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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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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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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空间规划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建华、黄芬、白晓永、岳跃民、杨慧、张春来、肖琼、孙平安、于奭、王培、康志强、

张连凯、章程、朱同彬、何师意、张强、李建鸿、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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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流域碳循环监测及增汇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我国岩溶流域碳循环监测及增汇评价工作的总体原则、工作流程、监测评价内容、技
术方法和成果编制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降水作用下我国岩溶流域碳循环监测及增汇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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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T14158 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比例尺1∶50000)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岩溶流域 karstcatchment
流域内碳酸盐岩面积不小于10%,赋存的地下水或地表水体中重碳酸根浓度不小于1mmol·L-1

且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根型的地表或地下水系的完整集水区单元。

3.2
岩溶碳循环 karstcarboncycle
在岩溶流域中,碳酸盐岩风化溶解消耗大气或土壤中的二氧化碳(CO2)形成无机碳,并在物理、化

学和生物作用下碳形态相互转化和迁移的过程。

3.3
岩溶碳汇 karstcarbonsink
通过岩溶碳循环吸收大气或土壤中的二氧化碳,并储存于水体中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3.4
人工增汇 artificailcarbonsinkincreasing
通过实施人工造林种草、土壤改良、引入外源水、水生植物培育等活动,促进岩溶作用吸收更多的大

气或土壤中CO2 的过程。

4 总则

4.1 概述

4.1.1 调查岩溶流域地质、水文等结构特征;监测岩溶碳循环过程中碳的来源、迁移、转化过程、赋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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