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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草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机碳储量约占世界陆地生态系统三分

之一左右，是陆地上仅次于森林的第二大碳库。我国草原生态系统每公顷草原的有机

碳存储约 85.4±9.0（吨），每年新增碳储量达 4 亿吨，其中 90%的碳存储在土壤有机

质中。实施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活动、核查固碳量，推动固碳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助力草原生态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北省草原资源十分丰富，根据《河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全省草地面积 2900余万亩，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市。其中，河北省塞罕

坝林草资源丰富，人工林集中连片，大面积草原连绵起伏，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

“地球卫士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两山”理念实

践，更好落实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指导草原生态系统固碳计量与监测，实现草原

固碳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进而推动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和价值转化，

特编制《河北省塞罕坝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方法学》。 

本方法学由生态环境、草原、方法学等相关领域专家编制而成，在参照《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林业方法学模板和

CDM 项目有关方法学工具、方式和程序的基础上，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和《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AR-CM-001-V01）、

《可持续草地管理温室气体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学》（V01）、《河北省白洋淀芦苇

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方法学》（V01）等相关规定和表述，在适用条件、额外性论证、

固碳量核算、核证等方面进行了简化和探索创新，以保证本方法学既满足自愿减排机

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要求，又符合河北省实际。 

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对《河北省塞罕坝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方

法学》进行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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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落实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规范草原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核算、核证，

确保项目固碳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推动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的开发和价值

实现，结合河北省草原实际，编制《河北省塞罕坝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方法学》

（版本号 V01）。 

2 范围 

本方法学规定了河北省塞罕坝草原实施增汇活动所产生的固碳量的核算流程和方

法，在河北省范围内开展草原固碳活动的项目可参照执行。 

3 适用条件 

采用本方法学的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活动，应遵循以下适用条件： 

（1）本方法学适用于河北省基本草原管护中实施固碳行为所产生的固碳量的核

算。 

（2）项目地块所开展的草原管护中实施固碳行为（如封育、禁牧、种草等），

不得违反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政策法规以及行业强制性技术标准。 

（3）项目地块的地权清晰，无争议纠纷，并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供的有效

证明。对于村集体承包到户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发生经营权流转的，村集体应在与相关

承包方、租赁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申报，并确定收益分配方法。 

（4）项目固碳量产生时间不得早于 2012 年 1 月 1 日。 

（5）隶属同一行政县或乡镇边界内的草原应当整合为一个项目申请。 

4 引用文件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文件和工具： 

（1）LY/T  2252  碳汇造林技术规程 

（2）HJ 116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3）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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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J 61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5）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 4 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6）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发改基础〔2022〕481 号） 

（7）A/R CDM 项目活动生物质燃烧造成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估算工具

（V4.0.0，EB 65） 

（8）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AR-CM-001-V01） 

（9）可持续草地管理温室气体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学（AR-CM-004-V01） 

（10）河北省白洋淀芦苇固碳生态产品项目方法学（V01） 

（11）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冀政办字〔2021〕123 号） 

（1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碳资产价值实现机制若干措施（试

行）的通知》（冀政办字〔2022〕145 号） 

（13）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实

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冀气候领办〔2021〕19 号） 

5 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基本草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实施严格管理的草原。 

碳库：指草原生态系统中存储碳的场所。包括凋落物生物量碳库和土壤有机质碳

库。 

地上生物量：指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所有植物活体生物量，包括植物茎、叶

片、叶鞘、小灌木枝干等。 

土壤有机碳密度：单位面积中一定厚度的土层中有机碳储量。 

土壤容重：指自然状态下，单位体积土壤（包括孔隙）的烘干重量。 

基本草原小班：主管部门规划的基本草原小班。 

凋落物生物量：指凋落物现存量的生物量，凋落物现存量是地面以上还没有发生

明显分解的多年累积的植物死亡残体。 

土壤有机质：各种形态存在于土壤中的所有含碳的有机物质，包括土壤中的各种

动、植物残体，微生物及其分解和合成的各种有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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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源：指实施草原固碳活动背景下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的过程或活动。 

碳储量：特定时间内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以碳计。 

项目固碳量：指对草原固碳生态产品进行量化核证，经主管部门审核，并备案、

登记的草原固碳生态产品固碳量。 

6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 

6.1 项目核算边界的确定 

项目核算边界指项目主体实施草原固碳活动的地理范围，应基于主管部门规划的

基本草原小班予以确定，开发项目的小班面积应不小于 1000m2（0.1 公顷）。 

6.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碳库选择：本方法学包括草原的凋落物生物量碳库和土壤有机质碳库，重点关注

土壤有机质碳库。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本方法学只核算边界内由火灾等引起生物质燃烧造成的

CH4和 N2O 两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本方法学对项目活动的碳库选择如表 6-1。 

表 6-1  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否 
草原地上生物固碳量在凋落物生物质固碳量

中予以考虑 

地下生物量 否 
草原地下生物固碳量在土壤有机质固碳量中

予以考虑 

凋落物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土壤有机质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本方法学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如表 6-2。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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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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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CH4 
是 

有草原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质燃烧

产生CH4排放 

否 没有草原火灾发生 

N2O 
是 

有草原火灾发生，会导致生物质燃烧

产生N2O排放 

否 没有草原火灾发生 

施用化肥 

CO2 否 无 CO2排放 

CH4 否 无 CH4排放 

N2O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种植豆科牧草 

CO2 否 无 CO2排放 

CH4 否 无 CH4排放 

N2O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农机化石燃料消耗 

CO2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CH4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N2O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施用石灰 

CO2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CH4 否 无 CH4排放 

N2O 否 无 N2O 排放 

粪便管理 

CO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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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N2O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动物肠道发酵 

CO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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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不予考虑 

N2O 否 无 N2O 排放 

6.3 项目计入期与核查期 

本方法学规定项目计入期最短为 1年，最长 10年；核查期以整年（自然年）为计

算单位，一个核查期原则上最短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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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固碳量核算方法学 

7.1 额外性论证 

河北省草本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

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和价值转化，对推动河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利用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展草原固碳生态产品开发领域，有助于河

北省自愿碳中和、碳抵消实践，有效提升草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有

利于促进河北省草原经营，为草原经营者等项目开发方增加经济收入，改善民生，推

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落地。通过方法学的开发和应用，可规范草原固碳计量与监测，

确保草原固碳生态产品固碳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推动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

的开发，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综上所述，本方法学适用地区的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可推动地方加强草原资源

保护和利用，巩固草原修复成果，发展草原特色经济、绿色产业，实现草原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共赢。为提高项目开发效率，助力草原生态修复和地区发展，本方法学

规定免除适用地区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的额外性论证。 

7.2 项目固碳量计算 

项目固碳量=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基本草

原小班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7.2.1 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的计算 

（1）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计算流程 

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用于计算核算边界内核算年度的基本草原小班生物

质年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的数量。本方法学采用每年实际草原数据计算基本草原小班生

物质固碳量。计算流程包括： 

①根据核算边界内核算年度每一个基本草原小班的实际草原生长面积，通过凋落

物碳密度计算得到该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为凋落

物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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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利用 CO2与 C 的转换系数将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t C）换算为二氧化碳

当量（t CO2e），即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量； 

③将每个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量求和计算得到核算年度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

固碳总量。 

（2）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的计算方法 

根据核算边界内不同类别草原实际生长面积和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计算基本

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𝑖,𝑡 = ∑ [𝑆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𝑖,𝑗,𝑡
𝑛
𝑗=1 × 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 × 10−6]…公式（1） 

式中，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𝑖,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第 i个基本草原小班的草原生物质碳储量，t C； 

𝑆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𝑖,𝑗,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第 i个基本草原小班，基本草原类别为 j的草原

实际生长面积，m2； 

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 
基本草原类别为 j的基本草原小班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g C·m-2，

如无实测值可参考表 7-1 中的缺省值； 

i： 核算边界内的基本草原小班编号，i=1，2，3，…，n； 

j： 基本草原类别； 

10−6： 将 g 转换成 t 的系数。 

表 7-1  公式（1）参数缺省值 

草原类别 j 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g C·m-2 

温性草甸草原 19.4 

温性草原 16.6 

低地草甸 16.6 

山地草甸 16.6 

暖性草丛 24.8 

暖性灌草丛 30.7 

人工草地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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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的计算方法 

利用 CO2与 C 的转换系数将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碳储量（t C）换算为二氧化碳当

量（t CO2e），将每个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量求和即得到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

碳总量。 

核算年度内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𝑡 = ∑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𝑖,𝑡
𝑛
𝑖=1 ×

44

12
……………….公式（2） 

式中，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时，基本草原小班草原生物质固碳总量，t CO2e； 

i： 核算边界内的基本草原小班编号，i=1，2，…，n； 

44

12
： C 转化为 CO2的系数。 

7.2.2 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的计算 

（1）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计算流程 

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用于计算核算边界内核算年度的基本草原小班土壤有

机质年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的数量。本方法学优先采用每年基本草原小班土壤有机质实

际监测数据计算当年固碳量，基准年如无实测数据可采用相关缺省值进行计算。计算

流程包括： 

①受核证方核算年度内应依据国家标准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

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8 中 7.1 样地选择相关要求对监测样地确定监测样方，然

后依据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T 36197 相关要求对监测样方土壤进行采样、

处理和储存、测定和质量控制，提供土壤有机碳监测数据，用于计算样方的土壤

有机碳密度； 

②利用样方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加权计算核算边界内样地土壤碳密度； 

③通过样地的总面积，计算核算边界内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 

（2）监测样方的土壤有机碳密度计算 

每个样方采样深度为 0～100cm，原则上不超过 100cm，建议分 2～5 层进行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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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草原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依据 GB/T 36197 相关要求执行。 

公式（3）用于估算第 t 年，项目活动下监测样地 p、样方 m，分层 s 的土壤有机

碳密度。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𝑠,𝑡=𝑆𝑂𝐶𝑝,𝑚,𝑠,𝑡 × 𝐵𝐷𝑝,𝑚,𝑠,𝑡 × 𝐷𝑒𝑝𝑡ℎ × (1 − 𝐹𝐶𝑝,𝑚,𝑠,𝑡) × 0.1 

…公式（3） 

式中，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𝑠,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样方m，分层 s土壤的有机碳密度，tC 

ha-1； 

𝑆𝑂𝐶𝑝,𝑚,𝑠,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 年，监测样地 p、样方 m，分层 s 土壤的平均有机碳含

量，gC /1000g 土壤； 

𝐵𝐷𝑝,𝑚,𝑠,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样方 m，分层 s土壤的土壤容重， 

g·cm-3土壤； 

𝐷𝑒𝑝𝑡ℎ： 分层 s土壤深度，cm，本方法学选取土壤深度为表层 0-100cm； 

𝐹𝐶𝑝,𝑚,𝑠,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样方 m，分层 s土壤的直径大于 2mm

的砾石所占的体积百分比，%； 

0.1： 转换系数； 

s： 代表分层；s=1，2，3，…，k； 

p： 代表监测样地； 

m： 代表监测样方。 

公式（4）用于估算第 t年，项目活动下监测样地 p、样方 m的土壤有机碳密度。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𝑡=∑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𝑠,𝑡
𝑘
𝑠=1 ……………公式（4） 

式中，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样方 m土壤的有机碳密度，tC ha-1； 

k： 代表分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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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样地的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计算 

公式（5）采用加权平均方法估算第 t年，项目活动下监测样地 p的土壤平均有机

碳密度。 

𝑆𝑂𝐶𝐷𝑝,𝑡=
∑ (𝑆𝑂𝐶𝐷𝑝,𝑚,𝑡×𝐴𝑝,𝑚,𝑡)𝑛

𝑚=1

∑ 𝐴𝑝,𝑚,𝑡
𝑛
𝑚=1

……….………公式（5） 

式中， 

𝑆𝑂𝐶𝐷𝑝,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的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tC ha-1； 

𝐴𝑝,𝑚,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监测样地 p、样方 m的面积，ha-1。 

（4）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的计算方法 

受核证方申请核证时可采用实测法公式（6）和缺省值法公式（7）两种方法计算

核算边界第 t 年监测样地土壤固碳总量。如受核证方申请核证时没有对基本草原小班

土壤进行实测，可采用公式（7）缺省值法计算核算年度的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

量。 

实测法： 

𝐶𝑆𝑜𝑖𝑙,𝑡 = （𝑆𝑂𝐶𝐷𝑝,𝑡 − 𝑆𝑂𝐶𝐷𝑝,𝑡−1） × 𝐴𝑡 ×
44

12
……….公式（6） 

式中， 

𝐶𝑆𝑜𝑖𝑙,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基本草原小班土壤固碳总量，t CO2e； 

𝐴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草原基本小班的总面积，ha-1。 

缺省值法： 

𝐶𝑆𝑜𝑖𝑙,𝑡 = 𝐺𝑆𝐶𝑆𝑅 × 𝐴𝑡 ×
44

12
……….......…........…..公式（7） 

式中， 

𝐺𝑆𝐶𝑆𝑅： 草地土壤固碳速率，tC·ha-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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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公式（7）参数缺省值 

草原类别 草地土壤固碳速率（ tC·ha-2·a-1） 

温性草甸草原 0.030 

温性草原 0.030 

低地草甸 0.030 

山地草甸 0.030 

暖性草丛 0.030 

暖性灌草丛 0.030 

人工草地 0.030 

7.2.3 基本草原小班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和排放源选择，本方法学仅考虑基本草原小班内火灾引

起的草原地上生物质燃烧。 

对于核算年度内基本草原小班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法如下： 

𝐺𝐻𝐺𝐹𝑅,𝑖,𝑡 = ∑ [𝐴𝐹𝑅,𝑖,𝑗,𝑡 × 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 × 𝐶𝑂𝑀𝐹
𝑛

𝑗=1

× (𝐸𝐹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 𝐸𝐹𝑁2𝑂 × 𝐺𝑊𝑃𝑁2𝑂)]     × 10−9 

…………………………公式（8） 

式中， 

𝐺𝐻𝐺𝐹𝑅,𝑖,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时，第 i个基本草原小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tCO2e； 

𝐴𝐹𝑅,𝑖,𝑗,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时，第 i个基本草原小班，基本草原类别为 j发生火灾

的面积，m2； 

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 发生火灾前，核算边界内第 t 年时，草原类别为 j 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

量，g·m-2，如无实测值可参考表 7-3 中的缺省值； 

COMF ： 植被燃烧指数，无量纲，缺省值 0.4； 

𝐸𝐹𝐶𝐻4
： CH4的排放因子，g CH4（kg 燃烧的干物质 d·m.）-1，缺省值 4.7； 

𝐸𝐹𝑁2𝑂： N2O 的排放因子，g N2O（kg 燃烧的干物质 d·m.）-1，缺省值 0.26； 

𝐺𝑊𝑃𝐶𝐻4
： CH4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转换成 CO2当量，缺省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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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𝑊𝑃𝑁2𝑂：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换成 CO2当量，缺省值 265； 

10−9： 单位转换常数。 

表 7-3  公式（8）参数缺省值 

草原类别 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g·m-2 

温性草甸草原 178.5 

温性草原 110.6 

低地草甸 110.6 

山地草甸 110.6 

暖性草丛 139.0 

暖性灌草丛 235.1 

人工草地 139.0 

核算边界内基本草原小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𝐺𝐻𝐺𝐹𝑅,𝑡 = ∑ 𝐺𝐻𝐺𝐹𝑅,𝑖,𝑡
𝑛
𝑖=1 …………………公式（9） 

式中， 

𝐺𝐻𝐺𝐹𝑅,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时，基本草原小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i： 核算边界内的基本草原小班编号，i=1，2，…，n。 

7.2.4 项目固碳量计算 

项目固碳量等于基本草原小班生物质固碳总量加上土壤固碳总量，最后减去该基

本草原小班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核算年度内第 t年项目固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𝑡 = 𝐶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𝑡 + 𝐶𝑆𝑜𝑖𝑙,𝑡 − 𝐺𝐻𝐺𝐹𝑅,𝑡…..…公式（10） 

式中， 

𝐶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𝑡： 核算边界内第 t年时，项目固碳量，t CO2e。 

核查期内，核算边界内项目固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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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 = ∑ 𝐶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𝑡
𝑇
𝑡=1 ……….…...….……..…公式（11） 

式中， 

𝐶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 核查期内，项目固碳量，t CO2e； 

𝑇： 间隔期或核查期，年。 

8 数据来源与监测方法 

数据取值原则，优先采用实际监测数据，在项目监测数据不满足要求时，采用本

方法学规定的缺省值。 

8.1 监测数据和监测方法 

本方法学应在核算边界内获取相关监测数据，主要包括基本草原小班内草原实际

生长面积、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土壤的平均有机碳含量、土壤容重、土壤的直径

大于 2mm的砾石所占的体积百分比、基本草原小班发生火灾的面积、单位面积地上生

物量等。 

监测数据说明详见下列表格。 

数据/参数 𝑆𝐺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𝑖,𝑗,𝑡 

单位 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核算边界内第t年，第i个基本草原小班，基本草原类别为j的草原实际

生长面积，m2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该核查期内当年数据 

数据源 主管部门发布的资源图中的基本草原小班 

 

数据/参数 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 

单位 g C·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基本草原类别为j的基本草原小班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g C·m-2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该核查期内当年数据 

数据源 

受核证方实测值或缺省值，实测值采用生物量的测定和碳含量测定

及碳密度计算的相关要求监测，同时需提供项目监测计划和透明、

可核实的资料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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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𝑆𝑂𝐶𝑝,𝑚,𝑠,𝑡 

单位 gC/1000g土壤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核算边界内第t年，监测样地p、样方m，分层s土壤的平均有机碳含

量，gC /1000g土壤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 

数据源 
依据HJ 615的相关要求监测，项目申报主体需提供项目监测计划和透

明、可核实的资料证明文件 

 

数据/参数 𝐵𝐷𝑝,𝑚,𝑠,𝑡 

单位 g·c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核算边界内第t年，监测样地p、样方m，分层s表层土壤的土壤容重，

g·cm-3土壤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 

数据源 
依据NY/T1121.4的相关要求监测，项目申报主体需提供项目监测计

划和透明、可核实的资料证明文件 

 

数据/参数 𝐹𝐶𝑝,𝑚,𝑠,𝑡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描述 
核算边界内第t年，监测样地p、样方m，分层s土壤的直径大于2mm的

砾石所占的体积百分比，%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 

数据源 受核证方实测值，砾石的体积通过排水法得到 

 

数据/参数 𝐴𝐹𝑅,𝑖,𝑗,𝑡 

单位 ha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核算边界内第t年时，第i个基本草原小班，基本草原类别为j发生火灾

的面积，ha 

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该核查期内每个基本草原小班每年

发生火灾数据 

数据源 主管部门提供项目区域内每个基本草原小班火灾登记数据 

 

数据/参数 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 

单位 g·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发生火灾前，核算边界内第t年时，草原类别为j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

量，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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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每次申请草原固碳量核证时获取 

数据源 
依据HJ 1168规定的9.7生物量要求监测，项目申报主体需提供项目监

测计划和透明、可核实的资料证明文件。 

8.2 数据参数缺省值 

本方法学中使用的数据参数缺省值主要包括：基本草原小班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

度、草地土壤固碳速率、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植被燃烧指数、CH4 的排放因子、

CH4的全球增温潜势、N2O 的排放因子、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参数缺省值详见下列表格： 

数据/参数 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 

单位 g C·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基本草原类别为j的基本草原小班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 

数据源 

缺省值： 

草原类别 j 
单位面积凋落物碳密度 

（𝐷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𝐿𝑖𝑡𝑡𝑒𝑟,𝑗）g C·m-2 

温性草甸草原 19.4 

温性草原 16.6 

低地草甸 16.6 

山地草甸 16.6 

暖性草丛 24.8 

暖性灌草丛 30.7 

人工草地 24.8 

来源：相关文献 

实测值：（保留一位小数） 

来源：当年实测数据加权平均值 

 

数据/参数 𝐺𝑆𝐶𝑆𝑅 

单位 tC·ha-2·a-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描述 草地土壤固碳速率 

数据源 

缺省值： 

草原类别 草地土壤固碳速率（tC·ha-2·a-1） 

温性草甸草原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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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性草原 0.030 

低地草甸 0.030 

山地草甸 0.030 

暖性草丛 0.030 

暖性灌草丛 0.030 

人工草地 0.030 

来源：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

算规范（试行）》的通知（发改基础〔2022〕481号） 

 

数据/参数 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 

单位 g.m-2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基本草原类别为j的基本草原小班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数据源 

缺省值： 

草原类别 
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𝑏𝐵𝑖𝑜𝑚𝑎𝑠𝑠,𝑢𝑝,𝑗）g·m-2 

温性草甸草原 178.5 

温性草原 110.6 

低地草甸 110.6 

山地草甸 110.6 

暖性草丛 139.0 

暖性灌草丛 235.1 

人工草地 139.0 

来源：相关文献 

实测值：（保留一位小数） 

来源：当年实测数据加权平均值 

 

数据/参数 COMF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植被燃烧指数（针对所有植被类型） 

数据源 

默认值：0.4 

来源：A/R CDM项目活动生物质燃烧造成非CO2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的估算工具（V4.0.0，EB 65） 

 

数据/参数 
4CHEF  



16 

单位 g CH4（kg 燃烧的干物质d.m.）-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CH4排放因子 

数据源 

默认值：4.7 

来源：A/R CDM项目活动生物质燃烧造成非CO2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的估算工具（V4.0.0，EB 65） 

 

数据/参数 𝐺𝑊𝑃𝐶𝐻4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CH4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源 
默认值：28 

来源：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数据/参数 
2N OEF  

单位 g N2O（kg燃烧的干物质d.m.）-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N2O排放因子 

数据源 

默认值：0.26 

来源：A/R CDM项目活动生物质燃烧造成非CO2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的估算工具（V4.0.0，EB 65） 

 

数据/参数 𝐺𝑊𝑃𝑁2𝑂 

单位 无量纲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描述 N2O的全球增温潜势 

数据源 
默认值：265 

来源：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8.3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项目申请者应采取下列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 

（1）采用主管部门提供的实际数据；提供项目地块基本草原小班现状照片（必

要时）。 

（2）建立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基本草原小班信息一览表（详见附件 1），选择

本方法学规定的计算方法和排放因子、参数进行计算、核算，并形成项目档案。 

（3）完善草原管护记录，对基本草原小班边界变更、火灾等对基本草原小班碳

排放影响重大的事项及时进行调查、记录和更新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基本草原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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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览表。 

（4）建立项目档案的管理制度，保存、维护项目档案和数据。 

9 项目审定与核查要点 

为确保项目及固碳量的真实性、准确性、保守性，保障项目申报主体的基本收益，

省级主管部门视情况可委托第三方核查机构对草原固碳项目进行现场核查，核查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边界的确认、项目核查期内的数据来源及准确性的确认，项目评

估申请表及对应的佐证材料。核查包括文件审核、现场审核和反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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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基本草原小班信息一览表 

项目核

算边界 
市/县 

地块

权属 

草原

类别 

基本草原小

班面积

（m2） 

凋落物 

碳密度 

（g C·m-2） 

土壤平均有机

碳密度 

（tC ha-1） 

单位面积草原

生物量 

（g·m-2） 

发生火

灾面积 

（m2） 

项目计

入期 

（自然

年） 

项目核

查期 

(自然

年) 

项目固碳量

是否重复申

报 

            

            

            

            

            

            

            

            

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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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信息评估报告大纲如下。 

（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背景、目的、意义介绍； 

（2）项目核算边界的核定情况； 

（3）项目固碳量计入期或核查期的核定情况； 

（4）单位面积项目固碳量的核定情况； 

（5）项目固碳量评估情况； 

（6）评估结论； 

（7）证据文件； 

（8）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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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北省草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评估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码：                                         

（注：项目业主为单位请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项目业主为个人请填写身份证号码。） 

单位类型：□企业；□集体；□个人；□其他               

1.2 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                                       

E-mail：                                            

电话：                     传真：                  

2-申请评估固碳量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及领域 项目名称：                                         

2.2 方法学 
选用方法学：                                   

方法学编号：                               

2.3 项目计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4 项目边界 

项目地块涉及的草原所有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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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固碳量历史签发情

况 

是否首次申请固碳量评估：□是   □否 

（若非首次申请，应注明计入期内固碳量历史签发情况及具体核
算周期） 

首次评估固碳量：             t CO2e 

核查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评估固碳量：             t CO2e 

核查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6 本次申请评估固碳

量的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含首尾日期） 

共计：         年 

2.7 申请评估的固碳量 
固碳量：             t CO2e 

（项目信息及固碳量计算，详见固碳项目固碳量核证报告） 

3-申请人申明 

 

 

本人申明：本人（公司）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

条件的符合性负责。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

弄虚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人（单位）确认，在上述申请时段

内所产生的固碳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若本次固碳量获得确

认，也将不再将本次项目所涉及的小班申请其他国内外减排机制。若本次有虚报假报及

重复申请签发，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个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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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5-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6-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生态环境和林草部门为草原固碳生态产品主管部门； 

        2.县级主管部门需确认项目涉及地块是否存在重复申报的情况； 

        3.本表格一式 7 份，项目业主和省、市、县主管部门各执一份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