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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立欣、霍丽丽、赵亚男、姚宗路、张沛祯、申瑞霞、赵杰军、马俊怡、胡婷霞、李奇

辰、罗娟、于佳动、程晓飞、张心怡、余璇、贺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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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术语

１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术语,包括基本术语、种植业减排、畜牧业减排、农业碳汇、农机

渔机节能、可再生能源替代、废弃物减碳、减排固碳监测核算、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管理、科研、教学、生产和应用等领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Y/T３２５３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

NY/T２４４９　农村能源术语

QXＧT１２５　温室气体本底观测术语

３　基本术语

３１　温室气体基本术语

３１１
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

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京都议定书»及其修正案中规定控制的７种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CO２)、甲烷(CH４)、氧化亚氮(N２O)、氢氟碳化

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６)、三氟化氮(NF３).如无特别说明,农业农村领域的温室气体

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２)、甲烷(CH４)、氧化亚氮(N２O).

[来源:GB/T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有修改]

３１２
温室效应　greenhouseeffect
太阳短波辐射透过地球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波辐射又被大气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

物质所吸收,从而引起地球气候变暖的效应.

３１３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gas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质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６]

３１４
碳达峰　peakcarbondioxideemissions
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碳当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碳排

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最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的过程.

３１５
碳中和　carbonneutrality
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碳捕集/碳封存、能源替代等形

式产生的碳汇量或减排量,抵消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实现碳的排与收的正负

抵消,达到中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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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净零排放　netＧzeroemission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从大气中吸收或移除量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衡.

３１７
负排放　negativeemissions
从大气中吸收或移除的温室气体量大于人类在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量.

３１８
碳源　carbonemissionssource
温室气体源

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１９
碳汇　carbonsink
从大气中吸收的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清除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１１０
碳库　carbonstorage
具有积累或释放碳能力的库或系统.
注:碳库来源于森林、土壤、海洋、岩石圈及大气层等,农业碳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

壤有机质５个碳库.

３１１１
固碳　carbonsequestration,carbonfixation
生物主要为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多

年生乔木内或土壤中,从而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

３１１２
碳储量　carbonstock
一个碳库中碳的数量,由于碳增加与碳损失之间的差别而发生的变化.

３１１３
碳循环　carboncycle
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中的交换,在有机态和无机态之间不断地转化和循环

的过程.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２２９,有修改]

３１１４
气候变化减缓　climatechangemitigation
减缓气候变化

通过人为干预实现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提高温室气体吸收量的现象.
[来源:ISOGuide８４:２０２０,３１４,有修改]

３２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基本术语

３２１
稻田甲烷排放　paddymethaneemission
淹水稻田中土壤有机物厌氧分解产生甲烷并逸散到大气中.

３２２
农田氧化亚氮排放　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农田施肥的氮投入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以及大气氮沉降和氮淋溶径流损失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注:其中包括氮肥、粪肥和秸秆等有机物还田导致的农田土壤氧化亚氮直接排放、氨和氮氧化物挥发导致沉降引起的

间接排放和氮淋溶渗滤/径流损失引起的间接排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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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农田氧化亚氮直接排放　direct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农田因施用有机、无机含氮肥料引起的土壤氧化亚氮排放.

３２４
农田氧化亚氮间接排放　indirect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大气氮沉降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以及地下淋溶渗滤/地表径流损失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３２５
产甲烷菌　methanogens
使有机物在严格厌氧条件下降解产生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微生物.

３２６
甲烷氧化菌　methanotrophs
以甲烷作为唯一碳源和能量源进行同化和异化代谢的微生物,可以在氧气的作用下催化甲烷等低碳

烷烃或烯烃羟基化或环氧化.

３２７
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　methaneemissionfromentericfermentation
在正常代谢过程中,动物胃肠道内饲料在微生物作用下发酵产生的甲烷排放.

３２８
畜禽粪污管理甲烷排放　methaneemissionfrommanuremanagement
畜禽粪污储存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

３２９
畜禽粪污管理氧化亚氮排放　nitrousoxideemissionfrommanuremanagement
畜禽粪污储存和处理过程中含氮物质在硝化或反硝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３２１０
农田碳汇　carbonsequestrationincropland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并将其以有机质的形式存储在土

壤碳库中,从而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２１１
草地碳汇　carbonsequestrationingrassland
草地系统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２１２
渔业碳汇　fisherycarbonsink
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或使用水体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并通过收获把这些已转

化为生物产品的碳移出水体,或通过生物沉积作用将其沉降于水底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２１３
农业固定源燃烧排放　agriculturalstationarysourcecombustionemission
农业领域固定设备的燃料燃烧,如谷物烘干、园艺温室,以及其他农机消耗燃料、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

３２１４
农机移动源燃烧排放　agriculturalmachinerymobilecombustionemission
农机作业和运输活动或道路移动设备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３２１５
渔机移动源燃烧排放　fisherymobilesourcecombustionemission
内陆、沿海和深海捕捞业渔机移动设备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３２１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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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可再生能源　ruralrenewableenergy
在农村地区可以就地开发利用的生物质能(薪柴、秸秆、沼气等)、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可再生

能源.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２２]

４　种植业减排

４１　稻田甲烷减排

４１１
稻田水分管理　watermanagementinpaddyfield
根据水稻不同生长时期(前期、中期、后期)的需水量,科学管理水分进行灌溉.

４１２
水稻间歇灌溉　intermittentirrigationinpaddyfield
水稻田的分次灌溉.
注:水稻栽培管理过程中的一项技术,水稻在生长期间前次灌水自然耗干,间歇几天再次灌水,做到后水不见前水、两

水不见面.

４１３
灌溉间歇天数　intermittentirrigationdays
水稻生长期间,水田无可见水面持续的天数.

４１４
干湿交替排灌　alternatedryingandwettingwatermanagementpractices
根据水稻各个生育时期对水分的敏感程度进行干湿交替间歇灌溉的一种灌溉模式.

４１５
水稻蓄雨灌溉　rainstorageirrigationofrice
在不影响水稻高产的前提下,蓄积雨水作为灌溉用水.

４２　农田氧化亚氮减排

４２１
化肥氮排放　nitrogenＧcontainingtracegasemissionfromchemicalfertilizer
农田因使用化肥产生的氨(NH３)和氧化亚氮(N２O)等气态氮排放.

４２２
有机肥施用氮排放　reactivenitrogenemissionfromorganicfertilizerapplication
施用堆肥、沼肥、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有机含氮肥料产生的氨(NH３)和氧化亚氮(N２O)等气态氮排放.

４２３
农作物根茬还田氮排放　reactivenitrogenemissionfromstubblereturn
农作物收获后残留的根茬还田产生的农田土壤氧化亚氮等气态氮排放.

４２４
人为氮投入引起的N２O排放　anthropogenicnitrousoxideemissionfromnitrogeninputs
人为使用化肥、堆肥、沼肥、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有机、无机含氮肥料产生的氧化亚氮等气态氮排放.

４２５
以NH３和NOx形式挥发的氮排放　nitrogenemissionintheformofNH３andNOxevaporation
施用化肥、堆肥、沼肥、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有机、无机含氮肥料产生的氨(NH３)和氮氧化物(NOx)

排放.

４２６
氮沉降　nitrogendeposition
氮元素以 NHx(包括 NH３、RNH２和 NH４＋ )和 NOx等形式,降落到陆地和水体的过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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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氮的矿化　nitrogenmineralization
土壤中有机氮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为无机氮的过程.

４２８
硝化　nitrification
氨基酸脱下的氨,在有氧的条件下,经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的作用转化为硝酸根离子的过程.

４２９
硝化抑制剂　nitrificationinhibitor
抑制铵态氮转化为硝态氮的生物转化过程的化学物质,以减少肥料氮的流失量,提高肥料利用率.
[来源:NY/T３５０４—２０１９,３２]

４２１０
反硝化　denitrification
在厌氧条件下,微生物将硝酸盐及亚硝酸盐还原为气态氮化物和氮气的过程,是活性氮以氮气形式返

回大气的主要生物过程.

４２１１
反硝化抑制剂　denitrificationinhibitor
对反硝化过程中硝态氮还原起到抑制作用的化合物.
[来源:NY/T３５０４—２０１９,３２,有修改]

４２１２
氮肥深施　deepapplicationofnitrogenfertilizer
将氮肥施入土壤一定深度且有覆盖的一种施肥方法.
注:包括开沟条施、撒肥后翻/旋耕混匀、穴施等方式.

４２１３
脲酶抑制剂　ureaseinhibitor
一段时间内通过抑制土壤脲酶的活性,从而减缓尿素水解的一类物质.
[来源:GB/T６２７４—２０１６,２１１８１]

４２１４
生物固氮　biologicalnitrogenfixation
固氮微生物将大气中的氮还原成氨的过程.

４２１５
秸秆覆盖还田技术　strawmulchingtechnology
作物收获后,将秸秆全部或者部分覆盖于地表实现还田利用的技术.

４３　种植业减排其他术语

４３１
农业废弃物田间焚烧　fieldincinerationofagriculturalwaste
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在田间进行露天燃烧的过程.

４３２
石灰施用二氧化碳排放　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limedissolution
以石灰的形式向土壤中添加含钙石灰岩(CaCO３)或白云岩[CaMg(CO３)２]等碳酸盐而导致的二氧化

碳排放.

４３３
尿素施用二氧化碳排放　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ureadissolution
土壤中施用的尿素[CO(NH２)２],在水分和脲酶的作用下转化为氨氮(NH＋

４ )、氢氧离子(OH－ )和碳

酸氢根(HCO－
３ ),由碳酸氢根转化形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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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农田氨排放　farmlandammoniaemission
农田中因施入氮肥或有机肥,导致土壤/田面水表面或植物叶片质外体空间的氨分压大于上方空气中

的氨分压时,气态氨从土壤/田面水表面或植物冠层逸散至大气.

４３５
水肥管理减排　optimizingwaterandfertilizermanagementtoreduceemission
通过合理优化肥料施用和水分管理模式减少农田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４３６
水肥一体化　integratedmanagementofwaterandfertilizer
根据作物需求,对农田水分和养分进行综合调控和一体化管理,以水促肥、以肥调水,实现水肥耦合,

全面提升农田水肥利用效率.
[来源:NY/T２６２４—２０１４,２１]

４３７
测土配方施肥　soiltestingandformulatedfertilization
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的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及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

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量、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
[来源:NY/T３０２０—２０１６,３１,有修改]

４３８
秸秆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utilizationofstraw
对农作物秸秆进行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等综合开发利用.
[来源:NY/T３０２０—２０１６,３１,有修改]

５　畜牧业减排

５１　动物胃肠道发酵减排

５１１
反刍动物　ruminant
拥有多个胃室,具备反刍消化方式的食草性动物,属于偶蹄目中的一个亚目.

５１２
瘤胃甲烷排放　ruminalmethaneemission
反刍动物在正常代谢过程中,瘤胃内食物在微生物作用下产生甲烷,主要通过嗳气的方式释放到体外.

５１３
维持净能　netenergyformaintenance
动物维持机体健康和体重不变所需的净能.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５]

５１４
活动净能　activenetenergy
家畜为获取食物、水和庇护所需的能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６]

５１５
生长净能　netgrowthenergy
家畜生长(即增重)所需的净能.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７]

５１６
泌乳净能　lactogenicnetenergy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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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能中用于泌乳的能量.
注:对家牛和水牛,泌乳净能用产奶量与百分数表示的乳脂率的函数表达.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８]

５１７
劳役净能　netenergyforlabor
家牛和水牛用于劳役所需的能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９]

５１８
产毛净能　netenergyforwoolproduction
绵羊产毛所需的能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１９]

５１９
妊娠净能　pregnancynetenergy
妊娠维持净重所需的能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２０]

５１１０
优化饲养管理　optimalfeedingmanagement
从加强环境调控、强化粪污产生管理、优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对畜禽的饲养管理方式进行优化,

达到清洁生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的的管理模式.

５１１１
优化饲料配方　optimalfodderformula
为提高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效率,减少畜禽排泄物量或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从而实现源头减

排目的而实施的科学合理的饲料配制方案.

５１１２
全混合日粮　totalmixedration,TMR
根据动物营养需要的粗蛋白质、能量、粗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按照一定配比将破碎的粗料、精料

和各种添加剂进行充分混合而得的营养平衡的混合日粮.

５１１３
青贮　ensiling
以新鲜的青刈作物、牧草、各种蔓藤等为原料,切碎后置入密封的青贮设施设备中,在厌氧环境下进行

以乳酸菌为主导的发酵制成饲料的技术.

５１１４
秸秆氨化　strawammonization
以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秸秆为原料,通过添加液氨、尿素、碳氨等作为氨源,密闭条件下经过一段

时间处理以提高秸秆的消化率和饲用营养价值的处理方法.

５１１５
秸秆碱化　alkalinetreatmentofstraw
以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用碱性化合物进行处理的技术.

５１１６
微贮　microbialensilage
将秸秆等原料按比例添加一种或多种有益微生物菌剂,在密闭和适宜的条件下,通过有益微生物的繁

殖与发酵作用,转化为柔软多汁、气味酸香、适口性好、利用率高的粗饲料的技术.

５１１７
复合营养舔砖　compoundnutritionlickingbrick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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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畜所需的营养物质经科学配方加工成块状,供家畜舔食的一种固体饲料.

５２　畜禽粪污管理减排

５２１
畜禽粪污　livestockmanure
畜禽养殖产生的废水和粪尿的总称.
[来源:HJ４９７—２００９,３３]

５２２
畜禽粪便排泄系数　excretioncoefficientoflivestockmanure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畜禽在一定饲养周期内,平均每头(或羽)畜禽排泄的粪和尿的量.

５２３
畜禽养殖氮排泄率　livestocknitrogenexcretionrates
不同畜禽每年的氮排泄量,取决于畜禽的年摄取总氮量和氮保留总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５７]

５２４
畜禽养殖氮摄取率　livestocknitrogenintakerates
不同畜禽每日消耗的氮量,取决于畜禽的年消化饲料量和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１０５７]

５２５
固体粪污贮存　solidmanurestorage
畜禽粪便收集后在固定存储设施(如堆粪棚、贮存池等)中进行存储,可通过覆盖、压实、添加添加剂等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贮存方式.

５２６
液体粪污贮存　liquidmanurestorage
畜禽粪污直接存储或加入少量水储存在化粪池或储粪罐中的贮存方式.
注:通常储存期少于１年.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表１０１８]

５２７
干清粪工艺　drymanureremovalprocess
畜禽舍内畜禽排放的粪便一经产生便进行分离,干粪通过机械或人工收集、清除,尿液、残余粪便及冲

洗水则从排污道排出的清粪方式.
[来源:HJ４９７—２００９,３５]

５２８
水冲粪工艺　waterflushingmanureprocess
畜禽排放的粪、尿和污水混合进入粪沟,每天数次放水冲洗,粪水顺粪沟流入主干沟后排出的清粪工艺.
[来源:HJ４９７—２００９,３６]

５２９
水泡粪工艺　blistermanureprocess
在畜禽舍内的排粪沟中注入一定量的水,将粪、尿、冲洗和饲养管理用水一并排放至漏缝地板下的粪

沟中,贮存一定时间(一般为１个~２个月),待粪沟填满后,打开出口闸门,沟中的粪水顺粪沟流入主干沟

后排出的清粪工艺.
[来源:HJ４９７—２００９,３７]

５２１０
三改两分再利用　transformation,separationandreutilization
属畜禽粪污清洁收集利用技术,其中“三改”为改水冲清粪为干式清粪、改无限用水为控制用水、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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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排污为暗沟排污,“两分”为固液分离、雨污分流,“再利用”为粪污无害化处理后综合利用.

５２１１
厌氧氧化塘　anaerobicoxidationpond
用于贮存从畜禽舍排出的粪便和污水的贮存池,经过长时间贮存(贮存时间一般超过３个月)之后上

清液可以回用或灌溉农田.
注:一般分为露天氧化塘或覆膜氧化塘.

５２１２
畜禽圈养蓄粪池　pitstoragebelowanimalconfinements
畜禽封闭圈养设施中用于粪污的收集和储存的贮存池.
注:通常含垫料或不加水,储存期不超过１年.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表１０１８]

５２１３
畜禽粪便垫料养殖　beddingbreeding
将稻壳、木屑、秸秆粉等以一定厚度平铺在养殖舍地面,畜禽在其上面生长、生活的养殖方式.

５２１４
粪水生物氧化管理　aerobictreatmentofliquidmanure
以液体形式收集的粪水进行强制通风或自然通风的生物氧化过程.
注:自然通风仅局限于耗氧和兼性塘及湿地系统,并且主要由光合作用引起.因而,在没有阳光的时期,这些系统通常

变为缺氧环境.

[来源: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４,表１０１８]

５２１５
好氧堆肥　aerobiccomposting
将畜禽粪便等有机固体废物集中堆放,并在微生物作用下使有机物发生生物降解,形成一种类似腐殖

质土壤物质的过程.
[来源:NY/T１１６８—２００６,３５,有修改]

５２１６
静态发酵　staticfermentation
堆肥发酵过程中,粪污等原料不进行翻堆,始终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发酵方式.

５２１７
动态发酵　dynamicfermentation
堆肥发酵过程中,粪污等原料在外力作用下进行间歇翻堆,从而促进原料与空气接触的发酵方式.

５２１８
厌氧发酵　anaerobicfermentation
畜禽粪污等有机物质被厌氧菌或兼性厌氧菌在厌氧条件下分解产生甲烷和二氧化碳的过程.
[来源:NY/T１１６８—２００６,３６]

６　农业碳汇

６１　农田碳汇

６１１
生物固碳　biologicalcarbonsequestration
植物和微生物利用自养固碳途径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的过程.

６１２
生物量　biomass
生态系统中植物地上、地下、活和枯死的有机干物质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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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２１５,有修改]

６１３
地上生物量　aboveＧgroundbiomass
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植被所有活体的生物量,包括干、桩、枝、皮、种子、花、果和叶,以及草本植物.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２１７]

６１４
地下生物量　belowＧgroundbiomass
所有活根生物量,通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分出来的细根(直径≤２０mm).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２１８]

６１５
多年生木本植物　perennialwoodyplant
个体寿命超过２年(含)的木本植物.

６１６
有机土壤　organicsoil
符合以下a)和b),或a)和c)所列要求的土壤为有机土壤:

a)　厚度为１０cm 或以上.当混合深度为２０cm 时,＜２０cm 厚的一层必须有１２％或更多的有机碳.

b)　若土壤几天仍没有达到饱和水,而且有机碳(约３５％的有机质)含量超过２０％(按重量).

c)　若土壤常处于水分饱和情形并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１)　若无黏粒,有机碳至少为１２％(按重量)(约２０％的有机质);

　２)　若粘粒含量在６０％或以上,有机碳至少为１８％(按重量)(约３０％的有机质);

　３)　介于二者之间,中间量的黏土有成比例的有机碳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４３５,有修改]

６１７
泥炭土　peatsoil
有机土　histosolsoil
一种典型的湿地土壤,水位高且有机质层至少４０cm 厚.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４３６,有修改]

６１８
砂质土　sandysoil
砂粒含量超过７０％和粘粒含量低于８％的土壤.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４４２,有修改]

６１９
土壤矿质化　soilmineralization
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土壤中的复杂有机物被分解为简单有机物,并最终被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

无机盐的过程.

６１１０
土壤有机质　soilorganicmatter
各种形态存在于土壤中的所有含碳的有机物质,包括土壤中的各种动物、植物残体,微生物及其分解

和合成的各种有机物质.

６１１１
土壤碳库　soilcarbonpool
地下生物量以外的土壤有机质组成的碳库.
[来源:２０１９Refinementtothe２００６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y,G１６]

６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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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　soilorganiccarbon
通过微生物作用所形成的腐殖质、动植物残体和微生物体总量中的碳元素含量,包括难以从地下生物

量中区分出来的细根(＜２mm).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２２４,有修改]

６１１３
土壤无机碳　soilinorganiccarbon
土壤中含碳无机物的总称,主要指土壤中的母岩风化过程中形成的矿物态碳酸盐.

６１１４
土壤有机碳储量　soilorganiccarbonstorage
进入土壤的植物残体量及其在土壤微生物作用下分解损失量二者之间平衡的结果,一般指区域范围

内一定深度的土层中土壤有机碳总质量.

６１１５
土壤有机碳密度　soilorganiccarbondensity
单位面积一定深度的土层中土壤有机碳的质量.

６１１６
土壤有机碳驻留时间　soilorganiccarbonresidencetime
单位时间内所有离开土壤碳库的碳原子的平均年龄.

６１１７
土壤腐殖质　soilhumus
除未分解的动物、植物组织和土壤生命体等以外的土壤中有机化合物的总称.

６１１８
保护性耕作　conservationtillage
在地表秸秆覆盖留茬情况下,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要手段,进行免少耕(深松)播种栽培的一项农业生产

技术.
[来源:NY/T１４０９—２００７,３４,有修改]

６１１９
土壤改良　soilamelioration
运用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排除或防止影响农作物生长和引起土壤退化等

不利因素,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创造良好土壤环境条件的一系列技术措施.

６１２０
土壤培肥　soilfertilityimprovement
针对某一区域作物耕作和栽培制度,以合理施用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以及深耕改土等技术为手段,

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使土壤肥力不断提升,实现作物高产稳产的措施.

６１２１
绿肥　greenmanure
利用栽培或野生植物正在生长中的全部或部分绿色体,直接或异地(包括刈割及打捞水生绿色植物

等)翻压或者经堆沤后形成的肥料.

６１２２
沼肥　biogasfertilizer
秸秆、畜禽粪污等有机物质厌氧发酵后的沼渣沼液制备的肥料.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３４４,有修改]

６１２３
生物质炭　biochar
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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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氧气受限的环境中通过生物质的热化学转化获得的固态物质.

６１２４
炭基肥　biocharbasedfertilizer
以生物炭为基质,添加有机或无机肥料原料配制而成的肥料.

６１２５
有机肥料　organicfertilizer
由动物的排泄物或动植物残体等有机物质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腐熟后制成的肥料.

６２　草地碳汇

６２１
草地生态系统碳库　grasslandecosystemcarbonpool
草地植被碳库(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碳库)和覆盖区域土壤碳库组成的碳库.

６２２
草地碳循环　grasslandcarboncycle
草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空气中的碳、草地土壤呼吸作用消耗碳,形成的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

碳循环.

６２３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comprehensivevegetationcoverageofgrassland
一定区域内不同草原类型按其面积加权获得的植被盖度值.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２７]

６２４
多年生牧草　perennialgrass
生命周期在２年及以上,完成２个及以上生长周期的牧草.

６２５
放牧强度　grazingintensity
单位草地面积在一定时间内放牧家畜的头数.

６２６
草原退化　grasslanddegradation
草原在干旱、风沙、水蚀、盐碱、内涝、地下水位变化等不利的自然因素或过度放牧、过度打草、开垦、滥

砍滥挖等不合理利用的人为因素影响下,生产力降低,优良牧草比例减少,毒害草增加,利用价值降低甚至

丧失的过程.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４７]

６２７
退化草地修复　restorationofdegradedrangeland
通过人工措施,使退化草地恢复或接近原有草地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过程.
[来源:GB/T３７０６７—２０１８,３３]

６２８
草场补播　meadowreseeding
在草原免耕前提下播种牧草种子以提高牧草产量与质量的改良措施.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５１６]

６２９
刈割复壮　mowingrejuvenation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时期刈割,以避免连年在某一特定时期割草,并使牧草在４年~５年内结实１次,

进行牧草种子繁殖,促进草地复壮.

６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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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豆类混播　mixedplantingofnitrogenfixinglegumes
为提升生物固氮能力和氮素转移能力,而采用的将牧草与豆类植物混播的形式.

６２１１
草地封育　grasslandexclusion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围封措施停止放牧或打草等生产活动,使草原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力恢复和群落自

然更新的技术措施.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５１５]

６２１２
禁牧　forbiddengrazing
对草原施行持续１年以上禁止放牧利用的措施.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６１]

６２１３
休牧　restgrazing
在１年以内对草原施行短时间禁止放牧利用的措施.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６２]

６２１４
划区轮牧　rotationgrazing
将草原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在一定时间内逐小区循序轮回放牧的利用制度.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６３]

６２１５
草原改良　grasslandimprovement
为改善草原植被、土壤状况,提高草原生产力而进行的活动.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５１４,有修改]

６２１６
草畜平衡　balanceforforagewithlivestock
草原区供给家畜的饲草总量与其承载家畜的饲草需求量之间的动态平衡.
[来源:GB/T４０４５１—２０２１,３５１３]

６３　渔业碳汇

６３１
碳汇渔业　carbonsinkoffishery
能够发挥生物碳汇功能、具有直接或间接降低二氧化碳浓度的渔业生产活动.
注:主要包括藻类养殖、滤食性贝类和鱼类等养殖、增殖渔业(增殖放流、人工鱼礁)、休闲渔业及捕捞渔业等.

６３２
水产养殖　aquaculture
养殖渔业

利用水域或滩涂养殖水产动植物的生产活动.

６３３
海洋牧场　marineranching
在一定海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

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对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６３４
增殖放流　enhancementandreleasing
向海洋和内陆天然水域投放鱼、蟹、虾、贝等水产动物苗种而后捕捞的一种生产方式.
注:广义上还包括改善水域的生态环境,向特定水域投放某些装置(如附卵器、人工鱼礁等)以及野生种群的繁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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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间接增加水域种群资源量的措施.

６３５
人工鱼礁　artificialfishreef
人工置于天然水域环境中用于修复和优化水域生态环境的构造物.

６３６
渔业生物群体　fisherybiota
以浮游生物、贝藻类及其他较低营养层次种类为食的鱼类、甲壳类、头足类及贝类等生物资源种类.

６３７
大型藻类碳汇　seaweedcarbonsink
利用大型藻类从空气或海水中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和能力.
[来源:HY/T０３０５—２０２１,３１,有修改]

６３８
双壳贝类碳汇　bivalvecarbonsink
利用双壳贝类从空气或海水中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和能力.
[来源:HY/T０３０５—２０２１,３２,有修改]

６３９
养殖大型藻类碳汇量　mariculturalseaweedcarbonsinkamount
从养殖开始到养殖结束时养殖大型藻类碳储量的增加量.
[来源:HY/T０３０５—２０２１,３９]

６３１０
养殖双壳贝类碳汇量　mariculturalbivalvecarbonsinkamount
从养殖开始到养殖结束时养殖双壳贝类碳储量的增加量.
[来源:HY/T０３０５—２０２１,３１０,有修改]

６３１１
捕捞群体碳汇　fishingpopulationcarbonsink
通过食物网机制和摄食生长,在不同的营养层级使用碳产品而形成的碳汇.

７　农机渔机节能

７１　一般术语

７１１
非道路农机排放　nonＧroadagriculturalmachineemission
农业作业车辆燃烧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７１２
净功率　netpower
指在柴油机试验台架上,在柴油机曲轴末端或其等效部件上测得的功率.
[来源:GB２０８９１—２０１４,３１３]

７１３
有效功率　brakepower
当发动机只装有在试验台上运行所必需的标准辅助装置时在曲轴或其相当零件处所测得的功率.
[来源:GB/T８１９０１—２０１０,３９]

７１４
使用功率　servicepower
在发动机使用的环境状况和运转工况下所发出的功率.
[来源:GB/T２１４０４—２０２２,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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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
燃料消耗量　fuelconsumption
发动机在规定环境状况和规定功率下,每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燃料量.
[来源:GB/T２１４０４—２０２２,３４１]

７１６
燃料消耗率　specificfuelconsumption
发动机每单位功率和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燃料量.
[来源:GB/T２１４０４—２０２２,３４１１]

７１７
排气污染物　emissionpollutants
柴油机排气管排出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
[来源:GB２０８９１—２０１４,３１０]

７１８
气态污染物　gaseouspollutants
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和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以C１当量

表示(假定碳氢比为１∶１８８),氮氧化物(NOx)以二氧化氮(NO２)当量示.
[来源:GB２０８９１—２０１４,３１１]

７１９
负载因子　loadingfactor
发动机实际运转时的净功率与额定净功率的比值.

７２　农业机械

７２１
农用动力机械　agriculturalpowermachinery
为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农田建设、农业运输和各种农业设施提供原动力的机械.

７２２
联合作业机械　combinedmachine
附加多种工作部件或机具组成的复式作业的农业机械.

７２３
深松机　subsoiler
能够对土壤进行深层疏松而不翻动表土层的耕作机械.

７２４
免耕播种机　noＧtillageplanter
在作物收获后,秸秆覆盖且不翻耕土壤条件下,直接进行播种作业的机械.

７２５
水稻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机　synchronoussidedeepfertilizerapplicatorforricetransplanting
将施肥装置安装到自走式插秧机上,在水稻插秧的同时,将肥料深施在根系侧面的设备.

７２６
喷灌机械　sprinklingirrigationmachine
将动力机、泵、管路、喷头、移动装置等按一定方式组合配套具有整体性的喷灌机械.
[来源:GB/T２４６７０—２００９,２２１,有修改]

７２７
微灌机械　microＧirrigationmachine
通过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

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土壤的一种灌溉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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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８
设施环境调控设备　facilityenvironmentalcontrolequipment
用于调节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的光、温、水、气等环境因子的调控设备.

７２９
畜牧养殖机械　animalhusbandrymachinery
畜禽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装备的总称.

７２１０
畜禽场地清理机械　livestockandpoultryyardcleaningmachinery
用于清理养殖禽舍粪便的人工、半自动、自动化机械设备.

７２１１
病死畜禽处理设备　treatmentequipmentforsickanddeadlivestockandpoultry
用于处理病死畜禽或屠宰下脚料的设备.

７３　渔业机械

７３１
渔业碳排放强度　carbonemissionintensityoffishery
单位海洋渔业产值所产生的净碳排量.

７３２
二氧化碳去除装置　carbondioxidestrippingcolumn
利用滴淋和鼓风吹脱等方式去除水体二氧化碳的装置.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４７]

７３３
水质改良机　waterＧimprovingmachine
以加速池底淤泥有机物氧化分解,对水质进行综合改良的机器.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４１]

７３４
增氧机　automaticaerator
增加水体中溶氧的机器或设备的总称.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４２]

７３５
水质净化机械　waterpurificationequipment
利用生物、物理方法降低养殖水体中有害物质含量,改善水质的机械或设施的总称.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４３]

７３６
挖塘机械　pondexcavator
由高压水枪、泥浆泵、管道等组成,用于开挖或浚深鱼塘的机械.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５１,有修改]

７３７
清淤机械　sludgeremover
清除养殖水域底层淤积物的机械.
[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５２,有修改]

７３８
网箱清洗设备　netcagerinser
清除养殖网箱上附着物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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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T６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６６,有修改]

７３９
节能型渔船　energyＧsavingfishingboat
以太阳能、风能为动力,余热利用装置和电力推进、柴油天然气混燃装置、渔船排污及垃圾回收装置为

辅助的渔船.

７３１０
水产养殖水质调控设备　aquaculturewaterqualitycontrolequipment
以水产养殖水质调控为目标的机械设备.

７３１１
水产养殖收获机械　aquacultureharvestingmachinery
用于收获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水生植物、藻类等水产品的专用机械.

８　可再生能源替代

８１　生物质能

８１１
生物质能源　bioenergy
由有机废弃物转化形成的、可以应用于交通燃料、电、热和化工替代品等多个领域的可再生能源.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２,有修改]

８１２
生物质气化　biomassgasification
以秸秆等生物质为原料,通过生物、物理、化学的方法,将其中的可燃部分转化为可燃气体的技术.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１０,有修改]

８１３
生物质热解　biomasspyrolysis
在隔绝空气或供给少量空气的条件下,通过热化学转换,将生物质转变成为生物炭、液体和气体等低

分子物质的过程.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１２,有修改]

８１４
生物质炭化　biomasscarbonization
生物质在有限供氧或完全缺氧的条件下,受热慢速分解脱除挥发分产生固体焦炭产物的技术.

８１５
生物质液化　biomassliquefaction
通过热化学或生物化学方法将生物质部分或全部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技术.

８１６
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　biomassdensification
将各类分散的、形状各异的生物质,经干燥、粉碎等预处理后,采用专用的生物质致密成型设备,挤压

成规则的、密度较大的棒状、块状或颗粒状燃料的技术.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５,有修改]

８１７
生物质捆烧技术　baledstrawcombustion
将松散的秸秆等生物质经过收集打捆后,利用专用锅炉进行直接燃烧的技术.

８１８
生物质发电　biomasspowergeneration
以生物质为原料,采用直接燃烧、气化后燃烧、混合燃烧等方式,通过汽轮机、内燃机驱动发电机进行

７１



NY/T４６９０—２０２５

的发电技术.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１７,有修改]

８１９
生物质能和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　bioＧenergywithcarboncaptureandstorage,BECCS
一种生物能源与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结合的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８１１０
生物燃气　biomasssyngas
在高温下,生物质热解或者气化分解产生的一种可燃性气体.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１１,有修改]

８１１１
生物氢气　bioＧhydrogen
生物质原料经过生物法或热化学法生成的氢气.

８１１２
生物天然气　bioＧnaturalgas
生物质燃气经分离、提纯、重整等处理后产生的,满足天然气标准的气体.
[来源:GB/T４０５０６—２０２１,２４]

８１１３
生物质成型燃料　densifiedbiofuel
通过专门设备将生物质挤压成特定形状来增加其密度的固体燃料.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４６]

８１１４
沼气　biogas
有机物在厌氧条件下通过微生物发酵分解生成的一种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可燃气体.
注:沼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占总体积的５０％~８０％.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３３１]

８１１５
能源作物　energycrop
种植用以提供能源原料的草本和木本植物.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２２０]

８１１６
生物柴油　biodiesel
由植物油、动物脂肪或餐饮废油等制成的可以替代柴油的生物液体燃料.

８１１７
生物燃料乙醇　biofuelethanol
指以糖基、淀粉基等作物类或纤维质类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为原料转化为乙醇,并通过添加变性剂用

作与汽油掺混的可再生燃料.

８２　其他可再生能源

８２１
光伏　photovoltaicsolarenergy
通过光电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系统过程.
[来源:ISO/IEC１３２７３Ｇ２,３３４２,有修改]

８２２
太阳热能　solarthermalenergy
从太阳获取热能,采用现代的太阳热能科技将阳光聚合,并运用其能量产生热水、蒸汽和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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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SO/IEC１３２７３Ｇ２,３３４３,有修改]

８２３
空气热能　aerothermalenergy/airsourceenergy
以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形式利用的可再生能源.
[来源:ISO/IEC１３２７３Ｇ２,３３７１,有修改]

８２４
风力(能)资源　windenergyresource
大气沿地球表面流动而产生的动能资源.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５２]

８２５
风力发电　windpowergeneration
将风能转化为机械能,并驱动发电机发电获得电能的过程.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５４１]

８２６
微型水力发电　microＧhydropowergeneration
把微型水力资源转化为符合民用电要求电能的开发利用,简称微水电.
[来源:NY/T２４４９—２０１３,６４１]

８２７
浅层地热能　shallowgeothermalenergy
从地下直接提取的用于供暖或制冷的地热能.
[来源:ISO/IEC１３２７３Ｇ２,３３６２,有修改]

８２８
农光互补　agricultureandlightcomplementation
将光伏发电和农业相结合,将光伏阵列安装于农业场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种方式.

８２９
光伏＋设施农业　photovoltaicfacilityagriculture
集太阳能光伏发电、智能温控系统、现代设施种植为一体的温室大棚.

９　废弃物减碳

９１　固体废弃物处置

９１１
农业固体废弃物　agriculturalsolidwaste
在农业生产过程、农村生活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弃物.
注:其中主要包括秸秆、畜禽粪便、病死畜禽、废旧农膜、蔬菜尾菜、农村生活垃圾等.

９１２
焚烧处理　incinerationtreatment
以一定量的过剩空气与被处理的有机废物在焚烧炉内进行氧化燃烧反应,废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在

高温下氧化、热解而被破坏的高温热处理技术.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５５１,有修改]

９１３
卫生填埋　sanitarylandfill
采用防渗、铺平、压实、覆盖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和对气体、渗滤液、蝇虫等进行治理的处理方法.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５８２,有修改]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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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好氧生物处理　aerobicbiologicalsolidwastestreatment
在有氧条件下,有机固体废弃物作为好氧微生物的营养基质而被氧化分解处理的技术.
[来源:GB/T３０９４３—２０１４,６３３７,有修改]

９１５
固废厌氧生物处理　anaerobicbiologicalsolidwastestreatment
在无氧环境中,厌氧微生物对有机固体废弃物进行厌氧分解处理的技术.
[来源:GB/T３０９４３—２０１４,６３３８,有修改]

９１６
化粪池　septictank
将生活污水分割沉淀,及对污泥进行厌氧消化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９２　废水处理

９２１
废水好氧生物处理　aerobicbiologicalwastewatertreatment
利用需氧微生物(主要是需氧细菌)分解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使废水无害化的一种废水生物处理法.

９２２
废水厌氧生物处理　anaerobicbiologicalwastewatertreatment
在无分子氧的条件下通过厌氧微生物(包括兼氧微生物)的作用,将废水中各种复杂有机物分解转化

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等物质的过程.

９２３
生物脱氮　biologicalnitrogenremoval
利用好氧菌在好氧条件下将污水中的氨氮氧化成硝酸盐氮,再利用厌氧菌在缺氧条件下将硝酸盐氮

还原成氮气,从污水中去除氮的过程.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３５１０]

９２４
植物净化修复　phytopurificationremediation
通过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富集和降解来净化污染环境的技术.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８５１]

９２５
稳定塘　stabilizationpond
将经过人工适当修整的土地设围堤和防渗层形成的污水池塘,通过水生生态系统的物理和生物作用

对塘中污水进行自然处理.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３６１]

９２６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wetland;artificalwetland
利用土地对污水进行自然生物处理的一种方法.用人工筑成的水池或沟槽,种植芦苇类维管束植物

或根系发达的水生植物,污水以推流方式与布满生物膜的介质表面和溶解氧进行充分接触,使污水得到

净化.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３６１２]

９２７
生物滤池　biologicalfilter;biofilter
依靠污(废)水处理构筑物内填装的填料的物理过滤作用,以及填料上附着生长的生物膜的好氧硝化、

缺氧反硝化等生物化学作用联合去除污(废)水中污染的人工处理技术.
[来源:HJ２０１６—２０１２,３５２０]

９２８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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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法　activatedsludgeprocess
污水生物处理的一种方法.在人工条件下,对污水中的微生物群体进行连续混合和培养,形成悬浮状

态的活性污泥,分解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并使污泥与水分离,部分污泥回流至生物反应池,多余部分

作为剩余污泥排出活性污泥系统.
[来源:GB/T５０１２５—２０１０,３２７８,有修改]

１０　减排固碳监测核算

１０１　温室气体核算

１０１１
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清单　greenhousegasinventoryforagriculturalactivities
农业活动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组成的清单.
[来源:GB/T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１,有修改]

１０１２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　agriculture,forestryandotherlanduse,AFOLU
直接由人类引起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农业、林业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
注:«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明确的规定清单报告内容.

１０１３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dioxideequivalent
CO２equivalent
CO２e
CO２eq
度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本单位,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一种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量度单位.不同温室气体对地球温室效应增强的贡献度不同,为了统一度量

整体的温室效应增强程度,采用了人类活动最常产生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当量作为度量温室效应增强程度的基

本单位.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３３７６０—２０１７,３６,有修改]

１０１４
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warmingpotential,GWP
全球变暖潜能值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

系数.
[来源:GB/T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５]

１０１５
排放系数　emissionfactor
排放因子

表征生产或消费单位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率.
[来源:GB/T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３]

１０１６
碳排放强度　carbonemissionintensity
碳强度

在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１０１７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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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３３７６０—２０１７,３５]

１０１８
碳交易　carbontrading
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买方通过向卖方支付一定金额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温室

气体排放权,这就形成了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
注:«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即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排放权交易.被要求减排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２e)为计算单位,通称为“碳

交易”.其交易市场叫碳市场.

１０１９
碳市场　carbonmarket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

１０１１０
碳价　carbonprice
避免将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物排入大气的价格.
注:可指碳税率或排放许可额度的价格.在评估减缓经济成本模型中,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表示减缓政策努力程度的

替代参数.

１０１１１
碳抵消　carbonoffset
用核算边界以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量及碳汇,以碳信用、碳配额或(和)新建农业项目等产

生碳汇量的形式用来补偿或抵消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

１０１１２
碳配额　carbonallowance
在碳市场中,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可用于交易和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

排放量抵扣的指标.

１０１１３
碳泄漏　carbonleakage
由于减排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活动边界外的、可测定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９,有修改]

１０１１４
碳盘查　carboninventory
以政府、企业等为单位计算其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各环节直接或者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

１０１１５
碳信用　carboncredit
国际有关机构依据«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发给温室气体减排国用于进行碳贸易的凭证.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１２,有修改]　

１０１１６
碳金融　carbonfinance
由«京都议定书»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１４,有修改]　

１０１１７
碳预算　carbonbudget
碳库间或碳循环的某个具体环圈(如大气层Ｇ生物圈)间碳交换的平衡,碳库预算的审查提供了判断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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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汇的信息.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１１]

１０１１８
碳交易机制　carbontradingmechanism
规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
注:为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依据公约的法律架构,«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３

种排减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和排放贸易.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２]

１０１１９
额外性　additionality
拟议的减缓项目、减缓政策或气候融资的减排项目活动所产生的项目减排量高于基线减排量的情形.

这种额外的减排量在没有拟议的减排项目活动时是不会产生的.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８]

１０１２０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３种碳交易机制之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一部分.允许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缔约方(即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

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注:允许发达国家通过资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碳减排项目来部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些项目产生的减

排数额可以被缔约方作为履行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３]

１０１２１
排放贸易　emissiontrade,ET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３种碳交易机制之一,规定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履约机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

家向其他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以实现其减排承诺.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温

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
注: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减排量单位”(emissionreductionunit,ERU)、“核证

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CERs)、“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amountunit,AAU)、“清除单位”(removalＧ
unit,RMU)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是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直接转让给另

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４,有修改]

１０１２２
自愿碳标准　verifiedcarbonstandard,VCS
自愿减排市场的认证标准,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国际碳排放交易协会,气候组织与世界经

济论坛所倡议建立,对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进行量化、监测、报告、核查、认证.

１０１２３
自愿减排量　verifiedemissionreductions,VERs
经过联合国指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是自愿减排市场交易的碳信用额.

１０１２４
核证减排量　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
符合碳交易机制原则及要求,且经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签发的交易机制或PoAs(活动规划类)项目的减

排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２９,有修改]

１０１２５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hinese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CCER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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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施行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其备案并

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３０]

１０１２６
排放配额　emissionallowances
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７]

１０１２７
注册　registration
执行理事会或国家规定的管理机构正式接受一个经确认合格的项目活动为一项碳汇交易机制项目活

动.注册是核实、核证及颁发与这一项目活动相关的经核证减排量(CERs)或国家核证减排量(CCER)的
先决条件.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３４]

１０１２８
审定　validation
减排和碳汇项目申请碳信用的一个环节,由指定的经营实体(DOE)对开发方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及

其它佐证资料进行审核,以确保项目符合方法学的要求.

１０１２９
核证　certification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提出的书面保证,即在一个具体时期内某项目活动所实现的温室气体源人为减排

量已被核实.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２８]

１０１３０
核实　verification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定期独立审评和事后确定已登记的碳交易机制项目活动在核实期内产生的、经监

测的温室气体源人为减排量.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３５,有修改]

１０１３１
监测　monitoring
收集和归档所有对确定基准线,测量某一减排项目(CDM 或自愿减排项目)活动在项目边界内的温室

气体源人为排放量及泄漏所必要的并可适用的相关数据.
[来源:LY/T３２５３—２０２１,２３３６]

１０１３２
注销　cancellation
碳减排信用等环境权益通过其签发机构将其永久取消,以实现抵消对应碳排放的过程;如一个企业想

抵消１００吨的排放,那么它需要购买１００吨的减排量,然后进行注销.

１０２　减排固碳监测

１０２１
静态箱法监测技术　staticchambertechnique
采用化学性质稳定的材料制成的密闭性无底箱体,用于农业甲烷、氧化亚氮排放的监测技术.

１０２２
呼吸代谢箱法　respiratorychambermethod
外界输入的空气在畜禽动物的头、嘴和鼻子内循环后进行收集检测,根据系统内的空气流动速率和输

入输出的空气浓度差来计算甲烷排放的方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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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３
六氟化硫示踪法　sulfurhexafluoridetracermethod
采用六氟化硫(SF６)气体扩散示踪反刍动物甲烷气体排放的方法.将已知渗透速率的六氟化硫渗透

管置入动物瘤胃,使其以稳定低速释放六氟化硫,在反刍动物的呼吸和换气过程中随甲烷气体一起排出,
从而计算甲烷排放速率.

１０２４
碳汇监测技术　carbonsinkmonitoringtechnology
监测农田土壤、渔业、草地等的碳储量变化的技术.

１０２５
土壤温室气体测量Ｇ质量平衡法　massbalanceapproachforsoilgreenhousegasmeasurement
一种基于质量平衡的方法,包括测量进入和离开被研究土壤表面上方一定体积空气的化合物的通量.
[来源:ISO２０９５１:２０１９,３２,有修改]

１０２６
土壤温室气体测量Ｇ微气象法　micrometeorologicalapproachforsoilgreenhousegasmeasurement
利用风速、湿球和干球空气温度、净辐射、加热通量等气象测量数据分析大气气体浓度的方法.
[来源:ISO２０９５１:２０１９,３３,有修改]

１０２７
气候变化监测预警　climatechangemonitoringandearlywarning
通过对气候系统变化事实和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开展监测,并对重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进行归因分析,

对极端天气气候时间和复合型灾害进行预测预警.

１０２８
气候变化观测网络　climatechangeobservationnetwork
由多个气候变化观测站点构成的广范围的综合性气候变化连续监测网络.

１０２９
地面观测groundＧbasedobservation
地面上应用专门分析仪器对温室气体的测量,包括大气本底观测、温室气体源/汇的观测.

１０２１０
原位观测　inＧsituobservation
在目标地点对目标物进行的直接观测与测量.
[来源:GB/T３１７０５—２０１５,３４,有修改]

１０２１１
卫星遥感监测　remotesensingmonitoring
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温室气体进行监测.通过大气浓度观测数据“自上而下”反演的温室气体通量结

果来验证排放清单.

１０２１２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greenhousegasactivity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或吸收的活动的测量数值.
注:温室气体活动数据例如能源、燃料或电力的消耗量,材料产生量、提供服务的数量、或受影响的土地面积.

[来源:ISO１４０６４Ｇ１:２０１８,３２１,有修改]

１１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

１１１１
气候变化适应　climatechangeadaption
适应气候变化　adaptionto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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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adaption
针对实际的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
[来源:ISOGuide８４:２０２０,３１３,有修改]

１１１２
气候变化　climatechange
持续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动,通常为几十年或更长.
[来源:ISOGuide８４:２０２０,３１２,有修改]

１１１３
气候变化影响　climatechangeimpact
暴露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影响.
[来源:ISOGuide８４:２０２０,３１５,有修改]

１１１４
气候变化风险　climatechangerisk
预计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注:风险评估可以包括对脆弱性、暴露和气候变化危害的考虑,或对可能性和后果的考虑.

[来源:ISOGuide８４:２０２０,３１６,有修改]

１１１５
全球气候模式　globalclimatemodel,GCM
气候系统的数值表现形式,建立在气候系统各部分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和反馈

过程的基础上,并可解释部分其已知特性.

１１１６
全球适应目标　globalgoalonadaption,GGA
根据«巴黎协定»制定的,旨在建设适应能力、增强复原力并降低对于气候危机的脆弱性,从而确保世

界上最脆弱的社区能够适应.

１１１７
气候情景　climatescenario
建立在基于一系列内部一致的气候学关系、对未来气候的合理且简化的科学假设基础上,对未来气候

状态时间、空间分布形式的合理描述,用于分析由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潜在后果.
[来源:ISO/TS１４０９２:２０２０,３６,有修改]

１１１８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extremeweather/climateevent
一种在特定地区和年内某个时间的罕见气象事件.

１１１９
气候承载力　climatecarryingcapacity
气候系统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气候资源(如光、温、水、风等)对

社会经济某一领域(如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人口、社会经济规模等)乃至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能力.

１１１１０
气候韧性农业　climateＧresilientagriculture,CRA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通过可持续地利用现有自然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系统长期生产力和农民收

入的方法,旨在提高对气候变化暴露度高、脆弱性强的农业生产系统的韧性,以及减少气候灾害带来的风

险和损失,并具备迅速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

１１１１１
农业气象灾害　agrometeorological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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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利的气象条件造成的农作物减产或欠收.

１１１１２
农业气象指数保险　agriculturalinsurancesbasedonmeteorologicalindices
把一个或几个气象要素(如气温、降水、风速等)对农作物损害程度指数化,每个指数都有对应的农作

物产量和损益;保险合同以这种指数为基础,当指数达到一定水平并对农产品生产造成一定影响时,投保

人就可以获得相应标准的赔偿的保险.

１１１１３
农业适应措施　agriculturaladaptionmeasures
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适应技术措施.
注:措施主要包括调整种植制度和布局、选育优良作物品种、加强农业气候灾害防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１１１１４
气候智慧型农业　climateＧsmartagriculture
力求为转变和调整农业系统实施必要的行动,以有效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粮

食安全.

１１１１５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biologicaldiversity
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

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１１１１６
农业抗逆作物　stressＧresistantcrop
能适应、忍耐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作物种类或品种.

１１１１７
生态补偿　ecoＧcompensation
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

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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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污染物 ７１８

浅层地热能 ８２７

青贮 ５１１３

清洁发展机制 １０１２０

清淤机械 ７３７

全混合日粮 ５１１２

全球变暖潜能值 １０１４

全球气候模式 １１１５

全球适应目标 １１１６

全球增温潜势 １０１４

R
燃料消耗量 ７１５

燃料消耗率 ７１６

人工湿地 ９２６

人工鱼礁 ６３５

人为氮投入引起的 N２O排放 ４２４

妊娠净能 ５１９

S
三改两分再利用 ５２１０

砂质土 ６１８

设施环境调控设备 ７２８

深松机 ７２３

审定 １０１２８

生态补偿 １１１１７

生物柴油 ８１１６

生物多样性 １１１１５

生物固氮 ４２１４

生物固碳 ６１１

生物量 ６１２

生物滤池 ９２７

生物氢气 ８１１１

生物燃料乙醇 ８１１７

生物燃气 ８１１０

生物炭 ６１２３

生物天然气 ８１１２

生物脱氮 ９２３

生物质成型燃料 ８１１３

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 ８１６

生物质发电 ８１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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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捆烧技术 ８１７

生物质能和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 ８１９

生物质能源 ８１１

生物质气化 ８１２

生物质热解 ８１３

生物质炭 ６１２３

生物质炭化 ８１４

生物质液化 ８１５

生长净能 ５１５

石灰施用二氧化碳排放 ４３２

使用功率 ７１４

适应 １１１１

适应气候变化 １１１１

双壳贝类碳汇 ６３８

水产养殖 ６３２

水产养殖收获机械 ７３１１

水产养殖水质调控设备 ７３１０

水冲粪工艺 ５２８

水稻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机 ７２５

水稻间歇灌溉 ４１２

水稻蓄雨灌溉 ４１５

水肥管理减排 ４３５

水肥一体化 ４３６

水泡粪工艺 ５２９

水质改良机 ７３３

水质净化机械 ７３５

T
太阳热能 ８２２

炭基肥 ６１２４

碳储量 ３１１２

碳达峰 ３１４

碳抵消 １０１１１

碳汇 ３１９

碳汇监测技术 １０２４

碳汇渔业 ６３１

碳价 １０１１０

碳交易 １０１８

碳交易机制 １０１１８

碳金融 １０１１６

碳库 ３１１０

碳排放强度 １０１６

碳盘查 １０１１４

碳配额 １０１１２

碳强度 １０１６

碳市场 １０１９

碳泄 １０１１３

碳信用 １０１１５

碳循环 ３１１３

碳预算 １０１１７

碳源 ３１８

碳中和 ３１５

土壤腐殖质 ６１１７

土壤改良 ６１１９

土壤矿质化 ６１９

土壤培肥 ６１２０

土壤碳库 ６１１１

土壤温室气体测量Ｇ微气象法 １０２１

土壤温室气体测量Ｇ质量平衡法 １０２５

土壤无机碳 ６１１３

土壤有机碳 ６１１２

土壤有机碳储量 ６１１４

土壤有机碳密度 ６１１５

土壤有机碳驻留时间 ６１１６

土壤有机质 ６１１０

退化草地修复 ６２７

W
挖塘机械 ７３６

网箱清洗设备 ７３８

微灌机械 ７２７

微型水力发电 ８２６

微贮 ５１１６

维持净能 ５１３

卫生填埋 ９１３

卫星遥感监测 １０２１１

温室气体 ３１１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１０２１２

温室气体减排量 １０１７

温室气体排放 ３１３

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１０１８

温室气体源 ３１８

温室效应 ３１２

稳定塘 ９２５

X
硝化 ４２８

硝化抑制剂 ４２９

休牧 ６２１３

畜牧养殖机械 ７２９

畜禽场地清理机械 ７２１０

畜禽粪便垫料养殖 ５２１３

畜禽粪便排泄系数 ５２２

畜禽粪污 ５２１

畜禽粪污管理甲烷排放 ３２８

畜禽粪污管理氧化亚氮排放 ３２９

畜禽圈养蓄粪池 ５２１２

畜禽养殖氮排泄率 ５２３

畜禽养殖氮摄取率 ５２４

Y
厌氧发酵 ５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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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氧化塘 ５２１１

养殖大型藻类碳汇量 ６３９

养殖双壳贝类碳汇量 ６３１０

养殖渔业 ６３２

液体粪污贮存 ５２６

以 NH３和 NOx形式挥发的氮排放 ４２５

刈割复壮 ６２９

优化饲料配方 ５１１１

优化饲养管理 ５１１０

有机肥料 ６１２５

有机肥施用氮排放 ４２２

有机土 ６１７

有机土壤 ６１６

有效功率 ７１３

渔机移动源燃烧排放 ３２１５

渔业生物群体 ６３６

渔业碳汇 ３２１２

渔业碳排放强度 ７３１

原位观测 １０２１０

Z
增氧机 ７３４

增殖放流 ６３４

沼肥 ６１２２

沼气 ８１１４

植物净化修复 ９２４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１０１２５

注册 １０１２７

注销 １０１３２

自愿减排量 １０１２３

自愿碳标准 １０１２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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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对应词索引

A
aboveＧgroundbiomass ６１３

activatedsludgeprocess ９２８

activenetenergy ５１４

adaption １１１１

adaptiontoclimatechange １１１１

additionality １０１１９

aerobicbiologicalsolidwastestreatment ９１４

aerobicbiologicalwastewatertreatment ９２１

aerobiccomposting ５２１５

aerobictreatmentofliquidmanure ５２１４

aerothermalenergy ８２３

AFOLU １０１２

agriculturaladaptionmeasures １１１１３

agriculturalinsurancesbasedonmeteorologicalindices 

　 １１１１２

agriculturalmachinerymobilecombustionemission
　 ３２１４

agriculturalpowermachinery ７２１

agriculturalsolidwaste ９１１

agriculturalstationarysourcecombustionemission 

　 ３２１３

agricultureintegratedsolar ８２８

agriculture,forestryandotherlanduse １０１２

agrometeorologicalhazard １１１１１

airsourceenergy ８２３

alkalineprocessing ５１１５

alternatedryingandwettingwatermanagementpractices
４１４

anaerobicbiologicalsolidwastestreatment ９１５

anaerobicbiologicalwastewatertreatment ９２２

anaerobicfermentation ５２１８

anaerobicoxidationpond ５２１１

animalhusbandrymachinery ７２９

anthropogenicnitrousoxideemissionfromnitrogeninputs
４２４

aquaculture ６３２

aquacultureharvestingmachinery ７３１１

aquaculturewaterqualitycontrolequipment ７３１０

artificalwetland ９２６

artificialfishreef ６３５

automaticaerator ７３４

B
balanceforforagewithlivestock ６２１６

baledstrawcombustion ８１７

BECCS ８１９

beddingbreeding ５２１３

belowＧgroundbiomass ６１４

biochar ６１２３

biocharbasedfertilizer ６１２４

biodiesel ８１１６

biodiversity １１１１５

bioenergy ８１１

bioＧenergywithcarboncaptureandstorage ８１９

biofilter ９２７

biofuelethanol ８１１７

biogas ８１１４

biogasfertilizer ６１２２

bioＧhydrogen ８１１１

biologicalcarbonsequestration ６１１

biologicaldiversity １１１１５

biologicalnitrogenfixation ４２１４

biologicalnitrogenremoval ９２３

biomass ６１２

biomasscarbonization ８１４

biomassdensification ８１６

biomassgasification ８１２

biomassliquefaction ８１５

biomasspowergeneration ８１８

biomasspyrolysis ８１３

biomasssyngas ８１１０

bioＧnaturalgas ８１１２

bivalvecarbonsink ６３８

blistermanureprocess ５２９

brakepower ７１３

C
cancellation １０１３２

carbonallowance １０１１２

carbonbudget １０１１７

carboncredit １０１１５

carboncycle ３１１３

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limedissolution ４３２

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ureadissolution ４３３

carbondioxideequivalent １０１３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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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dioxidestrippingcolumn ７３２

carbonemissionintensity １０１６

carbonemissionintensityoffishery ７３１

carbonemissionssource ３１８

carbonfinance １０１１６

carbonfixation ３１１１

carboninventory １０１１４

carbonleakage １０１１３

carbonmarket １０１９

carbonneutrality ３１５

carbonoffset １０１１１

carbonprice １０１１０

carbonsequestration ３１１１

carbonsequestrationincropland ３２１０

carbonsequestrationingrassland ３２１１

carbonsink ３１９

carbonsinkmonitoringtechnology １０２４

carbonsinkoffishery ６３１

carbonstock ３１１２

carbonstorage ３１１０

carbontrading １０１８

carbontradingmechanism １０１１８

CCER １０１２５

CDM １０１２０

CERs １０１２４

certification １０１２９

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 １０１２４

Chinese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 １０１２５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 １０１２０

climatecarryingcapacity １１１９

climatechange １１１２

climatechangeadaption １１１１

climatechangeimpact １１１３

climatechangemitigation ３１１４

climatechangemonitoringandearlywarning １０２７

climatechangeobservationnetwork １０２８

climatechangerisk １１１４

climateevent １１１８

climatescenario １１１７

climateＧresilientagriculture １１１１０

climateＧsmartagriculture １１１１４

CO２equivalent １０１３

CO２e １０１３

CO２eq １０１３

combinedmachine ７２２

compoundnutritionaddsbrick ５１１７

comprehensiveutilizationofstraw ４３８

comprehensivevegetationcoverageofgrassland ６２３

conservationtillage ６１１８

CRA １１１１０

D
deepapplicationofnitrogenfertilizer ４２１２

denitrification ４２１０

denitrificationinhibitor ４２１１

densifiedbiofuel ８１１３

direct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３２３

drymanureremovalprocess ５２７

dynamicfermentation ５２１７

E
ecoＧcompensation １１１１７

emissionallowances １０１２６

emissionfactor １０１５

emissionpollutants ７１７

emissiontrade １０１２１

energycrop ８１１５

energyＧsavingfishingboat ７３９

enhancementandreleasing ６３４

ensiling ５１１３

ET １０１２１

excretioncoefficientoflivestockmanure ５２２

extremeweather １１１８

F
facilityenvironmentalcontrolequipment ７２８

farmlandammoniaemission ４３４

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３２２

fecalresidueandwastewater ５２１

fieldincinerationofagriculturalwaste ４３１

fisherybiota ６３６

fisherycarbonsink ３２１２

fisherymobilesourcecombustionemission ３２１５

fishingpopulationcarbonsink ６３１１

forbiddengrazing ６２１２

fuelconsumption ７１５

G
gaseouspollutants ７１８

GCM １１１５

GGA １１１６

GHG ３１１

globalclimatemodel １１１５

globalgoalonadaption １１１６

globalwarmingpotential １０１４

grasslandcarboncycle ６２２

grasslanddegradation ６２６

grasslandecosystemcarbonpool ６２１

grasslandexclusion ６２１１

grasslandimprovement ６２１５

grazingintensity ６２５

greenmanure ６１２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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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effect ３１２

greenhousegas ３１１

greenhousegasactivitydata １０２１２

greenhousegasemission ３１３

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 １０１７

greenhousegasinventoryforagriculturalactivities

　 １０１１

groundＧbasedobservation １０２９

GWP １０１４

H
histosolsoil ６１７

I
incinerationtreatment ９１２

indirectfarmlandnitrousoxideemission ３２４

inＧsituobservation １０２１０

integratedmanagementofwaterandfertilizer ４３６

intermittentirrigationdays ４１３

intermittentirrigationinpaddyfield ４１２

L
lactogenicnetenergy ５１６

liquidstorage ５２６

livestockandpoultryyardcleaningmachinery ７２１０

livestocknitrogenexcretionrates ５２３

livestocknitrogenintakerates ５２４

loadingfactor ７１９

M
mariculturalbivalvecarbonsinkamount ６３１０

mariculturalseaweedcarbonsinkamount ６３９

marineranching ６３３

massbalanceapproachforsoilgreenhousegasmeasurement
　 １０２５

meadowreseeding ６２８

methaneemissionfromentericfermentation ３２７

methaneemissionfrom manuremanagement ３２８

methanogens ３２５

methanotrophs ３２６

microＧhydropowergeneration ８２６

microＧirrigationmachine ７２７

micrometeorologicalapproachforsoilgreenhousegas
　measurement １０２６

microorganismdisposalprocessing ５１１６

mixedplantingofnitrogenfixinglegumes ６２１０

monitoring １０１３１

mowingrejuvenation ６２９

N
negativeemissions ３１７

netcagerinser ７３８

netenergyforlabor ５１７

netenergyformaintenance ５１３

netenergyforwoolproduction ５１８

netgrowthenergy ５１５

netpower ７１２

netＧzeroemission ３１６

nitrification ４２８

nitrificationinhibitor ４２９

nitrogendeposition ４２６

nitrogenemissionintheformofNH３andNOxevaporation
　 ４２５

nitrogenmineralization ４２７

nitrogenＧcontainingtracegasemissionfromchemicalfertilizer
　 ４２１

nitrousoxideemissionfrom manuremanagement 

　 ３２９

nonＧroadagriculturalmachineemission ７１１

noＧtillageplanter ７２４

O
optimalfeedingmanagement ５１１０

optimalfodderformula ５１１１

optimizingwaterandfertilizermanagementtoreduceemisＧ
sion ４３５

organicfertilizer ６１２５

organicsoil ６１６

P
paddymethaneemission ３２１

peakcarbondioxideemissions ３１４

perennialgrass ６２４

perennialwoodyplant ６１５

photovoltaicfacilityagriculture ８２９

photovoltaicsolarenergy ８２１

phytopurificationremediation ９２４

pitstoragebelowanimalconfinements ５２１２

pondexcavator ７３６

pregnancynetenergy ５１９

R
rainstorageirrigationofrice ４１５

reactivenitrogenemissionfromorganicfertilizerapplication
　 ４２２

reactivenitrogenemissionfromstubblereturn ４２３

registration １０１２７

remotesensingmonitoring １０２１１

respiratorychambermethod １０２２

restgrazing ６２１３

restorationofdegradedrangeland ６２７

rotationgrazing ６２１４

ruminalmethaneemission ５１２

ruminant ５１１

ruralrenewableenergy ３２１６

６３



NY/T４６９０—２０２５

S
sandysoil ６１８

sanitarylandfill ９１３

seaweedcarbonsink ６３７

separationandreutilization ５２１０

septictank ９１６

servicepower ７１４

shallowgeothermalenergy ８２７

sludgeremover ７３７

soilamelioration ６１１９

soilcarbonpool ６１１１

soilfertilityimprovement ６１２０

soilhumus ６１１７

soilinorganiccarbon ６１１３

soilmineralization ６１９

soilorganiccarbon ６１１２

soilorganiccarbondensity ６１１５

soilorganiccarbonresidencetime ６１１６

soilorganiccarbonstorage ６１１４

soilorganicmatter ６１１０

soiltestingandformulatedfertilization ４３７

solarthermalenergy ８２２

solidstorage ５２５

specificfuelconsumption ７１６

sprinklingirrigationmachine ７２６

stabilizationpond ９２５

staticchambertechnique １０２１

staticfermentation ５２１６

strawmulchingtechnology ４２１５

stressＧresistantcrop １１１１６

subsoiler ７２３

sulfurhexafluoridetracermethod １０２３

synchronoussidedeepfertilizerapplicatorforricetransplanting
　 ７２５

T
TMR ５１１２

totalmixedration ５１１２

transformation ５２１０

treatmentequipmentforsickanddeadlivestockandpoultry
７２１１

U
ureaseinhibitor ４２１３

V
validation １０１２８

VCS １０１２２

verification １０１３０

verifiedcarbonstandard １０１２２

verifiedemissionreductions １０１２３

VERs １０１２３

W
waterflushingmanureprocess ５２８

watermanagementinpaddyfield ４１１

waterpurificationequipment ７３５

waterＧimprovingmachine ７３３

windenergyresource ８２４

windpowergenerationv８２５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