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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养殖场产生大量动物粪便废弃物，在厌氧环境下产生大量含甲烷

的沼气。通过粪便管理系统产生的沼气，并进一步进行生物天然气的

生产，不仅有效解决了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开发了

新能源、新产品，充分挖掘了粪污废弃物资源的价值，实现了节约能

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本方法学针对粪便管理系统回收沼气，并生产生物天然气供给用

户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该类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来源于两个部分，避

免沼气中甲烷等温室气体排入大气产生的减排量，以及产品生物天然

气替代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减排量。 

本方法学的编制参考下述文件： 

-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农业、

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第 10 章：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中的排

放 

- 基准线情景识别与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 

- 厌氧沼气池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 

- 堆肥中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 

-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工具 

- 运输过程中的项目及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 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 火炬燃烧导致的项目排放计算工具 

- 计入期更新时对最初/当前基准线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以及对

基准线进行更的工具 

- 气流中温室气体质量流量的确定工具 

- CM090 粪便管理系统中的温室气体减排（第一版） 

- CMS-076 废水处理中的甲烷回收（第一版） 

- CMS-30 在交通运输中引入生物压缩天然气（第一版） 

- CM-016 在工业设施中利用气体燃料生产能源（第一版） 

本方法学由由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山东民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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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粪便管理系统产生的沼气制取并利用生物天然气 

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 

（第一版） 

 

一、 来源、定义和适用条件 

1. 来源 

本方法学属于“大规模”方法学，为新开发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方法学：“利
用粪便管理系统产生的沼气制取并利用生物天然气”，由赢创特种化学（上海）

有限公司、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提交。 

本方法学引用了下列 CDM EB 批准工具的最新版本： 

- 基准线情景识别与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 

- 厌氧沼气池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 

- 堆肥中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 

-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工具； 

- 运输过程中的项目及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 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 火炬燃烧导致的项目排放计算工具； 

- 计入期更新时对最初/当前基准线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以及对基准线进行

更的工具； 

- 气流中温室气体质量流量的确定工具。 

2. 定义 

对于本方法学，应用以下定义： 

养殖场：指进行集中管理家禽、家畜（包括黄牛、水牛、猪、绵羊、山羊和

/或其它家禽家畜）的养殖场，包括新建的和现有的养殖场。 

动物粪便管理系统（AWMSs）：指对养殖场产生家禽家畜粪便进行处置的系

统。不同系统具体定义应参考《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表 10.18。 

沼气：指畜禽粪便在厌氧环境中通过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主要

由 CH4 和 CO2 组成，并含有少量的 H2S 和 NH3。 

压缩天然气（CNG）：主要成分为甲烷的压缩气体燃料。 

生物天然气：指沼气经加工，纯化和压缩，提高甲烷含量制成的气体产品，

其质量和物理化学性质应与压缩天然气相同，甲烷含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体积

分数不低于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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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本方法学所指的用户为使用生物天然气的加气站、工业用户，用户应

都位于国内。 

沼液：厌氧发酵后残余的液体。 

沼渣：厌氧发酵后残余的半固体物质。 

3. 适用条件 

此方法学适用于项目边界内由一个或多个动物粪便管理系统（AWMSs）替

代养殖场厌氧粪便管理系统，回收沼气生产生物天然气供给用户，实现温室气体

减排的项目。 

本方法学适用于如下项目活动： 

 项目情景和基准线情景的养殖场的粪便均未排入天然水体（如河流

或者河口三角洲）； 

 本方法学适用于识别出的基准线情景为开放式厌氧塘和牲畜舍蓄粪

池的项目； 

 如识别出的基准线情景下为厌氧塘，厌氧塘的深度应至少 1 米； 

 如识别出的基准线情景下为牲畜舍蓄粪池，深度应至少 0.8 米； 

 在基准线情景下厌氧粪便处理设施所在地年平均气温高于 5℃； 

 在基准线情景下，粪便在厌氧处理系统内的保存时间超过一个月1； 

 在项目活动下，粪便管理系统不会造成污水渗漏到地下水，如在

AWMSs 底部安装防渗层； 

 AWMSs 产生的沼气采用如下的一种或几种技术2来净化提纯，经压

缩后制成生物天然气： 

 膜分离 
 变压吸附 
 水循环/无水循环吸附 
 水吸附，水再循环/无水再循环吸附 

 生物天然气通过运输单元输送至加气站供车辆使用或运输至工业用

户作为燃料使用；  

 对于生物天然气供给工业用户的情景，本方法学仅适用于识别出的

基准线情景为利用化石燃料的项目； 

 仅生物天然气的制造方可以在此方法学下申请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

量； 

 本方法学可与方法学 CM-017-V01 向天然气输配网中注入生物甲烷

联合使用，计算生物天然气用于注入天然气输配网时产生的减排量3。 

                                                              
1  对基准线情景下的厌氧塘，其有机物质的停留时间应该通过历史数据进行验证。当基准线是新建厌氧塘

时，停留时间应该基于厌氧塘的设计，参见“识别替代情景”章节的阐述。 
2 对于各种技术的描述参见方法学 CM-017-V01 附件 1。 
3  可认为本方法学识别的粪便管理基准线符合 CM017的适用条件，应注意不需要对项目排放进行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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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方法学也应满足上述工具中的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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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准线方法学 

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 

- 动物粪便管理系统（AWMSs）； 

- 产能和/或产热设备、电/热供应源； 

- 沼气净化提纯、压缩设备； 

- 尾气排空设备或燃烧设备； 

- 如果适用，与下述相关的运输活动： 

a) 将粪便从养殖场运输到 AWMSs； 

b) 将生物天然气运输到用户。 

- 生物天然气的用户。 

下图中虚线显示项目边界的物理描述。 

 

图 1 项目边界示意图 

项目边界包含或不包含的温室气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边界内包含及不包含的排放源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包括？ 理由/解释 

基
准

线4 

废弃物处理过

程排放 

CH4 是 基准线情景的主要排放源 

N2O 是 包括直接或间接 N2O 排放 

                                                              
4  基准线情景下消耗的电力和热力的排放不纳入计算，这样处理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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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包括？ 理由/解释 

CO2 否 
不包括有机废弃物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 

利用传统压缩

天然气产生的

排放 

CO2 是 基准线情景的主要排放源 

CH4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保守估计 

N2O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保守估计 

项
目
活
动 

废弃物处理过

程排放 

CH4 是 厌氧沼气池和好氧处理的排放

N2O 是 包括直接或间接 N2O 排放 

CO2 否 
不包括有机废弃物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 

现场电力消耗/
热能利用的排

放 

CO2 是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排放源，如

果使用沼气发电/供热则不考

虑排放 

CH4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N2O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运输活动中的

排放 

CO2 是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排放源 

CH4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N2O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在生产、运输生

物天然气时产

生的甲烷泄漏

排放 

CH4 是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排放源 

CO2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N2O 否 
为了简化不考虑，假定排放源

很低 

项目参与方需要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利用图的方式明确描述项目活动下粪便

管理的所有步骤和沼渣沼液的处置，包括回收的甲烷的最终利用，运行项目的能

源利用，图示还要包括项目边界内前处理过程中挥发性固体的降解。 

项目设计文件中要识别养殖场的精确位置（如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确定的坐

标）。 

2. 基准线情景识别及额外性论证 

根据下述要求，利用《基准线情景识别与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来识别基准

线情景和论证额外性： 

2.1. 粪便管理的基准线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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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工具的步骤 1 时，需考虑粪便管理的备选基准线，尤其需要考虑《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0 章中表 10.17 中所列的所有可能的

粪便管理系统。在提出各种备选情景时需考虑可能的粪便管理方式的不同组合。 

参考下述两个步骤将定义基准线情景： 

a) 制定几个粪便管理的设计方案，使其能够满足相关法规的要求，并考虑

当地的情况（如环境法规、地下水位、土地需求和温度等）。不同的设计

文件需公开透明，并公开设计的主要假设和使用的数据，并能证明这些

参数具有保守型； 

b) 按照最新版本的《基准线情景识别与额外性论证组合工具》中的步骤 3
（投资分析）和下面的附加指导意见，对备选粪便管理方式的设计方案

进行经济评估。选择 a）步骤所认证的所有设计方案中成本投入最低的一

个方案。 

在应用工具中的步骤 3 中，为了比较在没有碳交易收益时的所有备选粪便管

理方式的经济吸引力，在进行投资分析时需要用 IRR 指标。在项目涉及文件中

需要，但不限于详细记录下述参数： 

 土地使用费； 
 工程设计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土建费； 
 劳工费； 
 运行和维护费； 
 管理费； 
 燃料费； 
 资金和利息； 
 产品销售收益； 
 方案设计的其他所有费用； 

实施推荐技术获得的所有收益（包括回收的沼气制取的生物天然气销售收益，

节水收益，化石燃料替代的收益，肥料出售的收益，补贴/财政鼓励机制等，如

果提纯尾气用作其他用途，该部分收入也应加以考虑）。 

2.2. 生物天然气利用的基准线情景 

除识别粪便管理的备选基准线情景外，也需对替代传统压缩天然气的备选情

景进行识别： 

1) 项目产生的生物天然气供加气站 

对于供加气站，基准线情景为在加气站和工业用户利用压缩天然气作为燃料
5。 

2) 项目产生的生物天然气供工业用户 

该情景下的现实可行的备选方案可能包括： 

H1：拟议项目活动不作为自愿减排项目活动； 
                                                              
5  该假设可以保证减排量的计算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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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现场或场外化石燃料燃烧单元过程； 

H3：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单元过程； 

H4：区域供热等其他来源； 

H5：其他产热技术（例如泵或太阳能）。 

若一个或多情景被排除，应对结论进行适当解释和证明。本方法学适用于基

准线情景为 H2 的项目。 

3.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包括基准线情景下粪便处理中的甲烷排放、氧化亚氮排放以及消

耗传统压缩天然气的排放，通过下式计算： 

	௬ܧܤ ൌ 	 ுସ,௬ܧܤ  ேଶ,௬ܧܤ 	 	ேீ,௬ܧܤ                                       （1） 

其中， 

BEy 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 

BECH4,y 第 y 年的 CH4 基准线排放量（tCO2e） 

BEN2O,y 第 y 年的 N2O 基准线排放量（tCO2e） 

	ேீ,௬ܧܤ  第 y 年的消耗传统压缩天然气基准线排放量（tCO2e） 

3.1. CH4 基准线排放量（ܧܤுସ,௬	） 

基准线内的粪便管理系统的甲烷排放取决于家畜种类、管理系统和不同的管

理阶段。 

	ுସ,௬ܧܤ ൌ ܹܩ ܲுସ	 ൈ 	 	ுସܦ ൈ ∑ ൫ܨܥܯ ൈ ,்ܤ ൈ ்ܰ ൈ ்ܸܵ,௬ ൈ ,൯,்%ܵܯ      （2） 

其中， 

BECH4,y 第 y 年的 CH4 基准线排放量（tCO2e） 

GWPCH4 CH4 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DCH4 CH4 密度（t/m3） 

MCFj 基准线情景下的粪便处理系统j的甲烷转化因子 

B0,LT LT 类型动物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产生潜力（m3CH4/kg 
干物重） 

NLT,y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存栏量（头） 

VSLT,y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计，

kg 干物重/头/年） 

MS%BL,j 基准线情况下粪便管理系统 j 处理过程的动物粪便比例 

LT 家畜类型 

j 粪便管理系统类型 

上述方程中不同变量和参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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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VSLT,y，方法按照优先顺序排列 

选择 1： 

利用发表的国家特定数据。如果排泄的挥发性固体的单位是 kg-干物重/天，

则排泄的挥发性固体乘以第 y 年粪便管理系统运行的天数即可获得 VSLT,,y。 

选择 2： 

基于家畜采食量估算 VSLT, y： 

்ܸܵ,௬ ൌ ܧܩ் ൈ ൬1 െ
்ܧܦ
100

൰  ሺܷܧ ൈ ்ሻ൨ܧܩ ൈ ൬
1 െ ܪܵܣ
்ܦܧ

൰൨ ൈ ݊݀௬ （3） 

其中， 

VSLT,y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表示

（kg-干物重/头/年） 

GELT 日均饲料总能摄入量（MJ/头/天），采用 IPCC 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指南第 4 卷公式 10.16 计算 

DELT 饲料消化率（百分率） 

UE 尿能（GELT的百分数） 

ASH 粪便中的灰分含量（干物质饲料摄入的百分数） 

EDLT LT 类型家畜饲料的能量密度（MJ/kg-dm） 

ndy 第 y 年粪便管理系统的运行天数 

选择 3： 

利用特定场地的平均动物体重修订 IPCC 默认值 VSdefault，方法如下： 

்ܸܵ,௬ ൌ 	 ቆ
்ܹ,௦௧

்ܹ,ௗ௨௧
ቇ ൈ ்ܸܵ,ௗ௨௧ ൈ ݊݀௬ 

（（4） 

其中， 

VSLT,y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表示

（kg-干物重/头/年） 

்ܹ,௦௧ 项目活动的 LT 类型动物平均体重（kg） 

்ܹ,ௗ௨௧ LT 类型平均动物体重的默认值（kg） 

்ܸܵ,ௗ௨௧ 
LT类型动物每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默认值，以干物重表

示（kg-干物重/头/天） 

ndy 第 y 年粪便管理系统的运行天数 

选择 4： 

利用发表的 IPCC 的 VSLT,y默认值（《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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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第 10 章）乘以 ndy（第 y 年动物粪便管理系统运行的天数）。 

满足下述条件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默认值： 

动物基因来源于京都议定书附件 I 缔约方； 

养殖场的饲料为配方饲料（FFR），即依据动物种类、生长阶段、类别、体

重增加量/生产力和/或遗传因素等优化饲料配比； 

可以提供配方饲料的证明（通过养殖场原始记录和饲料供应商等途径获得）； 

养殖场的动物体重接近于 IPCC 提供的发达国家的默认值。 

如果粪便处理分为几个阶段，某处理阶段挥发性固体的减少量应根据该处理

过程的参考数据进行估算。然后利用上一阶段挥发性固体的减少量计算下一阶段

的排放量，但需要用上一阶段挥发性固体的减少量乘以（1 - RVS）来计算减排量，

此处 RVS 是上一阶段挥发性固体的相对减少率。挥发性固体的相对减少率取决于

不同的处理技术，应保守估算，各技术的默认值可查阅附录 1。 

（b）通过下述方法估算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NLT）： 

选择 1： 

,
, 365

p LT
LT da LT

N
N N

 
  

 
                                         （5） 

其中： 

LTN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头） 

LTdaN ,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存栏天数（天） 

LTpN ,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出栏量（头） 

选择 2： 

项目参与方可以采取一种可靠和可跟踪的方法确定养殖场的日存栏量，在日

存栏量中减去死亡和淘汰的家畜数量，则年均家畜存栏量（ LTN ）可通过下式计

算： 

365

,
1

365

AA LT

LT

N
N 


                                             （6） 

其中： 

LTN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数量） 

NAA,LT 减去死亡和淘汰的家畜数量后 LT 类型动物的日均存栏量（数

量） 

3.2. N2O 基准线排放（ N2O,y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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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
,,2,,2,22,2 yIDONyDONNNONONyON EECFGWPBE             （7） 

其中： 

yONBE ,2  
第 y 年的基准线 N2O 排放（tCO2e/年） 

ONGWP 2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NNONCF ,2   
将 N2O-N 转化为 N2O 的因子（44/28） 

yDONE ,,2  
第 y 年的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yIDONE ,,2  
第 y 年的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2 , , 2 , , , ,
,

%N O D y N O D j LT y LT Bl j
j LT

E EF NEX N MS                        （8） 

其中： 

yDONE ,,2  
第 y 年的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jDONEF ,,2  
粪便管理系统 j 的直接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yLTNEX ,  
通过附录 2 方法估算的动物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jBlMS ,%
 

系统 j 的处理的粪便量（%） 

LTN  通过公式（5）或（6）估算 LT 类型动物第 y 年的年均存栏量

（头） 

,
N2O,ID,y N2O,ID gasMS, j,LT LT,y LT Bl, j

j LT

E EF F NEX N MS%                    （9） 

其中： 

N2O,ID,yE  第 y 年的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N2O,IDEF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氮的 N2O 间接排放因子（kg 
N2O-N/kg NH3-N 和 NOx-N） 

LT,yNEX  通过附录 2 估算的动物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jBlMS ,%
 

系统 j 的处理的粪便量（%） 

gasMS, j,LTF  粪便处理过程 NH3 和 NOx 挥发造成的氮损失量的默认值（%）

LTN  通过公式（5）或（6）估算的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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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粪便处理分为几个阶段，某处理阶段氮的减少量应根据该处理过程的参

考数据进行估算。然后利用上一阶段氮的减少量计算下一阶段的排放量，但需要

用上一阶段氮的减少量乘以（1 - RN）来计算减排量，此处 RN 是上一阶段氮的相

对减少率。氮的相对减少率取决于不同的处理技术，应保守估算，各技术的默认

值可查阅附录 1。 

3.3. 基准线情景下传统压缩天然气产生的排放（ܧܤேீ,௬） 

ேீ,௬ܧܤ ൌ ିேீ,௬ܨܨ ൈ ܥܰ ܸିேீ ൈ  ைଶ,ேீ                     （10）ܨܧ

其中， 

 ேீ,௬ 在y年，基准线情景消耗压缩天然气导致的排放量(tCO2e)6ܧܤ

 ିேீ,௬ 在y年，项目活动供给所有用户的生物天然气的量（吨）ܨܨ

ைଶ,ேீ 压缩天然气的CO2排放因子(tCO2e/GJ)，由可信赖的当地或全国ܨܧ

数据确定。只有当国家或项目的具体数据无效或者难以获得时，

才应采用IPCC的默认值（采用95%置信区间的下限值）。 

ܥܰ ܸିேீ 生物天然气的净热值(GJ/吨) 

如果生物天然气的甲烷含量不低于96%时（体积分数），应当

采用压缩天然气的净热值。可信赖的当地或者全国数据应当用

于计算净热值。只有当国家或项目的具体数据无效或者难以获

得时，才应采用IPCC的默认值（采用95%置信区间的下限值）。

如果全国数据或者IPCC数据改变时，引用的值也应当改变。 

应满足以下条件： 

ିேீ,௬ܨܨ  ܨ ܲିேீ,௬                                       （11） 

其中， 

ܨ ܲିேீ,௬ 在 y 年，项目活动生产的生物天然气的量（吨） 

 ିேீ,௬ 在y年，项目活动供给所有用户的生物天然气的量7（吨）ܨܨ

ିேீ,௬ܨܨ ൌ ିேீ,௧,௬ܨܨ    ିேீ,,௬                       （12）ܨܨ

其中， 

 ିேீ,௬ 在y年，项目活动供给所有用户的生物天然气的量（吨）ܨܨ

ିேீ,௧,௬ 在y年，项目活动供给加气站作为交通燃料的生物天然气的ܨܨ

量（吨） 

                                                             
6  由于项目活动使用的生物天然气物理与化学性质均与压缩天然气一致，可认为燃料替代不影响用户设施

效率的改变。 
7  如项目活动中有除了加气站以及工业用户以外用途的生物天然气，即使该部分未申请减排量，也应考虑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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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௬ 在y年，项目活动供给工业用户作为燃料的生物天然气的量ܨܨ

（吨） 

4. 项目排放 

项目活动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粪便管理系统用于粪便处理。例如，粪便可能

首先在厌氧沼气池中进行处理，然后利用好氧氧化塘对沼液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项目排放采用下式计算： 

௬ܧܲ ൌ ,௬ܧܲ  ୣ୰,୷ܧܲ  ேଶை,௬ܧܲ  ாܧܲ ி,௬⁄  ௧௦௧,௬ܧܲ   ିேீ,௬（13）ܧܲ

其中， 

PEy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 

yADPE ,  
第 y 年厌氧沼气池的项目排放（tCO2e） 

yAerPE ,  
好氧处理系统造成的项目 CH4 排放（tCO2e） 

yONPE ,2  
第 y 年的项目 N2O 排放（t CO2） 

yFCECPE ,/  电力和化石燃料消耗造成的项目排放（tCO2e） 

yPE ,transport  运输活动消耗能源造成的项目排放（tCO2e） 

ିேீ,௬ 第ܧܲ y 年，生物天然气加工、净化、提纯、压缩、贮存和运输过

程中造成的 CH4 项目排放（tCO2e ） 

4.1. 第 y 年厌氧沼气池的项目排放（ AD,yPE ） 

根据最新版本的《厌氧沼气池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确定 PEAD,y
8。 

4.2. 好氧处理系统过程的项目 CH4 排放（PE Aer,y） 

对于项目业主采用好氧系统进行沼液/沼渣处理的情形，IPCC 指南提供了好

氧氧化塘处理过程的甲烷排放约占废弃物处理过程甲烷总排放潜力的 0.1%的默

认参数。 

,௬ܧܲ ൌ ܹܩ ܲுସ ൈ ுସܦ ൈ 0.001 ൈ ܨ ൈ ൣ∏ ൫1 െ ܴௌ,൯ே
ୀଵ ൧ ൈ ∑ ൫ܤ,் ൈ,்

்ܰ ൈ ்ܸܵ,௬ ൈ ൯%ܵܯ   ௌ,௬                                    （14）ܧܲ

其中， 

ܹܩ ܲுସ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CH4） 

ܴௌ, 废弃物处理前在步骤 N 中粪便管理系统下采用方法 n 
分解的挥发性固体比例（%） 

                                                              
8  如计算工具中规定的排放源与方法学中计算步骤有重叠，可依据方法学步骤计算，在依据工具计算相关

排放时略过该排放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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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ସ CH4 密度（t/m3）ܦ

  进入好氧系统挥发性固体的比例ܨ

 动物类型 ܶܮ

,்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ܤ

（m3CH4/kg 干物重） 

்ܸܵ,௬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计

（kg 干物重/头/年） 

்ܰ 利用方程（5）或（6）计算的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

均存栏量（头） 

ௌ,௬ 第ܧܲ y 年污泥在处置前的贮存过程中产生的 CH4 排放

（tCO2e） 

 项目活动中粪便管理系统%ܵܯ j 处理的粪便量 

好氧处理过程会淤积大量含高挥发性固体量的污泥，因此需要对污泥进行去

除。如果污泥池不在项目边界内，则污泥贮存过程的排放应记为泄漏排放。采用

下式计算污泥在贮存过程中的排放： 

ௌ,௬ܧܲ ൌ ܹܩ ܲுସ ൈ ுସܦ ൈ ௦ܨܥܯ ൈ ܨ ൈ ൣ∏ ൫1 െ ܴௌ,൯ே
ୀଵ ൧ ൈ ∑ ൫ܤ,் ൈ,்

்ܰ ൈ ்ܸܵ,௬ ൈ  ൯                                         （15）%ܵܯ

其中， 

ܹܩ ܲுସ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CH4） 

ܴௌ, 废弃物处理前在步骤 N 中粪便管理系统下采用方法 n 
分解的挥发性固体比例（%） 

 ுସ CH4 密度（t/m3）ܦ

  进入好氧系统挥发性固体的比例ܨ

 动物类型 ܶܮ

,்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ܤ

（m3CH4/kg 干物重） 

்ܸܵ,௬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计

（kg 干物重/头/年） 

்ܰ 利用方程（5）或（6）计算的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

均存栏量（头） 

 项目活动中粪便管理系统%ܵܯ j 处理的粪便量（%） 

 （%）௦ 污泥池中污泥的甲烷转化因子ܨܥܯ

4.3. 第 y 年的项目 N2O 排放（PE N2O,y） 

ேଶ,௬ܧܲ ൌ ܹܩ ேܲଶ ൈ ேଶିே,ேܨܥ ൈ
ଵ

ଵ
ൈ ൫ܧேଶ,,௬   ேଶ,ூ,௬൯          （16）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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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ଶ,௬ 第ܧܲ y 年的项目 N2O 排放（tCO2/年） 

ܹܩ ேܲଶ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ଶିே,ே N2O-Nܨܥ 对 N2O 的转化因子（44/28） 

ேଶ,,௬ 第ܧ y 年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ଶ,ூ,௬ 第ܧ y 年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选择 1： 

ேଶ,,௬ܧ ൌ ∑ ேଶ,,,்ܨܧ ൈ ்,௬ܺܧܰ ൈ ்ܰ ൈ                      （17）%ܵܯ

其中， 

ேଶ,,௬ 第ܧ y 年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ଶ,, 粪便管理系统ܨܧ j 的直接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N） 

்,௬ 附录ܺܧܰ 2 方法估算的每头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N/头/年） 

 项目活动中%ܵܯ j 系统处理的粪便比例（%） 

்ܰ 利用方程（5）或（6）计算的第y年LT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

（头） 

ேଶ,ூ,௬ܧ ൌ ∑ ேଶ,ூ,்ܨܧ ൈ ௦ெௌ,,்ܨ ൈ ்,௬ܺܧܰ ൈ ்ܰ ൈ           （18）%ܵܯ

其中， 

ேଶ,ூ,௬ 第ܧ y 年间接 N2O 排放（kgN2O-N/年） 

 ேଶ,ூ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氮的N2O间接排放因子（kgܨܧ
N2O-N/kgNH3-N 和NOx-N） 

்,௬ 根据附录ܺܧܰ 2 描述估算的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粪便管理系统%ܵܯ j 处理的粪便量（%） 

௦ெௌ,,் 粪便处理过程ܨ NH3 和 NOx 挥发造成的氮损失的默认值（%） 

்ܰ 利用方程（5）或（6）计算的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

量（头） 

选择 2： 

ேଶ,,௬ܧ ൌ ∑ ேଶ,,ܨܧ ൈ ∑ ൫ܳாெ, ൈ ሾܰሿாெ,൯ଵଶ
ୀଵ                     （19） 

ேଶ,ூ,௬ܧ ൌ ேଶ,ூܨܧ ൈ ∑ ௦ெௌ,,்,்ܨ ൈ ∑ ൫ܳாெ, ൈ ሾܰሿாெ,൯ଵଶ
ୀ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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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ଶ,,௬ 第ܧ y 年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ଶ,ூ,௬ 第ܧ y 年间接 N2O 排放（kg N2O-N/年） 

ேଶ,, 粪便管理系统ܨܧ j 的直接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 每月进入粪便管理系统的粪便、污水、或沼渣和沼液的体积

（m3/月） 

ሾܰሿாெ, 每月进入粪便管理系统的粪便、污水、或沼渣和沼液中的总氮

浓度（kg N/m3） 

ேଶ,ூ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氮的ܨܧ N2O 间接排放因子（kg 
N2ON/kg NH3-N 和 NOx-N） 

௦ெௌ,,் 粪便处理过程ܨ NH3 和 NOx 挥发造成的氮损失的默认值（%） 

由于选择 2 基于真实测量值，所以是估算 N2O 排放的最佳选择。项目参与

方需要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说明所选择的方法，并在整个计入期内保持不变。 

如果粪便处理分为几个阶段，某处理阶段氮的减少量应根据该处理过程的参

考数据进行估算。然后利用上述方法计算下一阶段的排放量，但需要用上一阶段

氮的减少量乘以（1 - RN）来计算，此处 RN 是上一阶段氮的相对减少率。氮的相

对减少率取决于不同的处理技术，应保守估算，各技术的默认值可查阅附录 1（TN
值）。 

4.4. 第 y 年消耗电力/化石能源的项目排放（ܲܧா/ி,௬） 

如果与厌氧沼气池相关的电力消耗以及化石能源消耗导致的排放已在计算

PEAD,y时考虑9，此处应计算与厌氧沼气池无关的电能和/或化石能源消耗造成的

排放，避免重复计算。此外项目现场直接采用沼气供热的情况不计算项目排放。 

ா/ி,௬ܧܲ ൌ ா,௬ܧܲ  ∑ ி,,௬ܧܲ                                    （21） 

其中， 

ா,௬ 第ܧܲ y 年电能消耗造成的项目排放。 

按照最新版本的《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

放计算工具》来计算发电造成的项目排放。 

如果没有测定耗电量，需通过下述方法估算：ܥܧ,௬ ൌ
∑ ܥ ܲ,௬ 	ݔ 8760，其中 CP i,y 是用于项目活动的设备 i 的额定功

率（单位：MW）。 

                                                              
9  即依据《厌氧沼气池项目和泄漏排放的计算工具》计算 PEAD,y时，已进行工具中规定的 PEEC,y以及 PEFC,y
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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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௬ 第ܧܲ y 年 j 过程消耗的化石燃料造成的项目排放。 

化石燃料造成的项目排放需要按照最新版本的《化石燃料燃烧

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工具》来计算，因此过程

j 相当于所有粪便管理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不包括运输饲

料、污泥和现场的其他运输过程消耗的化石燃料）。 

4.5. 运输过程中消耗能源导致的项目排放（࢟,࢚࢙࢘ࢇ࢚࢘ࡱࡼ） 

该部分排放包括粪便从养殖场至 AWMSs 以及将生物天然气运输至用户的

运输活动中消耗能源导致的排放。 

按照最新版本的《运输过程中的项目及泄漏排放计算工具》来计算。

 。௧௦௧,௬ܧܲ

4.6. 生物天然气加工、净化、提纯、压缩、贮存和运输过程中造成的 CH4 排放

 （࢟,ࡳࡺିࡱࡼ）

ିேீ,୷ܧܲ ൌ ுସ,௨,௬ܧܲ  ௩௧௦,௬ܧܲ   ,௬                （22）ܧܲ

其中， 

ିேீ,୷ 第 y 年生物天然气加工、净化、提纯、压缩、贮存和运输过ܧܲ

程中造成的 CH4 排放（tCO2e） 

ுସ,௨,௬ 第ܧܲ y 年由于压缩设备泄漏而产生的排放（tCO2e） 

௩௧௦,௬ 第ܧܲ y 年由于提纯设备残留的排空气体而引起的排放（tCO2e）

୪ୣୟ୩ୟୣ,௬ 第ܧܲ y 年生物天然气在储存、运输直到最终使用的过程中气体泄

漏导致的排放（tCO2e） 

（1）PECH4,equip,y的计算 

ுସ,௨,௬ܧܲ ൌ ܹܩ ܲுସ ൈ
1

1000
ൈ  ுସ,௦௧,௬ݓ

௨௧

ൈ ௨௧ܨܧ ൈ ܶ௨௧,௬ 

                                                            （23） 

其中， 

ுସ,௨,௬ 第ܧܲ y 年由于压缩设备泄漏而产生的排放（tCO2e） 

GWPCH4 CH4 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ସ,௦௧,௬ 第ݓ y 年沼气中甲烷的平均重量比（kg-CH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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௨௧ 压缩技术的泄漏率（用于计算逸散性排放），参考设备供应商ܨܧ

提供的压缩设备的技术说明书，以 kg/小时/台压缩设备表示。

如果技术提供商不能提供默认值，则采用美国环保署的公布的

计算方法。 

ܶ௨௧,௬ 第y年设备的运行小时数（如果缺乏详细信息，为保守起见，可

以假设设备连续使用） 

某些项目在沼气回收和处理过程中发生的甲烷逸散排放可能很少，但是应按

照保守的方式进行估算。排放因子可以选用美国环保署 1995 年公布的设备泄漏

排放估算草案中的数值。 

排放量应包括与沼气提纯相关的所有活动和设备引起的排放（例如阀门、泵

密封垫、连接器、法兰、压缩机末端的（自动）开启部分等）。 

需要获得的数据如下： 

(1) 设备每种部件的数量（阀门、连接器等）； 

(2) 沼气的甲烷浓度； 

(3) 设备中每个部件的使用寿命。 

美国环保署的计算方法是基于污水中全部有机化合物（TOC）的平均排放因

子，该草案已被修改为用于估算甲烷排放量。需对每一个设备的甲烷排放进行单

独计算，通过甲烷浓度乘以合适的排放因子计算得出，见下表 2： 

表 2 设备的甲烷排放因子10 

设备类型 甲烷排放因子（g/小时/气体源） 

阀门 4.5 

泵密封垫 2.4 

其他类型
11 8.8 

连接器 0.2 

法兰 0.39 

压缩机末端的（自动）开启部分 2.0 

（2）PEventgas,y的计算 

如果提纯设备残留的排空气体被导入储存袋中，则不需考虑其引起的项目活

动排放。否则由于气体排空或不完全燃烧引起的排放将按照“火炬燃烧导致的项

目排放计算工具”进行计算。如果排空气体不被火炬焚烧，则不需考虑火炬焚烧

                                                              
10  请参考文件 US EPA-453/R-95-017 （见 http://www.epa.gov/ttn/chief/efdocs/equiplks.pdf）中第 2-15 页的

表 2.4，文件自 2007 年 10 月 23 日开始使用。 
11  “其他类型”设备的排放因子来自于压缩机、隔膜、排水管、转储臂、舱口、仪器、仪表、卸压阀、光

杆、安全阀和通风管。上述“其他类型”设备包括除连接器、法兰、压缩机末端的（自动）开启部分、 

泵和阀门以外的其他所有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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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测量和计算，焚烧效率为 0，计算公式如下。 

௩௧௦,௬ܧܲ ൌ ܹܩ ܲுସ ൈ ∑ ுସ,ோீ,ܨ
଼
ℎୀଵ

ൈ 10ିଷ             （24） 

其中， 

௩௧௦,௬ 第ܧܲ y 年提纯设备残留的排空气体而引起的排放（tCO2e） 

GWPCH4 CH4 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ସ,ோீ, 第ܨ h 小时尾气中的甲烷质量流量（kg） 

对于使用水吸附作为提纯技术，假设提纯后废水里所有的甲烷都排入空气中。

相关项目排放计算如下： 

୴ୣ୬୲ୟୱ,୷ܧܲ ൌ ܳ୵୵,୷ ൈ ுସ,ௐௐݓ ൈ ܹܩ ܲுସ                      （25） 

其中， 

୴ୣ୬୲ୟୱ,୷ 第ܧܲ y年水吸附提纯装置废水中甲烷排入空气导致的排放

（tCO2e） 

ܳ୵୵,୷ 第 y 年水吸附提纯装置产生的废水量 

ுସ,ௐௐ 水吸附提纯装置产生的废水中的ݓ CH4 含量 

GWPCH4 CH4 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3）PEleakage,y的计算 

୪ୣୟ୩ୟୣ,௬ܧܲ ൌ ܳିேீ,௬ ൈ ܴܮ ൈ ܹܩ ܲுସ                        （26） 

其中， 

,௬ 第ܧܲ y年生物天然气在储存、运输直到最终使用的过程中气体物

理泄漏导致的排放（tCO2e） 

ܳିேீ,௬ 第 y 年生物天然气的总量（t），等于ܨܨିேீ,௧,௬与ܨܨିேீ,,௬
的和。 

 物理泄漏率（如果不能识别出项目本身特定的泄漏率，则须使ܴܮ

用默认值 1.25%）12 

GWPCH4 CH4 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5. 泄漏 

泄漏主要包括发生在项目边界外的沼渣施入土壤后造成的排放。其中沼渣施

入土壤后造成的泄漏排放应计算项目活动下的排放与基准线情景下的排放的差，

只有排放为正值时才视作泄漏，排放为负值时计为 0。 

ݕܧܮ ൌ ൫ݕ,20ܰ,ܬܲܧܮ െ ൯ݕ,20ܰ,ܮܤܧܮ  ൫ݕ,4ܪܥ,ܬܲܧܮ െ  ൯ （27）ݕ,4ܪܥ,ܮܤܧܮ

                                                              
12  引用自方法学 CMS‐076‐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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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ONPJLE ,2,  
第 y年项目活动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N2O泄漏排放（tCO2e）

yONBLLE ,2,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

（tCO2e） 

yCHPJLE ,4,  
第 y年项目活动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CH4泄漏排放（tCO2e）

yCHBLLE ,4,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CH4 泄漏排放

（tCO2e） 

5.1.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 

,ேଶ,௬ܧܮ ൌ ܹܩ ேܲଶ ൈ ேଶିே,ேܨܥ ൈ
ଵ

ଵ
ൈ ൫ܧܮேଶ,ௗ,௬  ேଶ,௨,௬ܧܮ 

                                                               ேଶ,௩,,௬൯ܧܮ
（28） 

ேଶ,ௗ,,௬ܧܮ ൌ ଵܨܧ ൈ ∏ ൫1 െ ܴே,൯ ൈ ∑ ்,௬ܺܧܰ ൈ ்்ܰ
ே
ୀଵ

                     （29） 

ேଶ,௨,,௬ܧܮ ൌ ହܨܧ ൈ ܨ ൈ ∏ ൫1 െ ܴே,൯ ൈ ∑ ்,௬ܺܧܰ ൈ ்்ܰ
ே
ୀଵ

           （30） 

ேଶ,௩,,௬ܧܮ ൌ ସܨܧ ൈ ∏ ൫1 െ ܴே,൯ ൈ	 ௦ܨ ൈ ∑ ்,௬ܺܧܰ ൈ ்்ܰ
ே
ୀଵ

                （31） 

其中： 

2N OGWP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2 ,N O N NCF   N2O-N 对 N2O 的转化因子（44/28） 

ேଶ,ௗ,௬ܧܮ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年） 

ேଶ,௨,.௬ 第ܧܮ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淋溶和径流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年） 

ேଶ,௩,,௬ܧܮ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挥发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
年） 

gasmF  挥发造成的 N 损失（%） 

LTN  利用方程（5）或（6）估算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头）

,LT yNEX  通过附录 2 描述估算的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1EF  N 投入的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投入）  

5EF  N 的淋溶和径流的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淋溶和径

流）  

4EF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 N 的 N2O 排放因子[kg N-N2O/
（kg NH3-N + NOx-N 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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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chF  添加到土壤中的氮/土壤中矿化的氮由于淋溶和径流造成的

损失（%） 

,N nR  基准线情景下粪便处理方式 n 的氮消减率（%） 

5.2. 第 y 年项目活动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 

,ேଶܧܮ ൌ ܹܩ ேܲଶ ൈ ேଶିே,ேܨܥ ൈ
ଵ

ଵ
ൈ ൫ܧܮேଶ,ௗ,,௬  ேଶ,௨,,௬ܧܮ 

 ேଶ,௩,,௬൯ （32）ܧܮ

ேଶ,ௗ,,௬ܧܮ ൌ ଵܨܧ ൈ ∏ ൫1 െ ܴே,൯ ൈ ∑ ்,௬ܺܧܰ ൈ ்்ܰ
ே
ୀଵ                    （33） 

ேଶ,௨,,௬ܧܮ ൌ ହܨܧ ൈ ܨ ൈ ∏ ൫1 െ ܴே,൯ ൈ ∑ ்,௬ܺܧܰ ൈ ்்ܰ
ே
ୀଵ  （34） 

ேଶ,௩,,௬ܧܮ ൌ ସܨܧ ൈ ∏ ൫1 െ ܴே,൯ ൈ	 ௦ܨ ൈ ∑ ்,௬ܺܧܰ ൈ ்்ܰ
ே
ୀଵ     （35） 

其中： 

ONGWP 2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NNONCF ,2   
N2O-N 对 N2O 的转化因子（44/28） 

ேଶ,ௗ,௬ 第ܧܮ y 年项目情景下沼渣施用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年） 

ேଶ,௨,.௬ 第ܧܮ y 年项目情景下淋溶和径流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年） 

ேଶ,௩,,௬ 第ܧܮ y 年项目情景下挥发造成的 N2O 泄漏排放（kg N2O-N/年）

gasmF
 

挥发造成的 N 损失量（%） 

LTN  利用方程（5）或（6）估算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栏量（头）

yLTNEX ,  
通过附录 2 描述估算的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1EF  N 投入的 N2O 排放因子（kg N2O-N/kg N 投入） 

5EF  N淋溶和径流的N2O排放因子（kg N2O-N/kg N淋溶和径流）

4EF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 N 的 N2O 排放因子[kg N-N2O/
（kg NH3-N + NOx-N 挥发）] 

leachF  添加到土壤中的氮/土壤中矿化的氮由于淋溶和径流造成的

损失量（%） 

nNR ,  
项目情景下粪便处理方式 n 的氮消减率（%） 

可以通过测定施入土壤的粪肥量（ DMQ ，kg粪肥/年）和粪肥中氮的含量（ DMN ，

kg N/kg粪肥）计算施入土壤的总氮量，在这种情况下，方程（31）、（32）和

（33）中的
   

 LT
LTyLT

N

n
nN NNEXR ,

1
,1

需要用 DMQ  DMN 替代。 

5.3. 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CH4 泄漏排放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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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下述公示估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的粪便施入土壤造成的CH4泄漏

排放： 

   









 LTj
jyLTLTLT

N

n
nVSdCHCHyCHBL MSVSNBRMCFDGWPLE

,
,,0

1
,44,4, )%(1

 （36） 

   









 LTj
jyLTLTLT

N

n
nVSdCHCHyCHPJ MSVSNBRMCFDGWPLE

,
,,0

1
,44,4, )%(1

 （37） 

其中： 

yCHBLLE ,4,  
第 y 年基准线情景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CH4 泄漏排放

（tCO2e/年） 

yCHPJLE ,4,  
第 y 年项目活动下沼渣施入土壤造成的 CH4 泄漏排放

（tCO2e/年） 

nVSR ,  
废弃物处理步骤 N、粪便管理方法 n 所分解的挥发性固体量

（%）  

4CHGWP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CH4） 

4CHD  CH4 密度（t/m3）  

LTB ,0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

（m3CH4/kg 干物重） 

LTN  利用方程（5）或（6）计算的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存

栏量（头） 

yLTVS ,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计（kg
干物重/头/年） 

jMS%
 

项目活动中粪便管理系统 j 处理的粪便比例（%） 

dMCF  甲烷转化因子（MCF），假定为 1 

6. 减排量计算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减排量等于基准线排放（ yBE ）减去项目排放（ yPE ）减

去泄漏排放（ yLE ），如下： 

௬ܴܧ ൌ ௬ܧܤ െ ௬ܧܲ െ  ௬                                        （39）ܧܮ

另外，在核证减排量时，如果基准线情景下厌氧塘的CH4排放高于项目活动

下厌氧沼气池产生的甲烷（《厌氧沼气池的项目和泄漏排放》计算工具中的 CH4,yQ ），

则用后者计算核证减排量。因此，厌氧沼气池回收的甲烷要与《厌氧沼气池的项

目和泄漏排放》工具中的 CH4,Y AD,YBE PE 进行比较，如果发现 CH4,yQ 低于

CH4,Y AD,YBE PE ，（ CH4,Y AD,YBE PE ）要用 CH4,yQ 替代。 



 

22/37 
 

7.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所有不需要监测的或监测的参数都需要电子存档并保存至在计入期结束后

至少两年。 

数据/参数	 N2O,D, jEF

单位 kg N2O-N/kg N  

描述 粪便管理系统 j 的直接 N2O 排放因子 

来源 
使用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的估算值，或《2006 年 IPCC 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0 章中表 10.21 的 EF3 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N2O,IDEF

单位 kg N2O-N/kg NH3-N and NOx-N 

描述 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氮的 N2O 间接排放因子 

来源 
使用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的估算值，或《2006 年 IPCC 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1 章中表 11.3 的 EF4 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gasMS, j,LTF

单位 % 

描述 粪便处理过程 NH3 和 NOx 挥发造成的氮损失的默认值 
来源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1 章表 10.22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gasmF
 

单位 % 

描述 挥发造成的 N 损失 

来源 
使用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的估算值，或《2006 年 IPCC 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1 章中表 11.3 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1EF 、 4EF 、 5EF  

单位 1EF 和 5EF 单位为 kg N2O-N/kg N， 4EF 的单位为[kg N2O-N/

（kgNH3-N 和 NOx-N） 

描述 
N 输入的 N2O 排放因子，大气沉降到土表或水体中的 N 的 N2O
排放因子，N 淋溶和径流的 N2O 排放因子 

来源 使用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的估算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如果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数据难以获得，可使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默认值， 1EF 来自第 4 卷第 11 章表 11.1，

4EF 和 5EF 来自第 4 卷第 11 章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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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leachF
 

单位 % 

描述 添加到土壤中的氮/土壤中矿化的氮由于淋溶和径流造成的损失 

来源 
使用特定地点、区域或国家的估算值，或《2006 年 IPCC 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1 章中表 11.3 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Bl, jMS%

单位 % 

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粪便管理系统 j 处理的粪便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CH4GWP

单位 tCO2e/tCH4 

描述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 
来源 IPCC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25 

备注 - 
 

数据/参数	 N2OGWP

单位 tCO2e/tN2O 

描述 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 
来源 IPCC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298  

备注 - 
 

数据/参数	 CH4D
 

单位 t/m3 

描述 CH4 密度 
来源 技术文献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在室温 20℃和 1 标准大气压下为 0.00067 t/m3 
 

数据/参数	 dMCF
 

单位 - 

描述 甲烷转化因子（MCF），假定为 1 
来源 -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jMCF
 

单位 - 

描述 基准线粪便管理系统 j 的甲烷转化因子 
来源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0 章表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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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MCF 值取决于基准线情景下厌氧粪便管理系统所在地的年

均气温，在 5℃~10℃时，需要用线性内插法计算 5℃时

MCF=0。 
 用 MCF 值（通过上述方法估算的）乘以 0.94，来处理

IPCC2006 公布的 MCF 值的 20%的不确定性问题。 
 

数据/参数	 defaultW
 

单位 kg 

描述 动物平均体重默认值 
来源 IPCC 2006 或 US-EPA，使用两者的较低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defaultVS

单位 kg-干物重/头/天 
描述 动物每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的默认值，以干物重表示 
来源 IPCC 2006 或 US-EPA，使用两者的较低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 
 

数据/参数	 retentionN

单位 kg N 保留/头/年 
描述 动物摄入的保留在体内的 N 

来源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0 章表 10.20
的默认值（表 10.2）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用于估算附录 2 的 LT,yNEX
 

 

数据/参数	 defaultIPCCNEX

单位 kg N/头/年 
描述 IPCC 推荐的每头动物的氮排泄量的默认值 
来源 IPCC 2006 或 US-EPA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用于估算附录 2 的 LT,yNEX  

 

数据/参数	 N,nR 	
单位 % 
描述 氮消减率 
来源 参见附录 1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备注 通过附录 1（TN 值）估算，需使用保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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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监测方法学 

1. 一般监测规则 

监测计划需涉及到计入期内项目活动边界内的每一个养殖场。在项目实施以

前需要提交项目点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的示意图 

 

图 2 项目监测点示意图 

作为监测部分而收集的所有数据应该保存电子档，同时在计入期结束后至少

保存 2 年。测量值应来自测量仪器，测量仪器需要经过校验且符合相关的行业标

准。 

另外，本方法学所涉及到的相关工具中的监测条款在此也适用。 

2. 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slMCF
 

单位 % 
描述 厌氧塘的甲烷转化因子（MCF） 

来源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第 10 章表 10.17
的默认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MCF 值取决于基准线情景下厌氧粪便管理系统所在地的年均气

温，在 5℃~10℃时，需要用线性内插值法计算，5℃时 MCF 为 0；
需要用 MCF 值（通过上述方法估算的）乘以 0.94，解决 IPCC2006
公布的 MCF 值的 20%不确定性的问题。 

 

数据/参数 0,LTB
 

单位 m3CH4/kg 干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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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m3 CH4/kg 
干物重） 

来源 

此值因动物种类和饲料的不同而不同，在使用默认值时需从表

10A-4 至 10A-9（《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

第 10 章）寻找项目所在国的默认值； 

满足下述条件时可以使用发达国家的 0,LTB
值： 

动物基因来源于附件 I 缔约方； 
养殖场的饲料为配方饲料（FFR），即依据动物种类、生长阶段、

类别、体重增加量/生产力和/或遗传因素等优化饲料配比； 
可以提供配方饲料的证明（通过养殖场原始记录和饲料供应商等

途径获得）； 
养殖场的动物体重接近于 IPCC 提供的发达国家的默认值。 

依照下述方法可直接测量 0,LTB
： 

ISO 11734：1995； 
ASTM E2170-01 （2008）；和 
ASTM D 5210-92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来自公开发布的数据，需要根据最新的数据源进行更新。 
 
数据/参数 类型 
单位 - 

描述 动物舍和粪便管理系统的类型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动物舍和粪便管理系统的布局和设计 
 
数据/参数 CP 

单位 % 

描述 粗蛋白百分比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用于估算附录 2 的 LT,yNEX  

 
数据/参数 GELT 

单位 MJ/头/天 
描述 动物摄入的总能 

来源 
项目参与方，基于消化能、产奶量、孕期、当前体重、成熟期体

重、生长率和 IPCC 推荐的参数计算的动物摄入的总能 
采用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4 卷公式 10.16 计算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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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用于估算附录 2 的 LT,yNEX 以及采用选择 2 估算 VSLT, y 

 
数据/参数 T 

单位 ℃ 
描述 项目地的年平均温度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月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用于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选择 MCF
值 

 

数据/参数 ܨ ܲିேீ,௬ 

单位 吨 
描述 在 y 年，项目活动生产的生物天然气的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流量计或重量计量仪表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测量，至少每月记录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流量计需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维护/校准。 
备注 - 
 
数据/参数 ܨܨିேீ,௧,௬ 

单位 吨 
描述 在 y 年，项目活动供给加气站作为交通燃料的生物天然气的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流量计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测量，至少每月记录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流量计需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维护/校准。与加气站结算单据进行交

叉核对。 
备注 - 
 

数据/参数 ܨܨିேீ,,௬ 

单位 吨 
描述 在 y 年，项目活动实际供给工业用户作为燃料的生物天然气的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流量计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测量，至少每月记录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流量计需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维护/校准。与工业用户的结算单据进

行交叉核对。 
备注 - 
 

数据/参数 ܰܥ ܸିேீ 

单位 GJ/吨 
描述 生物天然气的净热值 
来源 检测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只有当国家或项目的具体数据无效或者难以获得时，才应采用

IPCC 的默认值（采用95%置信区间的下限值）。如果全国数据或

者IPCC数据改变时，引用的值也应当改变。 
监测频率 每月或按国家/国际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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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ܨܧைଶ,ேீ 

单位 tCO2e/GJ 

描述 压缩天然气的 CO2 排放因子 
来源 由可信赖的当地或全国数据确定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由可信赖的当地或全国数据确定。只有当国家或项目的具体数据

无效或者难以获得时，才应采用IPCC 的默认值（采用95%置信区

间的下限值）。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ݓுସ,௬ 

单位 - 

描述 第 y 年生物天然气中的甲烷体积分数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气体中甲烷含量应当使用连续分析仪进行测量或者采取满足90%
抽样置信度/±10%精确等级的周期测量来替代。即利用设备直接

测沼气中甲烷含量，通过测量气体中其他组分如CO2 来估计甲烷

含量是不允许的 。所测甲烷含量与参数FPBio-CNG,,y 的测量在同一

位置。 
监测频率 连续或周期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LTdaN ,  
单位 天 
描述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存栏天数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月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项目设计文件中需说明确定动物的存栏天数的方法，需评估此数

值和其他间接信息的一致性（出售记录和饲料购买记录），此参数

用于选择 1 计算 LTN  

 
数据/参数 

p,LTN
 

单位 头 
描述 第 y 年 LT 类型动物的年均出栏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月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项目设计文件中需说明确定动物出栏量的方法，需要评估此数值

和其他间接信息的一致性（出售记录和饲料购买记录），此参数用

于选择 1 计算 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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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siteW

 
单位 kg 

描述 项目养殖动物平均体重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月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当使用 IPCC 2006 默认值时，此参数用于方程 4 采用选择 3 方法

计算 LT,yVS 和方程 2 中计算（附录 2） LT,yNEX 。可用抽样的方法

获得 siteW ，并考虑如下指导意见： 

为保证数据具有代表性，饲养的动物至少分成三个年龄段； 
每个年龄段每月至少抽样测量体重一次； 
在估算基准线排放和基准线情景下粪肥使用造成的泄漏排放时，

需要使用 95%置信水平的下限值； 
在估算项目排放和项目情景下粪肥使用造成的泄漏排放时，需要

使用 95%置信水平的上限值； 
在项目设计文件中需要对上述随机抽样过程进行说明，要考虑对

动物分成至少 3 个年龄段。 
 
数据/参数 

VS,nR  

单位 % 

描述 废弃物处理处理步骤 N、粪便管理方法 n 所分解的挥发性固体量

来源 
对于基准线情景，参照附录 1（VS 值） 
对于项目情景，本参数依据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采用附录 1 数据值时，必须使用处理技术的最保守值 
 
数据/参数 

AerF
 

单位 % 

描述 分解的挥发性固体进入好氧系统的比例 
来源 -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DMQ
 

单位 kg 

描述 项目边界外的粪便处理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次处理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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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jMS%
 

单位 % 

描述 项目活动下粪便管理系统 j 处理的粪便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LT,yNEX  

单位 kg N/头/年 
描述 根据附录 2 描述估算的动物的年氮排泄量 
来源 参照附录 2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年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当利用附录 2 的方程 2 进行估算时，请参照上述估算 siteW 的指导

意见 
 
数据/参数 

LTDE  
单位 % 

描述 饲料消化率 
来源 -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IPCC 2006：低质饲料通常采用 45-55% 
 
数据/参数 UE 

单位 % 

描述 尿能 

来源 

通常大多数反刍动物的尿能可取 0.04 LTGE （对于喂食 85%或更

多谷物的反刍动物或猪，可采用 0.02 LTGE ），在数据可获得的情

况下请使用特定区域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ASH 

单位 % 

描述 粪便中灰分的含量 
来源 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请使用特定区域值。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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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LTED  
单位 MJ/kg 

描述 LT 类型家畜饲料的能量密度 

来源 
根据当地或国际标准或在实验室中测量得出或者使用 IPCC 的默

认值（18.45MJ/kg-dm）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项目参与方要记录饲料配方供第三方审核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IPCC 推荐的饲料能量密度（ED）为 18.45 MJ/kg-干物重，此值在

以粮食为基础的饲料中是相对稳定的。 
 
数据/参数 

,AA LTN  

单位 - 

描述 减去死亡和淘汰的家畜数量后 LT 类型动物的日均存栏量 
来源 养殖场每天记录的存栏量，不包括死亡和淘汰的动物数量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天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项目设计文件中需要描述动物存栏量监测系统 
 
数据/参数 

ynd  

单位 天 
描述 第 y 年粪便管理系统的运行天数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监测频率 每天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EM mQ
 

单位 m3/月 
描述 每月进入粪便管理系统的粪便、污水、沼液和沼渣体积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流量计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流量计需按照行业标准进行维护/校准，并在项目设计文件提出维

护/校准措施的要求。 

备注 
通过安装在污水进入口处或混匀池（如果有）出口的流量计进行

连续测量 
 
数据/参数 [ ]EM,mN

单位 kg N/m3 
描述 每月进入粪便管理系统的总氮浓度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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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 每周监测一次，月汇总总量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采用农业行业标准《有机肥料（NY525-2012）》 或其更新版本提

供的方法测量或方法学CM090中附录 4和附录 5中规定的方法进

行取样并检测 
备注 在污水进入口处或混匀池（如果有）收集污水混合物 
 
数据/参数 ݓுସ,௦௧,௬ 

单位 kg-CH4/kg 

描述 第 y 年沼气中甲烷的平均重量比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沼气中甲烷含量应当使用连续分析仪进行测量或者采取满足90%
抽样置信度/±10%精确等级的周期测量来替代。即利用设备直接

测沼气中甲烷含量，通过测量气体中其他组分如CO2 来估计甲烷

含量是不允许的 。 
监测频率 连续或周期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ܨܧ௨௧ 

单位 kg/小时/台压缩设备 
描述 压缩技术的泄漏率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提供的压缩设备的技术说明书。如果技术提供商不能提供默认值，

则通过方法学表2确定。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௨௧,௬ 

单位 小时 
描述 第 y 年设备的运行小时数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如果缺乏详细信息，为保守起见，可以假设设备连续使用。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ܮ 

单位 - 

描述 沼气瓶的物理泄漏率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如果不能识别出项目本身特定的泄漏率，则须使用默认值1.25% 
监测频率 -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 

备注 - 
 

数据/参数 ܳ୵୵,୷ 

单位 m3 

描述 第 y 年水吸附提纯装置产生废水体积 
来源 项目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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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项目参与方使用认证过的设备连续监测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依据国标或相关行业标准对监测设备进行校准 
备注 适用于水吸附作为提纯技术 
 

数据/参数 ݓுସ,ௐௐ 

单位 tCH4/m3 废水 
描述 第 y 年水吸附提纯装置产生废水中的甲烷浓度 
来源 项目参与方 
测量方法（如果可行） 具有资质的公司使用认证过的分析仪监测 
监测频率 至少每 6 个月一次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必须在提纯设备正常运行时进行采样 
备注 适用于水吸附作为提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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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附录 1. 厌氧系统工艺性能 

表 3. 厌氧系统工艺性能 

厌氧处理 HRT COD TS VS TN P K 
天 降低率 

拉塞坑 4-30 — 0-30 0-30 0-20 0-20 0-15 

地下存储坑 30-180 — 30-40 20-30 5-20 5-15 5-15 

开顶式储罐 30-180 — — — 25-30 10-20 10-20 

开放塘 30-180 — — — 70-80 50-65 40-50 

前存储加热消化罐 12-20 35-70 25-50 40-70 0 0 0 

半封闭双室贮存池 30-90 70-90 75-95 80-90 25-35 50-80 30-50 

单室贮存池 >365 70-90 75-95 75-85 60-80 50-70 30-50 

双室贮存池 210+ 90-95 80-95 90-98 50-80 85-90 30-50 

HRT=水力停留时间；COD=化学需氧量；TS=总固体；VS=挥发性固体；TN=总氮；P=磷；

K=钾；— =数据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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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NEXLT,y估算过程 

选择 1：  

1LT,y intake retention yNEX   N  ( - N ) nd    （1） 

其中： 

intakeN  
 动物日均 N 摄入量（kg  N/头/年） 

retentionN  
 摄入的 N 在动物体内的保留量（kg N 保留/头/年） 

ynd  
 第 y 年粪便处理设备的运行天数 

可用下式计算 Nintake： 

/100
    

18.45 6.25intake

GE CP
N        

   
 （1.a） 

其中： 

CP   粗蛋白百分比（%） 

GE   动物总能摄入量（MJ/头/天） 

18.45   每kg干物质的能量转化因子（MJ/kg）。对于以草料和粮食为基础饲料的动

物，此值相对恒定 

6.25 = 每公斤的日粮蛋白与日粮中N的转换系数（kg N）-1 

选择 2： 

如果缺少蛋白摄入量信息，需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进行论证，如果可以获得数据，可以使

用国家或区域数据计算氮排泄量 LT,yNEX  
。在缺少这些数据时，可以使用《2006年IPCC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4卷第10章表10.19的默认值，使用前需通过下述方法利用项目点的

动物体重值进行校正： 

defaultIPCC
default

site
yLT NEX

W

W
NEX ,  （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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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TNEX , y 
 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 N/头/年） 

siteW  
 动物的平均体重（kg） 

defaultW  
 动物平均体重的默认值（kg） 

defaultIPCCNEX  
 动物氮排泄量的默认值（kg N/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