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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法学选择与确定关键类别  

4.1 导言 
本章解决如何确定国家清单中的关键类别1的问题。 各个源和汇类别的方法学选择对管理总体清单不确

定性非常重要。 一般情况下，如果排放和清除的估算是利用本准则部门卷中对于各类别或子类别的最严

格方法，清单不确定性就比较低。 然而，这些方法通常需要更加宽泛的数据收集来源，因而对每个类别

的排放和清除均使用严格方法可能并不可行。 因此，优良做法是确定对总体清单不确定性贡献最大的类

别，从而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通过确定国家清单的这些关键类别，清单编制者可以确定他们的优先

努力方向，并提高其总体估算。 优良作法是每个国家均根据本章陈述的系统和客观方式来确定其国家关
键类别。 因此，优良作法是将关键类别的分析结果作为方法学选择的基础。 这样的流程可以提高清单

质量和估算的信度。  

4.1.1 定义 
关键类别是在国家清单体系中列为优先的类别，因为其估算值从绝对排放水平、排放趋势或排放和清除

的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对国家温室气体总清单具有重大的影响。 使用关键类别这一术语时，总是包括源

类别与汇类别。  

4.1.2 关键类别分析的目的 
在下列三个重要清单方面，尽可能对关键类别给予特殊考虑。 

首先，确定国家清单的关键类别能够安排制定清单可用有限资源的优先顺序。 优良作法是将现有资源集

中用于改进被确定为关键类别的数据和方法。 

其次，一般情况下，对关键类别应选择使用更加详细的高级别方法。 清单编制者应当使用第 2－5 卷中

部门决策树中的特定类别方法（参见图 4.1）。 对大多数源/汇，建议对关键类别使用高级别方法（方法

2 和方法 3），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关于将该原则具体应用于关键类别的指南，优良作法是参考各

个类别的决策树和特定部门的指南以及部门卷中各章节的其他优良作法指南。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缺乏

资源，清单汇编者可能无法采用高级别方法。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无法收集到高级别方法需要的数据，或

者无法确定方法 2 和方法 3 需要的特定国家的排放因子和其他数据。 在这些情况下，尽管特定类别的决

策树并未考虑这种情况，仍可以使用方法 1，这种可能性的确定请参见图 4.1。 在这些情况下，应当清

晰地记录方法学选择与部门决定树不一致的原因。 优良作法方法不适用的任何关键类别在未来应该优先

改进。 

第三，优良作法是根据第 6 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与验证”和部门卷中的说明，对关键类别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给予特别关注。 

 

                                                           
1  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GPG2000, IPCC, 2000）中，这一概念被称为“关键源类别”，除

LULUCF 部门外，整个清单都需用该概念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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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选择优良作法方法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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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确定关键类别的一般方法 
所有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清单编制者，均能根据类别对国家排放和清除绝对水平的贡献来确定关键
类别。 对于编制了时间序列的清单编制者，对关键类别的定量确定应包括对排放和清除绝对水平和趋势

的评估。 一些类别只有在考虑了其对国家清单趋势的影响后才可能被确定为关键类别。  

4.2 节列举了确定关键类别的一般规则，而 4.3 节则提供了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学。 对于考虑了不确定

性的基本方法 1 和方法 2 均进行了描述。 除了对关键类别进行定量确定，优良作法还考虑 4.3.3 节详细

描述的定性标准。 4.4 节提供了关键类别分析的报告和归档的指导。 4.5 节列举了确定关键类别的示

例。 

4.2 确定关键类别的一般规则 
如果对类别的适当分类水平进行分析，关键类别的确定结果将会最有用。 表 4.1 提出了方法 1 总合分析

水平，列举推荐的源和汇类别，并在相关时确定与分析进行分类相关的特殊考虑因素。 例如，化石燃料

燃烧这一大型排放源类别可分为 1 级、2 级或 3 级亚类，甚至可以细分到单个工厂或锅炉。 各国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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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国情调整表 4.1 推荐的分析水平。 尤其是使用方法 2 的国家很可能选择与用于不确定性分析一样的

累计水平。 在一些情况下，应该避免分至很低级别，因为这可能会将重要的总合类别划分成许多不再是

关键的小亚类。 以下指导描述了如何确定识别关键类别的适当分类水平的优良作法。 

• 分析必须在 IPCC 类别或亚类的水平上进行，部门卷一般均提供了相关水平的 IPCC 方法和决策树。  

• 每个类别排放的每种温室气体均应分别予以考虑，除非有特殊的方法学原因要求综合处理这些气

体。 例如来自道路运输排放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二氧化氮（N2O）。 对该排放源

的关键类别分析应该对这些气体分别进行，因为每种气体的方法、排放因子和相关不确定性均有区

别。 相反，对所有氢氟碳化物（HFC）的化学种类进行综合分析，适合于‘臭氧损耗物质替代物的产

品使用’类别。 

• 如果能获得数据，应该分别对给定类别的排放和清除进行分析。 例如，土地利用类别和池估算可包

括，表 4.1 中所示的总合水平可以删除或几乎删除的排放和清除。 如果排放和清除被删除以及方法

不允许分别估算排放和清除，清单编制者应当在关键类别分析中包括进一步划分的亚类（如包括两

个不同区域，一个域中碳库减少，而另一个域中碳库增加），尤其是在报告亚类的数据明确显示了

更细分级别的重要碳库变化时。 类似的考虑因素可以应用于能源和 IPPU（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

部门中，例如，为储存而捕获 CO2的情况。 

• 表 4.1 列出了推荐的分析水平，2各国可选择比该表建议的更高分类水平进行定量分析。 这种情况

下，在进行关键类别分析时应该考虑类别和/或亚类间可能的交叉相关。 在使用方法 2 时，这类相关

性的假设应与评估不确定性和确定关键类别的假设相同（参见第 3 章“不确定性”）。 
 
• 表 4.1 中所列类别和气体即部门卷提供估算方法的类别和气体。 如果国家能够提出可获得GWPs的

新类别或气体的估算，这些估算均应该添加到合适部门的其他分析项下。 不可能包括不可获得GWP
的气体，因为进行分析使用了CO2当量排放3。 

 
• 类别 5A，NOx 和 NH3中来自氮大气沉积的间接 N2O 排放的关键类别分析，包括了除 AFOLU（农

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以外类别的 NOx 和其他氮化合物沉积的间接 N2O 排放。 然而，

《2006 年指南》并不提供估算 NOx 和 NH3排放的决策树或方法指南，因此确定关键间接 N2O 对方

法学选择没有影响。 
 
对于每个相关的关键类别（参见下表 4.1），清单编制者应确定某些亚类是否特别重要。 通常为此，各

亚类应根据其对累计关键类别的贡献进行排序。 如果对关键类别的贡献超过汇总 60％的这些亚类应视

为非常重要。 可能宜将精力集中在这些最重要亚类的方法改进上。 关于需要确定子类别的类别，第 2－
5 卷的适合决策树中明确提及。在一些情况下，会使用替代方法确定这些子类别。  
 

 

表 4.1 方法 1 a分析的建议总合水平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类别代码 b 类别名称 b 
需评估的气体  特殊考虑因素 

能源 

1A1 燃料燃烧活动－能源工业 CO2、N2O、CH4 划分为主要燃料类型 

1A2    燃料燃烧活动－制造工业和建筑 CO2、N2O、CH4 划分为主要燃料类型 

1A3a 燃料燃烧活动－运输－民航 CO2、N2O、CH4 仅限于国内航空 

1A3b 燃料燃烧活动－运输－公路运输 CO2、N2O、CH4  

1A3c 燃料燃烧活动－运输－铁路 CO2、N2O、CH4  

                                                           
2
  使用该表的总合水平可避免类别间大多数相关。 部分相关性仍然会保留，例如，在固定源燃烧与运输 HFCS间的燃

料使用中。 实际上，关键类别相关性分析的影响在方法 2 评估（关于不确定性分析相关性的更多建议，参见第 3

章）使用的分类水平中应予以考虑。  
3
  方法学也适用于其他的权重计算方案，然而 4.5 节中 CO2当量值中的方法 1 和 2 及示例中的阈值推导的计算，使

用 100年间不同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值（GWP）（由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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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方法 1 a分析的建议总合水平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类别代码 b 类别名称 b 
需评估的气体  特殊考虑因素 

1A3d 燃料燃烧活动－运输－水运航行 CO2、N2O、CH4
划分为主要燃料类型 仅限于国内水运

航行 

1A3e 燃料燃烧活动－运输－其他运输 CO2、N2O、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亚类是重要的。 

1A4 燃料燃烧活动－其他部门 CO2、N2O、CH4 划分为主要燃料类型 

1A5 燃料燃烧活动－未说明 CO2、N2O、CH4 划分为主要燃料类型 

1B1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固体燃料 CO2、CH4  

1B2a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石油和天然

气－石油 CO2、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亚类是重要的。  

1B2b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石油和天然

气－天然气  CO2、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亚类是重要的。  

1C  二氧化碳运输和储存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亚类是重要的。 

1 其他 CO2、N2O、CH4 

评估以上未被列举的能源部门其他来源

是否应该包括在内。 关键类别分析须

包括清单中的所有排放源。 因此，以

上未列举的所有类别应当与其他相关类

别汇总或分别评估。 

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 

2A1 采掘工业－水泥生产 CO2    

2A2 采掘工业－石灰生产 CO2    

2A3 采掘工业－玻璃生产 CO2    

2A4 采掘工业－碳酸盐其它过程使用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2B1 化学工业－氨气生产 CO2     

2B2 化学工业－硝酸生产 N2O  

2B3 化学工业－己二酸生产 N2O   

2B4 化学工业－己内酰胺、乙二醛和乙

醛酸生产 
N2O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己内酰胺、乙二醛和乙醛

酸）是重要的。 

2B5 化学工业－电石生产 CO2、CH4   

2B6 化学工业－二氧化钛生产 CO2   

2B7 化学工业－纯碱生产 CO2   

2B8  化学工业－石油化工和黑碳生产 CO2、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2B9 化学工业－氟化物生产 HFC、PFC、SF6

和其他卤化气体 

所有的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如果该类

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哪些子类

别/气体（例如，HCFC-22 生产过程的

HFC-23）是重要的。 

2C1  金属工业－钢铁生产 CO2、CH4   

2C2  金属工业－铁合金生产 CO2、CH4  

2C3  金属工业－铝生产 PFC、CO2 PFC 应共同评估。 CO2 应分别评估。 

2C4 金属工业－镁生产 
CO2、SF6、

HFC、PFC、和

其他卤化气体 

HFC、PFC 和其他卤化气体的方法仅限

于方法 3。 如果清单并未包括它们，优
良作法使用定量考虑因素。 （参见 
4.3.3 节） 

2C5  金属工业－铅生产 CO2   

2C6  金属工业－锌生产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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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方法 1 a分析的建议总合水平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类别代码 b 类别名称 b 
需评估的气体  特殊考虑因素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2E 电子工业 SF6、HFC、PFC
和其他卤化气体 

所有气体应共同评估。 如果该类别是

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哪些子类别是

重要的。  

2F1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制冷和空调 HFC、PFC  所有 HFC 和 PFC 均应共同评估。 

2F2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发泡剂 
HFC 所有的 HFC 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2F3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防火 HFC、PFC  所有 HFC 和 PFC 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2F4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气溶胶 HFC、PFC  所有 HFC 和 PFC 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2F5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溶剂 HFC、PFC  所有 HFC 和 PFC 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2F6 作为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的产品

使用－其他应用 HFC、PFC  所有 HFC 和 PFC 气体均应共同评估。 

2G 其它产品制造和使用 SF6、PFCs、 
N2O 

所有 PFC 气体和 SF6均应共同评估。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N2O 应分别评估。 

2 其他 

CO2、CH4、

N2O、HFC、
PFC、SF6、和

其他卤化气体 

评估是否应包括未被工业过程和产品利

用部门列举的其他来源。 关键类别分

析应包括清单中的所有排放源。 因
此，未列举的所有类别需要和其他相关

类别汇总或分别评估。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  

3A1 肠道发酵 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动物类别是重要的。 关键类别应

该遵守牲畜种群特征参数的决策树和

CH4排放估算。 

3A2 粪便管理 CO2、N2O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动物类别和排泄物管理系统是重要

的。 关键类别应该遵守牲畜种群特征

参数的决策树和 CH4 或 N2O 排放估

算。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生物量、DOM、矿质土壤和

有机土壤）是重要的，然后应遵守对重

要池的碳库变化决策树中关键类别指

导。  

3B1b 转化为林地的土地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和子类别是重要的。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是重要的。 

3B2b 转化为农田的土地 CO2  

评估转化为农田的林地在单独类别中的

影响。d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

者应确定哪些池和子类别是重要的。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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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方法 1 a分析的建议总合水平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类别代码 b 类别名称 b 
需评估的气体  特殊考虑因素 

3B3b 转化为草地的土地 CO2 

评估转化为草地的林地在单独类别中的

影响。d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和子类别是重要的。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N2O  

3B4aii 仍为浇灌地的浇灌地 CO2  

3B4b 转化为湿地的土地  CO2 

评估转化为湿地的林地在单独类别中的

影响（如下）。d如果该类别是关键，

清单编制者应确定哪些池和子类别是重

要的。 

3B5a 仍为聚居地的聚居地 CO2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池是重要的。 

3B5b 转化为聚居地的土地 CO2  
评估转化为聚居地的林地在单独类别中

的影响。d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

制者应确定哪些池和子类别是重要的。 

3C1 生物量燃烧 CO2、N2O  

3C2 施用石灰 CO2  

3C3 尿素使用 CO2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 N2O 直接排放 N2O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 N2O 间接排放 间接 N2O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3C6 源自粪便的 N2O 间接排放 间接 N2O   

3C7 稻米种植 CH4  

3D1 采伐的木材产品 CO2 可选择使用关键类别分析。 

3 其他 CO2、N2O、CH4

评估是否应包括以上未被列举的

AFOLU 部门其他来源或汇。 关键类别

分析必须包括清单中的所有排放源和

汇。 因此，未列举的所有类别需要和

其他相关类别汇总或分别评估。 
废弃物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如果该类别是关键，清单编制者应确定

哪些子类别是重要的。 

4B 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处理 CO2、N2O  

4C 废弃物的焚化和露天燃烧 CO2、N2O、CH4  

4D  废水处理和排放 CO2、N2O 评估家用或工业废水处理是否是重要的

子类别。 

4 其他 CO2、N2O、CH4

评估是否应包括以上未被列举的废弃物

部门其他来源。 关键类别分析必须包

括清单中的所有排放源。 因此，以上

未列举的所有类别需要和其他相关类别

汇总或分别评估。 

5A  源自 NOx 和 NH3氮大气沉积的

N2O 间接排放  间接 N2O   

5B  其它 
CO2、N2O、

CH4、SF6、

PFC、 HCF 

包括 5B 下报告的源和汇。 关键类别评

估必须包括清单中的所有排放源。 因
此，以上未列举的所有类别需要和其他

相关类别汇总或分别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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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方法 1 a分析的建议总合水平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类别代码 b 类别名称 b 
需评估的气体  特殊考虑因素 

a 一些情况下，清单编制者可以修改 IPCC 该类别清单，以反映特殊的国情。 
b 各类别应包括各自代码，并与 IPCC 术语一致。 
c该栏的所有气体均应该分别评估，可以共同评估的‘其他’类别除外。 除了上述所列，可能还有其他新气体，这些气体亦应分

别评估。 
d 在定量关键类别分析中，林地转化被分成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别。 各国应该确定并汇总转化为其他土地类别的排放估算，

并比较数量级与被确定为关键的最小类别。 如果数量级大于被确定为关键的最小类别，那么应被视为关键。   
 

4.3 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学方式 
优良作法是每个国家均应通过对各个类别的排放和清除与国家总排放和清除两者的水平和趋势之间的关

系进行定量分析，用系统和客观方式来确定其国家关键类别。  

拟定了进行关键类别分析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均根据各类别对国家排放和清除的绝对水平以及对排放量

和清除量趋势的贡献，确定关键类别。  

方法 1，使用预先确定的累积排放阈值确定关键类别。 关键类别是指，当量级按降序排列时其总和高达

总水平 95％的类别4。 4.3.1 节详细描述了该方法。  

如果可获得类别不确定性或参数不确定性，清单编制者可以使用方法 2 确定关键类别。 方法 2 中，根据

其对不确定性的贡献对类别进行分类。 4.3.2 节“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 2”详细描述了该方法。 方法 2 的结

果补充了方法 1。如果进行了两种方法的评估，优良作法将报告方法 1 结果和方法 2 分析的结果。在确

定制定清单的优先事项时，应当使用两种方法的结果。 图 4.2“确定关键类别的决策树”说明了，清单编

制者可如何决定使用哪种方定关键类别。 

 

 

 

 

 

 

 

 

 

 

 

 

 

 

 

 

 

 

                                                           
4
  预先确定的阈值的确定是基于对一些清单的评估，旨在建立关键类别包含 90％的清单不确定性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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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确定关键类别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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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温室气体清单的任何国家均可进行方法 1 水平评估，以确定对国家总排放和清除有重大影响水平

的类别。 制定清单一年以上的清单编制者亦可以进行方法 1 趋势评估，根据其对国家排放和清除总趋势

的贡献确定关键类别。  

4.3.1 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 1 
用于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 1，评估了各种源和汇类别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水平以及有可能趋势的影响。 
如可获得几个年份的清单估算，优良作法是评估各个类别对国家清单水平和趋势的贡献。 如果仅可获得

一年的清单，则应进行水平评估。  

方法 1 使用电子数据表分析可易于完成。 下列各节中表 4.2 和 4.3说明了分析的格式。 建议对水平和趋势

评估采用分别的电子数据表，因为必须根据两个不分析结果进行分类。 如果分析合并在同一表中，就增

加了跟踪流程的难度。 在两张表中，A－D 栏是国家清单数据的输入。 4.5 节说明了在芬兰清单中方法 1
的应用。 

4.12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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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ty,E

水平评估  

各个源或汇类别对国家总清单水平的贡献可根据公式 4.1 计算。   

公式 4.1 
水平评估（方法 1） 

关键类别水平评估 = ⎢源或汇类别估算⎪/ 总贡献 

∑=
y

tytxtx EEL ,,, /  

其中： 

Lx,t = 最近清单年份（t 年）源或汇 x 的水平评估  

⎢Ex,t ⎢   = t 年中源或汇类别 x 排放或清除估算的绝对值  

           =    总贡献是使用国家选择的关键类别分析的累积水平进行计算，得到的t年内排放和清

除的绝对值总和。由于排放和清除均以正号输入5 总贡献/水平可大于国家总排放量

减去清除量。6   

根据公式 4.1，关键类别是指量级按降序排列，其加总高达所有 Lx,t总和 95％的类别。 
 
表 4.2 列出了可用于水平评估的电子数据表。4.5 节中给出了使用电子数据表的实例。 
 

表 4.2 
方法 1 分析-水平评估的电子数据表 

 A B C D E F G 
IPCC 类别

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最近年份估算 Ex,t 

[二氧化碳当量单位] 
最近年份估算的绝

对值⎢Ex,t ⎢ 
水平评估 Lx,t F 栏的累积合

计 
       

       

       

合计    ∑
y

ty,E  1  

其中： 

A 栏：  IPCC 类别代码（参见第 8 章中表 8.2，“报告指导和表格”。） 

B 栏： IPCC类别描述（参见第 8 章中表 8.2） 

C 栏： 类别中的温室气体  

D 栏：  最近清单年份（t 年）中类别 x 的排放或清除估算值，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 

E 栏：  类别 x 在 t 年的排放或清除估算的绝对值 

F 栏： 按公式 4.1 的水平评估 

G 栏： F 栏的累积合计 

A-D 栏的输入可从清单中获得。 D 栏的合计列出了净排放量和清除量。 在 E 栏中，绝对值取自 D 栏的

各值。E 栏所有输入值总和已输入 E 栏的合计行（注意，该合计可能与净排放量和清除量总和不同）。 
在 F 栏中，根据公式 4.1 计算水平评估。 一旦计算出 F 栏的输入，应该按 F 栏量级降序对表中的类别进

行分来。该步骤完成后，应在 G 栏中输入 F 栏的累积总和。关键类别是指按量级降序排列后，其总和高

                                                           
5
  清除量以绝对值形式输入，以避免由负号输入引起 Lx,t 成为振荡累积值，从而便于定量分析的明确解释。  

6
  该公式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无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是净源（多数常用情况）或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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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G 栏合计 95％的类别。如方法使用正确，F 栏中输入总和应该是 1。在方法 1 中选择 95％阀值的理由

是以 Rypdal 和 Flugsrud (2001)为根据，亦列于 GPG2000 中第 7 章 7.2.1.1 节。 

优良作法还根据定性标准认真审查了 95％和 97％间阀值的类别确定（参见 4.3.3 节）。  

对清单基年和最近年份（t 年）均应该进行水平评估。 如果基年估算发生改变或重新计算，就必须更新

基年分析。 其他重新计算年份的关键类别分析亦可以更新。 然而，很多情况下，如果没有整个清单时

间序列的更新关键类别分析，推导出方法学、资源优先安排或 QA/QC 程序的结论就已足够。 任何符合

基年或最近年份阀值的类别均应该被视为关键。 然而，如果能获得关键类别分析，对关键类别分析结果

进行解释时应该考虑比最近年份更长的时间序列。 因为有些类别的排放/清除在不同年份间出现波动，

可能在某年被确定为关键类别，然而下一年就不是。 因此，对于 95％到 97％阀值间的类别，建议将最

近的关键类别分析与三年前或更久前的评估进行比较。 如果根据水平或趋势评估或两者（两种评估应该

分开考虑），某类别在所有或大多数年份中均是关键，那么在最近年份估算中亦应被确定为关键，除非

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该类别在将来年份中不再是关键。 这些额外类别应该通过使用评论栏在关键类别
报告表中进行处理（更多信息请参见 4.4 节中的表 4.4 和关键类别报告表）。 4.3.3 节中的定性标准亦可

以帮助确定哪些排放或清除呈波动状态的类别应该视为关键类别。  

趋势评估   

趋势评估的目的是确定下列类别：在水平评估中不够大而未被确定、但其趋势与总清单趋势非常不同、

因而需要特别关注。 如果能够获得一年以上的清单数据，就可以根据公式 4.2 计算趋势评估。 

公式 4.2 
趋势评估（方法 1）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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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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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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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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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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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x,t   = 相对基年（0 年），t 年中源或汇类别 x 的趋势评估 

⎢Ex,0⎢ = 0 年中源或汇类别 x 排放或清除估算的绝对值 

Ex,t 和 Ex,0  =  t 年和 0 年分别的源或汇类别 x 估算的真实值 

∑
y

ty,E  和   = t 年和 0 年分别的总清单估算  ∑
y

y,0E

类别趋势系指长期内源或汇类别排放或清除的变化，计算方法是在最近清单年份（t 年）估算中减去源

或汇类别 x 的基年（0 年）估算，然后除以基年估算的绝对值。 

总趋势系指长期内总清单排放（或清除）的变化，计算方法是在最近年份（t 年）估算中减去总清单基

年（0 年）估算，然后除以基年估算的绝对值。 

如果给定类别的基年排放为 0，则可重新编写公式以避免分母为 0（请参见公式 4.3）。  

公式 4.3 
基年排放为 0 的趋势评估 

∑=
y

ytxtx EET 0,,, /  

趋势评估确定与总清单趋势不同的类别，无论类别趋势是增加或减少，或者是汇或源。 与总趋势严重偏

离的类别应该被确定为关键，这种差异是由基年类别的排放或清除水平加权的。  

 

表 4.3 概述了可用于方法 1 趋势评估的电子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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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方法 1 分析-趋势评估的电子数据表 

 A B C D E F G H 
IPCC 类别

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基年估算

Ex,0 
最近年份估算

Ex,t 
趋势评估 Tx,t %对趋势的

贡献  
G 栏的累积合

计 
        

        

合计     ∑
y

ty,T  1  

其中： 

A 栏： IPCC 类别代码（请参见第 8 章中表 8.2） 

B 栏： IPCC 类别描述（请参见第 8 章中表 8.2） 

C 栏： 类别中的温室气体 

D 栏：  国家清单数据中的基年排放或清除估算，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 源和汇以真实值输入

（分别为正值或负值） 

E 栏： 最近国家清单数据中最近年份的排放或清除估算，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 源和汇以真

实值输入（分别为正值或负值）  

F 栏： 公式 4.2 得到的趋势评估（从基年排放为 0 的公式 4.3） 

G 栏： 类别对 F 栏最后一行趋势总评估的贡献百分比，即 ∑
y

ty,tx, T/T  

H 栏： G 栏的累积合计，按照 G 栏量级降序排列的输入值分类后进行计算  

 

A、B、C 和 E 栏的输入值应该与表 4.2“方法 1 分析-水平评估的电子数据表”中的输入值相同。 D 栏中的

基年估算总要输入电子数据表，而 E 栏中最近年份估算需要视分析年份进行输入。 Tx,t 的值（一直为

正）应当根据公式 4.2 在各个源和汇类别的 F 栏中输入，在表的总计行中应该输入所有输入值的总和。 
各个类别对 F 栏合计的贡献百分比应该在 G 栏中计算并输入。类别（即表中各行）应该根据 G 栏按量级

降序进行分类。然后，G 栏累积合计应该在 H 栏中计算。关键类别是指按量级降序排列加总之和超过 F
栏总计 95％的类别。4.5 节中列举了使用方法 1 分析水平和趋势的示例。 

趋势评估对递增或递减趋势做相似处理。 然而，关于资源的优先顺序，会出现国家可能不愿意对递减趋

势的关键类别估算投资额外资源的特别情况。 呈现严重递减趋势的类别可能是关键的基本原因包括：活

动减少、引起排放因子减少的减缓措施或改变生产流程的减排措施(如氟气体、化工生产)。 尤其是对长

期减少的活动（非波动的经济趋势）以及水平评估确定为不是关键的类别时，如果能清楚解释某类别在

未来不会再更加相关的理由，并非总是需要实施高级别的方法或收集额外的国家特定数据。 例如某些国

家大多数煤矿已经关闭或者某些生产设施已经停产，那么煤矿排放就可能属于上述情况。 无论选择什么

方法，国家均应该努力在时间序列的所有年份中使用同样的方法，因此如果原来的年份中使用了高等级

的方法，更适合的做法是继续使用这类方法。 

如果有其他原因引起趋势递减，如引进了减排措施或其他排放减少措施，重要的是优先将资源用于估算

趋势评估中确定为关键的类别。 无论选择什么方法学，清单编制者均应当清晰精确地解释并用文件记录

有严重递减趋势的类别，并应当采用合适的 QA/QC 程序。 

清单估算子集的关键类别分析  

《IPCC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作法指南》(GPG-LULUCF, IPCC, 2003)对如何使用分步骤

方法进行关键类别分析提供了指导；首先确定 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以外清单的

关键（源）类别，其次对包括 LULUCF 类别的整个清单重复关键类别分析以确定其他的关键类别。 这
种两步法现在整合为一种一般方法。 然而，清单编制者可能仍然希望使用清单估算子集进行关键类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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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例如，清单编制者可能选择只包括排放源，以排除水平估算中清除的影响或者排除源自其他排放趋

势的碳流量不同趋势的影响（请参见表 4.7 和 4.8 示例）。 优良作法是将分析使用的子集和结果与综合

分析相比较的差异进行归档。 

4.3.2 确定关键类别的方法 2 
用于确定源和汇关键类别的方法 2 是基于本卷第 3 章“不确定性”描述的不确定性分析的结果。 如果可

能，鼓励清单编制者除了使用方法 1 还要使用方法 2，因为方法 2 会提供关于某些类别为什么是关键的

另外认知，并帮助安排活动的优先顺序以提高清单质量和减少整体不确定性。 例如，方法 2 得出的类别

顺序可为改进活动的优先顺序安排提供有用信息。  

使用不确定性估算确定关键类别   

可以通过纳入根据第 3 章提供的方法得出国家类别不确定性估算来提高关键类别分析。基于第 3 章描述

的方法 1 得出的不确定性估算能够满足该目的，然而基于不确定性评估方法 2 的估算只有在可获得时才

应当使用。 根据类别不确定性百分比，通过对方法 1 水平和趋势评估结果进行加权来纳入类别不确定

性。 以下是关键类别公式。 

 

水平评估  

公式 4.4 描述了包括不确定性的方法 2 水平评估。  

公式 4.4 
水平评估（方法 2） 

( ) ( )[ ]∑ ••=
y

tytytxtxtx ULULLU ,,,,, /  

其中： 

LUx,t  = 最近清单年份（t 年）类别 x 包含不确定性的水平评估 

Lx,t = 根据公式 4.1 计算 

Ux,t  =  按照第 3 章描述计算得到的和表 3.3G 栏报告的 t 年类别不确定性百分比 如果表 3.3
报告的不确定性是不对称的，应该使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相对不确定性总是正

的。  

计算不确定性水平评估后，应当根据量级降序对结果进行分类，与方法 1 中相似。关键类别是加总后达

到所有 LUx,t 总和 90%的类别。90%是推导方法 1 分析中使用的阀值的基础（Rypdal 和 Flugsrud， 
2001）。 由与方法 1 确定的类别不同的不确定性水平评估确定的为关键类别。 另外，方法 2 确定的关
键类别顺序可能对计划改进清单的人员有帮助。  

 

趋势评估  

公式 4.5 显示了可以如何扩展方法 2 趋势评估以包括不确定性。  

公式 4.5 
趋势评估（方法 2） 

( )txtxtx UTTU ,,, •=  

其中： 

TUx,t  =  最近清单年份（t 年）类别 x 包含不确定性的趋势评估 

Tx,t  =  根据公式 4.2 计算的趋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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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t            =  按第 3 章描述计算的 t 年类别不确定性百分比。请注意这和第 3 章表 3.3G 栏总计的

不确定性一样，而不是趋势的不确定性评估。 相对不确定性总是正的。  

在计算了不确定性趋势评估后，应该将结果按量级降序进行分类。 关键类别是指加总之和高达所有

TUx,t.值总和 90％的类别。90%是推导方法 1 分析中使用的阀值的基础（Rypdal 和 Flugsrud， 2001）。 
根据不确定性趋势评估的关键类别应该视为关键类别，如果与方法 1 确定的类别不同，应该添加到方法

1 关键类别清单中。另外，方法 2 确定的关键类别顺序可能对计划改进清单的人员有帮助。   

 

纳入蒙特卡罗分析  

第 3 章中，蒙特卡罗分析是作为定量不确定性评估的方法 2。 虽然方法 1 不确定性分析基于简化的假设

来推导各个类别的不确定性，蒙特卡罗类型的分析可以处理较大的不确定性、复杂的概率密度函数、相

关性或复杂的排放估算公式。 方法 2 不确定性分析的输出可以直接用于公式 4.4 和 4.5。 如果不确定性

不对称，就应该使用均值与信度极限间较大的百分比差值。 

亦可以使用蒙特卡罗分析或其他统计工具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直接确定总体不确定性的主要贡献因子。 
因此，蒙特卡罗或者相似分析可以成为关键类别分析的重要工具。 例如，鼓励清单编制者使用该方法，

分别对更加细分的子类别（通过模拟相关性）、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关键参数而不是

关键类别）。 对这些方法的使用均应该适当归档。 

4.3.3 确定关键类别的定性标准 
某些情况下，方法 1 或方法 2 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可能未确定在清单系统中应该优先考虑的所有类别。 
如果由于清单不够完整，而不能进行定量关键类别分析，优良作法是使用定性标准确定关键类别。 下列

标准解决了定量评估可能不易反映的特殊情况。 这些标准应该用于定量分析中未确定的类别，如果确定

了其他类别，应该添加到关键类别清单中。 如果没有编制清单评估，考虑这些标准就特别重要。 如果

能获得数据，实施作为优良作法一部分的趋势评估很重要，然而在获得该评估前，可以使用定性标准提

前进行确定。 以下是定性标准各点示例。  

• 减排技术和工艺： 如果在使用气候变化减排技术时类别排放减少或清除增加，优良作法是将该类别

确定为关键。 这会确保该类别在清单内得到优先处理，以及可以推导更高质量的估算，以尽可能精

确地反映减排效果。 这亦可确保用于减排的方法是透明的，这对评估清单质量非常重要。 

• 预期增长： 清单编制者应该评估哪些类别在将来可能会出现排放增长或清除减少。 清单编制者可以

使用专家判断作出决定。 鼓励确定该类别为关键。  

• 没有对不确定性进行定量评估。 如果未使用包括关键类别分析中不确定性的方法 2，仍然鼓励清单

编制者将假定对整体不确定性贡献最多的类别视为关键，因为改进有较高不确定性类别的估算可以

实现清单总不确定性的最大减少。 无论改进方法学能否大大减少不确定性，均应该考虑定性因素。 
例如，这可以应用于减去大量排放和清除后、可能含有高不确定性的小量净流量。 

• 完整性： 如果清单不完整，方法 1 或方法 2 均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 分析仍然可以进行，然而可能

会忽略关键类别。 在这些情况下，优良作法是通过使用上述定性考虑因素，定性地检查没有定量估

算的可能关键类别。 具有相似国情的国家清单亦常常可以清楚地标明潜在的关键类别。 第 2 章“数
据收集方法”对大致估计可以用于编制某类别排放/清除初步估算的活动数据的方法提供建议。 该初

步分析可以用来确定某类别是否可能为关键，以及安排该类别数据收集的优先顺序。  

 

4.4 报告和归档 
优良作法是明确归档清单报告中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 该信息对解释选择各个类别的适用方法是不可或

缺的。 另外，清单编制者应该列举确定每个关键类别的标准（如水平、趋势或定性），以及用于进行定

量关键类别分析的方法（如方法 1 或方法 2）。 表 4.2 和 4.3 均应用于记录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 表 4.4
均应用于提供关键类别分析概要。 符号键： L =根据水平评估的关键类别； T =根据趋势评估的关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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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Q = 根据定性标准的关键类别；均应该用于描述使用的评估方法。 用于确定关键类别方法应纳入为

L1、 L2、 T1 或 T2。 在备注栏中，可以提供定性评估的原因。  

 

 

表 4.4  
关键类别分析概表 

使用的定性方法： 方法 1/方法 1 和方法 2 
 A B C D E 

IPCC 类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确定标准 备注 
     

     

     

 

4.5 关键类别分析的示例 
表 4.5 至 4.11 显示了报告年度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中的方法 1 和方法 2 应用。 使用来自芬兰国家

清单的排放、清除和不确定性估算值，进行了水平和趋势评估（芬兰统计局，2005）。 尽管本示例中没

有进行定性评估，但预期并不会确定了其他类别。  

表 4.5 中显示了方法 1 水平评估的结果（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表 4.6 中显示了方法 1 趋势评估的结

果（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表 4.7 和 4.8 显示了使用排放和清除子集进行的方法 1 水平和趋势关键类

别分析。 在本示例中，已决定包括除了类别 3B（土地）中 CO2 以外的其他类别（报告在表 4.5 和 4.6
中）。 表 4.9 和 4.10 提供了方法 2 水平和趋势评估的结果。 最后表 4.11 概述了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 

 

表 4.5  
2003 年芬兰 温室气体清单 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CO2 -21 354 21 354 0.193 0.193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O2 17 311 17 311 0.157 0.350 

1A3b 公路运输 CO2 11 447 11 447 0.104 0.454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O2 9 047 9 047 0.082 0.536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O2 6 580 6 580 0.060 0.595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O2 5 651 5 651 0.051 0.646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O2 5 416 5 416 0.049 0.695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O2 4 736 4 736 0.043 0.738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O2 3 110 3 110 0.028 0.767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CO2 2 974 2 974 0.027 0.793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2 619 2 619 0.024 0.817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2 497 2 497 0.023 0.84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O2 2 174 2 174 0.020 0.859 

3A1 肠道发酵 CH4 1 537 1 537 0.014 0.873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O2 1 498 1 498 0.014 0.887 

2B2 硝酸生产  N2O 1 396 1 396 0.013 0.900 

1A5 未说明： 液体 CO2 1 083 1 083 0.010 0.909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830 830 0.008 0.917 

1A3e 其他运输 CO2 651 651 0.006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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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03 年芬兰 温室气体清单 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592 592 0.005 0.928 

 

 

表 4.5 （续）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2F1 制冷和空调 HFC、PFC 578 578 0.005 0.933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 547 547 0.005 0.938 

1A3d 水运 CO2 519 519 0.005 0.943 

1A3b 公路运输 N2O 516 516 0.005 0.948 

2A2 石灰生产 CO2 513 513 0.005 0.952 
2A1 水泥生产 CO2 500 500 0.005 0.957 

3A2 粪便管理 N2O 461 461 0.004 0.961 

1A5 未说明： 气体 CO2 363 363 0.003 0.964 

1A3a 民航 CO2 316 316 0.003 0.967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CH4 307 307 0.003 0.970 

3C2 施用石灰 CO2 277 277 0.003 0.972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N2O 226 226 0.002 0.975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O2 225 225 0.002 0.977 

3A2 粪便管理 CH4 222 222 0.002 0.979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CO2 211 211 0.002 0.980 

2 其他 
CO2、

HCF、
PFC、 SF6 

168 168 0.002 0.982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N2O 162 162 0.001 0.983 
2A3 和 

2A4 石灰石和白云石的利用 a CO2 148 148 0.001 0.985 

1A3c 铁路 CO2 134 134 0.001 0.986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CO2 131 131 0.001 0.987 

4D 废水处理和排放 CH4 128 128 0.001 0.988 

4D 废水处理和排放 N2O 102 102 0.001 0.989 

3C1 生物量燃烧 CO2 91 91 0.001 0.99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N2O 90 90 0.001 0.99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生物量 N2O 81 81 0.001 0.992 

1A1 能源工业： 生物量 N2O 80 80 0.001 0.992 

1B2aii b CO2 63 63 0.001 0.993 

2F4 气溶胶 HFC 63 63 0.001 0.994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N2O 61 61 0.001 0.994 

1B2b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天然气 CH4 52 52 0.000 0.995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N2O 51 51 0.000 0.995 

1A3b 公路运输 CH4 47 47 0.000 0.995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N2O 47 47 0.000 0.996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N2O 41 41 0.000 0.996 
2G 其它产品制造和使用 N2O 40 40 0.000 0.997 

1A1 能源工业： 生物量 CH4 31 31 0.000 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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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续）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N2O 30 30 0.000 0.997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N2O 29 29 0.000 0.997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CO2 25 25 0.000 0.998 

2F2 发泡剂 HFC 25 25 0.000 0.998 

2G 其它产品制造和使用 SF6 22 22 0.000 0.998 
2A3 和 

2A4 纯碱使用 a CO2 20 20 0.000 0.99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N2O 19 19 0.000 0.99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生物量 CH4 19 19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H4 16 16 0.000 0.999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H4 15 15 0.000 0.999 

1B2a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石油 CH4 10 10 0.000 0.999 

2C1  钢铁生产 CH4 9 9 0.000 0.999 

1A5 未说明： 液体 N2O 9 9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H4 9 9 0.000 0.999 

3C1 生物量燃烧 CH4 8 8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H4 7 7 0.000 0.999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H4 7 7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H4 7 7 0.000 0.999 

1A3e 其他运输 CH4 6 6 0.000 1.00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H4 6 6 0.000 1.000 

3 其他 CH4 6 6 0.000 1.000 

2B8  石油化工和黑碳生产 CH4 5 5 0.000 1.000 

1A3e 其他运输 N2O 5 5 0.000 1.000 

1A3d 水运 CH4 5 5 0.000 1.000 

1A3a 民航 N2O 4 4 0.000 1.000 

1A3d 水运 N2O 4 4 0.000 1.000 

4 其他 N2O 3 3 0.000 1.00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H4 3 3 0.000 1.00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H4 2 2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液体 CH4 2 2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气体 N2O 2 2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N2O 2 2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N2O 1 1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CH4 1 1 0.000 1.000 

1A3c 铁路 N2O 1 1 0.000 1.000 

3C1 生物量燃烧 N2O 1 1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CH4 1 1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气体 CH4 0.4 0.4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N2O 0.3 0.3 0.000 1.000 

1A3a 民航 CH4 0.3 0.3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H4 0.3 0.3 0.000 1.000 

1A3c 铁路 CH4 0.2 0.2 0.000 1.000 

合计     67 729 110 438 1  
a 本示例基于 2003 年芬兰清单，因此不能根据准则的推荐作法对玻璃生产进行分离。 这并不影响被确定为关键的类别。 
b 示例基于 2003 年芬兰清单，因此火炬从其他石油溢散排放（1B2a）分离出来。 根据这些准则，1B2a 所有排放可以在关键类

别分析中进行统一处理。 这并不影响在本示例中确定为关键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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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趋势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趋势评估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CO2 -23 798 -21 354 0.078 0.147 0.147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O2 9 279 17 311 0.042 0.079 0.227 

1A3b 公路运输 CO2 10 800 11 447 0.040 0.076 0.302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O2 6 714 5 651 0.040 0.075 0.37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O2 6 410 5 416 0.038 0.072 0.450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CO2 -1 071 2 974 0.037 0.069 0.519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O2 3 972 9 047 0.035 0.066 0.585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O2 2 659 6 580 0.029 0.054 0.639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3 678 2 497 0.028 0.053 0.692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3 513 2 619 0.024 0.046 0.73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O2 4 861 4 736 0.022 0.042 0.780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CO2 1 277 211 0.017 0.031 0.811 
3A1 肠道发酵 CH4 1 868 1 537 0.012 0.022 0.833 
2B2 硝酸生产  N2O 1 595 1 396 0.009 0.017 0.849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O2 2 094 2 174 0.008 0.016 0.865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O2 1 561 1 498 0.007 0.014 0.879 

2A1 水泥生产 CO2 786 500 0.006 0.012 0.891 
3C2 施用石灰 CO2 618 277 0.006 0.012 0.903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O2 2 607 3 110 0.006 0.012 0.914 

2F1 制冷和空调 HFC、PFC 0 578 0.006 0.011 0.925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735 592 0.005 0.009 0.934 
3A2 粪便管理 N2O 623 461 0.004 0.008 0.942 

1A3b 公路运输 N2O 160 516 0.003 0.006 0.948 
1A3e 其他运输 CO2 644 651 0.003 0.005 0.953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 503 547 0.002 0.003 0.956 
3C1 生物量燃烧 CO2 180 91 0.002 0.003 0.959 
1A3a 民航 CO2 320 316 0.001 0.003 0.962 
1A3c 铁路 CO2 191 134 0.001 0.003 0.965 

1B2aii b CO2 123 63 0.001 0.002 0.967 
2G 其它产品制造和使用 SF6 87 22 0.001 0.002 0.969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CH4 282 307 0.001 0.002 0.971 
4D 废水处理和排放 CH4 153 128 0.001 0.002 0.973 
4D 废水处理和排放 N2O 133 102 0.001 0.002 0.974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O2 98 225 0.001 0.002 0.976 
3A2 粪便管理 CH4 215 222 0.001 0.002 0.977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640 830 0.001 0.002 0.979 

1A3b 公路运输 CH4 90 47 0.001 0.002 0.98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生物量 N2O 111 81 0.001 0.002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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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趋势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趋势评估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2 其他 
CO2、

HCF、
PFC、 SF6 

68 168 0.001 0.001 0.983 

1A1 能源工业： 生物量 N2O 10 80 0.001 0.001 0.985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N2O 108 90 0.001 0.001 0.986 

2F4 气溶胶 HFC  0 63 0.001 0.001 0.987 
 

 

表 4.6 （续）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趋势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趋势评估 IPCC
类别代

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N2O 56 29 0.001 0.001 0.988 

2G 其它产品制造和使用 N2O 62 40 0.000 0.001 0.989 
1A5 未说明： 气体 CO2 222 363 0.000 0.001 0.990 
1B2b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天然气 CH4 4 52 0.000 0.001 0.991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CO2 123 131 0.000 0.001 0.992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N2O 85 162 0.000 0.001 0.993 
1A5 未说明： 液体 CO2 734 1083 0.000 0.001 0.993 
2A2 石灰生产 CO2 383 513 0.000 0.001 0.994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N2O 56 47 0.000 0.001 0.995 
1A1 能源工业： 生物量 CH4 2 31 0.000 0.001 0.995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N2O 18 51 0.000 0.000 0.996 
2F2 发泡剂 HFC 0  25 0.000 0.000 0.996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N2O 141 226 0.000 0.000 0.997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CO2 33 25 0.000 0.000 0.997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N2O 56 61 0.000 0.000 0.997 
3C1 生物量燃烧 CH4 16 8 0.000 0.000 0.99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N2O 39 41 0.000 0.000 0.998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H4 19 15 0.000 0.000 0.99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生物量 CH4 20 19 0.000 0.000 0.998 

4 其他  N2O 8 3 0.000 0.000 0.998 
2A3 和 

2A4 石灰石和白云石的利用
a CO2 99 148 0.000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N2O 26 30 0.000 0.000 0.999 
1A3d 水运 CH4 8 5 0.000 0.000 0.999 

2A3 和 
2A4 纯碱使用

a CO2 18 20 0.000 0.000 0.999 

1A3d 水运 CO2 361 519 0.000 0.000 0.999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H4 9 7 0.000 0.000 0.999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N2O 17 19 0.000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H4 9 16 0.000 0.000 0.999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H4 4 2 0.000 0.000 0.999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H4 4 9 0.000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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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续）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趋势评估示例 (关键类别用粗体表示)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趋势评估 IPCC
类别代

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CH4 2 1 0.000 0.000 1.00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H4 4 3 0.000 0.000 1.000 

1A3e 其他运输 N2O 5 5 0.000 0.000 1.000 
2C1  钢铁生产 CH4 5 9 0.000 0.000 1.000 

3 其他 CH4 5 6 0.000 0.000 1.000 
1A3a 民航 N2O 4 4 0.000 0.000 1.000 
3C1 生物量燃烧 N2O 2 1 0.000 0.000 1.000 
1A3e 其他运输 CH4 5 6 0.000 0.000 1.000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H4 6 7 0.000 0.000 1.000 
1B2a 来自燃料的溢散排放－石油 CH4 8 10 0.000 0.000 1.000 
1A3c 铁路 N2O 2 1 0.000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CH4 1 1 0.000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N2O 1 1 0.000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泥炭 N2O 1 2 0.000 0.000 1.000 
2B8  石油化工和黑碳生产 CH4 4 5 0.000 0.000 1.00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H4 5 6 0.000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固体 N2O 0.5 0.3 0.000 0.000 1.000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H4 5 7 0.000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气体 N2O 1 2 0.000 0.000 1.000 
1A3a 民航 CH4 0.4 0.3 0.000 0.000 1.000 
1A3c 铁路 CH4 0.2 0.2 0.000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液体 N2O 6 9 0.000 0.000 1.000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H4 0.1 0.3 0.000 0.000 1.000 

1A3d 水运 N2O 3 4 0.000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气体 CH4 0.3 0.4 0.000 0.000 1.000 
1A5 未说明： 液体 CH4 2 2 0.000 0.000 1.000 
合计     47 604 67 729 0.531 1   

a 本示例是基于 2003 年芬兰清单，因此不可能根据准则的推荐作法对玻璃生产进行分离。 这并不影响在本示例中被确定为关键
的类别。 

b示例是基于 2003 年芬兰清单，因此火炬从其他石油溢散排放（1B2a）分离出来。 根据这些准则，1B2a 所有排放可以在关键

类别分析中进行统一处理。 这并不影响在本示例中确定为关键的类别。 

 

 

表 4.7  
使用子集的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3B 类别的 CO2被排除在分析外)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O2 17 311 17 311 0.203 0.203 

1A3b 公路运输 CO2 11 447 11 447 0.134 0.337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O2 9 047 9 047 0.106 0.443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O2 6 580 6 580 0.077 0.520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O2 5 651 5 651 0.066 0.586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O2 5 416 5 416 0.063 0.650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O2 4 736 4 736 0.055 0.705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O2 3 110 3 110 0.036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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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使用子集的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3B 类别的 CO2被排除在分析外)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2 619 2 619 0.031 0.772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2 497 2 497 0.029 0.802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O2 2 174 2 174 0.025 0.827 

3A1 肠道发酵 CH4 1 537 1 537 0.018 0.845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O2 1 498 1 498 0.018 0.863 

2B2 硝酸生产  N2O 1 396 1 396 0.016 0.879 

1A5 未说明： 液体 CO2 1 083 1 083 0.013 0.892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830 830 0.010 0.901 

1A3e 其他运输 CO2 651 651 0.008 0.909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592 592 0.007 0.916 

2F1 制冷和空调 HFC、PFC 578 578 0.007 0.923 

 

 

表 4.7 （续） 
使用子集的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水平评估示例  
（3B 类别的 CO2被排除在分析外)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Ex,t �Ex,t �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1A3d 水运 CO2 519 519 0.006 0.929 

1A3b 公路运输 N2O 516 516 0.006 0.935 

2A2 石灰生产 CO2 513 513 0.006 0.941 

2A1 水泥生产 CO2 500 500 0.006 0.947 

3A2 粪便管理 N2O 461 461 0.005 0.952 

........................................................................................................................................................................................................................... 

合计     85 352 85 352 1   
 
 

表 4.8  
使用子集的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1 趋势评估示例 
（3B 类别的 CO2被排除在分析外)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趋势评估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O2 9 279 17 311 0.086 0.194 0.194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O2 3 972 9 047 0.060 0.135 0.329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O2 2 659 6 580 0.048 0.107 0.436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O2 6 714 5 651 0.035 0.078 0.514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O2 6 410 5 416 0.033 0.074 0.588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3 678 2 497 0.028 0.062 0.650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3 513 2 619 0.023 0.052 0.702 

1A3b 公路运输 CO2 10 800 11 447 0.023 0.051 0.752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O2 4 861 4 736 0.016 0.036 0.788 

3A1 肠道发酵 CH4 1 868 1 537 0.010 0.023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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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1 制冷和空调 HFC、PFC 0 578 0.008 0.018 0.830 
2B2 硝酸生产  N2O 1 595 1 396 0.008 0.017 0.846 
3C2 施用石灰 CO2 618 277 0.007 0.015 0.861 
2A1 水泥生产 CO2 786 500 0.006 0.014 0.876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O2 1 561 1 498 0.005 0.012 0.888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O2 2 094 2 174 0.005 0.011 0.899 

1A3b 公路运输 N2O 160 516 0.005 0.010 0.909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735 592 0.004 0.009 0.919 

3A2 粪便管理 N2O 623 461 0.004 0.009 0.928 
1A5 未说明： 液体 CO2 734 1 083 0.003 0.006 0.934 
3C1 生物量燃烧 CO2 180 91 0.002 0.004 0.938 
1A3e 其他运输 CO2 644 651 0.002 0.004 0.942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O2 98 225 0.001 0.003 0.946 
1A3c 铁路 CO2 191 134 0.001 0.003 0.949 
1A5 未说明： 气体 CO2 222 363 0.001 0.003 0.952 

................... ........................................................................................................................................................................................................ 
合计     70 692 85 352 0.445 1   

 

 

表 4.9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2 水平评估示例  

使用的累积水平是国家特定的，并不代表推荐的累积水平。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Ex,t �Ex,t�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

量） 
（Gg CO2 当

量） 
LUx,t 

F 栏的累积

合计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生物量中的碳库变化 CO2 -21 354 21 354 0.23 0.23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农业土壤 N2O 2 608 2 608 0.18 0.41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生物量中的净碳库变化 CO2 2 907 2 907 0.09 0.50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592 592 0.06 0.56 

1A3b 公路运输： 装有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汽车 N2O 410 410 0.05 0.61 

2B2 硝酸生产  N2O 1 396 1 396 0.04 0.66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有机土壤中的净碳库变化 CO2 1 324 1 324 0.04 0.70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 547 547 0.04 0.73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生物量中的净碳库变化 CO2 -1 113 1 113 0.03 0.77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2 497 2 497 0.03 0.80 

1A 燃料燃烧活动  液体 CO2 27 640 27 640 0.02 0.82 

1A 燃料燃烧活动  固体 CO2 22 753 22 753 0.02 0.85 

1A 燃料燃烧活动  泥炭 CO2 10 676 10 676 0.02 0.87 

3A1 肠道发酵 CH4 1 537 1 537 0.01 0.88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CH4 307 307 0.01 0.90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830 830 0.0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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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2003 年芬兰温室气体清单方法 2 趋势评估示例  

使用的累积水平是国家特定的，并不代表推荐的累积水平。 只列举了关键类别。 
 A B C D E F G H 

Ex,0 Ex,t 
包括不确定

性的趋势评

估 
IPCC 类

别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Gg CO2
当量） 

（Gg CO2
当量） TUx,t 

%对趋势

的贡献  
G 栏的累积

合计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农业

土壤 N2O 3 486 2 608 5.42 0.24 0.24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生物量中的净碳库

变化 CO2 -1 181 2 907 3.62 0.16 0.40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生物量中的碳库变

化 CO2 -23 798 -21 354 2.71 0.12 0.52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735 592 1.54 0.07 0.58 

1A3b 公路运输： 装有催化式排气净化器

的汽车 N2O 32 410 1.45 0.06 0.65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有机土壤中的净碳

库变化 CO2 1 813 1 324 1.21 0.05 0.70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3 678 2 497 1.20 0.05 0.75 

2B2 硝酸生产  N2O 1 595 1 396 0.89 0.04 0.79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生物量中的净碳库

变化 CO2 -535 -1 113 0.82 0.04 0.83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 503 547 0.36 0.02 0.85 

3A2 粪便管理 N2O 623 461 0.36 0.02 0.86 

3A1 肠道发酵 CH4 1 868 1 537 0.35 0.02 0.88 

1A 燃料燃烧活动  液体 CO2 27 232 27 640 0.32 0.01 0.89 

4D1 废水处理和排放： 人口密集区域 N2O 84 66 0.20 0.01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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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芬兰关键类别分析概表 

使用的定性方法： 方法 1 和方法 2 
 A B C D E 

IPCC 类别

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确定标准 备注 a 

1A 燃料燃烧活动：  液体 CO2 L2， T2 累计 
1A 燃料燃烧活动：  固体 CO2 L2  累计 
1A 燃料燃烧活动：  泥炭 CO2 L2  累计 
1A1 能源工业： 固体 CO2 L1， T1   
1A1 能源工业： 泥炭 CO2 L1， T1   
1A1 能源工业： 气体 CO2 L1， T1   
1A1 能源工业： 液体 CO2 L1， T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固体 CO2 L1， T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液体 CO2 L1， T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气体 CO2 L1， T1   
1A2    制造工业和建筑： 泥炭 CO2 L1， T1   

1A3b 公路运输 CO2 L1， T1   
1A3b 公路运输 N2O L1， T1   
1A3b 公路运输： 装有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汽车 N2O L2， T2 累计 
1A3c 铁路 CO2   T 子集 
1A3d 水运 CO2 L1    
1A3e 其他运输 CO2 L1， T1   
1A4 其他部门： 液体 CO2 L1， T1   
1A4 其他部门： 气体 CO2   T 子集 
1A4 其他部门： 生物量 CH4 L2    
1A5 未说明： 液体 CO2 L1    
1A5 未说明： 气体 CO2   T 子集 
2A1 水泥生产 CO2 T1   
2A2 石灰生产 CO2 L1    

2B2 硝酸生产  N2O L1，L2，
T1，T2   

2D 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 CO2 L1，L2   
2F1 制冷和空调 HFC、PFC  L1， T1   
3A1 肠道发酵 CH4 L1，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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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芬兰关键类别分析概表 

使用的定性方法： 方法 1 和方法 2 
 A B C D E 

IPCC 类别

代码 IPCC 类别 温室气体 确定标准 备注 a 

T1，T2 
3A2 粪便管理 N2O T1，T2  

3B1a 仍为林地的林地 CO2 
L1，L2，
T1，T2   

3B2a 仍为农田的农田 CO2 L2，T1，T2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CO2 L1， T1   

3B3a 仍为草地的草地 生物量中的净碳库变化 CO2 L2， T2 累计 

3B4ai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CO2 L1，L2，T2   
3C2 施用石灰 CO2 T1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L1， T1    
3C4 源自管理土壤的直接 N2O 排放 农业土壤 N2O L2， T2 累计 

3C5 源自管理土壤的间接 N2O 排放 N2O L1，L2，
T1，T2   

3C1 生物量燃烧 CO2   T 子集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CH4 
L1，L2，
T1，T2   

4D1 国内废水处理和排放： 人口密集区域 N2O T2 累计 

a Tsub 表示只有在排除 3B 类别的子集趋势评估中才确定的类别。 子集水平评估与总清单的方法 1 分析相比，并不能确定额外

的类别。 Aggr 表示累计水平区别于方法 1 的方法 2 确定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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