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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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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原则和流程、功能单位、核算边界、分配、数据收集

与选择、排放量核算、质量保证、核算报告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种植农产品  plan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限于种植在土壤介质之上的农作物，未经过加工的初级农产品，主要指粮食和蔬菜作物。 

3.2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emission 

农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汽油、柴油、燃煤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3.3  

施肥氧化亚氮排放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from fertilizing 

农田因施用化肥、有机肥等含氮肥料以及秸秆还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3.4  

土壤有机固碳  soil organic carbon pools 

30cm厚度耕层土壤中的有机碳储量。 

3.5  

种植模式  planting patterns 

在两个生长季以上的时期内，同一地块种植作物的类型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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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原则和流程 

4.1 核算原则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宜遵循如下原则： 

a) 相关性：宜选择适合核算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源和方法； 

b) 完整性：宜包括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存储； 

c) 一致性：宜能够对有关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d) 准确性：宜减少偏见和不确定性； 

e) 透明性：宜发布适用的温室气体信息，使目标用户能够在合理的置信度内做出决策。 

4.2 核算流程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流程如下： 
a) 确定核算工作的目的； 

b) 确定功能单位和核算边界； 

c) 确定分配原则与方法； 

d) 选择与收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e) 核算各类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包括： 

1）识别排放源； 
2）选择核算方法； 

3）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f) 质量保证； 

g) 撰写报告。 

5 功能单位 

粮食和蔬菜作物，功能单位为千克（kg）；蔬菜种苗，功能单位为株。 

6 核算边界 

6.1 系统边界 

6.1.1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施肥氧化亚氮排放、燃料燃烧排放、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土

壤有机碳库变化，并以功能单位计量农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 

6.1.2 燃料消耗量、购入电力仅包括被核算农产品生产过程所消耗的能源量，不包括用于其他活动过

程的能源消耗。 

6.2 时间边界 

核算的时间应覆盖种植农产品完整的生产时期，并标明生产季节。 

7 分配 

种植农产品不宜进行分配，种植模式下的不同农产品可进行单独核算。 



DB11/T 1564—2018 

3 

8 数据收集与选择 

8.1 数据质量 

8.1.1 数据特性 

数据应具有如下特性： 

a) 技术代表性：数据应反映生产中实际使用的技术的程度； 

b) 地区代表性：数据应反映系统边界内生产活动发生的实际地理位置的程度，例如核算对象所在
区域、经纬度； 

c) 时间代表性：数据应反映实际生产时间或使用年限的程度； 

d) 完整性：数据宜包括生产中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所有过程，且各过程尽可能获取完整数据，
并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实际生产情况； 

e) 可靠性：用于获取数据的数据源、数据收集方法和核算程序的可依赖程度。 

8.1.2 数据选择 

数据选择应遵循如下的优先原则： 

a)  优先考虑数据的年份和收集数据的最短时间期限，以及针对具体被核算产品的时间数据； 

b)  优先考虑收集所在地理区域，以及针对具有地理特性的产品的具体数据； 

c)  优先考虑数据是否针对具体某项技术或一套混合技术，以及针对产品的具体技术数据； 

d)  优先考虑对核算结果有显著影响的过程，并收集该过程的原始数据；； 

e)  优先收集具有减排潜力而且减排可以由产品生产执行或影响的过程。 

8.2 活动数据 

8.2.1 宜根据所选定的核算方法的要求来选择和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8.2.2 宜按照优先级由高到低的次序选择和收集数据。各类数据的优先级顺序，见表 1。 

表1 活动数据收集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直接计量、监测获得的数据。 高 

二次数据 

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数据。 

如：根据年度购买量及库存量的变化确定的数据，根据财务数据折算的数据或者来自于权威

文献的数据等。 

中 

替代数据 来自相似过程或活动的数据。 低 

8.3 排放因子 

在获取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时，其数据来源应明确，数据应具有公信力、适用性和时效性，获取优先

级顺序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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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实测值或测算值 通过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直接测量等方法得到的排放因子或相关参数值。 高 

缺省值 

中国国家和地方机构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标准中提供的针对北京、华北、

或中国区域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优先级别按照北京、华北和中国区域逐级降低。 
中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或具有行业公信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温室气体缺省排

放因子。 
低 

9 排放量核算 

9.1 一般要求 

核算方法可采用排放因子法、实测法。核算方法应按照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数据可获得性、

排放源可识别程度确定优先选择顺序。核算结果应采用每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9.2 排放源识别 

9.2.1 温室气体种类 

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应包括：CO2、N2O。 

9.2.2 温室气体排放源 

根据核算边界，按表3对各类温室气体源进行识别。 

表3 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种类示意表（不限于） 

核算边界 温室气体源类型 
排放源举例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过程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源 
化肥氮、有机肥（堆肥、沼肥、

绿肥、商品有机肥等）氮 
N2O 

废弃物处置过程排放源 秸秆还田 N2O 

土壤有机碳库 农田土壤 CO2（固碳/释放碳）1） 

燃料燃烧排放 固定燃烧源、移动燃烧源 
生产过程中用到的机械设备 CO2 

用于发电和供热的设备 CO2 

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排放 
从系统外部购入的电力 

播种设备、收割设备、混合搅拌

设备等用电设备 
CO2 

注：
1）
土壤固定碳量，以“-”计；土壤释放碳量，以“+”计。 

10 核算方法 

10.1 单位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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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应以产品每功能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进行表征，单位种植农产品温

室气体排放量按式(1)计算。 

310´=
P
EEH ……………………………………………（1）

 

式中： 

HE ——单位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kg CO2e/功能单位)； 

E——生产某类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种植农产品生产量，单位为功能单位； 

310 ——换算系数。 

10.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E）核算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式（2）计算： 

CEEEE inElecburnON D+++= -2
…………………………………（2） 

式中： 

E ——生产某类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ONE
2
——施肥引起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urnE ——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inElecE - ——购入的电力所产生的CO2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CD ——土壤有机碳库变化，土壤固定碳量为负值，土壤释放碳量为正值，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注：核算期的土壤有机碳库变化需转变为作物生长期内。 

10.3 施肥引起 N2O排放 

施肥引起N2O排放按式（3）计算： 

( ) 0ONdir-ON 2222 NindON GWPEEE ´+= - ………………………………（3） 

式中： 

ONE
2
——施肥引起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dir-ON2
E ——施肥引起直接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indE -ON2
——施肥引起间接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02NGWP ——N2O的全球增温潜势，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吨氧化亚氮（tCO2e/tN2O），见附录A中表A.1。 

10.4 施肥 N2O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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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N2O直接排放按式（4）计算： 

( ) 1dir-ON2
EFFFE ONSN ´+= ………………………………………（4） 

式中： 

dir-ON2
E ——施肥引起直接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S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无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O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动物粪肥、堆肥等有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1EF ——氮肥N2O直接排放系数，取0.0057。 

10.5 施肥 N2O间接排放 

施肥N2O间接排放按式（5）计算： 

LONATDNindON EEE --- +=
222 0 ………………………………（5） 

式中： 

indONE -2
——施肥引起间接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ATDNE -02
——施肥引起基于挥发氮导致的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LONE -2
——施肥引起基于淋溶/径流导致的N2O排放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10.6 基于挥发氮导致的 N2O 排放 

基于挥发氮导致的N2O 排放按式（6）计算： 

( ) ( )[ ] 428
44

2
EFFracFFracFE GASMONGASFSNATDON ´´´+´=- ………（6） 

式中： 

ATDONE -2
——挥发氨导致的N2O排放，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S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无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GASFFrac ——以NH3和NOx形式挥发的化学氮比例，默认值为0.10； 

O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动物粪肥、堆肥等有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GASMFrac ——施用的有机氮肥（FON），以NH3和NOx形式挥发的比例，默认值为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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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F ——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的N2O 排放因子，默认值为0.010； 

28
44
——N2O-N转化为 N2O系数。 

10.7 基于溶淋/径流导致的 N2O 排放 

基于溶淋/径流导致的N2O 排放按式（7）计算： 

( )[ ] 5)( 28
44

2
EFFracFFE HLEACHONSNLON ´´´+= -- ………………（7） 

式中： 

LONE -2
——溶淋和径流产生的N2O的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S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无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ONF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动物粪肥、堆肥等有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单位为吨氮（tN）； 

)(HLEACHFrac - ——溶淋/径流发生地区管理土壤中通过溶淋和径流损失的氮占所有施入氮比例，默认值为0.30 ； 

5EF ——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的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默认值为0.0075； 

28
44
——N2O-N转化为 N2O系数。 

10.8 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10.8.1  燃料燃烧引起的 CO2排放按式（8）计算： 

( )å ´=
i

ifuelifuelburn EFADE ,, ……………………………………(8) 

式中：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burnE ——核算面积及作物生长期内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ifuelAD ,  ——第i种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ifuelEF , ——第i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每吉焦吨二氧化碳（tCO2/GJ）。 

10.8.2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按式（9）计算： 

iiifuel NCVFCAD ´=, ……………………………………………(9) 

式中： 

 ifuelAD ,  ——第i种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单位吉焦（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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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第i种化料的消耗量，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气体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 

iNCV ——第i种燃料低位发热值，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立方米

（GJ/10
4
m
3
）。 

注：表B.1给出了不同燃料的低位发热值的缺省值。 

10.8.3 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应按式（10）计算： 

12
44

, ´´= iiifuel OFCCEF …………………………………………(10) 

式中： 

ifuelEF , ——第i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每吉焦吨二氧化碳（tCO2/GJ）； 

iCC ——第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每吉焦吨碳（tC/GJ）； 

iOF  ——第i种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44
12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注：表B.1给出了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10.9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购入电力产生的CO2排放按式（11）计算： 

ElecinElecinElec EFADE ´= -- …………………………（11） 

式中： 

Elec-inE ——购入电力所产生的CO2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 CO2）； 

Elec-inAD ——购入电力量，单位为千瓦时（MWh）； 

ElecEF ——电力生产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千瓦时（ t CO2 / MWh）。 

注：电力排放因子见附录B中表B.2。 

10.10 土壤有机碳库计算 

10.10.1 一般要求 

宜选取持续采用土壤有机质提升耕作管理措施3年及以上的农田进行核算。土壤有机碳库变化计算

可采用估测法或实测法。 

10.10.2 方法原理 

农田土壤有机碳库年度变化量 CD 按式（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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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440 ´´
-

=D
T

Q

T

SOCSOC
C T ………………………………（12）

 

式中： 

CD ——农田土壤有机碳库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CO2/a）； 

TSOC ——核算期最后一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0SOC ——核算期初始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Q——作物生长期，单位为年（a）； 

T ——一一个单独核算期的年数，单位为年（a）；  

44
12
——二氧化碳与碳的转换系数，无量纲。 

注：当采用实测法计算时， T 根据实际核算期年数计算；当采用估算法计算时，T 取值为20。 

10.10.3 实测法 

农田土壤有机碳库 iSOC 按式（13）计算，取平行分析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计算结果。 

1.058.0 ´´´´´= iii OMAHSOC g     ……………………（13）
 

式中： 

iSOC ——第i 年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ig ——第i 年被估算土地的土壤容重，单位为克/立方厘米（g/cm
3
）； 

H ——土壤耕层深度，取值30，单位为厘米（cm）； 

A——被估算农田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

 

iOM ——第i 年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0.58―土壤有机碳与土壤有机质的转化系数，无量纲； 

0.1―单位换算系数，无量纲。 

注：20cm耕层深度与30cm耕层深度土壤有机质含量转换系数，见附表B.3。 

10.10.4 估算法 

依据各管理措施的参数缺省值（见附录表B.4、表B.5）计算出核算期前后土壤有机碳库变化量。农

田土壤中有机碳库按式（14）计算： 

AFEFSOCSOC IMGLUrefi ´´´´=           ……………（1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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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C ——第i 年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refSOC ——参考碳库，北京地区30cm耕层参考碳库的缺省值为68，单位为吨碳/公顷（tC/hm
2
）； 

LUF ——不同耕地类型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MGF ——不同耕作方式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IF ——秸秆及肥料投入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A——核算农产品农田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顷（hm
2
）。 

10.11 种植农产品（P）产量 

宜根据核算周期内产量的实测值、生产统计报表或台账来确定。 

11 质量保证 

11.1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数据应包括该产品系统边界范围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 

11.2 数据应形成文件并保存。 

11.3 应加强温室气体数据质量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

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 

b)  对监测条件进行评估，制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包括对活动数据的监测等； 

c)  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关责任人等。 

12 核算报告 

根据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目的，确定报告的具体内容。 
a)  基本信息：种植农产品生产基本信息，包括产品名称、报告时间和报告主体信息等内容； 

b)  功能单位：报告中明确功能单位； 

c） 核算边界：报告应说明边界设定情况； 

d)  核算方法：报告说明核算方法； 

e)  数据收集：说明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来源、数据质量和为提高数据质量而采取的努力。部分

格式可参见资料性附录 C； 

f)  核算结果：包括种植农产品名称、产量及单位、在核算期内生产本产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单 
位种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分别报告施用肥料排放、土壤碳库变化的 CO2固定/释放、燃
料燃烧 CO2排放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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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N2O全球变暖潜势参考值 

表A.1 N2O全球变暖潜势参考值 

温室气体类别 全球增温潜势值 数据来源 

N2O 
310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 
298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265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DB11/T 1564—2018 

12 

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排放因子及相关参数 

B.1 表B.1规定了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表B.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值 
GJ/t或 GJ/104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 27.4×10-3  94 

烟煤 t 19.570 26.1×10-3 93 

褐煤 t 11.9 28.0×10-3 96 

型煤 t 17.460 33.60×10-3 90 

液体燃料 
汽油 t 43.070 18.9 ×10-3 98 

柴油 t 42.652 20.2 ×10-3 98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m3 389.31 15.3 ×10-3 99 

其他煤气 104m3 52.270 12.2 ×10-3 99 

 

B.2 表B.2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表B.2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排放源 排放因子 单位 数据来源 

能源 CO2排放 

电力 0.8292 kgCO2/kwh 国家特征值 

燃煤 2.52 tCO2/t 国家特征值 

汽油 2.12 kgCO2/L 国家特征值 

柴油 2.647 kgCO2/L 国家特征值 

农田N2O排放 

直接排放 0.01 ― IPCC 

氮挥发间接排放 0.01 ― IPCC 

淋溶径流间接排放 0.075 ― IPCC 

 

B.3 20cm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换算为 30cm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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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20cm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换算为 30cm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系数 

农田类型 旱地 菜田 

换算系数 0.95 0.92 

 

B.4 表B.4规定了矿质土壤有机碳库参考值（天然植被的）。 

表B.4 矿质土壤有机碳库参考值（天然植被的）（SOCref） 

气候区域 高活性粘土土壤 低活性粘土土壤 沙质土 灰化土壤 火山土壤 

北温带 68 NA 10 117 20 

寒温带，干 50 33 34 NA 20 

寒温带，湿润 95 85 71 115 130 

暖温带，干 38 24 19 NA 70 

暖温带，湿润 88 63 34 NA 80 

热带，干 38 35 31 NA 50 

热带，湿润 65 47 39 NA 70 

热带，湿 44 60 66 NA 130 

热带山区 88 63 34 NA 80 

 

B.5 表B.5规定了北京农田不同管理活动的相关库变化因子缺省值（FLU、FMG和FI）。 

表B.5 北京农田不同管理活动的相关库变化因子缺省值（FLU、FMG和 FI） 

农田管理活动 管理方式 缺省值 说明 

耕地类型 

LUF  

旱地 0.69 连续管理时间超过 20年，主要种植一年生作物。 

水田 1.10 长期种植（超过 20年）湿地一年生作物（水稻），包括双季非水淹作物。 

菜地 0.69 连续管理时间超过 20年，主要种植一年生作物。 

耕作方式 

MGF  

充分耕作 1.00 
进行充分和/或一年中频繁耕作（如深翻等），对土壤产生大量干扰。在种植

期，地表覆盖的残余物很少，通常低于 30%。 

少耕 1.08 
只进行一次和/或二次浅耕和不充分耕地，减少对土壤的干扰。在种植期，地

表落叶残余物覆盖率通常高于 30%。 

免耕 1.15 不经耕地直接进行播种，只在播种区最低限度干扰土壤。 

秸秆及肥料投入

IF  

低 0.95 
作物秸秆被清除或焚烧，种植残余物少的作物（例如蔬菜），同时不使用矿物

质肥料，或不种植固氮作物。 

中 1.17 
一年生作物秸秆还田、少耕和不施肥的管理模式。轮作中使用矿物质肥料或

种植固氮作物。 

高 

1.31 
通过采取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果园生草等措施，实现比中等碳投入更高的

作物残余物还田效果，但不施粪肥。 

1.72 
增施外源性有机质肥料，包括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有

机源生物腐植酸肥料、外源秸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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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 

C.1 表C.1为种植农产品产量数据表。 

表C.1 产量数据 

种植农产品名称 种植农产品产量（单位） 数据来源 

   

   

 

C.2 表C.2为种植农产品生产数据表。 

表C.2 生产数据 

种植产品种类 氮肥用量（kg/亩） 种植面积（亩） 生长季节 秸秆还田 数据来源 

番茄      

黄瓜      

小麦      

注：应根据评价核算需要调整本表格内容。 

 

C.3 表C.3为种植农产品能源消耗数据表。 

表C.3 能源消耗数据 

类型 消耗量 单位 数据来源 

燃煤  吨（t）  

汽油  升(L)  

柴油  升(L)  

购入电力  千瓦时（kwh）  

注：应根据评价核算需要调整本表格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