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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土地利用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转移量、碳减缓机会和潜力
；阐述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各类项目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意义，碳计量涉及的基线情景、项目边
界、额外性、碳泄漏、监测频率，以及项目周期内不同阶段的碳计量方法；定义了以土地为基础项目
的碳库种类和不同类型碳库的碳计量方法；详细介绍了估算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死木、枯落
物和土壤有机碳的步骤和方法，“3S”技术在碳计量中的应用；给出了预测和估算土地利用系统碳贮
存量变化量的模型，提出了降低估算值不确定性、保证和控制质最的方法。
　　读者对象：涉及气候变化领域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开发与监
测以土地为基础的碳减缓项目的中介组织和专家，木材生产与土地开发项目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相关
部门的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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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6　本书的目的、组织和读者对象　　碳减缓项目开发者、监测专家或温室气
体清单编写者要熟知各种方法和有关手册提供的实用方法和实际指南条款，描述可靠的和成本效率高
的方法、抽样程序、现场和实验测量技术、计算程序、建模与预测报告协定等内容。
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手册或图书囊括了碳计量所需的全部准则或信息。
　　已知的手册和图书既没有阐述项目开发、实施和监督阶段进行碳监测所需的不同方法，也没有全
面提出预测碳贮存量变化量所需的模型要素。
进一步说，现存可用的图书和手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项目的，也没有充分阐述如何应用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的内容。
通常对碳计量的数据采集和来源强调的很少，并且还不包括计算程序。
为了获得碳计量完整信息，使用者不得不参考许多图书、手册和报告。
除了土地利用部门活动或项目碳计量重要性外，还没有一本完整手册或一套指标帮助那些从事碳减缓
项目开发、实施和监督人员、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机构或林业、草原、农业开发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碳计
量。
　　这本书的目的是给不同项目和活动提供友好的碳计量使用界面、方法和实用指南。
　　（1）林业、农业和草原部门碳减缓项目的开发、实施和监测。
例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或世界银行生物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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