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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湿地 

7.1 导言 
        本章提供了管理湿地中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和报告指南。湿地包括全年或一年中部分时间被水覆盖

或浸透，且不属于林地、农田、草地类别的任何土地。管理湿地仅限于地下水位经过人为改变（例如排

水或抽水）的湿地，或人类活动（例如，拦河筑坝）营建的湿地。未估算未管理湿地中产生的排放。   

        为下述活动提供了方法学： 

• 为能源、园艺或其它用途进行泥炭开采而清除和排水的泥炭地（7.2 节）。估算方法学，虽然基本上

与 IPCC 报告《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作法指南》（GPG-LULUCF）中相

同，但现在包含了园艺泥炭使用产生的排放。 

• 为能源生产、灌溉、航行、休闲进行储水或蓄水（7.3 节）。当前的评估范围包括所有转变为永久水

淹地的土地中产生的 CO2 排放。水淹地不包括调节的湖泊和河流，除非其水面积出现了显著增加。 

        为了简洁，本节后续部分将论述为泥炭地采掘进行管理的泥炭地，以及作为水淹地而蓄水的淹水土

地。表 7.1 阐明了评估的范围以及本章中的相应各节。 

 

表 7.1 
论述管理湿地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的各节 

土地利用类别/温室气体 泥炭地 水淹地 

仍为湿地的湿地 

CO2 7.2.1.1 节 无指南 1 

CH4 无指南 2 附录 3 

N2O 7.2.1.2 节 无指南 3 

转化为湿地的土地 

CO2 7.2.2.1 节 7.3.2.1 节和附录 2 

CH4 无指南 2 附录 3 

N2O 7.2.2.2 节 无指南 3 

注： 
1 仍为水淹地的水淹地产生的 CO2排放包含在水淹地上游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例如土壤）的碳库

变化估算中。 
2 排水后泥炭地转化和泥炭采掘过程中泥炭地产生的 CH4排放可以忽略。 
3 水淹地中的 N2O 排放包含在农业或其它径流以及废水中产生的 N2O 间接排放估算中。 

 

        湿地经常进行管理以为其它土地利用，如森林和草地管理，或农田。一般说来，各种湿地温室气体

平衡的科学知识水平仍然很低并且不确定，但是一直在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例如，Boreal Env. Res. 
2006 年 11 月）。表 7.2 指出了这些管理湿地相关指南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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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为其它利用而管理的湿地中产生排放的相关指南 

土地利用类别 本指南中的卷/节  

湿地已经转化为或正在转化为：  

农田，包括生产酸果蔓和其它杜鹃科水果的

“沼泽” 第 4 卷，第 5 章（5.3 节） 

管理草地 第 4 卷，第 6 章（6.3 节） 

管理林地，包括国家定义的排水或不排水的森

林湿地 第 4 卷，第 4章（4.3 节） 

稻子种植 第 4 卷，第 5 章（5.5 节） 

 

        因为不能获取适当的方法，有些湿地利用未被涵盖。这包括：粪肥管理塘、工业废水塘、水产养殖

塘，以及先前排水湿地的回潮或湿地恢复（参见 7.5 节，“未来方法学的发展”）。这些活动较多的国

家应考虑进行研究，以评估它们对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贡献。管理湿地中因非点排放源农业废水过滤

产生的 N2O 排放，诸如施肥和使用杀虫剂，包括在土壤添加剂产生的间接排放中（第 4 卷第 11 章）。  

        多数湿地生态分类，包括《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中的分类，将许多这些土地视为湿地，即使它们受

人类活动所干扰或人为建造。《拉姆萨尔湿地公约》（拉姆萨尔，1996 年）所采用的湿地分类广泛用于

处理管理问题。表 7.3 将本报告中的湿地分类与《拉姆萨尔公约》的若干定义相联系。   

 

表 7.3 
拉姆萨尔关于人造湿地的分类 

拉姆萨尔分类 IPCC 术语中相应的湿地亚类 方法学指南 

水产养殖 水淹地 无 1 

池塘 水淹地 无 1 

灌溉地（如果耕种） 农田 无 2 

季节性农业水淹地 稻子种植 有 （第 4 卷第 5 章） 

采盐地 --- 无 1 

储水区域 水淹地 有（本章） 

挖掘场地（部分） 为泥炭采掘管理的泥炭地 有（本章） 

废水处理区域 “人工湿地”或废弃物部门 无 3 

水道和排水渠道、沟渠 -- 无 3 

注：  
1 对于这些排放源,不存在合适的缺省方法。 
2 农田一章包括此种排放源。 
3 第 5 卷第 3 章论述废水排放到水道、河流、湖泊、海洋和排水渠道或沟渠过程中产生的 CH4和 N2O 排放，以及废水处理区域

产生的排放，但未述及新湿地产生的任何其它排放。第 4 卷第 11 章论述了氮肥沥滤液中的 N2O 排放。 

资料来源：拉姆萨尔，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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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湿地生态系统的  生物和地球化学过程以及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受控于水浸透的程度以及气

候和可获养分。  

        如同其它生态系统，进出大气层的净碳流量来自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摄入的碳和通过分解作用释

放的碳之间的差额。碳摄入和衰减损失的速率均受气候、可获养分、水浸透或可获氧分的影响。在多数

旱地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耗氧条件下（氧分充足），分解作用释放 CO2；而 CH4排放主要在厌氧条件

下产生（Moore 和 Knowles，1989 年）。  

        在多数湿地中，一次生产总量中约 90％的碳通过衰减重新回到大气层（Cicerone 和 Oremland, 1988
年）。未衰减的物质沉在水体底部，并累积在先前沉积的物质上。  

        在浸透情况1 或水灌环境下，耗氧细菌和其它衰减有机体的活动受可获氧分的限制。缺氧（氧气耗

尽）条件一般存在于水体底部，防止了这些有机体进一步分解有机物质。其他细菌、甲烷微生物、硫化

生物等，至少能分解部分有机物质，这会导致CH4 和其它气体的排放。如果CH4 通过水柱或包气土壤顶

层向上扩散，在释放前仍然有另一组别的细菌，即嗜甲烷菌将CH4 部分氧化成CO2。一般而言，湿地是

CH4的一种天然排放源，估算其排放量为 55-150 Tg CH4 /年（Watson等，2000 年）。   

        一般说来，浸透生态系统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非常小，除非能够持续提供外源性氮。如果在湿地，

特别是泥炭地进行排水，N2O 排放率主要受矿化氮量的控制，从而受土壤肥力的影响。在矿氧（富营

养）条件下，其它控制条件诸如 pH、温度和水位，会调节矿质氮的硝化作用，并随后还原成 N2O
（Klemedtsson 等，2005 年； Martikainen 等，1995 年）。 

        总的说来，湿地排水会导致 CH4排放量减少，土壤有机质氧化的增加会引起 CO2排放的增加，以及

矿氧湿地中 N2O 排放量的增加。  

        相反地，通过灌水建立湿地改变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格局，增加了 CH4排放和减少了 CO2排放。依据

气候和贮藏特征，通过水淹生物量的衰减，以及淹没的土壤有机质和其它溶解的有机物质颗粒的分解作

用，均能释放 CO2和 CH4。  

        关于两种类型管理湿地的更具体的方法学问题，在本章相应各节进行了讨论。  

报告内容小结  
        湿地中 CO2的总排放估算为两种管理湿地类型产生的排放的总和（公式 7.1）。  

公式 7.1 
湿地中的 CO2排放 

水淹泥炭 WWW COCOCO _2_2_2 +=  

其中： 

CO2_W = 湿地中的 CO2排放，Gg CO2/年 

           CO2_W 泥炭 = 为泥炭生产管理的泥炭地中的 CO2排放，Gg CO2/年 

           CO2_W 水淹  = 来自（土地转化为）水淹地中的 CO2排放 ，GgCO2/年 

        由于有机土壤、浸透土壤和水覆盖表层的性质，CO2 估算方法通常依赖于排放因子的制定和灌水之

前土地生物量库的信息。部分活动（例如植被清除，以及随后在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上进行的燃烧）

中产生的排放，可按碳库的变化进行估算，这种情况下为第 2 章的通用方法提供了参照。 
 
        仅提供了为泥炭采掘管理的泥炭地中 N2O 排放的缺省方法。  

 

 

 

                                                           
1 当土壤粒间所有的气隙被水充满时，土壤被浸透，这导致耗氧条件的产生。 



第 4 卷：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 

7.2 管理泥炭地 
        在湿地中，当死有机物质的年生产量超过衰减量时，泥炭进行累积。泥炭沉积的格局随着气候和水

文情况而发生变化，并且任一地区泥炭地类型的演替可能很复杂（Mitsch 和 Gosselink，2000 年）。每

年的碳固存可能仅为 20 - 50 千克/公顷（Watson 等，2000 年），与作物收获产量相比，这一值很小。多

数沉积的泥炭至今已累积了数千年，且许多泥炭自距今 8 000 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冰川退缩起，一直开

始不断累积。 

        泥炭地区的生产循环包括三个阶段（加拿大水苔泥炭苔协会，2004 年；Nilsson 和 Nilsson，2004
年）： 

(i) 为泥炭采掘准备土地转化：转化以建造主要和次要排水沟渠开始，以允许水从该地区中排

出。一旦地下水位开始降低，表层生物量，包括所有树木或灌丛，以及产生泥炭植被的活

体层，会被清除和去除。该阶段可能持续数年。亦可在之前为其它目的而排水的地区建立

泥炭采掘区。一般说来，这仅需要对排水方式进行一些改进或完善。该过程中主要的温室

气体流量为生物量清除以及排水泥炭衰减所产生的 CO2 排放。此阶段与转化为泥炭地的土

地对应，其叙述见 7.2.2 节。 
(ii) 采掘：一种类型的采掘是每年将泥炭表面“磨细”或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在夏季月份中风

干。然后收集风干的泥炭颗粒，并从采掘地转运到储藏堆。一种旧形式的采掘是将泥炭沉

积的表面切割为小块，以使其变干。不论采用何种采掘技术，变干的速度和年泥炭生产量

随着干旱天气条件频率而增加。采掘过程可能持续 20-50 年，才能达到泥炭沉积的经济深

度。此阶段中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是来自于现场（排水、外露的泥炭）和离场（别处

的泥炭采掘和使用）的泥炭衰减所产生的排放。本阶段对应于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并在

7.2.1 节中进行了论述。 

由于正在采掘的泥炭地产生的排放与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中产生的排放，在程度和类型

上有着很大差异，开展泥炭工业的国家应相应地区分其管理泥炭地。 

(iii) 撂荒、恢复或转为其它土地利用：如果从沉积中采掘泥炭不再获利时，停止泥炭采掘。一

般说来，这些土地中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并且只要土地未转化成另一种利用，就应遵循

7.2.1 节中的指南报告这些排放。因为没有提供恢复泥炭地中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估算方

法，存在大量恢复泥炭地的国家可考虑开发或收集科学信息，以支持温室气体估算方法的

建立（参见 7.5 节“未来方法学的发展”）。已造林或耕种的转换泥炭地应报告在转化为林
地的土地（第 4 章 4.3 节）和转化为农田的土地（第 5 章 5.3 节）类别下。  

        将首先考虑进行采掘的泥炭地（即，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这与其它各章相似，但与上文提及的

泥炭生产的常规顺序相反。 

7.2.1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 
       本节论述现行泥炭采掘过程中泥炭地产生的排放。泥炭的使用范围分布广泛：大约一半的泥炭用于

能源；其它的泥炭用于园艺、景观、工业废水处理和其它目的（国际泥炭协会，2004 年）。从沉积中采

掘泥炭的技术都类似，无论泥炭的最终用途如何，温室气体的所有现场排放源均应报告在此类别中。离

场泥炭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应报告在能源部门中，本章对此不作考虑。 

7.2.1.1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中产生的CO2 排放  

        估算进行泥炭采掘的土地中产生的 CO2 排放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在采掘阶段来自泥炭沉积的现场排

放，以及泥炭的园艺（非能源）用途中的离场排放（公式 7.2）。泥炭采掘开始时会进行植被清除（7.1
节），这可防止进一步的碳固存，因此仅考虑 CO2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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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7.2 
泥炭采掘过程中泥炭地中产生的 CO2排放 

( ) ⎟
⎠
⎞

⎜
⎝
⎛•−+−=

12
44

222
eWW WWWW CCOCCOCO

现场泥炭离场泥炭泥炭

 

其中： 

CO2 WW 泥炭  = 进行泥炭采掘的土地中产生的 CO2 排放，Gg CO2/年  

CO2–CWW 泥炭
离场

 = 为园艺用途进行的泥炭清除中产生的离场 CO2–C 排放，Gg C/年  

CO2–CWW 泥炭 现场 
= 排水泥炭沉积中的现场 CO2–C 排放，Gg C/年 

        离场CO2–C排放与采掘和清除的泥炭的园艺（非能源）用途相关。用于能源的泥炭中产生的离场排

放应报告在能源部门，因此这里不列入此排放。 

        无论泥炭的最终用途如何，用于估算现场排放的方法的选择、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可相同，只要数

据按泥炭类型[与营养水平（富与贫）密切相关]以及如果可能按适合的气候区进行分解。 

方法的选择  

        图 7.1 列出了估算泥炭地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决策树。 

方法 1  
        提供的缺省方法可涵盖现场 CO2 排放（泥炭生产阶段没有区别）和泥炭的园艺用途（公式 7.3-
7.5）。  

 

公式 7.3 
管理泥炭地中的CO2 –C2 排放（方法 1） 

 

 
现场泥炭离场泥炭泥炭 WWWWWW CCOCCOCCO

t
−+−=− 222  

其中： 

CO2–CWW 泥炭  = 管理泥炭地中的 CO2–C 排放，Gg  C/年 

CO2–C WW 泥炭 现场 
 = 泥炭沉积中的现场排放（所有生产阶段），Gg  C/年 

CO2–CWW 泥炭
离场

 = 为园艺用途进行的泥炭清除中产生的离场排放，Gg C/年  

 

        公式 7.4 适用于管理泥炭地的总面积，包括正转化为泥炭地的土地和撂荒的泥炭地，除了撂荒泥炭

地已经转为了另一种利用，这种情况下排放应属于新的土地利用，例如农田或林地。  

        方法 1 仅考虑生物量清除产生的排放。当管理泥炭地的总面积增加时，会发生向泥炭地的转化。为

泥炭采掘进行的泥炭地的转化包括植被的清邑和清除。公式 7.4 中的术语∆CWW 泥炭 B 按公式 2.16（本卷

第 2 章）中的 ΔC 转化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假设管理泥炭地中活体生物量碳库的其它变化为零。 

 

 

 

 

 

                                                           
2 CO2–C 指以 CO2的形式释放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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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估算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中产生的 CO2–C 和 N2O 排放的决策树 

 

开始 

管理湿地

是否是关
键类别
1？ 

   是否存在关于管

理泥炭地面积和关

于泥炭生产量的历

史和现有数据？

      利用国家特定方法

和排放因子估算排放量

（方法 3） 
- 

     从国家泥炭工业、政

府机构或从国际泥炭协会

中收集或汇总历史和现有

数据

   利用缺省方法和

国家特定数据估算

排放量（方法 2）
- 

否 

框 1：方法 1 

利用缺省排放因子和活

动数据估算排放量（方

法 1） 

能否获得关于为泥炭

提取进行转化的土

地、提取方法、泥炭

利用、肥料施用以及

现场排放的详细信

息？ 

是

否 

是 是

框 3：方法 2 

  利用缺省方法、

排放因子和 国家

特定数据估算排放

量（方法 1） 

否

是否完成了关于工业 

泥炭地上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国内 研究？

是 

否 

框 4：方法 3 

框 2：方法 1 

注： 

1：参见卷 1 第 4 章，“方法选择和确认关键源类别”（注意关于有限资源的 4.1.2 节）关于关键源类别讨论和决策树的使用
. 

 

 

7.10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 7 章：湿地 

公式 7.4 
管理泥炭地中的现场土壤 CO2 – C 排放（方法 1） 

 

BWW
COCO

WW C
EFAEFA

CCO
泥炭

泥炭贫泥炭富

现场泥炭

泥炭贫泥炭富
Δ+

⎥
⎥
⎦

⎤

⎢
⎢
⎣

⎡ •+•
=−

1000

)()(
22

2  

其中： 

CO2–C WW 泥炭 
现场

= 泥炭沉积中的现场 CO2–C 排放（所有生产阶段），Gg  C/年 

A 泥炭富 = 为泥炭采掘（所有生产阶段）管理的富营养泥炭土壤面积，公顷 

A 泥炭贫 = 为泥炭采掘（所有生产阶段）管理的贫营养泥炭土壤面积，公顷 

EFCO2 泥炭富 = 用于为泥炭采掘管理或泥炭采掘之后进行撂荒的富营养泥炭土壤中的 CO2排放因子，

吨碳/公顷/年 

EFCO2 泥炭贫 = 用于为泥炭采掘进行管理或泥炭采掘之后进行撂荒的贫营养泥炭土壤中的 CO2排放因

子，吨碳/公顷/年 

∆CWW 泥炭 B  = 植被清邑引起的生物量碳库变化所产生的 CO2–C 排放，Gg  C/年 

        通过将年泥炭生产量的数据（体积或风干重量）换算为碳的重量求出离场排放估值（公式 7.5）。

假设在采掘年释放园艺泥炭中所有的碳。在较高层级方法中，各国可修改此假设。 

 

公式 7.5 
管理泥炭地中的离场 CO2 –C 排放（方法 1） 

 

1000
)( __

2
泥炭重量泥炭干 比例

离场泥炭

CWt
CCO WW

•
=−  

或 

1000
)( __

2
泥炭材积泥炭干 比例

离场泥炭

CVol
CCO WW

•
=−  

 

其中： 

CO2–CWW 泥炭
离场

 = 为园艺用途进行的泥炭清除中产生的离场 CO2–C 排放，Gg C/年  

Wt 干_泥炭 = 采掘泥炭的风干重量，吨/年 

Vol 干_泥炭 = 采掘泥炭的风干体积， m3 /年 

C 比例重量_ 泥炭 = 泥炭风干重量的碳比例，吨碳/吨风干泥炭 

C 比例体积_ 泥炭 = 泥炭风干体积的碳比例，吨碳/m3风干泥炭 

 

方法 2  
        方法 2 计算采用国家特定排放因子和参数，按空间分解以反映区域内重要做法和主要生态动态。合

适的做法可能是，依据采掘方法（例如，用来弄干和采掘泥炭的技术）、受先前植被覆盖影响的泥炭肥

力和组成，以及当地气候下风干泥炭的碳比例，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进一步划分。一般说来，泥炭地

的排水导致泥炭紧实和沉陷以及氧化和碳损失，而不是成为 CO2。顶层泥炭（上层，泥炭中的耗氧层）

易受水汽含量体积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泥炭结构已经改变时（Waddington 和 Price，2000
年）。因此，测量泥炭土壤中的碳库变化很困难，而且不可能准确估算这些土壤中产生的 CO2 流量，因

此建议不要进行此类测量，除非这些数据经过了认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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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2 包括将为泥炭采掘正转化的泥炭地区分于已开始生产商业性泥炭的泥炭地。7.2.2 节描述了用

于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的估算方法。应注意避免重复计算生物量清除中产生的 CO2排放。  

方法 3  
        方法 3 涉及全面理解和表述管理泥炭地上 CO2 排放和清除的动态，包括以下因素的效应：立地特

征、泥炭类型和深度、采掘技术，以及 7.2 节开始所描述的泥炭采掘阶段。方法学将包括所有已知的

CO2现场排放源（公式 7.6）。 公式 7.6 中的术语 CO2–CWW 泥炭
转化

 系指土地转化中产生的排放，包括生物

量碳库和土壤排放中的变化。术语 CO2–CWW 泥炭采掘 对应于方法 1 中要报告的现场排放 （缺生物量术

语，现在包括在 CO2–CWW 泥炭
转化
中)。风干泥炭堆集中产生的排放更为不确定（可变的 CO2–CWW 泥炭 

堆集
)。

较高的温度可引起储藏堆比挖掘场地释放更多的 CO2，但目前数据尚不足以提供相关指南。撂荒泥炭地

中产生的 CO2 排放（CO2–CWW 泥炭
之后

） 的格局随着恢复技术以及土壤呼吸和植被再生长速度而变化

（Petrone 等，2003 年； Waddington 和 McNeil， 2002 年；Komulainen 等，1999 年）； 因此这些排

放格局相当取决于特定地点。和方法 2 一样，建议不要直接测量土壤碳库的变化。存在大量泥炭采掘工

业和恢复活动的国家应将公式 7.6 中三种 CO2现场排放源分别编制成文。 

 

公式 7.6 
管理泥炭地中的现场 CO2 – C 排放（方法 2 和方法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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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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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泥炭堆集泥炭

提取泥炭化转泥炭

现场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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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CCO
CC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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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O2–CWW 泥炭 
现场

 = 泥炭沉积中产生的现场 CO2–C 排放，Gg  C/年 

CO2–CWW 泥炭
转化

 = 为泥炭采掘进行转化的土地中产生的现场 CO2–C 排放，Gg C/年 

CO2–CWW 泥炭采掘 = 泥炭采掘区表层中产生的 CO2–C 排放，Gg  C/年 

CO2–CWW 泥炭
堆集

 = 离场清除之前泥炭堆集中产生的 CO2–C 排放，Gg  C/年 

CO2–CWW 泥炭
之后

 = 已转换撂荒土壤中产生的 CO2–C 排放，Gg  C/年 

 

排放因子的选择  

方法 1  
        方法 1 的实施需要应用缺省现场排放因子 EFCO2 泥炭富 和 EFCO2 泥炭贫，以及按重量表示的缺省泥炭碳比

例 (C 比例重量_泥炭 ) 或按体积表示的碳比例 (C 比例体积_泥炭) ，以分别估算按重量和体积的生产数据中的

离场排放。表 7.4 提供了关于 EFCO2 泥炭富 和 EFCO2 泥炭贫 的缺省值。表 7.5 提供了缺省泥炭碳比例。在北温

带地区以贫营养的沼泽为主，而在温带地区，富营养的沼泽和泥潭更为常见。由泥炭的最终用途可推断

出泥炭地的类型：主要产于贫瘠（贫营养）沼泽中的水藓泥炭，最好用作园艺用途，而在矿养（富营

养）沼泽中更为常见的草炭，则更适合于能源生产。北温带国家没有关于富营养和贫营养泥炭地面积的

信息，应使用贫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没有此类数据的温带国家应使用富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只

提供了热带区域的一种缺省因子，因此对于采用方法 1 的热带国家，不必按土壤肥力分解泥炭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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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按气候区划分的为泥炭采掘管理的土地中的 CO2– C 排放因子和相关不确定性 

气候带 排放因子 
（吨碳/公顷/年） 

不确定性 a 

（吨碳/公顷/年） 参考文献/评论 b 

北温带和温带 

贫营养 EFCO2
泥炭贫 0.2 0 至 0.63 

Laine 和 Minkkinen，1996 年；Alm 等， 
1999 年； Laine 等，1996 年； Minkkinen 

等，2002 年 

富营养 EFCO2
泥炭富  1.1 0.03 至 2.9 

Laine 等，1996 年； LUSTRA，2002 年； 
Minkkinen 等，2002 年； Sundh 等， 2000

年 

热带 

EFCO2
泥炭 2.0 0.06 至 7.0 根据温带（贫营养）与热带之间的相对差

别计算。 
(a)
基础数据的范围。 

(b)
北温带和温带值是根据对成对地块测量进行的审查，作为均值得出的，假设转化为泥炭采掘的有机土壤上的条件仅为轻度排

水。多数数据来自不一定进行生产的欧洲泥炭地。 

 

表 7.5 
体积和重量生产数据的 CO2 – C 换算系数 

气候带 
C 比例重量_ 泥炭 

（吨碳/吨风干泥炭） 

C 比例体积_泥炭 

（吨碳/m3风干泥炭） 

北温带和温带   

贫营养 0.45 0.07 

富营养 0.40 0.24 

热带   

热带腐殖质 0.34 0.26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计算（2004 年）：调查平均容积密度以及一般水汽含量和碳含量。基于风干泥炭的水汽含量为 35-55% 

  

方法 2 和方法 3  
        可降低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方法是测量在当地气候和采掘方法下采掘泥炭的水汽含量和碳比例，

同时考虑各年间的气候变化。按空间分解的 CO2 流量的测量应用于确定更精确的现场排放因子，修正由

溶解有机碳的淋溶或径流产生的碳损失。在北方温度带，冬季排放量可占年净排放量的 10-30%（Alm
等，1999 年）；应对此进行估算。来自泥炭堆集、撂荒的或恢复的泥炭采掘地点的分类的 CO2流量的测

量，会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估值的不确定性。当各国泥炭质量、环境条件和采掘方法相似时，如文献稀

缺，鼓励各国分享其数据。  

活动数据的选择  

        所有层级均需要关于为泥炭采掘管理的泥炭地的面积数据（A 泥炭富 和/或 A 泥炭贫），以及按重量或体

积表示的风干泥炭的生产数据（Wt 干_泥炭 或 Vol 干_泥炭）。 

方法 1  
        缺省方法假设一国存在当前和以前采掘的泥炭地的总面积估值，包括未转化为其它利用的以前商业

性泥炭地。在温带和北温带地区，如果可能，应结合与上文排放因子的选择建议一致的缺省假设，将此

面积分为富营养和贫营养区。此外，必须了解年度泥炭采掘数量（以干重或体积表示），以估算离场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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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泥炭采掘地点和产量的各个国际数据集在质量和一致性方面均有差别。生产和面积数据的来源

可能不相同，并且各个来源和国家间不同的定义和年份很可能产生不一致性。因为泥炭采掘方式取决于

使泥炭变干的干燥和晴朗的天数，因此年产量的变化取决于适合的夏季天气。为了估算离场排放量，应

根据诸如园艺泥炭和燃烧泥炭等最后用途区分泥炭生产数据，因为本章的估算方法仅需要有关园艺泥炭

产量。如果不能按照最后用途区分生产的泥炭数量，泥炭消耗中产生的排放应算入与国内生产泥炭的主

要最终用途相应的清单部门。有用面积数据请见以下文献：Joosten （2004 年）； Joosten 和 Clarke
（2002 年）； Sirin 和 Minayeva（2001 年）； Lappalainen（1996 年）；以及湿地国际公布的清单

（http://www.wetlands.org/）。泥炭生产量的相关数据可从世界能源理事会（2004 年）（燃烧泥炭）和

美国地质调查局（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peat/）获得。更多信息可从国际泥炭

协会（http://www.peatsociety.org/）或国际沼泽保护组织（http://www.imcg.net/）获取。  

        如果面积或生产数据缺失其一，可通过采用等同于当地产业所提供的平均生产率的缺省换算系数，

由另一数据求出。在成熟的工业化泥炭生产中，采用大块切割方法，每年每公顷的风干泥炭产量可高达

1 750 吨，而用真空方法每年每公顷可采掘最多 100 吨泥炭。风干泥炭的含水量量为 35%–55%（世界能

源理事会，2004 年）。  

方法 2 和方法 3  
        采用高层级方法的各国应获取国家泥炭生产数据和相应泥炭地的面积。在北温带和温带地区，这些

面积数据需按土壤肥力分解以对应于合适的缺省排放因子。此类数据可能的来源是国家能源统计机构、

泥炭开采公司、泥炭行业协会、景观行业协会和主管土地利用和地质调查的政府部门。如果不能按泥炭

肥力进行分层，各国可依赖于专家判断。北温带气候往往有助于贫营养的高位沼泽的形成，而温带和海

洋性气候往往有助于富营养泥炭地的形成。确定国家特定活动数据的重点包括：1）现在和以前为泥炭

采掘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如果相关）根据养分状况进行分解；2）泥炭生产数据；3）反映泥炭采

掘时周围条件的当地水汽含量；及 4）国家特定碳含量，最好按泥炭类型分类。  

        更为先进的估算方法将需要确定泥炭采掘周期三个阶段的面积，包括撂荒面积，其中排水或先前泥

炭采掘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必要，包括按不同泥炭采掘技术、泥炭类型和采掘深度分类的面积。

如果场地恢复工作正在进行，鼓励各国单独报告已恢复的先前为泥炭采掘管理的有机土壤面积，并估算

这些土地中产生的排放和清除。此外，存在大量园艺泥炭生产的各国可确定监测采掘泥炭离场演化的数

据，以建立时间敏感衰减曲线。  

7.2.1.2 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中产生的非CO2 排放  

甲烷  

        如果为准备泥炭采掘对泥炭地进行排水，自然产生的 CH4 大量减少，但不能完全消除（Strack 等，

2004 年），因为产 CH4细菌仅在厌氧条件下大量繁殖。在方法 1 中，假设这些排水泥炭地中产生的 CH4

排放可忽略不计。在较高层级，鼓励各国审查地形较低和排水沟渠中产生的 CH4 排放格局，这些排放在

管理泥炭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中占重要的比例。  

氧化亚氮  

        根据立地肥力，泥炭沉积中可含大量惰性有机氮。排水可允许细菌将氮素转化成硝酸盐，然后淋溶

入地表并还原为 N2O。在排水泥炭地中，可能释放的 N2O 的数量取决于泥炭中氮含量。碳氮比超过 25
时，可将 N2O 排放视为微不足道的（Klemedtsson 等，2005 年）。  

        目前，没有估算方法可将 N2O 排放区分于园艺泥炭离场使用过程中的有机物质衰减。在使用前通常

将氮肥添加到园艺泥炭中，因此这一来源在 N2O 排放格局中将可能占主导。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肥料使用

中释放的 N2O，估算为泥炭采掘进行管理的土地中产生的 N2O 排放的缺省方法，不包括园艺泥炭中有机

氮衰减产生的排放。 

方法的选择  
        使用图 7.1 中的决策树以确定用于 N2O 排放的合适方法层级。 

方法 1  
        估算排水湿地产生的 N2O 排放的方法 1，类似于为农业或林业排水有机土壤所说明的方法，然而排

放因子的值通常较低。缺省方法仅考虑富营养泥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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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7.7 
泥炭采掘过程中泥炭地产生的 N2O 排放 

 

( ) 6
2 10

28
44

2

−
− •••=

泥炭富泥炭提取 泥炭富 NONWW EFAON  

其中： 

N2OWW 泥炭 提取 = 为泥炭采掘管理的泥炭地中产生的直接 N2O 排放，Gg N2O/年 

A 泥炭 富 = 为泥炭采掘管理的富营养泥炭的土壤面积，包括仍进行排水的撂荒区域，公顷 

EFN2O–N 泥炭 富
 = 排水富营养湿地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 千克 N2O–N/公顷/年。 

  

方法 2  
        在方法 2 中，按照诸如泥炭类型和肥力、泥炭采掘阶段和排水活动开始时间等附加因素，将活动数

据进行分解。相应的排放因子为国家特定，并考虑到了泥炭采掘的条件和方法、排水深度和 C–N 比例随

泥炭状况而变化。   

方法 3  
        方法 3 涉及全面理解和表述管理泥炭地上 CO2 排放和清除的动态，包括以下因素的效应：立地特

征、泥炭类型和深度、采掘技术，以及 7.2 节开始所描述的泥炭采掘阶段。此方法将包括所有 N2O 的相

关排放源。现场和离场排放均会考虑，并应考虑常规采掘和利用条件下泥炭衰减的速率。方法应与 CO2

放估算程序一致，例如应使用相同的离场衰减率。如果使用基于过程的模式，应用代表国家条件的独立

测量进行校准和验证。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方法 1  
        表 7.6 提供了方法 1 的缺省排放因子。  

方法 2 和方法 3  
        应用方法 2 的国家建立国家特定的排放因子，可区分土地转化为泥炭地期间的排放率和泥炭采掘期

间产生的排放率。方法 2 和方法 3 需要的国家特定排放数据，可说明立地特征、泥炭类型和深度、采掘

技术、泥炭采掘阶段或其它相关因子。泥炭类型尤其相关到其分解性以及产生的 N2O 排放。园艺泥炭离

场使用中产生的排放应包括在方法 3 中。目前，文献稀缺而且结果有时会相反。如果各国环境条件和采

掘方法相似，鼓励其分享可比的数据。 

表 7.6 
管理泥炭地产生的氧化亚氮的缺省排放因子  

气候带 

排放因子 EF 氧化亚

氮 
（kg N2O- N/公

顷/年） 

不确定性范围 
（kg N2O- N 
/公顷/年） 

参考文献/ 评论 

北温带和温带气候    

贫营养有机土壤 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富营养有机土壤 1.8 0.2 至 2.5 

Alm 等，1999 年； Laine 等，1996
年； Martikainen 等，1995 年； 
Minkkinen 等，2002； Regina 等，

1996 年 

热带气候 3.6 0.2 至 5.0 
热带地区的值为北方气候地区的两

倍，根据第 11 章表 11.1 中温带和热带

氧化亚氮 EF 间相对差别得出。 

多数数据来自不一定进行生产的欧洲泥炭地。第 3 章中对气候带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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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数据的选择  

方法 1  
        应使用相同的活动数据估算管理泥炭地中产生的 CO2和 N2O 排放。上文 7.2.1 节提供了获取这些数

据的信息。对于采用方法 1 的北温带和温带地区的国家，因为仅考虑富营养泥炭土壤，应根据土壤肥力

将面积数据分层。如果可获信息不能按泥炭肥力进行分层，各国可依赖于专家判断。北温带气候往往有

助于贫营养的高位酸性沼泽或碱性沼泽的形成，而温带和海洋性气候往往有助于富营养的泥炭地的形

成。低肥力的泥炭地通常是酸性的（较低的 pH 值）。在方法 1 中，唯一的缺省 CO2和 N2O 排放因子的

使用会产生更多不确定性，该因子应用于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和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其氮含量以及

有机碳和氮的生物活性会随着深度而改变。 

方法 2 和方法 3  
        确定国家特定活动数据的重点包括：为泥炭采掘进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根据养分状况（如果

相关）进行分解，以及年度泥炭生产数据。更为先进的估算方法将需要确定泥炭采掘周期三个阶段的面

积，包括撂荒面积，其中排水或先前泥炭采掘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必要，包括按不同泥炭采掘技

术、泥炭类型和采掘深度分类的面积。如果现场恢复工作正在进行，各国应单独报告已恢复的先前为泥

炭采掘而管理的有机土壤面积，并估算这些土地中产生的排放和清除。此外，存在大量园艺泥炭生产的

各国，可确定监测所采掘泥炭的离场演化数据，以建立时间敏感衰减曲线（亦可参见 7.2.1 节）。 

7.2.1.3 不确定性评估  

排放因子  
        对于 CO2和 N2O 而言，方法 1 估算程序中的关键不确定性为缺省排放因子（表 7.4 和 7.6），以及

如风干泥炭的水气含量等其它参数。排放因子和参数的建立仅根据很少（不足 10 个）的数据点，主要

在温带和北温带地区，因而可能无法代表大的面积或气候区。排放因子的标准偏差易超过均值的

100%，但是基础概率函数有可能是非正态的。泥炭比重以及其持水量的可变性是此不确定性的重要组

分。依据泥炭特征，各年间降水量的变化可将有机质衰减率改变 25％–100％（Waddington 等，2002
年）。泥炭水汽含量和泥炭质量的变化促成风干泥炭碳含量不确定性的 20％。一般来说，鼓励各国使用

范围而不是标准偏差。  

        许多有机土壤已经进行排水并转化为其它利用，例如农业或林业生产。这些土壤常常位于更高肥力

的土地上，因此排放因子值亦较高。除了排水，管理活动也会改变土壤层有机质的分布，因而影响温室

气体的排放格局。因此，预期不同土地管理做法下有机土壤中的 CO2 的排放格局均不相同。当制定了国

家特定因子时，各国应使用足够的样本大小和技术，将标准误差降到最低。理想的是，应求出所有国家

界定的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即提供平均值和方差估值）。至少，方法 2 应为每种国家界定的参数提供

误差范围。这类数据可用于高级不确定性分析，如蒙特卡罗模拟。  

        在方法 3 中，排放因子及与其相关的概率密度函数可用于高级程序（例如蒙特卡罗），以求出整个

类别的平均值和置信区间。基于过程的模式原则上会提供更真实的估值，但需要通过测量进行校准和验

证。模式使用中产生的不确定性需要用相似的程序进行量化。关于建立这种分析的指南，请参阅本《指

南》第 1 卷第 3 章。 

活动数据  
        在欧洲和北美，国家使用的管理泥炭地的总计活动数据应具有 50％的不确定性，但在世界上其它地

方这一因子可能为 2。如果管理泥炭地面积依据总（管理和未管理）泥炭地或生产数据，则不确定性较

高，因为泥炭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较好的天气条件。在方法 2 和方法 3 中，按相关生态气候参数和/或
管理做法进行空间分解的泥炭地面积，关于泥炭最终用途的信息，以及最近转化的泥炭地与正进行生产

及修复的泥炭地之间区分，所有这些将使估算过程更准确。  

7.2.2 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 
    在方法 1 中，不区分进行泥炭采掘的泥炭地（仍为泥炭地的泥炭地）和正为泥炭采掘进行转化的土

地的活动数据（参见 7.2 节开始关于泥炭采掘三个阶段的介绍）。采用这类方法的各国应参考 7.2.1 节关

于方法学的指南。采用方法 2 的各国应对此进行区分。本节分别为进行排水和为泥炭采掘转化的泥炭地

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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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为泥炭采掘进行转化的土地上产生的CO2 排放  

    如 7.2 节简介中所介绍的，泥炭采掘循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泥炭采掘而建立或进行转

化，其特征是进行大量排水工作（如果该地区没有为其它目的进行过排水），但只进行少量泥炭采掘。

转化阶段一般持续 2-5 年。和本《指南》中其它土地利用转化相比，对于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建议

缺省过渡期为 5 年。  

    为泥炭采掘而正进行清除和排水的土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目前正在进行泥炭采掘或已经采掘

耗尽并撂荒的土地产生的排放有显著的不同。转化过程中的主要排放来自于泥炭地生态系统中活体生物

量的清除和去除，以及来自排水中的土壤。由于这些土地还未进行生产，未进行泥炭采掘，因此没有来

自采掘泥炭的离场排放。  

        公式 7.8 代表了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中主要的 CO2–C 排放源。 

公式 7.8 
 为泥炭采掘进行排水的泥炭地中产生的 CO2–C 排放 

 
( ) ( )

排水泥炭泥炭泥炭现场泥炭 __ 22 LWWWWWLW CCOCCCCO
DOMB

−+Δ−+Δ−=−  

其中： 

CO2–CLW 泥炭_现场 = 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产生的 CO2–C 排放，Gg 碳/年 

∆CWW 泥炭 B = 活生物量碳库变化产生的 CO2–C 排放，Gg 碳/年 

∆CWW 泥炭 DOM
 = 死有机物质池的碳库变化产生的 CO2–C 排放，Gg 碳/年 

CO2–CLW 泥炭 排水 = 排水过程中土壤产生的 CO2–C 排放，Gg 碳/年 

方法的选择  

方法 2  
        估算这些数量的各个程序没有对此类别是独特的，除了对排水过程中来自土壤的排放。如果预清除

的现存植被为林地或草地，林地或草地转化为农田的过程中活生物量产生排放的估算程序，其讨论见第

5 章 5.3 节。如果采用火烧清除植被，亦会产生非 CO2气体排放，即 CH4和 N2O。亦可遵循第 2 章所提

供的指南来估算这些排放。如果可获得国家特定的排放因子，可估算生物量燃烧以及未燃烧生物量和死

有机物质的衰减。正进行排水的土地面积可根据泥炭肥力、泥炭类型和先前的土地利用或土地覆盖进行

分解。因此各国可相应完善排放因子。  

        公式 7.9 提供了估算来自排水土壤的排放的一般方法。从概念上说，此公式与用于确定管理泥炭地

中 CO2–CWW 泥炭
现场

 的公式 7.6 相同。  

公式 7.9 
 为泥炭采掘正进行排水的泥炭地土壤中产生的 CO2–C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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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O2–CLW 泥炭_排水 = 为泥炭采掘转化的土地中土壤产生的 CO2–C 排放，Gg 碳/年 

A 排水 泥炭
富 = 正进行排水的富营养泥炭土壤的面积，公顷 

A 排水 泥炭
贫 = 正进行排水的贫营养泥炭土壤的面积，公顷 

EFCO2 排水泥炭 富 = 正进行排水的富营养泥炭土壤产生的 CO2–C 的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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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O2 排水泥炭 
贫
 = 正进行排水的贫营养泥炭土壤产生的 CO2–C 的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方法 3  
        方法 3 要求全面理解和表述转化为泥炭采掘的土地上 CO2排放和清除的动态，包括泥炭类型和肥力

的效应、诸如覆被沼泽或高位沼泽等立地特征，以及之前的土地利用或土地覆盖（如果相关），这些动

态可与合适的排放因子和/或基于过程的模式相结合。该方法可包括所有池的碳演化、转化后池间的碳

转移（例如生物量转为死有机物质），并可区分立即和延迟排放。应根据溶解有机碳的淋溶、径流产生

的死有机质损失、或作为 CH4排放所引起的碳损失，对建立在库变化基础上的估值作出修正。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方法 2  
        采用方法 2 的国家将建立国家特定排放因子——EFCO2 排水泥炭

富
 和 EFCO2

排水泥炭
贫
，以区分土地转化过程中

的排放率与泥炭采掘阶段的持续排放。可进一步按泥炭类型、其肥力和排水深度、之前土地利用或土地

覆盖以及气候带，进一步区分各排放因子。  

方法 3  
        在方法 3 中，所有参数都应是国家特定的。如文献稀缺，则优良作法是求出国家特定排放因子，并

应在环境条件相似的各国间分享相关数据。  

 

活动数据的选择  

方法 2  
        所需的基本活动数据是为泥炭采掘进行转化并按养分状况（或肥力）进行分解的有机土壤面积。面

积数据的可能来源为：泥炭开采公司、泥炭行业协会、以及主管土地信息的政府部门。在方法 2 中，各

国亦可纳入基于正进行转化土地的原始土地利用、泥炭类型以及泥炭肥力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从定期更

新的国家泥炭清单中收集。  

方法 3  
        在方法 3 中，需要关于为泥炭采掘进行转化的面积的原始土地利用、泥炭类型和泥炭肥力的详细信

息。可根据估算程序确定更具体的数据需要。  

7.2.2.2 正在转化为管理泥炭地的土地产生的非CO2 排放  

        7.2.1.2 节“仍为泥炭地中的泥炭地产生的非 CO2排放”关于方法学问题的讨论，除了园艺泥炭离场

衰减产生的非 CO2排放之外，亦适用于本节；因为在土地转化和整地阶段没有进行泥炭采掘。在较高层

级下，可能不再假设可忽略正进行排水土地的 CH4排放。7.2.1 节的公式 7.7 亦描述了估算 N2O 排放的缺

省方法。  

7.2.2.3 不确定性评估  

排放因子  
        参阅 7.2.1.3 节关于排放因子不确定性的讨论。 

        受先前土地利用所影响的，与转化前植被覆盖的碳含量相关的不确定性，应纳入 CO2估值的不确定

性评估。排放的不确定性概率分布有可能是非正态的，所以这里将 95%的对数正态分布区间假定为缺省

不确定性（参见表 7.4 和 7.6）建议采用这一范围，而不是对称的标准偏差。 

活动数据  
        提供面积数据的机构应具有关于面积不确定性的信息；否则可采用第 3 章中与面积估算建议相关的

缺省不确定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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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水淹地 
        水淹地的定义是人类活动引起水覆盖的表层面积发生改变的水体，一般通过水位调节。水淹地的例

子包括为水力发电、灌溉和航运为目的的蓄水。经调节的湖泊和河流，与水淹前的生态系统相比，水面

积未发生重大变化，则不被视为水淹地。部分水稻通过对田地灌水进行种植，但因稻子种植的独特性，

关于水稻论述见《指南》第 5 章（农田）。 

        水淹地可释放大量 CO2、CH4和 N2O，这取决于它的各种特性，如年代、水淹前的土地利用、气候

和管理做法。排放量随空间和时间改变。  

        有证据表明灌水导致了 CH4 排放增加（特别在热带地区），然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变化的

CH4排放迄今仍阻碍着所有气候区缺省排放因子的建立。附录 3 提供了关于 CH4排放的可获信息。 

        通常水淹地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极少，除非有来自小流域的大量有机或无机氮投入。很可能，该投

入会来源于人为活动，如土地利用变化、污水处理或小流域中肥料的施用。为避免重复计算这些人为排

放源的温室气体动态平衡中已捕获的 N2O 排放，鉴于文献报告的水淹地产生的 N2O 排放的贡献极为有

限，本节中将不考虑这些排放。 

7.3.1 仍为水淹地的水淹地 
        对于仍为水淹地的水淹地，没有提供相关方法学。如上所述，假设水淹地上产生的 CO2和 N2O 排放

已经包括在其它部门所介绍的方法学中。有关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的缺省方法为估算水淹引起的 CO2排

放提供指南。附录 3 提供了关于 CH4排放的可获信息，然而目前尚不能提出缺省方法。如果可行，寻求

报告水淹地中产生的 CH4排放的国家应制定国内排放因子。制定此类因子的指南见附录 2 框 2a.1。 

7.3.2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 
        本节仅提供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产生的 CO2排放的估算指南，原因业已解释过。  

7.3.2.1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产生的CO2 排放  

方法和排放因子的选择  

        公式 7.10 表明了由土地转化为永久水淹地引起的碳库变化的估算方法。遵循本卷其它节为各种土地

利用类别所描述的关于活生物量的方法，可对转化之前的土地碳库进行估算。这里，假设转化后的碳库

为零。  

公式 7.10 
转化为永久水淹地的土地上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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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ΔCLW 水淹 LB
 =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上，生物量的年度碳库变化，吨碳/年 

Ai = 每年从原始土地利用 i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B 之后 i
 = 刚刚转化为水淹地后的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缺省为零） 

B 之前 i 
= 刚刚转化为水淹地前的土地中的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  

CF = 干物质的碳比例（缺省为 0.5），吨碳/吨干物质 

           CO2_LW 水淹 =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上的 CO2年排放，吨 CO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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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灌水之前转化土地上剩余的碳可在水淹后数年间释放。  

        对于此时土地转化为水淹地引起的土壤碳库的变化，未提供指南。  

        库变化方法假设水淹之前存在的生物量中所有的碳均被释放，这可能导致对排放量的高估。鼓励各

国基于模式、测量和相关参数，建立高层级国家特定方法。附录 2 给出了可能的方法。第 2 章 2.5 节提

供了基于模式和测量，建立国家特定方法的通用指南。 

        附录 3 论述了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产生的非 CO2气体的排放。 

活动数据的选择  

        各国获得其水淹地面积的来源包括：排水流域覆盖分析、国家大坝数据库、国际大坝委员会

（ICOLD，1998 年）或世界水坝委员会报告（WCD，2000 年）。 

7.3.2.2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产生的非CO2 排放  

        转化为水淹地的土地中 CH4排放的可获信息见附录 3。 

7.3.2.3 不确定性评估  

        应可获得大坝后面保留的水淹面积的相关国家统计信息，并且很可能准确到 10%以内。如果不能获

得关于水坝的国家数据库，则可使用其它信息，而且关于大坝后面保留的水淹面积的不确定性也许会大

于 50%，特别是在淹水面积较大的国家。也可能难以获取较小水坝位置、类型和功能的详细信息，然而

根据可获得数据的水库的大小分布，也许可作出统计推论。建造水库的多种原因也会影响数据的可获

性，因此表层面积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条件。 

        有关生物量库的不确定性讨论见第 4、第 5 和第 6章。 

7.4 完整性、时间序列一致性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7.4.1 完整性 
        完整的温室气体清单将包括如上文 7.2 和 7.3 节所描述的两类管理湿地的排放估值，除非国家领土

中不存在这些湿地类型。   

        如同其它土地类别，鼓励各国监测管理湿地的演化，并避免与其它类别土地的重复计算。优良作法
是将水库面积范围信息成文归档。泥炭地一经泥炭采掘，这些土地将保持在管理泥炭类别中（甚至在泥

炭采掘活动已经停止后），直至其转化为另一种利用。土壤的回潮，或地下水位回到排水前的水平，均

不会改变泥炭地的状况。参见 7.5 节“未来方法学的发展”中关于恢复泥炭地的更多讨论。 

        采用高级方法和数据的各国，应注意不要报告已经算入其它 AFOLU 各章或本指南其它各卷中的温

室气体排放。特别是，湿地可能接收含有高氧分含量的非点排放源的污水和沉淀物；这些湿地释放的有

机或无机氮以及有机碳，可能已包括在林地或农田，或废弃物部门的估算方法中。如果能证实这些湿地

碳或氮的非点排放源，优良作法是在合适的清单部门和类别中报告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避免估值

偏差，鼓励各国制定、编汇或使用可获信息。   

7.4.2 建立一致的时间序列 
        关于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一般指南见第 1 卷第 5 章（时间序列一致性）。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应在同

一空间分解层面一致地使用于时间序列中每一年。此外，在使用国家特定数据时，国家清查机构应在整

个时间序列中使用相同的测量程序（抽样策略、方法等）。如无法这样做，应遵循第 1 卷第 5 章中内推

技术和重新计算的指南。应说明清查年间的排放差异，例如，通过表明泥炭地或水淹地面积的变化，或

通过更新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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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QA/QC) 
        应按本报告第 1 卷第 6 章所示，制定和执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QA/QC）程序。亦可开展附加、特

定源类别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活动（第 1 卷第 6 章），如果运用较高级方法量化这种排放源的排放量则

更是如此。采用国家特定的排放因子时，它们应基于采用严格测量计划得出的高质量的实验数据，并充

分记录归档。  

        目前，还不可能用其它测量方法来交叉检验源自泥炭采掘的管理有机土壤的排放估值。然而，清单

机构应确保排放估算经过如下质量控制： 

• 用缺省值和科学文献中已公布的或其它国家报告的值，交叉参照已报告的国家特定排放因子； 

• 用泥炭工业和泥炭生产的数据核查活动数据的准确性；及 

• 根据情况可比的其它国家的估值，评估估值的合理性。 

7.4.4 报告及归档 
        合适的做法是按本《指南》第 1 卷第 8 章所述，将得出国家排放/清除清单估值所需的全部信息成

文并归档。  

排放因子  

        应充分说明新的国家特定排放因子、参数和模式的科学依据，并成文归档。这包括界定投入参数和

说明求取排放因子、参数及模式的过程，以及说明产生不确定性的根源。 

活动数据  

        应记录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数据来源、数据库和土壤图参考资料），并（注意所有

机密事项）与企业进行交流。这种文件应包含数据收集和估算的频率、准确度和精确度估算，以及导致

排放水平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趋势分析  

        应解释各年间排放的重大波动。应区分各年间活动水平的变化与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的变化，并

将这些变化的原因成文归档。如果不同的年份使用不同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应解释这样做的理由

并成文归档。 

7.5 未来方法学的发展 
        其它类型的管理湿地可能释放或隔离大量温室气体，特别是恢复湿地或人造湿地。恢复湿地是已经

进行排水并可能在过去转为其它利用，但最近恢复回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通过将水位提升到排水前水

平）的湿地。在最近数十年，许多国家开展的公共、非盈利和其它计划，已经开始恢复先前的湿地并将

高地改造成湿地。主要目的是减少来自农业田地和聚居地的径流，这会引起湖泊、河口和封闭港湾以及

海洋中的富营养化、藻类滋生和缺氧死区。其它重要的效益包括减少洪水损害、稳固海岸线和江河三角

洲、减缓盐水渗透、补充含水层以及改善野生动物、水禽和鱼类的栖息地。   

        多数湿地恢复行动自 1990 年进行。技术文献描述了在北美洲、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 15 个国家的计划和项目，特别是在江河三角洲地带的计划和项目。本文献指出湿地生态系统可以恢

复，但需经过多变的时期，重现天然湿地生态系统的程度亦不尽相同。目前，尚无恢复湿地和人造湿地

的全球面积的可获编制文件。据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特别报告的估算，可获恢

复湿地的最大面积范围为 0.3—2.5 亿公顷（Watson 等，2000 年）。   

        编制本《指南》时，基于观测数据的已发表的研究太新太有限，无法建立任一主要温室气体

（ CO2、CH4 或 N2O）的缺省排放因子。需要更好的理解排水流域中生物地球化学的流量，以避免肥料

施用和废弃物处理引起的重复计算因此，恢复湿地或人造湿地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估算仍是需进

一步发展的领域。   

        预计有机土壤的回潮会引起 CH4 排放的增加。在温带和北温带气候下，被森林覆盖的回潮有机土壤

产生的 CH4排放，初步估计在 0-60kg CH4/公顷/年的范围内，而在热带气候下，则在 280-1260kg CH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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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年的范围内（Bartlett 和 Harriss，1993 年）。然而，短期内这些排放量可能无法恢复到其排水前水平

（Tuittila 等，2000 年；Komulainen 等，1998 年）。 

        非点营养源对水淹地（水库）的影响，仍然记录甚少。采用高级国内方法的各国应施行跨部门核

查，理想的是，采用质量平衡方法，以确保适当计算小流域中释放的所有碳和氮的演化。亚洲水库观测

数据的缺乏，是用于建立水淹地 CO2 排放因子的数据抽样中一个明显漏缺。本指南的未来版本可以纳入

此区域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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