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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绿地碳汇项目方法学
（CQCMS-009-V01）

1. 引言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固碳释氧、

保持水土、净化大气、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效益。

在国家“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为发挥城市绿地的碳汇效益，丰富

重庆自愿减排市场碳信用产品类型，确保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

可测量、可追溯、可核查，特制定《重庆市城市绿地碳汇项目方

法学》（版本号 V01）。本方法学参考了国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CCER）方法学和碳普惠相关方法学，结合重庆城市绿地

建设和管护实践而制定。

2.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重庆市城市规划区、镇规划区内的城市绿

地，包括《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中的公园绿地

和防护绿地，不包括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和区域绿地。使用本方

法学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土地权属清晰，具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主

管部门核发或出具的权属证明文件。

（2）项目单个地块土地面积不小于 400 m2。

（3）除项目开始时的场地清理和种植外，在计入期内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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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进行重复扰动。

（4）项目活动在绿地规划、设计、建设以及管护过程中，

采取了减排增汇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项目种植设计应以乔木为主，乔、灌、草相结合，尽量

避免设计大面积草坪和使用大规格乔木；

b）项目植物宜选择固碳能力强、生长期长、抗逆性强、管

护成本低的乡土树种；

c）项目尽量避免缩小树木冠幅的修剪；

d）苗木尽量就近采购，减少运输过程中碳排放；

e）尽量选择高效低碳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

（5）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行业发展政策。

3. 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本）适用于本文件：

（1）《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2）《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3）《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

（4）《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自然资发〔2023〕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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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

14-001-V01）；

（7）《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LY/T 2253-2014）；

（8）《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LY/T 2988-2018）；

（9）《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渝府发〔2023〕

6 号）；

（10）《重庆市“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管理办法（试

行）》（渝环〔2021〕111 号）。

4. 术语和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的定义如下：

（1）城市绿地：是指城市中以植被为主要形态，并对生态、

游憩、景观、防护具有积极作用的各类绿地的总称，包括公园绿

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区域绿地五类。

（2）公园绿地：是指在规划区内，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

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

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

园和城市生态公园。

（3）防护绿地：是指用地独立，具有卫生、隔离或者安全

防护功能，游人不宜进入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

及铁路防护绿地、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公用设施防护绿地和防风

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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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场用地：是指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

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

（5）附属绿地：是指附属于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除绿地与

广场用地）的绿化用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

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用地中的绿地。

（6）区域绿地：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城乡生态环

境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游憩健身、安全防护隔离、物种

保护、园林苗木生产等功能的绿地，包括风景游憩绿地、生态保

育绿地、区域设施防护绿地、生产绿地。

（7）土壤扰动：是指如整地、松土、翻耕、挖除树桩（根）

等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会导致土壤有机碳的降低。

（8）计入期：是指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

项目业主申请登记的项目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开始计。

（9）碳库：生态系统中碳储存的形式或场所，包括地上生

物质、地下生物质、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碳和木（竹）产

品。

（10）地上生物质：土壤层以上所有活体植物的生物质，包

括茎干、桩、枝、皮、叶、花、果和繁殖体等。

（11）地下生物质：土壤层以下所有植物活根的生物质，通

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分出来的直径≤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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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根。

（12）生物量：地上生物质和地下生物质总的干物质质量。

（13）枯落物：土壤层以上，直径≤5cm、处于不同分解状

态的所有死有机质，包括凋落物、腐殖质，以及难以从地下生物

质中区分出来的细根。

（14）枯死木：枯落物以外的所有死有机质，包括枯立木、

枯倒木以及直径＞5cm 的枯枝、死根和树桩。

（15）土壤有机碳：一定深度内（通常为 30 cm）矿质土和

有机土（包括泥炭土）中的有机碳，包括难以从地下生物质中区

分出来的直径≤2mm 的细根。

（16）木（竹）产品：由项目产生的、从项目边界内移出的

木材（或竹材）加工而成，在项目计入期结束后仍然在用或进入

到垃圾填埋的木制（或竹制）产品。

5. 项目边界、计入期、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5.1 项目边界

项目区域可包括若干个不连续的地块，每个地块应有特定的

地理边界。项目边界可采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1）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全球定位系统（GPS）

等卫星定位系统，直接测定项目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单点定位

误差不超过±5m ；

（2）利用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5m 的地理空间数据（如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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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航拍影像等）、项目设计方案（或施工图）等，在地

理信息系统（GIS）辅助下读取项目地块的边界坐标。

在项目审定和核查时，须提交项目边界的矢量图形文件以及

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文件。如果项目业主不是项目边界内

土地权属所有人，须提供与权属所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明确

双方权责，包括核证减排量的权属。

5.2 项目计入期

（1）项目计入期最短时间不低于 5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

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2）项目寿命期限应在项目业主对项目边界内土地的所有

权（或使用权）的有效期限之内。项目寿命期限的开始时间即项

目边界内首次实施场地清理或植物种植的开工日期。

5.3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项目边界内碳库选择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边界内碳库的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质 是 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质 是 主要碳库

枯死木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枯落物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土壤有机碳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木（竹）产品 否 按照保守性原则，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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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方法学，项目活动采取了减排增汇的措施，故不考虑

使用车辆、机械设备等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仅考虑

项目边界内由火灾引起生物质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

体排放源的选择如表 2。

表 2 项目边界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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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已在碳储

量变化中考虑

CH4 是 在项目设计阶段计为 0；如果项目

计入期内发生森林火灾或人为的火

烧活动，则必须选择该排放源N2O 是

6. 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

6.1 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文件规定的项目基准线情景为：维持项目开始前的土地利

用与管理方式。

6.2 额外性论证

项目是以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为主要

目的的公益性绿地建设活动，在计入期内除减排量收益外难以获

得其他经济收入，且绿地建设和后期管护等活动成本高，不具备

财务吸引力，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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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碳层划分

为提高碳储量变化量计算精度，并在一定精度要求下精简监

测样地数量，按照项目边界内土地的立地条件（如土壤类型、海

拔、坡度坡向等），以及拟实施的项目实施时间、栽植植物种类

（乔木、竹子、灌木）及配置模式等因素划分碳层，将无显著差

别的地块划分为同一碳层。

6.4 基线碳汇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城市绿地建设前通常为建设用地

或其他土地等，因此基线情景下碳库的变化量可以忽略不计，即

基线碳汇量为 0。

6.5 项目碳汇量

项目碳汇量等于第 t1 年到第 t2 年时间间隔内，项目边界内各

碳库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减去项目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即：

) t,(t,,) t,A(t 211221 12
44ΔC GHGCC tBtB -´-= ）（ ................................公式（1）

式中：

) t,A(t 21
ΔC ——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2t,BC ——第 t2 年时，项目边界内各碳库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为吨碳（t C）；

1t,B
C ——第 t1 年时，项目边界内各碳库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 9 —

为吨碳（t C）；

) t,(t 21
GHG ——项目边界内由于项目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1）生物质碳储量计算

分别计算各碳库各碳层内各树种（包括乔木、竹子和灌木）

的生物质碳储量。基于保守性原则，不考虑草本碳储量及变化量。

）（ j ,i
1i 1j

j ,ij ,iB CFC ´´=åå
= =

BA .............................................公式（2）

BC ——项目边界内各碳库的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j ,iA ——第 i 碳层树种 j 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j ,iB ——第 i 碳层树种 j 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

（t d.m. hm-2）；

j ,iCF ——第 i 碳层树种 j 的生物量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

（t C(t d.m.)-1）。

（2）乔木生物量计算

乔木单位生物量用生物量方程法来计算：

3

j
321j ,T 10]...x,x,x[f -´´=å NB ）（ .............................................公式（3）

式中：

j ,TB ——乔木树种 j 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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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hm-2）；

）（ ...x,x,xf 321 ——乔木树种 j 的生物量方程，其中乔木测树因

子（x1, x2, x3…）可以是胸径、树高、冠幅等；重庆市城市绿地

常见乔木树种生物量方程见附录 B；

N——乔木树种 j 的单位面积株数，单位为株每公顷 （stem.

hm-2）；

10-3——将千克转换为吨的常数。

（3）竹子生物量计算

竹子单位面积生物量用生物量方程法来计算：

3

j
321j ,B 10]...x,x,x[g -´´=å NB ）（ ............................................公式（4）

式中：

j ,BB ——竹子类型 j 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d.m. hm-2）；

）（ ...x,x,xg 321 ——竹子类型 j 的生物量方程，其中竹子测树因

子（x1, x2, x3…）可以是胸径、竹高等，竹子生物量方程见附录

C；

N——竹子类型 j 的单位面积株（丛）数，单位为株（丛）

每公顷 （stem. hm-2）；

10-3——将千克转换为吨的常数。

（4）灌木生物量计算

灌木单位面积生物量用灌木生物量方程法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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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321j ,S 10]...x,x,x[h ´´=å NB ）（ .............................................公式（5）

式中：

j ,SB ——灌木类型 j 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d.m. hm-2）；

）（ ...x,x,xh 321 ——灌木类型 j 的生物量方程，其中灌木测树因

子（x1, x2, x3…）可以是基径、灌高、冠幅等，灌木生物量方程

见附录 D；

N——灌木 j 的单位面积株数（丛）数，单位为株（丛）每

公顷（stem. hm-2）；

10-3——将千克转换为吨的常数。

（5）温室气体排放量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不考虑植被种植管护过程中化石

燃料燃烧、施用肥料等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仅考虑项目边界内

火灾引起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包括 CH4 和

N2O）排放。

对于项目事前估计，由于通常无法预测项目边界内的火灾发

生情况，因此可以不考虑火灾造成的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

即 GHG=0。

对于项目事后估计，本方法学仅考虑植被地上生物质的燃

烧，不考虑枯落物等死有机质燃烧。火灾引起地上生物质燃烧产

生的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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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i
F_AF 10

2244
´´+´´´´=å ）（ ONONCHCHF GWPEFGWPEFCOMFBAGHG .....公式（6）

式中：

FGHG ——项目边界内因火灾，由于地上生物质燃烧造成的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e ；

FA ——第 i 碳层发生火灾的面积，hm2；

F_AB ——发生火灾前，项目最近一次核查时第 i 碳层的地上生

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 d.m.hm-2）；

COMF——燃烧指数，无量纲；

4CHEF ——CH4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甲烷每千克（g CH4·(kg

d.m.)-1）；

ONEF
2

——N2O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氧化亚氮每千克（g

N2O·(kg d.m.)-1）；

4CHGWP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CH4 转换成 t CO2e，

无量纲；

ONGWP 2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用于将 N2O 转换成 t CO2e，

无量纲；

10-3——将千克转换为吨的常数。

6.6 项目泄漏计算

根据本文件适用条件，项目不考虑泄漏。

6.7 项目减排量核算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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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t,A(t) t,(t -1-ΔCC
2121

KLKDR *= .........................................公式（7）

式中：

) t,(t 21
CDR ——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 t,A(t 21
ΔC ——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tLK ——项目泄漏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根

据适用条件， tLK =0；

RK ——项目的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单位为百分比（%）。

7. 项目监测

7.1 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

表 3-表 12。

表 3 CF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CF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生物量含碳率

数据单位 t C (t.d.m.)-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

查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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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

整合分析，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附录 A

数据用途 用于将生物量转换为生物质碳储量

表 4 f（D, H）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f（D, 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乔木单株生物量与胸径和树高的相关方程

数据单位 kg d.m.stem-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统

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结

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且

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附录 B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乔木单株生物量

表 5 g（D, H）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g（D, 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数据描述 竹子单株（丛）生物量与胸径和竹高的相关方程

数据单位 kg d.m.st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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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

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

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

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附录 C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竹子单株（丛）生物量

表 6 h（x1，x2，x3......）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h（x1，x2，x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数据描述
灌木单株（丛）生物量与灌木测树因子（基径、灌高、

冠幅等）的相关方程

数据单位 kg d.m.stem-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

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

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

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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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灌木单株（丛）生物量

表 7 COMF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COMF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燃烧因子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

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

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

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0.4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表 8 EFCH4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EFCH4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CH4 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g CH4·（kg d.m.）-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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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

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

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

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4.7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 CH4 排放量

表 9 EFN2O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EFN2O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N2O 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g N2O·（kg d.m.）-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优先顺序：

a）地方标准；

b）国家或行业标准中适用于项目区的数据；

c）本文件及附录中推荐的缺省值；

d）项目区当地、相邻地区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调查

统计数据。须基于 5 篇以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

结果或总数不少于 30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

且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数值 0.26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 N2O 排放量

表 10 GWPCH4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GWPCH4



— 18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CH4 全球增温趋势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

数值 25

数据用途 将 CH4 排放量转化为 CO2e

表 11 GWPN2O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GWPN2O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N2O 全球增温趋势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

数值 298

数据用途 将 N2O 排放量转化为 CO2e

表 12 KR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KR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数据描述 项目的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本表默认值，参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

林碳汇》（CCER- 14-001-V01）的非持久性风险扣减率。

数值 10%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减排量的非持久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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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见表 13-表 17。

表 13 Ai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Ai，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项目第 i 碳层树种 j 的面积

数据单位 hm2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监测点要求 所有实际实施的项目地块及其拐点坐标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核对实际实施的项目地块及其拐点坐标与项目设计

是否一致，针对不一致的地方：

a）位于项目设计边界之外的部分，不得纳入项目边界

内；

b）在监测时，项目设计边界内尚未实际实施的地块，

如果面积≥400m2，须移出项目边界外（如改变土地用

途），并重新测定相关部分的项目边界坐标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须有项目

及碳层边界坐标的.shp 或.km1 文件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生物质碳储量

表 14 D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D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公式（4）、公式（5）

数据描述 乔木（竹子）的胸径或灌木的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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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cm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GB/T26424）和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

操作程序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精确到小

数点后一位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监测样地的单位面积生物量

表 15 H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公式（4）、公式（5）

数据描述 乔木（竹子、灌木）的高度

数据单位 cm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监测点要求 所有野外监测样地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GB/T26424）和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

操作程序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精确到小

数点后一位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监测样地的单位面积生物量

表 16 Ap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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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数据描述 灌木冠幅投影面积

数据单位 m2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监测点要求 野外监测样地中分枝不明确、枝干成簇成团的灌木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GB/T26424）和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

操作程序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自首次核查后，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精确到小

数点后两位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监测样地中灌木单位面积生物量

表 17 AF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AF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发生燃烧的面积

数据单位 hm2

数据来源 野外测定

监测点要求 所有发生燃烧的样地

监测程序与方法

要求

采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GB/T26424）和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38590）使用的标准

操作程序

监测频次与记录

要求

火灾发生后当年监测，记录坐标、位置及地块的形状

和大小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火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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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1）一般要求

项目业主要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并指

定专职人员负责项目边界、项目实施情况、测树因子、火烧等数

据监测、收集、记录等，确保监测数据的质量。

（2）项目边界监测要求

在项目设计阶段，项目业主须明确项目地块边界，并提供所

有项目地块边界的矢量数据文件。

在计入期内，项目业主须根据监测方案对项目边界进行监

测，检查项目实际边界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一致。如果实际边界

位于项目设计文件描述的边界之外，则边界以项目设计文件为

准；如果实际边界位于项目设计文件描述的边界之内，则以实际

边界为准，并提供新的项目边界矢量数据文件。

如果项目边界发生占用、火灾、严重病虫害等变化，应测定

变化地块的地理坐标和面积，将这部分地块调出项目边界，并在

后续减排量核算报告中予以说明，之后不再纳入项目边界。

（3）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测要求

需对项目所有绿地建设活动、养护活动以及与温室气体排放

有关的活动进行监测，主要包括：

a）绿地建设活动：包括栽植场地清理、种植、成活率和保

存率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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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管护活动：修枝、补植、施肥、有害生物防治等；

c）项目边界内占用、火灾、病虫害等发生情况，包括时间、

地点、面积、边界等。

（4）抽样设计要求

本文件要求对项目生物质碳储量进行抽样监测，监测应达到

90%可靠性水平下 90%的精度要求。项目业主须按照《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 001-V01）附录 E

步骤计算获得抽样监测所需的样地数量及在各碳层中的分布，且

每个碳层最少设置 3 个样地。

（5）样地设置要求

项目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可采用固定样地连续监测。项目业

主须按照《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

001-V01）中附录 E 步骤，采用随机起点、系统布点的方法设置

样地。

（6）监测频率

项目业主应在项目设计阶段确定固定样地监测频率，一般每

5 年至少监测一次。首次监测时间不早于项目申请登记时间。

（7）生物质碳储量监测与计算要求

样地每木检尺，实测样地内除基准线林木以外所有活立木

（竹）的胸径，起测胸径为 2cm；实测树（竹）高。对于灌木样

方，实测灌木的基径、灌高、冠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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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项目样地监测得到的平均单位面积生物质碳储量，根

据公式（2）计算项目边界内各碳库各碳层生物质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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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重庆市城市绿地常见树种含碳率

优势树种(组) CF 数据来源

樟树 0.492

《造林项目碳汇计量

监测指南》（LY/T
2253-2014）

枫香 0.497

柳树 0.524

楠木 0.503

柏木 0.510

榆树 0.497

硬阔类 0.497

软阔类 0.485

灌木 0.47
竹子 0.50

注：CF 为树种含碳率，单位为 t C(t d.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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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重庆市城市绿地常见乔木树种生物量模型

树种

（组）
器官 模型形式

模型系数
R2 数据来源

a b c

银杏 全株 lnB=a+b*ln（D2H） -4.07 1.05 0.972 刘坤等, 2017

广玉兰 全株 lnB=a+b*ln（D2H） 1.575 0.920 0.951 冷寒冰等, 2018

女贞 全株 B=a+b*（D2H） 0.856 0.017 0.936
杨主泉, 2013

冬青 全株 B=a+（D2H）b 1.027 0.044 0.922

元宝枫 全株 B=a*（D2H）b 0.043 0.994 0.998 杨丽, 2012

榕树 全株
B=10.4+a(D2H)+b(D2H)2

+c(D2H)3
0.189 0.00231 -8.04*10-6 0.9020 曾波等, 2006

紫薇 全株 B=a+b*（D2H） 0.895 0.035 0.910
贺红早等, 2007

栾树 全株 B=a+b*（D2H） 0.915 0.100 0.796

楠木
地上部分 lnB=a*ln（D2H）+b 0.9599 -1.3695 0.9532

马明东等, 2008
地下部分 lnB=a*ln（D2H）+b 1.7222 -4.7629 0.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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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组）
器官 模型形式

模型系数
R2 数据来源

a b c

柏木
地上部分 B=a*Db*Hc 0.10014 1.91489 0.6152 0.95

《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目方

法学 造林碳

汇》CCER-

14-001-V01）

地下部分 B=a*Db*Hc 0.03518 1.76750 0.6428 0.91

水杉
地上部分 B=a*（D2H）b*10-3 131.9814 0.7589 0.967

全株 B=a*（D2H）b*10-3 191.4221 0.7385 0.964

枫香
地上部分 B=a*Db*Hc 0.08909 2.25564 0.3041 0.96

地下部分 B=a*Db*Hc 0.12052 2.42178 -0.4037 0.90

樟树
地上部分 B=a*（D2H）b*10-3 5.7680 1.1846 0.985

全株 B=a*（D2H）b*10-3 7.4309 1.1827 0.985

刺槐
地上部分 B=a*（D2H）b*10-3 56.5556 0.9282 0.976

全株 B=a*（D2H）b*10-3 103.8042 0.8764 0.969

针叶树
地上部分 B=a*（D2H）b*10-3 32.6335 0.9472 0.9333

全株 B=a*（D2H）b*10-3 51.5232 0.9212 0.923

阔叶树 地上部分 B=a*（D2H）b*10-3 119.1632 0.8542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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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组）
器官 模型形式

模型系数
R2 数据来源

a b c

全株 B=a*（D2H）b*10-3 102.1363 0.8793 0.931

注：B 为对应器官生物量，单位为 kg；D 为胸径，单位为 cm；H 为树高，单位为 m；a、b、c 为模型参数；R2

为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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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竹子单株生物量模型

生长型 器官 模型形式
模型系数

R2 数据来源
a b c

散生竹
地上部分 B=a*Db*Hc 0.0019 0.1239 3.1870 0.937

《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方法学 造

林碳汇》（CCER-

14-001-V01）

全株 B=a*Db*Hc 0.0390 0.5112 1.8956 0.945

丛生竹
地上部分 B=a*Db*Hc 0.9993 2.0499 -0.5615 0.881

全株 B=a*Db*Hc 0.3259 0.6172 1.1898 0.988

混生竹
地上部分 B=a*Db*Hc 0.2756 3.4175 -1.0315 0.519

全株 B=a*Db*Hc 1.8662 5.9533 -3.2990 0.661

注：B 为对应器官生物量，单位为 kg；D 为胸径，单位为 cm；H 为竹高，单位为 m；a、b、c 为模型参数；R2

为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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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灌木单株生物量模型

灌木类型 器官 模型形式
模型系数

R2 数据来源
a b c

分枝明确、枝

干离散可数

地上部分
B=a+b*
（D2H）

0.1169 0.0294 0.6156
《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

（CCER-
14-001-V01）

全株
B=a+b*
（D2H）

0.2652 0.0367 0.6181

分枝不明确、

枝干成簇成

团

茎枝 B=a+b*Ap 0.0211 0.4208 0.5613
叶 B=a*（Ap）b*c 0.0778 0.9059 1.2669

地下 B=a*（Ba）b*c 0.6561 0.7998 1.1974

注：B 为对应器官生物量，单位为 kg；D 为基径，即离地面高度 5cm 处的树干直径，单位为 cm；H 为灌

木高度，单位为 m；Ap 为灌木冠幅投影面积，单位为 m2；Ba 为地上生物量，单位为 kg；a、b、c 为模型

参数；R2 为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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