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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植被的固碳功能与适用于碳贸易的生物固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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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碳贸易的核心问题是要有足够的碳封存量在抵消CO2的排放之后还能有碳额度进入市场买卖。该文结合固

碳概念，从固碳技术、减量成本、对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影响等多方面对目前存在的和有潜力的各种减排与固碳

途径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陆地植被对CO2的吸收是最安全有效的固碳过程，它们能够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吸收

CO2，从而节省分离、提纯等 技术的费用。进而该文分别对森林、草地、农田等3种陆地植被的固碳功能与不同

固碳策略对固碳效果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能力，草地

与农田土壤有机碳库在固碳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显著。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4 项适用于碳贸易的生物固碳方
式，即保护天然林，推广种植速生丰产人工林；保育天然草地 、建设人工草地；建立规模化沼气产业链；注重利
用边际土地种植生物质能源，促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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