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宁县“乡村林碳”项目碳汇计量技术指南（试行） 

（编号 2023001-V01） 

编制说明 

武宁县是江西省重点林业县之一，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县林地面积

27.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75.96%，森林蓄积量 1770.57 万立方米，森林固碳增

汇潜力巨大。近年来，武宁县大力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高度重视

林业碳汇建设，2022 年被列为全省林业碳中和试点单位。根据《江西省林业局

关于开展全省林业碳汇试点工作的通知》（赣林造字〔2022〕96 号）工作要

求，为高质量完成武宁县林业碳中和试点工作，统筹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积极传播绿色低碳理念，特编制《武宁县“林碳抵消”碳汇计量

技术指南》。 

武宁县“乡村林碳”项目通过在乡村“四旁”区域新栽植林木从空气中吸收二

氧化碳从而产生碳汇，其碳汇量等于一定时间内项目所产生的碳汇量减去因森

林火灾等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本指南在参考和借鉴《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

量指南》《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2020 年修订版）》等相关方法学和

要求，结合武宁县乡村森林实际，经有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利益相关方反复研讨

后编制而成，以保证本指南既符合国内外林业碳汇计量通用方法又符合我县实

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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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指南规定武宁县行政区域内乡村“四旁”（村旁、宅旁、水旁、路旁）区

域通过新植林木产生的碳汇核证碳汇量核算的流程和方法。 

2.适用条件 

采用本指南的项目活动，应遵循以下适用条件： 

（1）项目地块应权属清晰、无争议； 

（2）项目活动不违反任何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措施及有关技术标准或规程； 

（3）项目活动不采取人为火烧活动； 

（4）项目活动不会造成项目开始前农业活动（作物种植和放牧）的转

移； 

（5）项目申请主体原则上以行政村为主，申请主体要协商明确碳汇量收

益权属分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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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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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修订本）适用于本文件。 

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指南（试行）（国家林业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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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规划调查技术规程 GB/T 26424 

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 LY/T 2253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 AR-CM-001-V01 

4.术语定义 

本指南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乡村林碳”项目：为实现绿化美化和固碳增汇目的，利用乡村村旁、宅

旁、水旁、路旁适宜地块人工新栽植包括乔木、灌木、竹子等林木的活动。 

碳库：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

木和土壤有机质碳库。其单位为质量单位。此外，木质林产品也可以视作是一

个碳库。 

林木生物量：特定时间，项目中所有林木的重量，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

下生物量。常用绝干重表示。 

碳储量：特定时间，碳库中所储存的碳总量。 

基线情景：指在没有建设“乡村林碳”项目活动时，在项目所在地的技术条

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最能合理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

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项目情景：“乡村林碳”项目活动下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情景。 

项目边界：由拥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项目业主或其他项目参与方实

施的“乡村林碳”项目活动的地理范围，以单株林木为基本单位。 

基线碳汇量：也叫基线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各

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之和。 



项目碳汇量：也叫实际净温室气体汇清除，是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所

选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量，减去由“乡村林碳”项目活动引起的项目边界内温室

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泄漏：由“乡村林碳”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外、可测量的温

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项目碳汇量：也叫净人为温室气体汇清除，指由于“乡村林碳”项目活动产

生的净碳汇量，项目碳汇量等于项目碳汇量减去基线碳汇量，再减去泄漏量。 

5.基线与碳计量方法 

5.1 项目边界确定 

参与方需提供项目地块的土地、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据，且项目计

入期内保有林木；计入数据以县级林业局资源数据为基础，由具有林业调查资

质单位现场监测核准数据为依据。 

5.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对项目边界内考虑或选择的碳库见表 1。 

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考虑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这是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碳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木产品 否 保守忽略该碳库 



对项目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见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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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4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

致生物质燃烧产生 CH4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N2O 
是 

有森林火灾发生，会导

致生物质燃烧产生 N2O

排放 

否 没有森林火灾发生 

5.3 项目的核算周期 

项目活动开始时间不得早于 2013 年 1 月 1 日。项目碳汇量计入期为 20

年，项目计入期满后可视情况延期。核算周期以整年为计算单位，一个核算周

期至少为 1 年。 

5.4 基线情景识别和额外性论证 

根据本指南的适用条件，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下，基线情景是无

林木地块或无人管理的土地。 



投资乡村“四旁”（村旁、宅旁、水旁、路旁）栽植林木，在 20-30 年内

没有经济回报，因此没有商业吸引力，缺乏财政补贴和非商业性投资，存在投

资障碍。在没有拟议“乡村林碳”项目时，普遍性做法是保持基线情景，而通过

实施拟议的“乡村林碳”项目，不仅为地方引入非商业投资和技术，通过项目培

训，提高当地劳动力的造林和营林技能，而且能够提高项目区林木生产力，实

现增加净碳汇量、减缓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增加农民收入

等多功能经营目标。在具有可比性的地理范围、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制度框架以及投资环境下，拟议“乡村林碳”项目活动不是普遍性做

法。根据以上障碍分析和普遍性做法分析结果，确定拟议“乡村林碳”项目具有

额外性。 

5.5 基准线碳汇量 

根据本指南适用条件，乡村“四旁”植树前土地通常为无林木地块或无人管

理的土地，并且碳库只考虑林木生物量，因此基线情景下碳库的变化量可以忽

略不计，取△CBSL=0。 

5.6 碳汇量的计算 

5.6.1 林木生物量的计算 

采用下列方法来计算林木生物量： 

（1） 

式中： 

 

— 第 t 年时，树种 i 的生物量，td.m.； 



 

— 将第 t 年树种 i 的测树因子

转化为林木生物量的回归

方程。 可以是胸径，地

径，树高等，见附录 A，td.m.·株-1； 

 

— 第 t 年时，树种 i 的株数，株； 

i — 1，2，3...，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2 林木碳储量的计算 

林木碳储量是利用林木生物量碳含量将林木生物量转化为碳储量，再利用

CO2与 C 的分子量之比将碳储量（t C）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2） 

式中： 

 

— 第 t 年时，核算边界内所有林木碳储量，t CO2-e； 

 

— 第 t 年时，树种 i 的生物量，t d.m.； 

 

— 树种 i 生物量中的碳含量，t C（t d.m.）-1； 

i — 1，2，3...，树种； 

t — 1，2，3...，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 CO2与 C 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6.3 碳储量年变化量的计算 

碳储量年变化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的碳储量变

化量，tCO2-e； 

 

—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的碳储量，tCO2-e； 

t1，t2 — 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 

5.6.4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本指南主要考虑项目边界内由森林火灾等引起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包括 CH4和 N2O）。根据本指南的适用条件，一方面发生

火灾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如发生火灾，可参考《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计

算。 

（4） 

式中： 

 

— 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排放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 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因森林火灾引起林木地上生物质燃烧造

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5.6.5 泄漏 



根据本指南的适用条件，符合要求的项目活动不引起项目前农业活动的

转移，也不考虑林木经营过程中燃油工具的化石燃料燃烧、施用肥料导致的温

室气体排放等，采用本指南碳汇项目活动无潜在泄漏，视为 0。 

5.6.6 项目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是指在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中碳储量变化量，

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采用下式计算： 

（5） 

式中：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项目碳汇量，tCO2-e； 

 

—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的碳储量

变化量，tCO2-e； 

T — 核算周期（T=t2-t1），a； 

 

— 核算周期内，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tCO2-e； 

6.监测程序 

项目参与方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数据，包括： 

 项目符合和满足本指南适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计算所选碳储量变化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计算项目边界内排放的证明材料和数据。 

上述所有数据均须来源于相关部门的文件或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监测和测

定，且公开可查。监测过程的所有数据均须同时以电子版和纸质方式存档保

存，且至少保存至计入期结束后 2 年。 



首次监测期至少 2 年，其后每次监测和核查的间隔时间应在 3-10 年内选

择。 

6.1 项目实施监测 

6.1.1 项目边界的监测 

（1）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或其

他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单点定位或差分技术直接测定项目地块的边界坐标。也

可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不小于 1：10000）或高分辨率的地理空间数据（如卫

星影像、航片），在地理信息系统（GIS）辅助下直接读取项目地块的边界坐

标。在监测报告中说明所使用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坐标系统和仪器设备的定位精

度。 

（2）检查实际项目边界坐标是否与项目申请表中描述的边界一致； 

（3）如果实际边界位于项目申请表描述的边界之外，则位于项目申请

表确定的边界外的部分将不计入项目边界中；  

（4）在计入期内须对项目边界进行定期监测，如果项目边界发生任何变

化，例如发生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应测定变更地块的地理坐标和面积，并在下

次核查中予以说明。变更部分地块将调出项目边界之外，并在之后不再监测，

也不能重新纳入项目边界内。但是，如果调出项目边界的地块以前进行过核

查，其前期经核查的碳储量应保持不变并纳入碳储量变化的计算中。 

6.1.2 项目活动的监测 

在项目期内，主要监测项目所采取的营造林活动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项

目边界内的毁林及土地利用方式变更情况： 

（1）营造林管理监测：整地、栽植、抚育等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2）项目边界内森林灾害（毁林、林火、病虫害）等发生的时间、地

点、强度等情况； 

（3）项目边界内的地块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更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4）确保营造林各项活动符合本指南的适用条件。 

项目参与方须在项目文件中描述，项目所采取的营造林活动及其监测，

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和森林资源清查的技术规范。项目参与方在其监测活动

中须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包括野外数据的采集、数

据记录、管理和存档。 

6.2 抽样设计 

本指南要求达到 90%可靠性水平下 90%的精度要求。如果测定的精度低

于该值，项目参与方可通过增加样地数量，从而使测定结果达到精度要求。 

项目造林为分散造林，则选择每个树种不低于 10 株样木，项目活动为集

中造林，则至少设立 3 个样地。样木和样地的空间分配采用随机起点、系统布

点的布设方案。样地可采用矩形或圆形样地，水平面积为 0.04-0.06ha。同一

个造林项目中，所有样地面积应当相同。 

6.3 林木碳储量的监测 

第一步：样木或样地每木检尺，实测所有活立木的胸径（DBH）或地径

（D）和/（或）树高（H）。 

第二步：采用“生物量方程法”（公式（1））计算各树种的林木生物量。

采用公式（2）根据各树种的林木生物量核算边界内的所有林木碳储量。 

第三步：采用公式（3）计算项目边界内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假设一段时间内，林木生物量的变化是线性的。 



6.4 项目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监测 

根据监测计划，详细记录项目边界内每一次森林火灾（如果有）发生的

时间、面积、地理边界等信息，参考公式（4）计算项目边界内由于火灾燃烧地

上生物量所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 

6.5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指南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项目边界内林木株数、测树因子，火

灾发生次数。 

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参见下表： 

数据/参数 
 

单位 以长度为单位（如 cm）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测树因子，通常为胸径（DBH）、地径（D）和树高

（H） 

数据源 实地调查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碳汇量时监测 

说明 / 

 

数据/参数 
 

单位 株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描述 第 t 年时，树种 i 的株数 



数据源 1. 基于森林资源规划调查数据获取； 

若不可得，则： 

1. 基于实地监测计算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碳汇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数据/参数 N 

单位 次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第 t1年到第 t2年时间间隔内，森林火灾发生的次数 

数据源 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火灾登记数据 

监测频率 每次申请碳汇量时，获取核算周期内数据 

说明 / 

6.6 不需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指南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树种生物量中的含碳率等。 

数据/参数 
 

单位 tC（td.m.）-1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树种 i 生物量中的含碳率，用于将生物量转换成碳含量 

数据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项目参与方测定的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需提供

透明和可核实的资料来证明）； 

（b）现有的、公开发表的、江西省的或相似生态条件

下的数据； 

（c）省、市、区（县）级的数据（如温室气体清

单）； 

（d）国家级的数据（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见下

表： 

树种（组） CF 树种（组） CF 

木荷 0.497 枫香 0.497 

檫木 0.485 楠木 0.503 

杉木 0.520 其他杉类 0.510 

马尾松 0.460 其他松类 0.511 

樟树 0.492 泡桐 0.470 

硬阔类 0.497 软阔类 0.485 

针阔混 0.498 针叶混 0.510 

阔叶混 0.490 水杉 0.501 

栎类 0.500 杂木 0.483 

灌木 0.470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

报》“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温室气体清单”（2013） 

6.7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项目参与方应采取以下质量管理措施，确保有关数据的真实可靠： 

（1）建立武宁“乡村林碳”数据采集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人员、工作

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 

（2）建立武宁“乡村林碳”土地、林木信息一览表，选定合适的计算方法

和排放因子、系数，形成文件并存档； 

（3）建立健全林木管护记录，对项目边界变更、采伐、火灾等对碳排放

影响重大的事项进行监测和记录，并在林木信息一览表中定期更新； 

（4）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碳汇核算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

料。 

附录 A 

武宁县“林碳抵消”碳汇项目主要树种生物量方程 

 

树种/组 
部

位 
生物量方程 

参数值 文献来

源 a b c 

茶花 
地

上 
B=a·Db 0.037 2.622  

许叶，

2017 

红豆杉 
全

株 
B=a+b·DBH2H 20.3280 0.2940  

欧建德

等，

2022 



树种/组 
部

位 
生物量方程 

参数值 文献来

源 a b c 

红花檵

木 

全

株 
B=a+b·D2H 0.0702 

-

0.7000 

 

李尚益

等，

2018 

樟树 
全

株 
B=a·(DBH2H)b 0.0429 0.9390  

罗云建

等，

2015 

酸枣 
全

株 
B=a+b·DBH2H 0.8250 0.0200  

贺红早

等，

2007 

娜塔栎 
地

上 
B=a·(DBH2H)b 0.0251 0.9438  

罗云建

等，

2015 

女贞 
全

株 
B=a+b·DBH2H 0.9070 0.0100  

罗云建

等，

2015 

红枫 
全

株 
B=a·(DBH2H)b 0.0430 0.9940  

杨丽，

2012 



树种/组 
部

位 
生物量方程 

参数值 文献来

源 a b c 

杉木 
全

株 
B=a·(DBH2H)b 0.0870 0.8630  

罗云建

等，

2015 

枫香 
全

株 
B=a·(DBH2H)b 0.0310 0.9830  

罗云建

等，

2015 

木荷 
全

株 
B=a·(DBH2H)b 0.2660 0.7080  

罗云建

等，

2015 

银杏 
全

株 
lnB=a+b·lnDBH+c·lnH -1.0100 2.6100 

-

0.7300 

刘坤

等，

2017 

马尾松 
地

上 
B=a·DBHb 0.0644 2.4817  

李轩然

等，

2006 

毛竹 
全

株 
B=a·DBHbHc 0.3640 1.6960 0.0710 

杨清培

等，

2011 



树种/组 
部

位 
生物量方程 

参数值 文献来

源 a b c 

阔叶树 
全

株 
B=a·ln（DBH2H）b 0.0480 1.0050  

杨清培

等，

2011 

灌木 
全

株 
B=a·DbHc 0.4098 1.0615 0.5427 

章家

伟，

2013 

注：生物量参考表中未列出树种，可采用通用方程计算。 

附录 B 

武宁县“林碳抵消”碳汇项目主要树种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树种

（组）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树种

（组）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木荷 0.258 枫香 0.398 

檫木 0.270 楠木 0.264 

杉木 0.246 其他杉类 0.277 

马尾松 0.187 其他松类 0.206 

樟树 0.275 泡桐 0.247 

硬阔类 0.261 软阔类 0.289 

针阔混 0.248 针叶混 0.267 



阔叶混 0.262 水杉 0.319 

栎类 0.292 杂木 0.289 

灌木 0.400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

温室气体清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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