC ,,,,  

数据单位: 重量或者体积 

描述: 项目活动下运输导致的农机类型l、消耗的燃料类型k的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记录农机类型l、耕作消耗

燃料类型k的燃料量。 

监测/记录的频率: 使用农机之后立即记录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在农用机具上安装油量计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每次农机使用后记录所消耗的燃油量。所有农户的记录

结果之和得出农机类型l消耗燃料类型k的燃料量。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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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tPlkMT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项目活动第t年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运送物资的总

重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记录农机使用时间、农机

类型l、燃料类型k送物资的重量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次使用农机后记录，每年汇总一次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每次农机使用后记录农机类型l送物资的重量，所有农户

的农机类型l运送物资的重量之和即为 tPlkMT ,,,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kAD ,,,  

数据单位: 公里 

描述: 
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运送物资的平均单

程距离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记录农机使用时间、农机

类型l、燃料类型k运输农用物资时行走的单程距离。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次使用农机后记录，每年汇总一次 

采用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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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 -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每次农机使用后记录所行走的单程距离。所有农户的记

录结果的平均得出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单程的距

离。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kNV ,,,  

数据单位: - 

描述: 项目活动下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的农户数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记录施用的农机类型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次使用时记录，每年汇总一次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每个农户记录农机类型，然后相同农机类型相加得出使

用农机类型l的农户数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kTD ,,,  

数据单位: 公里 

描述: 
项目活动下农户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类型k运送物资的总

距离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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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和过程: 
每个农户（或农机服务单位）使用时间、农机类型、使

用燃料、运行往返距离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次使用农机之后记录，每年汇总一次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农户每次农机使用后记录所运行的距离。每个农户的记

录结果之和得出项目活动下该农户使用农机类型l、燃料

类型k运送物资的总距离。 

其他评论: 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档。 

 

数据/参数: tPLimestoneM ,,  

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石灰石 (CaCO3) 的年施用总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参与方在施用石灰石后立即进行记录。 

监测/记录的频率: 第t年计量期内的每次施用量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天平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PDolomi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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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吨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白云石 (CaMg(CO3)2) 的年总施用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参与方在白云石施用后立即进行记录。 

监测/记录的频率: 第t年计量期内的每次施用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天平 

QA/QC程序: IPCC (2003)第5章， IPCC (2000) GPG第8章 

计算方法: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jspA ,,,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分层 s 物种 j 的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地图、影像图像、田间GPS测量。 需要水平投影面积。 

监测/记录的频率: 第t年生长季开始时监测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GPS或刻度尺 

QA/QC程序: 如果乔木和灌木的面积历史记录与新测定值存在的差异

超过10%，则应同负责测量的员工探讨产生差异原因，

如果有必要，应重新测量 。 

计算方法: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乔木和灌木的总面积。 

其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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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tms G
PA ,,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分层s管理措施的 Gm
的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记录采取草地管理措施的面积。在计入期及之后的2年内

进行电子存档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年在实施管理后记录和报告管理区面积和管理措施详

细记录。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GPS或者刻度尺 

QA/QC程序: IPCC(2003) 第5章， IPCC (2000) 第8章。 

计算方法: 实施管理措施的总草地面积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ims G
SOC ,,,  

数据单位: g C/1000g 

描述: 分层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i表层30cm土壤的平均有

机碳含量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在每个抽样点采集3个样品并将样品送至有检验资质的实

验室，以分析 tims G
SOC ,,, 数值。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

行电子存档。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5年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第四季度 

采用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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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 总碳分析仪 

QA/QC程序: 专家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采集土壤样品并由有资质

的实验室测量有机碳含量。 

计算方法: -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ims G
BD ,,,  

数据单位: g cm-3 

描述: 分层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i表层30cm土壤的土壤容

重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在每个抽样点采集3 种样品并将样品送至有资质的实验室

分析 tims G
BD ,,, 数值。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电子存

档。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5年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第四季度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环刀、 烘箱和天平 

QA/QC程序: 由专家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采集土壤样品并由有资

质的实验室测量土壤容重 

计算方法: 土壤重量除以土壤体积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tims G
FC ,,,  

数据单位: % 

描述: 第t年项目活动下，分层s、管理措施 Gm
、监测样地i表层

30cm土壤的直径大于2mm的砾石、根茎和其他枯木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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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占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在每个抽样点采集3 个样品并将样品送至有资质的实验

室，以分析 tims G
FC ,,, 数值。在计量期及之后的2年内进行

电子存档。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5年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第四季度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2mm直径筛网 

QA/QC程序: 由专家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采集土壤样品并由有资

质的实验室测量 tims G
FC ,,, 数值 

计算方法: 用直径大于2mm的岩石、根茎和其他枯木残余物的重量

除以总土壤重 

其他评论:  

 

数据/参数: sA  

数据单位: 公顷 

描述: 分层s的总面积 

数据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定方法和过程 记录每一块采取可持续管理的草地分层s的面积，然后进

行求和 

监测/记录的频率: 每年记录和报告每一块采取可持续管理的草地分层s的总

面积 

采用的数据: - 

监测设备: GPS或者刻度尺 

QA/QC程序: IPCC (2003)第 5章、IPCC(2000) 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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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每块土地分层s的总面积 

其他评论:  

 

 

 

                                                            

i Estimation of direct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nitrogen fertilization.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ARmethodologies/tools/ar-am-tool-07-v1.pdf/history_view 

ii Estimation of GHG emissions related to fossil fuel combustion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ARmethodologies/tools/ar-am-tool-05-v1.pdf 

iii 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ARmethodologies/tools/ar-am-tool-14-v3.0.0.pdf 

iv Estimation of GHG emissions related to fossil fuel combustion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ARmethodologies/tools/ar-am-tool-05-v1.pdf 

v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e plots for measurements with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ARmethodologies/tools/ar-am-tool-03-v2.1.0.pdf/history_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