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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瑞卿  刘 越

森林、草原、湿地等陆地生

态系统是重要的“储碳库”“吸

碳 器 ”， 是 目 前 最 为 经 济、 安

全、有效的碳中和手段。按照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要

求，构建完善的碳汇计量监测体

系对于内蒙古科学评估林草湿碳

汇的量和质、有效管理和利用林

草湿碳汇、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

一、开展林草湿生态系统

调查和监测评估

强化监测评估  建立健全内蒙古碳汇计量监测体系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调查、监测和评估自然生

态系统生态状况，提高生态风

险预测预警能力，全面掌握全

区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及变化趋

势，为内蒙古科学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扩大林草湿面积，

提升碳汇增量提供基础调查成

果支撑。

调查林草湿生态状况。以

遥 感、5G、 云 计 算、 大 数 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

撑，依托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点及生

态系统监测网络，配合国家构

建天空地和点线面一体化遥感

分析、地面调查、定位观测与

生态物联网综合监测体系。系

统开展全区自然资源统一调查

监测评价，统筹开展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河湖、生物

多样性等专项调查。配合国家

建立林草综合数据库和信息管

理平台，建设内蒙古草原大数

据平台，形成林草湿“一张图”

及智慧应用。完善草原资源调

摘  要 ：科学合理计量监测林草湿碳汇及其动态变化是内蒙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工作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推动碳汇价值实现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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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建立草原管理基础档

案，及时掌握全区草资源、草原

类型、生物量、等级、生态健康

状况以及年度现状变化情况。

监 测 评 估 林 草 湿 生 态 状

况。按照国家部署要求，依托全

区各类生态监测站点，立足自然

地理单元的完整性，统筹协调山

上山下、地上地下和流域上下游

的生态耦合关系，建立国家地方

一体化管理的林草资源综合监测

制度，构建林草湿资源“天空地

网”一体化综合监测技术体系，

增强响应气候变化的预测预警和

应急应对能力。协同监测区域尺

度、项目尺度等多空间，兼顾植

被、土壤、气候等多种要素，提

升全区国土生态状况监测信息

化、精准化水平。强化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

等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作业设

计编制、施工、检查验收全过程

监管，全面监测评估林草湿资源

状况变化。以国土“三调”数据

为底版，按照自然资源统一调查

监测要求，每年开展林草湿资源

基本状况监测、林草湿生态评

价、年度林草湿动态监测、专项

应急性监测，稳步提高监测时效

和技术水平。

预测预警林草湿生态风险。

科学评估全区林草湿生态系统退

化程度，开展森林、草原和湿地

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研判林草

湿重大生态问题和风险，监测

和分析生态承载力临界点（阈

值）、机理成因，探索建立生态

模拟与反演技术，提升林草湿生

态风险预警、报告和处置能力。

建立草班小班档案，将草原资源

落实到山头地块。实施林草突变

斑实时监测预警，开展年度变更

图斑判读。

二、开展林草湿生态系统

碳汇计量监测

遵循“符合标准、体现地

域、档案规范、信息透明”的原

则，构建林草湿生态系统碳汇计

量监测体系，开展森林、草原、

湿地等碳汇本底调查，摸清全区

林草湿碳汇“家底”。

建立林草湿生态系统碳汇

计量监测体系。依托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体系，充分利用全区林草

湿生态综合监测评价的成果，加

快构建符合国家要求、标准规

范、具有内蒙古特色的自治区、

盟市、旗（县、区）三级生态系

统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技术标准

体系、模型参数体系和碳汇数据

体系），提高森林、草原、湿地

等生态系统碳汇计量能力，为实

现碳汇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发

展碳汇交易、建立碳汇补偿机制

等提供科学、标准计量依据。研

究和完善涵盖内蒙古主要树种和

草种的林草湿碳汇计量模型。推

动专项林业、草原、湿地贷款向

林草湿全口径碳汇研究倾斜，并

纳入森林、草原、湿地示范项目

予以扶持，为开展林草湿全口径

碳汇计量监测奠定基础。

开展林草湿碳汇监测。按

照《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

术 指 南（ 试 行 ）》、《IPCC 土 地

利 用、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LULUCF）优良做法指南》《碳

汇造林项目方法学》《森林经营

碳汇项目方法学》等要求，学习

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制定《内蒙

古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明

确碳汇造林种草地点选择、调查

和作业设计、树种草种选择、造

林种草方式、整地栽植、森林抚

育、草原保护修复、检查、验

收、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持

续、标准、规范开展全区林草湿

碳汇监测和林草湿生态综合监测

评价，合理布局覆盖主要树种林

分类型、龄组和主要草种的林草

湿碳汇计量监测样地，确定适合

开展林草湿等碳汇项目开发的范

围。推动林草湿碳汇计量监测结

果市场化，支持碳汇计量监测结

果服务全国碳市场和自治区区域

性自愿减排市场需求，服务林草

湿碳汇补偿机制，服务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开发林草湿碳汇项

目。

完成林草湿碳汇本底调查。

依托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监

测网点及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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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期的观测资料和数据，广泛

应用遥感、5G、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开展全区森林、草原、湿地

碳汇资源本底调查。积极引导、

指导和支持旗县区开展林草湿碳

汇计量监测相关工作，灵活组织

林草湿碳汇相关技术培训，推广

普及林草湿碳汇基础知识，逐步

形成自治区、盟市、旗（县区）

三级联动、相互配合、共同开发

的格局。建立全区林草湿碳汇资

源矢量数据库，推进矢量数据可

视化、碳汇潜力分析智能化，

形成全区林草碳汇资源“一本

账”、林草碳储量和碳汇量“一

张图”，全面掌握全区符合不同

方法学开发条件的林草碳汇现

状、变化和分布情况。

加强林草湿碳汇计量监测

机构能力建设。强化碳汇计量监

测机构人员培训、装备配备和平

台建设，提升支撑能力。加强碳

汇计量监测人才队伍建设，加大

培养、引进青年碳汇人才力度，

加强与区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合作，采取“在学中干、干中

学”的方式，逐步提高林草湿碳

汇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计量监

测的管理能力。加快培养一批碳

汇计量评估师。推广运用林草湿

碳汇计量监测新技术、新设备，

提升林草湿碳汇数据采集自动化

电子化水平。鼓励林草湿碳汇计

量中介等机构发展，为林草湿碳

汇项目业主提供相应业务服务，

降低项目开发和实施的风险，为

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和实施提供

可持续性保障。加大对从事林草

湿碳汇计量监测技术的企业、组

织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拥有先

进林草湿生态监测技术研发或者

设备生产的企业发展。

三、开展林草湿生态系

统碳汇评估

科学开展森林、草原和湿

地碳储量总量和质量评估、潜力

分析以及碳源碳汇格局评估。实

施生态保护修复碳汇成效监测评

估。开展不同人为活动措施下的

林草湿生物量和碳储量评估，分

析评估不同林地、草地、湿地类

型的碳汇潜力和碳汇项目发展布

局，明确未来碳汇发展方向和重

点任务，为推动林草湿碳汇项目

开发、增强林草湿生态系统碳汇

功能提供科学依据。建立健全林

草碳汇价值量化评估机制。探索

构建自治区林草碳汇评估体系平

台，开展盟市、旗县级全口径林

草碳汇潜力评价和试点工作，建

立统一的林草碳汇计量标准和监

测评估系统，实施森林、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碳汇成效监测评估。

建立全区林草碳汇数据定期发布

制度，及时反映各地林草碳汇产

品数量和价值变化，加强林草碳

汇计量监测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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