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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碳源汇评估规范》团体标准

编 制 说 明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党中央关于“我国力

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

决策，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

向指引。《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的意见》（国发〔2022〕2号）对贵州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区的要求。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坚持“碳减排”与“碳

增汇”并举，用好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碳

汇、固碳能力。开展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是落实“双

碳”的重要内容，《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贵州气象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23]１号）明确要求“建设中国气象

局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贵州分中心”，“为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实施做好气象服务保障”。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过程

1.任务来源

2022 年 3 月，贵州省气象局成立“中国气象局温室气体

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贵州分中心”，联合贵州绿色产业技术

研究院、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限公司等部门开展贵州省温室气

体动态监测、碳中和分析评估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服务，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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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气象部门在温室气体监测、数值模式同化和再分析等方面的

优势，共同开展团体标准《贵州省碳源汇监测评估规范》的编

制，由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省山地环境气候研究

所、贵州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贵州省大气探测技术与

保障中心负责起草，贵州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2.编制过程

2022年 12月，成立了古书鸿、廖留峰、段莹、王强、丁

立国、张波、廖瑶组成的项目组。

2023 年 1-2 月，收集、研究相关文献，为标准草案的制

定打下基础。

2023 年 2-3 月，项目组 3 次召开项目讨论会，对相关技

术问题的规范进行讨论。

2023年 4 月，完成《贵州省碳源汇监测评估规范》工作

组讨论稿，4月 14日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咨询、征求意见，并

对观测规范和评估方法进行专家打分，作为参考依据。

2023年 4月 21日，综合项目组讨论意见，经反复修改，

形成《贵州省碳源汇监测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

3.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所做工作

古书鸿
贵州省山地环境气候

研究所
正研 主持、技术把关、审核修订

廖留峰
贵州省生态气象和卫

星遥感中心
高工 碳源汇监测评估方法制定

段莹
贵州省生态气象和卫

星遥感中心
高工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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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贵州省大气探测技术

与保障中心
高工 观测规范制定

丁立国
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师 标准编制

张波
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

限公司
高工 标准编制

廖瑶
贵州省生态气象和卫

星遥感中心
高工 标准检验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从实际需求出发，遵从科学、客观、适用、

可行的原则。

（1）科学性及客观性

本标准的二氧化碳浓度（CO2）、CO2通量自动观测按照

行业规范的数据质量控制和标准处理方法处理数据；符合国家

或行业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标准；碳源汇反演方法具有权威性，

并经大量观测调查数据校准和验证，适用于贵州区域陆地碳汇

评估。

（2）连续性

受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区

域陆地碳汇的年际间波动较大，宜进行碳源汇的动态评估。

（3） 一致性

在不同时间对同一评估单元再次或多次评估时，宜采用相

同评估方法、参数和数据标准。基于所有下一级行政单元 (空

间范围) 的碳源汇反演方法、参数和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与基

于上一级行政单元(空间范围) 的碳源汇反演方法、 参数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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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相同。不同区域相同植被功能型的参数取值

一致。

（4） 真实性

评估数据和评估技术方法公开透明， 评估结果可验证、

可核实、可报告。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及确定依据

大气同化反演法不仅是估算区域尺度陆地碳收支的重要

方法, 也是评价减排成效的关键手段. 《IPCC 2006 年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修订版》明确提出要基于卫星遥感和地

面大气浓度观测, 利用大气反演系统估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作

为传统“自下而上”清单结果的独立验证。

目前大气反演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的主要瓶颈是当

前中国大气 CO2浓度长期观测数据稀缺, 据此难以准确估算

国家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Wang 等, 2021), 更无法支撑

高空间分辨率的贵州省内碳收支评估. 因此, 进行地面 CO2观

测网络势在必行，根据中国气象局《高精度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浓度自动观测系统建设指南》制定 CO2浓度观测的规范。

2019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首次完整提出

基于大气浓度（遥感测量和地面基站测量）反演温室气体排放

量、进而验证传统自下而上清单结果的方法。传统的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主要是通过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计算获得。自上而下

基于大气浓度反演排放量的方法，基于观测的温室气体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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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场资料，利用地面排放网格定标，结合反演模式“自上而

下”核算区域源汇及变化状况，成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检验和

校正的重要手段。

大气反演法中的最主要的是同化反演算法的优化，输入数

据及参数的设置会直接影响系统最终的同化结果，如扰动样本

数目、滞后窗口、边界场等，这些输入数据及参数需进行合理

优化，以获得同化系统最优的同化效果和同化效率。参数的敏

感性分析是进行参数优化的有效手段，可以帮助理解输入数据

和参数对同化结果影响的重要性。参数敏感性分析通过改变输

入数据和参数进行测试，定量给出各参数变化对同化结果的具

体影响规律。在参数的合理范围内，如果参数值的改变导致同

化结果产生明显改变，则说明该参数敏感性较强，反之则说明

参数敏 感性较弱。最后依据各参数的敏感性强弱程度，可以

将各参数设置在合理范围内，既保证同化结果的准确性，同时

兼顾同化系统的运行效率。

五、标准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

面气象观测规范》等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没有出现与

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发生冲突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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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歧意见的处理

本标准所征求的专家和部门有贵州省气象台、贵州省山地

环境气候研究所、贵州省大气探测技术与保障中心等。总结归

纳返回建议或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团标名字的选取，团标中主要侧重碳源汇的评估，

监测的 CO2 的浓度只是作为同化评估的一个输入变量，因

此建议将团体标准的名字改为“贵州省碳源汇评估方法”。

2、团体标准中 CO2的观测是作为数据获取的一部分，在

碳源汇反演中又有一个数据的收集处理，两部分应该融合在一

起，建议去掉观测这一部分的内容，观测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

标准。

3、建议整个标准围绕大气同化反演的流程来开展，写清

楚流程的每一步即可。

七、标准的强制性或推荐性原则

本标准是新起草的标准，通过批准颁布后，可为我省开展

温室气体 CO2的观测和客观定量碳源汇量提供技术支撑。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通过批准颁布后建议贵州省气象局相关业务部门

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利用多种媒介向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推

广宣传，相关部门和行业单位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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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本标准制定出适宜贵州省的温室气体观测和碳源汇监测

评估规范，是落实“双碳”的重要内容，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为用好碳排放权交易

等政策，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碳汇、固碳能力，为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实施做好气象服务保障。

十、标准的修订及废止

本标准是新起草的标准，无其他标准被代替或废止，在广

泛征求意见后颁布执行。在使用一定时间后，根据收集到的反

馈信息，以及新的技术方法的使用，经过论证后如果有必要可

以对本标准进行修订。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其条款与当时国家

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即对其进行修订或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