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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
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和草原破坏等
土地利用变化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合作步伐正在逐
渐加快。
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波恩协定》、《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马拉喀什协定》和《德里宣言》等一系列重要
文件，这些文件在加强全球共识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是目前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中影响最大、涉及面
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国际法律文书。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1992年6月11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
为干扰的水平上”，同时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理应率先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而发展中国
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
公约缔约方会议（COP）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高机构，1995年第一次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l）至2004年第十次公约缔约方会议（COP1O）共举行了10届。
1997年12月1日至11日，第三次公约缔约方会议（又称“京都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这次会议制定
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中确定了联合履行（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国际排放权交易（IET）三种帮
助发达国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灵活机制，三种机制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
本国以外的地区取得减排的抵消额，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上述三种机制中与发展中国家直接相关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在发展中国
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又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由此获取投资项目所产生
的部分和全部减排额度，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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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农业和林业领域温室气体的减排和控制，《农林业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共分
为5章。
第1章介绍温室气体的概况；第2章主要介绍了与陆地生态系统和碳循环有关的概念以及研究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有力的武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第3章分别介绍了森林植被碳库和森林土壤碳
库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库的影响，从而给出了森林生态系统中温室气体的有效减排措施；第4章分
别从旱田、水田及土地利用的变化来分析温室气体的产生，从而给出了与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的有效
减排措施；第5章介绍了与湿地有关的温室气体产生及减排措施，以三江平原为典型代表进行分析。
　　本书适合于从事环境工程温室气体和减排工作的研究人员参考，同时也适合于环保部门的工作人
员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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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温室气体概况大气中CO2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导致气候变化一一气候变暖是国际社会公认
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受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关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引起了一系列
的环境变化。
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急剧上升、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的干扰越来
越大。
1.1.1 概述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GHG）或温室效应气体是指大气中能促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成分
。
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的份额不足l％。
其总浓度取决于各源和汇的平衡结果。
源是指某些化学或物理过程致使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相反，汇是令其减少。
部分温室气体自然存在于大气中，另外一些是人为活动造成的，例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森林
砍伐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
故人类活动可直接影响各种温室气体的源和汇，进而改变温室气体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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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林业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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