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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規模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 

 專案編號 C  

一、基本資料 

公司/單位名稱 OO 畜牧場 

計畫名稱 豬糞尿水施灌取代化學肥料 

計畫書版本 2.0 製作日期 2024年08月07日 

減量編號/名稱 

(中英文) 

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 

Methodology for Improved Agricultural Soil Management 

減量方法版本 1.0 範疇別 B-12農業及土地利用 

專案總減量  1,542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二、專案活動描述 

申請類別 

▓移除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30年）；□ 展延型（20年） 

□ 展  延：□ 第一次（10年）；□ 第二次（10年） 

□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10年）；□ 展延型（5年） 

□ 展  延：□ 第一次（  5年）；□ 第二次（5年） 

專案計入期 2019年1月1日 ~ 2048年12月31日（實際計入期以註冊通過日起算） 

專案類型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______瓩 

□節能類型：每年總節電量______度 

▓減碳類型：溫室氣體每年總移除量  51.4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參與機構 

(實際減量單位)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機構性質 角色說明 分配比例 

OO畜牧場 畜牧場 
專案執行者 

(提供養豬糞尿水) 
100% 

農業試驗所 研究機構 
專案規劃與土壤檢測者 

(專案規劃與土壤檢測) 
0% 

 

執行費用 

□設置成本_____________元；□能源或燃料成本____________元； 

□政府補助_____________元；□維運成本(含人力)___________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元 

 

專案活動地點自2011年起，設備購置與操作所需費用由畜牧場經費支出，土壤有

機碳分析費用由農業試驗所計畫研究經費支付。 

執行地點 

(1) 專案活動地點 

專案活動的地點位於雲林縣 OO 鄉 OO 牧場與附近農地。OO 牧場位於雲林

縣 OO 鄉 OO 段 OO 地號，以 OO 牧場為中心（大門位於 X=17OO44  

Y=26OO657），及距離小於3公里之農地共33處，面積共8.3公頃，採用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GPS)進行座標標記詳如表 1，專案活動執行過程皆獲得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施灌（如附件1）。專案活動地點套繪2005年正射影像（航照圖）及地籍圖如

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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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描述 

雲林縣 OO 鄉地處嘉南平原西北部，地勢平坦，氣候屬副熱帶季風氣候（雲

林縣水林鄉公所，2024），年均溫24.06℃，年平均降雨量約1,247毫米（農作物預

警平台，2024）。依專案活動地點套繪農業試驗所2016年詳測土壤圖與地籍圖資

如圖 2所示，土壤質地主要為砂質壤土。申請種植作物為水稻、雜糧（玉米）與

甘蔗，但申請案執行期間未種植甘蔗，皆為一期水稻與秋作玉米輪作。 

表 1.專案活動邊界之各區域 

分區 編號 面積(公頃) 種植作物 土壤質地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 

  1 0.4488 

水稻、玉米 

坋質壤土 

X=175596, Y=2611126 

  2 0.2799 X=175563, Y=2611131 

A 3 0.202086 X=175526, Y=2611017 
 4 0.143616 

砂質壤土 

X=175362, Y=2612076 

  5 0.199415 X=175252, Y=2612137 

  6 0.199415 X=175250, Y=2612113 

  1 0.15921 

水稻、玉米 

砂質壤土 

X=175562, Y= 2611933 

  2 0.208803 X=175515, Y=2611809 

  3 0.31 X=175301, Y= 2611904 

  4 0.294372 X=175290, Y= 2611881 

  5 0.388869 X=175297, Y=2611797 

  6 0.24307 

― 

X=175401, Y=2611704 

  7 0.263588 X=175484, Y=2611552 

  8 0.120615 X=175488, Y= 2611475 

B 9 0.174014 

砂質壤土 

X=174690, Y= 2611496 
 10 0.165678 X=174767, Y=2611490 

  11 0.2052 X=174317, Y= 2611986 

  12 0.1938 X=174334, Y=2611984 

  13 0.26 X=174319, Y= 2611784 

  14 0.270866 X=174307, Y=2611749 

  15 0.181511 X=174223, Y=2612005 

  16 0.36064 X=173419, Y=2612242 
 1 0.304914 

水稻、玉米 砂質壤土 

X=175191, Y=2612343 
 2 0.150674 X=175184, Y=2612234 
 3 0.174096 X=173356, Y= 2612833 

  4 0.35682 X=174640, Y=2612545 

  5 0.20634 X=174603, Y=2612429 

C 6 0.45942 X=174063, Y=2612627 

  7 0.181578 X=174018, Y=2612521 
 8 0.1713 X=173903, Y=2612540 

  9 0.055816 X=173779, Y= 2612849 

  10 0.6674 X=173731, Y=2612811 

  11 0.321795 X=173485, Y=2612573 

農地面積總計 8.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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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範圍地理位置及施灌分區圖 

 

 

圖 2. 專案範圍土壤質地圖及3處樣本單元標示 

減量措施、設

備說明 

(1) 豬糞尿施灌技術 

專案實施前農地氮肥均為施用化學肥料，專案則改變為施灌豬糞尿水於農

地，取代化肥。經固液分離後豬糞尿水其含氮量為296毫克/公升，惟本案申請之

「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用許可」（附件1）種植作物主要為水稻、雜糧作物

（玉米）與原料甘蔗，並以不定期輪作方式耕種（於1年內種植1期原料甘蔗，或

於1年內種植1期水稻與1期雜糧作物）。但依2015-2018年調查資料，於專案範圍

內未種植原料甘蔗，均以1期水稻與秋作玉米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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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以本案養豬糞尿水含氮量、作物施肥手冊推薦氮量、種植面積、估

算施灌量如下： 

(a) 水稻：根據作物施肥手冊所登載一期作稉稻推薦氮素量為110~140公斤

/ha/期。本案水稻種植期數為第1期/年（與玉米採輪作方式種植），平均

施氮量140公斤/ha/期。分別於基肥（插秧前）、第一次追肥（約插秧後

3-4週）、第二次追肥（約插秧後7-8週）每公頃施灌142、142、189公噸

豬糞尿水。 

(b) 玉米：根據作物施肥手冊所登載玉米推薦氮素量分別為100~200公斤/ha/

期。本案玉米種植期數為第2期/年（與水稻採輪作方式種植），平均施

氮量200公斤/ha/期。分別於基肥（插秧前）、第一次追肥（約插秧後3-4

週）、第二次追肥（約插秧後7-8週）每公頃施灌203、203、270公噸糞

尿水。 

(c) 如上計算施灌量，以豬糞尿水其氮量296毫升/公升計算，每公頃每年約

施灌1,149公噸，專案面積共8.3公頃則共施灌9,533公噸。 

(2) 設備說明 

由 OO 牧場自行以小貨車附載1個裝載量為3噸的儲水桶，依申請路線到達施

灌地點後開啟後方放流閥，並透過連接塑膠管方式使豬糞尿水與地下水以1：2之

比例溝灌或漫灌作物。 

設備壽齡 

專案起始日2019年1月1日；舊設備起始使用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設備剩餘

壽齡____年 

□屬節能類型專案，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引用運輸業類別減量方法，屬汰舊換新措施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清潔發展機制設備壽齡評估工具預設年限：_____（設備名稱）預設值___年 

□經第三方檢測單位進行評估，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設備預設使用年限_____，應檢附設備供應商提供之證明文件 

□國家統計資料_____年，資料來源____________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件說明 

條件 符合性 說明與佐證 

1. 適用於臺灣農耕系統，提出專案申請之土

地及管理措施須符合農業土地利用相關法

規。 

▓符合 

□不適用 

1.本專案活動位於臺

灣，本專案申請之

農地符合農地利用

相關法規，而養豬

糞尿水施灌於田間

符合水汙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 

2.佐證資料「農業事

業廢棄物個案再利

用許可核定書」於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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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旨在增加土壤有機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儲量，專案必須對原有的農

業管理措施引入或採用一項或多項新的變

更，停止或調整原有的措施，以增加土壤

有機碳儲量，達到實現溫室氣體移除量的

目標。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採用養豬糞尿

水（糞肥）取代化學

肥料。 

3. 專案管理措施的任何定量調整幅度（例

如，有機質肥料取代化肥比例）必須超過

原有值的5%，原有值是於基線作業時程的

歷史回溯期內的平均值。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採用養豬糞尿

水(糞肥)取代化學肥

料，超過方法學中現

有值的5%之條件。 

4. 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專案活動

必須在農地(含休耕、廢耕農地，但需維持

低度處理，以可隨時恢復農耕管理)上實

施。若在專案確證前能夠充分證明將多年

生作物（如草類、豆類）與一年生作物整

合，則允許作物制度改變，使其併入長期

農業管理系統，但專案文件必須提供涵蓋

擬議專案期的長期管理計畫。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活動在農地上

實施。 

5. 在專案開始日期之前的10年內，專案邊界

生態系統必須為持續穩定農業使用，可藉

由歷史航空影像或歷史使用土地類別進行

佐證。 

▓符合 

□不適用 

1.專 案 開 始 時 間 為

2019年1月1日 ， 於

前10年 （2009-2018

年）土地利用分級

分 類 皆 為 農 作 使

用，以航遙測圖資

供應服務平台之行

拍影像作為佐證資

料詳如附件2。 

2.查詢「全國 GIS 地

籍圖供應系統」與

「全國土地使用分

區資料查詢系統」，

彙整專案邊界內土

地利用類別。 

6. 專案活動預計不會導致產量持續下降超過

5%，並已獲同儕審查和/或已發表的研究

報告中，針對本專案活動在同一或類似地

區的實施成果中加以證明。若執行有機農

法，可以附近區域之產量進行比較。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藉由農民產量

資料以及農業部農糧

署-農情報告資源網於

同地區產量調查數據

證實，活動產量持續

下降不超過5%。佐證

資料於附件3。 

7. 本方法學著重於土壤有機碳增加所產生的

效益，但若管理措施造成其他碳庫與排放

源變化量的5%，則需計入其變化量。例

如：肥料與化石燃料使用變化等。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採用養豬糞尿

水（糞肥）取代化學

肥料，須計入氮肥使

用產生之 N2O 排放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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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案活動每年溫室氣體淨移除量應小於或等

於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符合 

□不適用 

本案估算溫室氣體年

平均移除量約為51.4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9. 不適用於以下情形：（1）專案活動不能在濕

地上進行。（2）專案活動不能將生物炭作為

土壤改良劑來使用。 

▓符合 

□不適用 

1.專案活動在農地上

進行。 

2.未使用生物炭作為

土壤改良劑。 

外加性分析 

(法規) 

□無 ▓法規外加性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第八條：「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第四條檢

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

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能型專案每年總

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事前估算溫室氣體年平均移除量約為51.4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符合第

（三）項情形，故僅分析法規外加性，及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中央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能源管理法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自治條例】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策、方案、綱領】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法規：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依據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成立於2017年12月27日前之養

豬畜牧場，飼養規模界於20-2000頭者，資源化比率（總廢水量）需於2025年內

達5%。OO 畜牧場於2018年10月已申請1,825公噸放流水回收澆灌使用，資源化

比率達16%，已超過5%之資源化比例，故本專案具有法規外加性。 

有關於專案推動時須衡量個案情形進行周遭環境之衝擊分析及採取因應措

施，並納入專案計畫內部分，本專案已取得「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用許可核

定書」（詳附件1），其中個案再利用核定計畫內已包含有污染防治計畫，並應進

行地下水質及土壤品質等檢驗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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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施前後

示意圖 

圖 3.專案實施前示意圖 

圖 4.專案實施後示意圖 

四、計算方法 

基線情境 

一、專案現況說明 

本專案係基於雲林縣水林鄉 OO 牧場申請之「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

用許可」（附件1），以養豬糞尿水取代化肥施灌於8.3公頃農地，因豬糞尿水

富含有機質與氮含量取代化肥，可增加農地土壤有機碳含量，改善土壤物

理特性。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皆於農田上實施，專案活動實施之

土地皆符合土地利用相關法規。基線情境繼續沿用專案開始前3年內所使用

的農業管理措施，均是使用化肥。 

 

二、基線排放量設定 

本案於2011年12月即核定「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用許可」，得於

2012年起進行養豬糞尿水施灌。然前期實際施灌量未超過申請量的5%，故

本案不計入。因此以2018年基線，基線農業管理措施如表 2所示，依當年度

土壤有機碳含量為基線。另外，因專案活動為改變專案範圍內氮肥使用，

因此產生的排放源排放變動於本案一併計算。 

依照該方法學基線方法所列氮肥的 N2O 排放以施用化學肥料作計算排

放量。以本專案運輸槽車汽油使用量636 L/年，其碳排放量為1.86 tCO2e，

低於淨排碳量5%，符合減量方法之排除原則，因此，其化石燃料排放忽略

不計。 

基線與專案情境計入之碳庫與溫室氣體排放源詳如表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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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基線農業管理措施 

*專案管理措施維持基線情境的各項基線農業管理措施，僅採用養豬糞尿水（糞肥）取代
化學肥料。 

 

 

表 3、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碳庫的選定 

來源 是否選擇 理由/解釋 

地上部木本生物量 否 本案未種植木本植物 

地上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非木本植物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或

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碳庫不必

包括在內 。 

地下部木本生物量 否 本案未種植木本植物 

地下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非木本植物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或

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碳庫不必

包括在內 。 

枯死木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

重大變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

的。 

枯落物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

重大變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

的。 

土壤有機碳 是 受專案活動影響的主要碳庫，預計

在專案情境中會增加。 

 

 

 

 

 

農業管理措施 項目 生產履歷 

作物種植和收獲 水稻 種植日期：2018.2.1 

收穫日期：2018.6.15 

硬質玉米 種植日期：2018.7.20 

收穫日期：2018.10.16 

氮肥施用 *化學肥料 水稻：140kg N/ha/yr 

硬質玉米：200kg N/ha/yr 

共計：340 kg N/ha/yr 

水稻：分別於基肥（插秧前）、第一次追

肥（約插秧後3-4週）、第二次追肥（約

插秧後7-8週）每公頃施42、42、56公斤

氮肥。 

硬質玉米：分別於基肥（插秧前）、第一

次追肥（約插秧後3-4週）、第二次追肥

（約插秧後7-8週）每公頃施60、60、80

公斤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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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排放源的選定 

來源 氣體 包含/排除 理由/解釋 

化石燃料 CO2 否 以本專案運輸槽車汽油使用量 636 L/年，

其碳排放量為 1.86 tCO2e，低於淨排碳量

5%，符合減量方法之排除原則，故化石

燃料排放忽略不計。 

土壤產生甲

烷作用 

CH4 否 但因施用之養豬糞尿水的總碳投入量

（0.16 tC）低於作物殘體的總碳投入量

（3.11 tC）的 5%，故不計本項變化量。 

石灰 CO2 否 本案無石灰石或白雲石，故無此項排放。 

氮肥的使用 N2O 是 本案以養豬糞尿水取代化肥，故須計算本

項排放變化。 

固氮物種的

使用 

N2O 否 本案無種植固氮物種，故無此項排放。 

 

專案監測計畫如附件4，歷年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如附件5。 

 

(一) 基線排放量計算，公式： 

 

採用量化方法2直接量測。計算基線土壤有機碳含量如下：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1 

Mn,dl,SOC  =1.25*30*0.00801*100=30.038 

 

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2 

BD𝑐𝑜𝑟𝑟 =
1443.16

3.14159 (
7
2) × 30

= 1.25 

SOCbsl,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3 

 

SOCbsl,i,t =30.038*44/12=110.14 

項 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

量 

30.04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參數

計算而成。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43.16 g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個樣本點後

測量得之。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5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個樣本點後

測量得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 cm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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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0.008 g/g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後依據測量

得之。 

6 100 g/cm2 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bsl,i,t 

在 t 期末，樣本單

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土壤有機碳庫的

估計碳存量 

110.14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後依據測量

得之。 

8 44/12 碳至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基線情境中(bsl)，專案邊界內農田以化學肥料作為作物氮肥來源，於1年內種植1期水稻與1期雜糧

作物-玉米) 計算式如下： 

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𝑏𝑠𝑙,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𝑡 ………………………公式4 

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𝑏𝑠𝑙,𝑖,𝑡 = 1.6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公式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𝑡 = 1.12 + 0.53 = 1.6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𝐹𝑂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𝐸𝐹𝑁𝑑𝑖𝑟𝑒𝑐𝑡 ×

44

28
× 𝐺𝑃𝑊𝑁2𝑂] 𝐴𝑖⁄  ………公式6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1.16 + 0) × 0.005 ×

44

28
× 265] 8.3⁄ = 1.12  水稻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1.66 + 0) × 0.01 ×

44

28
× 265] 8.3⁄ = 1.12     玉米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𝑀𝑏𝑠𝑙.𝑆𝐹.𝑖.𝑡 × 𝑁𝐶𝑆𝐹𝑆𝐹  ……………………………………….…………………公式7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9.7 × 0.12𝑆𝐹  =1.16           水稻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11.06 × 0.15𝑆𝐹 =1.66        玉米 

𝐹𝑂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𝑀𝑏𝑠𝑙.𝑂𝐹.𝑖.𝑡 × 𝑁𝐶𝑂𝐹𝑂𝐹   …………………………………………..……………公式8 

𝐹𝑂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0 × 0𝑂𝐹 =0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𝐴𝑖⁄   ………………公式9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 (1.28 + 3.08) 8.3⁄ = 0.53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𝐹,𝑖,𝑠) +

(𝐹𝑂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𝑀,𝑖,𝑠)
] × 𝐸𝐹𝑁𝑣𝑜𝑙𝑎𝑡 ×

44

28
× 𝐺𝑊𝑃𝑁2𝑂  ………公式10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
(1.16 × 0.11) +

(0 × 0.21)
] × 0.01 ×

44

28
× 265  =1.28   水稻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
(1.66 × 0.11) +

(0 × 0.21)
] × 0.01 ×

44

28
× 265   =1.28  玉米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 (
𝐹𝑆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𝐹𝑂𝑁𝑏𝑠𝑙,𝑖,𝑡
) × 𝐹𝑟𝑎𝑐𝐿𝐸𝐴𝐶𝐻,𝑖,𝑠 × 𝐸𝐹𝑁𝑙𝑒𝑎𝑐ℎ ×

44

28
× 𝐺𝑊𝑃𝑁2𝑂   ………公式11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 (
1.16 +

0
) × 0.24 × 0.011 ×

44

28
× 265 = 3.08  水稻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 (
1.66 +

0
) × 0.24 × 0.011 ×

44

28
× 265 =3.08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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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N2O_soilbsl,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放 

1.65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2 N2O_fertbsl,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使用肥料導致的

N2O 排放 

1.65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3 
N2O_fertbsl,direc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肥料使用導致的

N2O 直接排放 

1.12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4 
N2O_fertbsl,indirec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肥料使用導致的

N2O 間接排放 

0.53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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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肥料使用導致的

N2O直接排放均量 

1.12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6 FSNbsl,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施

用的化學肥料 

水稻:1.16 

玉米:1.66 
t N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計算得之。 

7 
FONbsl,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施

用的有機氮肥 

0 t N 

□預設▓監測 

說明：基線情境未

使用糞肥或有機肥

料。 

8 Mbsl,SF,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施

用的 SF 類型含氮

化學肥料的重量 

水稻:9.7 

玉米:11.06 
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 

9 
Mbsl,OF,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施

用的 OF 類型含氮

有機肥的重量 

0 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基線情境未

使用糞肥或有機肥

料。 

10 NCSF 所施用 SF 型化學

肥料的氮含量 

水稻:0.12 

玉米:0.15 

t N/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紀錄之

化學肥料種類與其

宣告之氮含量。 

11 
NCOF 所施用 OF 型有機

肥料的氮含量 
0 

t N/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基線情境未

使用糞肥或有機肥

料。 

12 EFNdirect 

來自化學肥料、

有機改良劑和作

物殘體的氮添加

到土壤中的 N2O

直接排放係數 

水田:0.005 

旱田:0.01 

t N2O-N/t 

N applied 

▓預設□監測 

說明：排放係數 

13 
SF 化學肥料類型 水稻:台肥39號 -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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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台肥43號 民管理日誌紀錄之

化學肥料種類。 

14 
OF 有機氮肥類型 - - 

□預設▓監測 

說明：基線情境未

使用糞肥或有機肥

料。 

15 44/28 

用於將 N2O-N 排

放轉換為 N2O 排

放的 N2O 分子重

量與N分子重量之

比 

44/28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16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𝑏𝑠𝑙,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

由於使用肥料導

致的 N2O 間接排

放均量 

0.53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17 N2O_fertbsl,vola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因使用肥料而揮

發的氮在大氣中

沉降產生的 N2O

間接排放量 

1.28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18 
N2O_fertbsl,leach,i,t 

在發生淋溶和逕

流的地區，由於

樣本單元 i 在 t 年

使用肥料，氮的

淋溶和逕流產生

的 N2O 間接排放

量 

3.08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化學肥

料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以及《IPCC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 指 南2019修 訂

版》公告之由於向

土壤輸入氮而導致

的 N2O 排放係數計

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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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racGASF,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所有添加到土

壤中的化學肥料

以NH3和NOx形式

揮發的比例 

0.11 -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0 
FracGASM，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添加到土壤中

的所有有機氮以

及沉積在土壤中

的糞便和尿液中

的 氮 以  NH3 和 

NOx 的形式揮發的

比例 

0.21 - 

▓預設□監測 

說 明 引 用 《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1 
FracLEACH，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在發生淋溶和

逕流的區域，添

加到土壤中的氮

（ 化 肥 或 有 機

的）和沉積在土

壤上的糞尿中的

氮，通過淋溶和

逕流流失的比例 

0.24 - 

▓預設□監測 

說 明 引 用 《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2 EFNvolat 

土壤和水面上氮

的大氣沉積產生

的 N2O 排放的排

放係數 

0.01 

t N2O-N 

/(t NH3-N 

+ NOx-N 

volatilized

)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3 EFNleach 
淋溶和逕流產生

的 N2O 排放的排

放係數 

0.011 

t N2O-N / t 

N leached 

and runoff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4 
𝐺𝑊𝑃𝑁2𝑂 N2O全球暖化潛勢 265 - 

▓預設□監測 

說明：IPCC《氣候

變遷2013》第五次

評 估 報 告(IPC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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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排放量計算，公式： 

 

專案情境(wp)中，必須使用基線排放(bsl)中相同公式，以明確相關數值是為專案情境進行量化。 

專案情境土壤有機碳含量計算如下：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12 

Mn,dl,SOC  =1.25*30*0.00921*100=34.538     第1計入期 

Mn,dl,SOC  =1.25*30*0.00981*100=36.738     第2計入期 

Mn,dl,SOC  =1.25*30*0.01085*100=39.675     第3計入期 

 

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13 

BD𝑐𝑜𝑟𝑟 =
1443.2

3.14159 (
7
2) × 30

= 1.25 

SOCwp,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14 

 

SOCwp,i,t = 34.538 ×
44

12
 =126.64     第1計入期 

SOCwp,i,t = 36.788 ×
44

12
 =134.89     第2計入期 

SOCwp,i,t = 39.675 ×
44

12
= 145.48   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

量 

專案第1計入期:34.54 

專案第2計入期:36.79 

專案第3計入期:39.68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參數

計算而成。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43.2 g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 採 樣 後 測 量 得

之。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5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個樣本點後

測量得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 cm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 採 樣 前 測 量 得

之。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專案第1計入

期:0.0092 

專案第2計入

期:0.0098 

專案第3計入

期:0.0106 

g/g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 採 樣 後 測 量 得

之，監測資料如附

件5所示。 

6 100 g/cm2 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wp,i,t 

在 t 期末，樣本單

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土壤有機碳庫的

專案第1計入

期:126.64 

專案第2計入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

壤採樣後依據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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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碳存量 期:134.89 

專案第3計入

期:145.48 

得之。 

8 
44/12 碳至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專案情境氮肥施用 N2O 排放計算： 

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wp,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𝑡 ………………………公式15 

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wp,𝑖,𝑡 = 1.79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公式16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𝑡 = 1.124 + 0.671 = 1.79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𝐹𝑆𝑁wp,𝑖,𝑡 +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𝐸𝐹𝑁𝑑𝑖𝑟𝑒𝑐𝑡 ×

44

28
× 𝐺𝑃𝑊𝑁2𝑂] 𝐴𝑖⁄  ………公式17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0 + 2.822) × 0.005 ×

44

28
× 265] 8.3⁄   =1.124  水稻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0 + 2.822) × 0.01 ×

44

28
× 265] 8.3⁄   =1.124    玉米  

𝐹𝑆𝑁wp,𝑖,𝑡 = ∑ 𝑀wp.𝑆𝐹.𝑖.𝑡 × 𝑁𝐶𝑆𝐹𝑆𝐹  …………………………………公式18 

𝐹𝑆𝑁wp,𝑖,𝑡 = ∑ 0 × 0𝑆𝐹  =0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 𝑀wp.𝑂𝐹.𝑖.𝑡 × 𝑁𝐶𝑂𝐹𝑂𝐹   ………………………………公式19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 3925.68 × 0.000296𝑂𝐹  =2.822  水稻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 5608.11 × 0.000296𝑂𝐹  =2.822  玉米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𝐴𝑖⁄   ………………公式20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 ̅̅ ̅̅ ̅̅ ̅̅ ̅̅ ̅̅ ̅̅ ̅̅ ̅̅ ̅̅ ̅̅ ̅̅ ̅ = (2.468 + 3.102) 8.3⁄ = 0.671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
(𝐹𝑆𝑁wp,𝑖,𝑡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𝐹,𝑖,𝑠) +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𝑀,𝑖,𝑠)
] × 𝐸𝐹𝑁𝑣𝑜𝑙𝑎𝑡 ×

44

28
× 𝐺𝑊𝑃𝑁2𝑂  ………公式21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𝑣𝑜𝑙𝑎𝑡,𝑖,𝑡 = [
(0 × 0.11) +

(2.822 × 0.21)
] × 0.01 ×

44

28
× 265 =2.468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 (
𝐹𝑆𝑁wp,𝑖,𝑡 +

𝐹𝑂𝑁wp,𝑖,𝑡
) × 𝐹𝑟𝑎𝑐𝐿𝐸𝐴𝐶𝐻,𝑖,𝑠 × 𝐸𝐹𝑁𝑙𝑒𝑎𝑐ℎ ×

44

28
× 𝐺𝑊𝑃𝑁2𝑂   ………公式22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wp,𝑙𝑒𝑎𝑐ℎ,𝑖,𝑡 = (
0 +

2.822
) × 0.24 × 0.011 ×

44

28
× 265 =3.102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N2O_soil wp,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放 

1.795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由公式15計

算得之。 

2 
N2O_fert wp,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使用肥料導致的

N2O 排放 

1.795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由公式16計

算得之。 

3 
N2O_fert wp,direc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肥料使用導致的

N2O 直接排放 

1.124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由公式17計

算得之。 

4 
N2O_fert wp,indirec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肥料使用導致的

N2O 間接排放 

0.671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由公式20計

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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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5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𝑤𝑝,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化肥使用導致的

N2O直接排放均量 

1.124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養豬糞

尿水氮投入量以及

《IPCC 2006年國家

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2019修訂版》公告

之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

放係數計算得之。 

6 
FSN wp,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施

用的化學肥料 

0 t N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情境無

使用化肥。 

7 FON wp,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施

用的有機氮肥 

2.822 t N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有機氮

肥產品宣告之氮含

量計算得之。 

8 M wp,SF,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施

用的 SF 類型含氮

化學肥料的重量 

0 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情境無

使用化肥。 

9 
M wp,OF,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施

用的 OF 類型含氮

有機肥的重量 

水稻:3925.68 

玉米:5608.11 
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 

10 
NCSF 所施用 SF 型化學

肥料的氮含量 
0 

t N/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情境無

使用化肥。 

11 NCOF 所施用 OF 型有機

肥料的氮含量 
0.000296 

t N/t 

fertilizer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紀錄之

有機肥料種類與其

宣告之氮含量。 

12 EFNdirect 

來自化學肥料、

有機改良劑和作

物殘體的氮添加

的 N2O 直接排放

係數 

水田:0.005 

旱田:0.01 

t N2O-N/t 

N applied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13 
SF 化學肥料類型 - -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情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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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肥。 

14 
OF 有機氮肥類型 養豬糞尿水 -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紀錄之

有機肥料種類。 

15 44/28 

用於將 N2O-N 排

放轉換為 N2O 排

放的 N2O 分子重

量與N分子重量之

比 

44/28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16 
𝑁2𝑂_𝑓𝑒𝑟𝑡𝑤𝑝,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𝑖,𝑡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

由於使用肥料導

致的 N2O 間接排

放均量 

0.671 t CO2e/ ha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養豬糞

尿水之氮含量以及

《IPCC 2006年國家

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2019修訂版》公告

之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

放係數計算得之。 

17 
N2O_fert wp,volat,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因使用化肥而揮

發的氮在大氣中

沉降產生的 N2O

間接排放量 

2.468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養豬糞

尿水之氮含量以及

《IPCC 2006年國家

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2019修訂版》公告

之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

放係數計算得之。 

18 
N2O_fert wp,leach,i,t 

在發生淋溶和逕

流的地區，由於

樣本單元 i 在 t 年

使用化肥，氮的

淋溶和逕流產生

的 N2O 間接排放

量 

3.102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每年依據農

民管理日誌監測使

用量，再以養豬糞

尿水之氮含量以及

《IPCC 2006年國家

溫室氣體清冊指南

2019修訂版》公告

之由於向土壤輸入

氮而導致的 N2O 排

放係數計算得之。 

19 FracGASF,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所有添加到土

壤中的化學肥料

以NH3和NOx形式

0.11 -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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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的比例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0 
FracGASM，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添加到土壤中

的所有有機氮以

及沉積在土壤中

的糞便和尿液中

的 氮 以  NH3 和 

NOx 的形式揮發的

比例 

0.21 - 

▓預設□監測 

說 明 引 用 《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1 
FracLEACH，I,S 

對於糞便管理系

統 S 和牲畜類型

I，在發生淋溶和

逕流的區域，添

加到土壤中的氮

（ 化 肥 或 有 機

的）和沉積在土

壤上的糞尿中的

氮，通過淋溶和

逕流流失的比例 

0.24 - 

▓預設□監測 

說 明 引 用 《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2 EFNvolat 

土壤和水面上氮

的大氣沉積產生

的 N2O 排放的排

放係數 

0.01 

t N2O-N 

/(t NH3-N 

+ NOx-N 

volatilized

)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3 
EFNleach 

淋溶和逕流產生

的 N2O 排放的排

放係數 

0.011 

t N2O-N / t 

N leached 

and runoff 

▓預設□監測 

說明：引用《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

體清冊指南2019修

訂版》公告之由於

向土壤輸入氮而導

致的 N2O 排放係數

得之。 

24 
𝐺𝑊𝑃𝑁2𝑂 N2O全球暖化潛勢 265 

t CO2e/t 

N2O 

▓預設□監測 

說明：IPCC《氣候

變遷2013》第五次

評 估 報 告(IPCC, 

2013)。 

(三) 洩漏量計算：■不適用 

1. 專案實施後未使產量持續下降5% 

2. 未使用專案邊界外的有機改良劑而造成專案外區域的土壤有機碳下降 

3. 專案未使用案邊界外的生物質殘渣，因此無轉用能源應用產生的洩漏 

4. 專案情境中無非人為造成之生物質燃燒產生的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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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減量計算=(一)基線排放量-(二)專案排放量計算-(三)洩漏量 

 

𝐸𝑅𝑅𝑡 = 𝐸𝑟𝑒𝑚,𝑡 + 𝐸𝑟𝑒𝑑,𝑡 − 𝐿𝐸𝑡        ……………………... 公式23 

𝐸𝑅𝑅𝑡 = 107.09 −2.32 − 0  = 104.79  第1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51.22 −2.32 − 0 = 48.90  第2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54.54 −1.16 − 0 = 53.41 第3計入期 

量化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𝐸𝑟𝑒𝑚,𝑡 = [(∆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1 − 𝑈𝑁𝐶𝑡,𝑐𝑜2
)]  ………..公式24 

𝐸𝑟𝑒𝑚,𝑡 = [(136.95) × (1 − 0.218)] =107.09   第1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68.48) × (1 − 0.252)] =51.22   第2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87.90) × (1 − 0.379)]  =54.54   第3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 −𝑛
𝑖=1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1)) × 𝐴𝑖 ………..公式25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26.64 −𝑛
𝑖=1 110.14) × 8.3 = 136.95   第1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34.89 −𝑛
𝑖=1 126.64) × 8.3 = 68.48   第2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45.48 −𝑛
𝑖=1 134.89) × 8.3 =87.90  第3計入期 

量化溫室氣體淨減排量 : 

𝐸𝑟𝑒𝑑,t= Δ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𝑡 × (1− 𝑈𝑁𝐶𝑡,𝑁2𝑂_𝑠𝑜𝑖𝑙)               ……………………... 公式26 

使用量化方法三，因此 UNCt,N2O_soil  不計 

𝐸𝑟𝑒𝑑,t= −2.32 × (1− 0)= −2.32  第1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𝑑,t= −2.32 × (1−0) =−2.32   第2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𝑑,t= −1.16 × (1− 0)= −1.61    第3計入期 

∆N2O_𝑠𝑜𝑖𝑙𝑡 = ∑ (N2O_soilbsl,i,t − N2O_soilwp,i,t) × 𝐴𝑖𝑛
𝑖=1   ………..公式27 

∆N2O𝑠𝑜𝑖𝑙𝑡
= ∑ (1.65 − 1.795) × 8.3𝑛

𝑖=1 × 2 = −2.32       第1計入期 

∆N2O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65 − 1.795) × 8.3𝑛
𝑖=1  × 2 = −2.32        第2計入期 

∆N2O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65 − 1.795) × 8.3𝑛
𝑖=1 = −1.16        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𝐸𝑅𝑅𝑡 

在 t 年溫室氣體估

算之淨減排量和

淨移除量 

第1計入期: 104.79 

第2計入期: 48.90 

第3計入期: 53.41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23

計算得之。 

2 𝐿𝐸𝑡 
在 t 年溫室氣體估

算之總洩漏量 
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經監測，專

案活動期間無相關

洩漏。 

3 𝐸𝑟e𝑚, t 
在 t 年溫室氣體估

算之淨移除量 

第1計入期:107.09 

第2計入期:51.22 

第3計入期:54.54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24計

算得之。 

4 ΔCO2_soilt 

在 t 年增加土壤有

機碳庫產生的 CO2

排放移除量 

第1計入期:136.95 

第2計入期:68.48 

第3計入期:87.9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25計

算得之。 

5 UNCt,CO2 

t 年與建模或測量 

SOC 存量變化相

關的不確定性扣

除 

第1計入期:0.218 

第2計入期:0.252 

第3計入期:0.379 

0 到 1 之

間的分數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分析實

驗室提供之分析不

確定性，以公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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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計算之。 

6 SOC𝑤𝑝,i,t 

在 t 年末樣本單元

i 專案情境中的土

壤有機碳庫的平

均碳存量 

第1計入期:126.64 

第2計入期:134.89 

第3計入期:145.48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土壤檢測

結果以公式14計算

得之。 

7 SOCwp,i,t−1 

在 t-1年末樣單元 i

專案情境中的土

壤有機碳庫的平

均碳存量 

第1計入期: 110.14 

第2計入期: 126.64 

第3計入期: 134.89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 t-1年為

上一個計入期監測

所得。 

第 一 計 入 期 ： 

SOCwp,i,t−1 = SOCbsl,i,t 

8 𝐸𝑟e𝑑,t 
在 t 年溫室氣體估

算之淨減排量 

第1計入期：-2.32 

第2計入期：-2.32 

第3計入期：-1.16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26

計算得之。 

9 ΔN2O_soilt 

在 t 年硝化/反硝化

作用產生的 N2O

排放減量 

第1計入期：-2.32 

第2計入期：-2.32 

第3計入期：-1.16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27

計算得之。 

10 UNCt,N2O_soil 

使用量化方法 1 模

擬 t 年因硝化/反硝

化作用而減少的

N2O排放量時的不

確定性扣除 

0 
0 到 1 之

間的分數 

▓預設□監測 

說明：使用量化方

法 三 ， 因 此

UNCt,N2O_soil 不

計。 

11 N2O_soilbsl,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基線情境中氮

輸入土壤產生的

平均 N2O 排放 

1.65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4計算

得之。 

12 N2O_soilwp,i,t 

在 t 年樣本單元 i 

的專案情境中氮

輸入土壤產生的

平均 N2O 排放 

1.795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15計

算得之。 

13 𝐴𝑖 樣本單元 i 的面積 8.3 公頃 

□預設▓監測 

說明：樣本單元區

域依內政部地籍資

料，在專案區域確

定。 

不確定性估算 

UNCt,CO2  計算包含： 

1. 計算各單獨誤差源的標準不確定性（ui）………..公式28 

ｕ
ｉ

=
Ｓ

√ｎ

     

s 為樣本標準差;n 為樣本數 

 

2. 合成標準不確定性（uc）………..公式29 

3. 擴充不確定度 (U) ………..公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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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k × 𝑢𝑐 

通常選擇 k = 2，對應約95%的信賴區間。 

 

4. 相對擴充標準不確定度(𝑢𝑟(𝑈))………..公式31 

𝑢𝑟(𝑈) =
𝑈

�̅�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ui 
各單獨誤差源的標

準不確定性 

樣本: 

第1計入期：0.1 

第2計入期：0.1 

第3計入期：0.2 

 

秤重:0.0071 

隨機誤差:0.0816 

減量線:0.0309 

-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與

分析實驗室提供之資

料。 

2 S 樣本標準差 

第1計入期： 

Ａ： 0.54 

Ｂ： 0.37 

Ｃ： 1.18 

第2計入期： 

Ａ：0.84 

Ｂ： 1.05 

Ｃ： 1.46  

第3計入期： 

Ａ：1.53 

Ｂ：1.96 

Ｃ：2.94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分

析。 

3 n 樣本數 5 - 

▓預設□監測 

說明：每樣本單元進

行5重複採樣分析。 

4 uc 合成標準不確定性 

第1計入期：0.1 

第2計入期：0.1 

第3計入期：0.2 

-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29計

算得之。 

5 �̅� 樣本平均值 

第1計入期：9.2 

第2計入期：9.8 

第3計入期：10.6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計

算得之。 

6 U 擴充不確定度 

第1計入期：2.0 

第2計入期：2.5 

第3計入期：4.0 

-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30計

算得之。 

7 k 涵蓋因子 2 - 

▓預設□監測 

說明：信心水準 95%

的情況下，涵蓋因子

(k)使用 2 作為計算。 

8 𝑢𝑟(𝑈) 
相對擴充標準不確

定度 

第1計入期：0.2 

第2計入期：0.3 

第3計入期：0.4 

-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31計

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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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計入期估算結果摘要 

計入期間 

溫室氣體 

淨 減 排 量 

(公噸 CO2e) 

溫室氣體 

淨移除量 

 (公噸 CO2e) 

洩 漏 量 

(公噸 CO2e) 

總減量/移除量 

(公噸 CO2e) 

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3 107.1 0 104.8 

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2.3 51.2 0 48.9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8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29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0年1月1日~2030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1年1月1日~2031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2年1月1日~2032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3年1月1日~2033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4年1月1日~2034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5年1月1日~2035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6年1月1日~2036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7年1月1日~2037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8年1月1日~2038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39年1月1日~2039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0年1月1日~2040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1年1月1日~2041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2年1月1日~2042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3年1月1日~2043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4年1月1日~2044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5年1月1日~2045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6年1月1日~2046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7年1月1日~2047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2048年1月1日~2048年12月31日 -1.1 54.6 0 53.4 

總計 -33 1,578 0 1,542 

計入期總年數 30 

計入期年平均 -1.1 52.6 0.0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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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衝擊分析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

法」第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

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

等於五千瓩；（二）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

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本案即

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補充說明：畜牧糞尿水農地再利用案均需提出「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

用」申請書，通過審查後才可執行，並須定期進行地下水與土壤監測（如

附件6），超過環境標準則須停止施灌。 

公眾意見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

法」第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

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

等於五千瓩；（二）節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

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本案即

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補充說明：本案於2015年7月15日在雲林縣水林鄉農會舉辦「104年度強化

畜牧廢水輔導體系觀摩會」，進行畜牧糞尿水施灌農作個案再利用許可說

明與現場觀摩，讓農友了解畜牧糞尿水農地再利用方式與注意事項（附件

7）。 

於2023年9月25日在雲林縣虎尾農會舉辦「農業減碳方法學說明會」，進

說明方法學的架構與範例（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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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農業事業廢棄物個案再利用許可核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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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專案執行前(2009-2018年)專案區域之航拍影像(資料來源：航遙測圖資供應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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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編號 縣市 地籍 地籍代 使用類別 登記年度(中華民

國) 

A 1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1488地號 PE071514880

000 

EE-農牧用地 80 

A 2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1491地號 PE071514910

000 

EE-農牧用地 80 

A 3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1501地號 PE071515010

000 

EE-農牧用地 80 

A 4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2202地號 PE071522020

000 

EE-農牧用地 80 

A 5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2208地號 PE071522080

000 

EE-農牧用地 90 

A 6 雲林縣北港

鎮 

雲林縣北港鎮大北段2208-1地

號 

PE071522080

001 

EE-農牧用地 90 

B 1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6地號 PE071700160

000 

EE-農牧用地 79 

B 2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28地號 PE07170028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3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54地號 PE07170054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4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55號 PE07170055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5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59地號 PE07170059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6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72號 PE07170072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7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89-1地號 PE071700890

001 
EE-農牧用地 90 

B 8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13地號 PE07170113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9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396地號 PE07170396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10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399地號 PE07170399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11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975地號 PE07170975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12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976地號 PE07170976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13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001地號 PE071710010

000 

EE-農牧用地 93 

B 14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001-1地

號 

PE071710010

001 

EE-農牧用地 93 

B 15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051地號 PE071710510

000 

EE-農牧用地 80 

B 16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西井段1291地號 PE07171291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1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535地號 PE07160535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2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548地號 PE07160548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3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074地號 PE07161074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4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394地號 PE07161394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5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420地號 PE071614200

000 

EE-農牧用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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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557地號 PE07161557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7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589地號 PE07161589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8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598地號 PE07161598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9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654地號 PE07161654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10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660地號 PE071616600

000 

EE-農牧用地 80 

C 11 雲林縣水林

鄉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段1725地號 PE071617250

000 

EE-農牧用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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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產量資料 

 

由於作物產量可能因氣候而異，故本專案採用與區域平均產量之比較，依據與各年度雲林縣 OO

期作水稻（表1）與二期作硬質玉米(表2)平均產量（表1），以不低於95%視為無洩漏，顯示本專案可

維持作物產量。 

 

表 1、 2014-2021年雲林縣水林鄉水稻產量調查 

年度 1區域平均產量(Mg/ha) 2專案平均產量(Mg/ha) 產量比率% 

2014 5.9 5.8 98.3 

2015 6.0 5.9 98.3 

2016 6.2 5.9 95.2 

2017 6.3 6.2 98.4 

2018 7.5 7.5 100.0 

2019 6.3 6.3 100.0 

2020 6.0 5.8 96.7 

2021 6.3 6.4 101.6 

1資料來自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2資料來自專案農友紀錄 
 

 

 

表 2、 2014-2021年雲林縣水林鄉硬質玉米產量調查 

年度 1區域平均產量(Mg/ha) 2專案平均產量(Mg/ha) 產量比率% 

2014 4.4 4.8 109.1 

2015 4.1 4.5 109.8 

2016 4.1 4.5 109.8 

2017 4.1 4.5 109.8 

2018 4.1 4.4 107.3 

2019 4.1 4.4 107.3 

2020 4.1 4.5 109.8 

2021 4.1 4.5 109.8 

1資料來自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2資料來自專案農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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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監測計畫 

一、 監測工作 

監測計畫由農試所所進行規劃，於專案註冊及申請額度之查證前辦理，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專

案邊界周界定位點確認及土壤採樣調查。調查人員具相關教育訓練參加證明，且具採樣經驗，以

確保獲得可靠之實地量測結果。再由農試所覆核調查資料正確性，以符合品質保證(QA)和品質控

制(QC)之要求。由調查團隊完成監測數據之計算與分析提交相關報告，報告書與原始數據則交由

申請人保留存查。 

1. 監測樣區設置與量測設備 

  經專案活動前土壤調查包含地形坡度、土壤質地、土壤總體密度、氣候條件及農業操

作管理，分為3處樣本單元，每處樣本單元採集5重複樣點進行分析。監測調查工作需含1位

記錄員，1-3量測員，依需求攜帶 GPS、圖資、土鑽、土壤樣本保存器材與相機等工具。 

2. 抽樣計畫 

本專案在施用肥料之排放均以排放係數估算，僅量測土壤有機碳，因眾多因素決定了

地形規模上的土壤有機碳不均勻性，包括氣候、地形、歷史上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

植物親本、土壤質地和土壤類型等。為使抽樣具有代表性，抽樣設計採用 VCS 之

VMD0021作為監測計畫之指引，參考過去土壤調查的圖資，以土壤分區/層採樣設計，於

專案邊界內選擇3處農地設置為樣本單元，每處樣本單元取5個取樣數進行土壤有機碳分

析，以作為專案活動中土壤有機碳庫產生的二氧化碳移除量依據。 

3. 調查步驟 

1. 樣本單元面積：於樣本單元周界定位點以再次以 GPS 進行座標標定，再藉由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進行面積量測。 

2. 土壤樣本有機碳量測：於每處樣本單位上依據「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設置5個固

定土壤採樣樣本點，專案與基線應以定位系統紀錄每一採樣點，並且監測計畫每次採

樣應在同一位置。以 GPS 定位後參照國家環境研究院「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進行採樣，每個樣本點採集深度為0-30cm，再送至農試所分析中心，以

國內公告的SOC 檢測標準方法為燃燒(乾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 進行測定。 

4. 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QA/QC 程序） 

1. 於土壤有機碳分析須依據環境部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與農試所公

告之土壤有機質測定方法－燃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中規範之管制辦法執

行，涵蓋以下所述各項程序：(a) 收集可靠並具代表性之樣本； (b)核驗分析技術和資

料登錄之程序，確保量測數據之可靠性；(c) 資料保持和存檔。 

2. 建立監測小組和管理層任務與責任，負責測量工作的人應接受實地資料收集和分析

工作的全面培訓。為實地測量的每一步驟制訂標準操作程序(SOP)，詳細說明實地測

量的各個步驟，載有關於核查方面的文件工作的規定，使以後的實地採樣人員能夠

核對以前的結果，並與以前一致的方式再次進行測量。為確保能夠收集和保持可靠

的實地資料，良好的做法是確保：(a) 實地採樣的成員充分瞭解所有程序並認識到盡

可能準確收集資料的重要性；(b) 實地採樣在需要的情況下在實地設定試驗地塊，並

測量所有相關的部分，使用標準操作程序估算測量誤差；(c) 檔案應列出實地測量全

體人員的姓名，專案負責人應證實實地採樣成員受過培訓；(d) 新的工作人員接受適

足的培訓。 

3. 資料保持和存檔：專案中任何監測過程收集之管理紀錄、採樣記錄、分析資料以及

QA/QC 數據，必須以電子方式存檔，並至少保存至最後一個項目計入期結束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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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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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環境監測報告 

雲林縣 OO 鄉 OO 畜牧場養豬糞尿水個案再利用 

監測報告 

 

一、監測執行概況 

 本案係於民國 100 年 12 月取得農委會再利用個案許可，101 年 11 月取得環保局再利用機構管制

編號，103年申請再利用展延五年並通過。再利用案之監測計畫預定每半年進行地下水質監測，旱季

和雨季各一次；每年進行一次土壤監測。地下水監測項目為 pH、電導度(EC)、總磷(TP)、銨態氮

(NH4
+-N)、硝酸態氮(NO3

--N)、銅(Cu)、鋅(Zn)等七項，自 107 年起僅檢測電導度(EC)、銨態氮

(NH4
+-N)。土壤監測於施用範圍內之農地，每年選擇 3處施作次數較多的田區之表土(0-15 cm)進行檢

測，監測項目為 pH、電導度(EC)、總磷(TP)、銅(Cu)、鋅(Zn)等五項。108 年度完成 2 次地下水質採

樣，共 4 件地下水質監測；1 次土壤採樣，共 3 件土壤監測；1 次糞尿水採樣。 

 

二、監測結果 

(1)糞尿水監測結果 

表 1.糞尿水監測結果 

背景值 / 採樣時間 pH 
EC TN TP Cu Zn 

μS/cm -----------------------mg/L -------------------- 

背景值 7.9 10,000 1,300 300 3.7 13.6 

105/06/15 採樣 7.3 4,080 362 78 0.61 1.88 

105/10/25 採樣 7.5 6,480 430 91 0.37 1.08 

108/09/04 採樣 7.3 3,560 296 57 0.47 2.21 

 

  



63 

(2)地下水監測結果 

表 2.地下水監測結果 

水井 pH 
EC NH4-N NO3-N TP Cu Zn 

μS/cm ------------------------------mg/L -------------------------------- 

 背景值   

上游 7.0-7.5 750-914 0.38-1.2 N.D.-0.18 0.08-0.27 0.001-0.008 N.D.-0.045 

下游 7.0-7.1 1,367-1,596 0.58-0.76 N.D.-0.04 0.11-0.14 N.D.-0.007 N.D.-0.015 

104/6/15 採樣   

上游 7.0 1,208 0.31 0.01 0.03 N.D. N.D. 

下游 7.0 1,552 0.71 N.D. 0.04 N.D. N.D. 

104/11/12 採樣   

上游 7.3 1,106 0.98 0.02 0.10  0.006  0.034  

下游 7.0 1,561 0.48 0.04 0.07  0.003  0.018  

105/06/15 採樣   

上游 7.5 1,010 1.52 0.01 0.19 N.D. N.D. 

下游 7.0 1,519 0.48 0.02 0.07 N.D. 0.01 

105/11/02 採樣 

上游 6.9 1,213 0.27 0.31 0.01 N.D. N.D. 

下游 6.9 1,517 0.48 0.42 0.01 N.D. N.D. 

107/09/14 採樣     

上游 - 1,230 0.43 - - - - 

下游 - 1,620 0.37 - - - - 

108/04/26 採樣      

上游 - 1,100 0.78 - - - - 

下游 - 1,610 0.46 - - - - 

108/09/20 採樣      

上游 - 1,250 0.10 - - - - 

下游 - 1,580 0.17 - - - - 

N.D.：低於偵測極限。(Cu：0.003 mg/L；Zn：0.009 mg/L)。 

 

分析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2A)。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 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導電度計法。(NIEA W203.51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2。水中氨氮之流動分析法－靛酚法。公告字號 1010096377 號。

(NIEA W437.5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5。水中硝酸鹽氮及亞硝酸鹽氮檢測方法－鎘還原流動分析法。 

(NIEA  W436.5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4。水中元素萃取消化法－微波輔助酸消化法。(NIEA  

W312.51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5。水中金屬及微量元素檢測方法—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NIEA  W313.53B) 

 

  



64 

 

 (3)土壤監測結果 

表 3.土壤監測結果 

背景值 / 地點 pH EC2 TP Cu Zn 

  μS/cm ----------------mg/kg ---------- 

背景值 5.2 - 7.8 64-395 1,123-1,589 2-26 47-110 

104/11/12 採樣 

西井段 72 號 7.0 169 1,403 24 122 

西井段 28 號 7.2 195 1,282 23 118 

西井段 75 號 7.7 213 1,136 24 119 

105/10/25 採樣 

西井段 26 號 7.5 166 820 23 95 

西井段 28 號 6.6 136 987 19 82 

西井段 72 號 6.7 124 1,012 23 93 

107/09/14 採樣      

大北段 2202 號 - 363 - 41 153 

西井段 113 號 - 312 - 32 161 

西井段 89-1 號 - 234 - 29 133 

108/09/20 採樣      

大北段 1095 號 - 201 - 17 86 

大北段 1131-1 號 - 331 - 18 92 

西井段 89-1 號 - 442 - 23 147 
1土壤樣本以逢機採樣 5 點，混樣後進行檢測。 
2土壤 EC 土水比為 1：5 

 

分析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8。土壤酸鹼值（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S410.62C) 

土壤肥料學會。1995。土壤分析手冊-第 11 章:可溶性鹽分。P. 205-210。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土壤肥料學會。1995。土壤分析手冊第-14 章:磷。P. 253-273。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Andersen, J. M., 1976: An ignition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in lake sediments. Water 

Research 10(4): 329-3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5。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微波輔助王水消化法 。(NIEA 

S301.60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3。廢棄物土壤共通-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 (NIEA M105.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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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公開說明會照片與會議紀錄 

104年度強化畜牧廢水輔導體系觀摩會活動議程表 

觀摩會時間：104年7月15日(三)  下午14：00 

開會地點：OO 鄉農會5F 會議室（雲林縣 OO 鄉 OO 路 O 號之 O） 

時  間 活動內容 備   註 

13：50~14：00 報到 

※富立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說明：領取當天活動資料。 

14：00~14：10 主席致詞 ※農委會長官、雲林縣政府農業局長官 

14：10~14：40 

課程一： 

申請畜牧廢水施灌農

作個案再利用許可說

明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產量基金會 

說明：簡介申請畜牧廢水施灌農作個案再利用許可說

明(包含申請條件、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14：40~15：10 

課程二： 

申請畜牧廢水施灌農

作操作實務與經驗分

享 

※農試所陳琦玲博士 

說明：簡介申請畜牧廢水施灌農作操作實務與經驗分

享(包含施灌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15：10~15：40 

課程三： 

畜牧場及堆肥場臭味

防治 

※中山大學周明顯教授 

說明：介紹畜牧場及堆肥場臭味防治(包括施灌期間的

臭味防治) 

15：40~16：30 

課程四： 

觀摩廢水施灌農作區

及綜合討論 

※富立業公司、忠文燕畜牧場與宏仁果菜合作社 

說明：由農戶提出問題與現場觀摩時感興趣部分，進

行農友互相交流。 

16：30~16:40 
觀摩會結束～ 

賦歸 

※富立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說明：搭乘接駁車回至高鐵嘉義站，發放精緻餐盒，

結束今日活動 

※說明：從高鐵嘉義站至水林鄉農會約30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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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5日「農業減碳方法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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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規模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 

 專案編號 C  

一、基本資料 

公司/單位名稱 農業試驗所 OO 分所 OO 農場 

計畫名稱 水旱輪作殘體回田增進土壤碳匯 

計畫書版本 1.0 製作日期 2024年08月30日 

減量編號/名稱 

(中英文) 

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 

Methodology for Improved Agricultural Soil Management 

減量方法版本 1.0 範疇別 B-12農業及土地利用 

專案總減量  246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二、專案活動描述 

申請類別 

▓移除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30年）；□ 展延型（20年） 

□ 展  延：□ 第一次（10年）；□ 第二次（10年） 

□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10年）；□ 展延型（5年） 

□ 展  延：□ 第一次（  5年）；□ 第二次（5年） 

專案計入期 2007年1月1日 ~ 2036年12月31日（實際計入期以註冊通過日起算） 

專案類型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______瓩 

□節能類型：每年總節電量______度 

▓減碳類型：溫室氣體每年總移除量  8.2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參與機構 

(實際減量單位)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機構性質 角色說明 分配比例 

農業試驗所OO分所

OO農場 
政府部門 執行者 100% 

農業試驗所 政府部門 專案輔助者 0% 
 

執行費用 

□設置成本_____________元；□能源或燃料成本____________元； 

□政府補助_____________元；□維運成本(含人力)___________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元 

執行地點 

專案活動的地點位於農業試驗所OO分所OO農場，大門座標X=18OO46；

Y=26OO297，專案執行田區座標位於 X=19OO50；Y=26OO845。執行地點如

圖 1所示，面積共3.6公頃，採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進行座標標記詳如表

1，專案活動執行過程皆獲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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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活動範圍 

 

表 1.專案週界定位座標（TWD97） 

點號 橫坐標(X) 縱座標(Y) 

A1 190050 2608845 

A2 189808 2608618 

A3 189886 2608538 

A4 190124 2608769 
 

減量措施、設備

說明 

專案執行前該農地第一期作種植水稻，第二期作種植落花生，在專案實

施前，第一期作水稻收穫後，殘體移除，自2007年專案執行水稻收穫後，其

殘體亦留於農田，再以曳引機耕犁入土。藉由作物殘體回田增加土壤有機碳

含量。 

設備壽齡 

專案起始日2007年1月1日；舊設備起始使用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備剩餘壽齡____年 

□屬節能類型專案，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引用運輸業類別減量方法，屬汰舊換新措施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清潔發展機制設備壽齡評估工具預設年限：_____（設備名稱）預設值___年 

□經第三方檢測單位進行評估，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設備預設使用年限_____，應檢附設備供應商提供之證明文件 

□國家統計資料_____年，資料來源____________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件說明 

 

 

 

 

條件 符合性 說明與佐證 

1. 適用於臺灣農耕系統，提出專案申

請之土地及管理措施須符合農業土

地利用相關法規。 

■符合 

□不適用 

專案活動位於臺灣，殘

體回田為農業常見管理

方式，符合相關法規。 

2. 專案旨在增加土壤有機碳（ Soil 

Organic Carbon, SOC）儲量，專案必

須對原有的農業管理措施引入或採用

一項或多項新的變更，停止或調整原

有的措施，以增加土壤有機碳儲量，

達到實現溫室氣體移除量的目標。 

■符合 

□不適用 

專案活動為使用收穫機

將水稻殘體回田（6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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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件說明 

3. 專案管理措施的任何定量調整幅度

（例如，有機質肥料取代化肥比例）

必須超過原有值的5%，原有值是於

基線作業時程的歷史回溯期內的平均

值。 

■符合 

□不適用 

全區以收穫機將水稻作

物殘體回田，超過方法

學中現有值的5%之條

件。 

4. 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專案

活動必須在農地(含休耕、廢耕農

地，但需維持低度處理，以可隨時恢

復農耕管理)上實施。若在專案確證

前能夠充分證明將多年生作物（如草

類、豆類）與一年生作物整合，則允

許作物制度改變，使其併入長期農業

管理系統，但專案文件必須提供涵蓋

擬議專案期的長期管理計畫。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於農地上實施，

專案開始時間為2007

年，以國土測繪圖資服

務雲查詢專案範圍土地

利 用 ， 自 民 國75年

（1986年）即登記為農

牧用地。 

5. 在專案開始日期之前的10年內，專案

邊界生態系統必須為持續穩定農業使

用，可藉由歷史航空影像或歷史使用

土地類別進行佐證。 

■符合 

□不適用 

依航遙測圖資供應服務

平臺的資料，於1996年

航空影像顯示亦為農田

（附件1）。 

6. 專案活動預計不會導致產量持續下降

超過5%，並已獲同儕審查和/或已發

表的研究報告中，針對本專案活動在

同一或類似地區的實施成果中加以證

明。若執行有機農法，可以附近區域

之產量進行比較。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藉由生產履歷調

查資料證實，產量無持

續下降，佐證資料於附

件2。 

7. 本方法學著重於土壤有機碳增加所產

生的效益，但若管理措施造成其他碳

庫與排放源變化量的5%，則需計入

其變化量。例如：肥料與化石燃料使

用變化等。 

□符合 

■不適用 

本案於花生種植投入的

化學氮量會扣除水稻殘

體投入增加的氮量，以

水 稻 殘 體 氮 含 量

0.007kg N/kg 殘體計，

6t/ha 水稻殘體回田相

當於42 kg N/ha 投入，

即第二期落花生不投入

化肥。經計算，約增加

專 案 範 圍104.19kg 

CO2e 排放小於專案淨

減 量5%， 因 此 不 計

入。 

8. 專案活動每年溫室氣體淨移除量應小

於或等於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符合 

□不適用 

本案事前估算溫室氣體

年平均移除量約為8.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9. 不適用於以下情形：（1）專案活動不

能在濕地上進行。（2）專案活動不能

將生物炭作為土壤改良劑來使用。 

■符合 

□不適用 

1.專案活動在農地上進

行。 

2.未使用生物炭作為土

壤改良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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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性分析 

(法規) 

□無 ▓法規外加性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

法」第八條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

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

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

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事前估算溫室氣體年平均移除量約為8.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符合第

（三）項情形，故僅分析法規外加性，及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專

案活動的地點位於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溪口農場內，專案活動為水稻殘體回

田，非政府或法規強制要求執行。 

 

【中央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能源管理法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自治條例】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策、方案、綱領】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法規： 

有關於專案推動時須衡量個案情形進行周遭環境之衝擊分析及採取因應措

施，並納入專案計畫內部分，經評估本專案外加性係以輪作制度下進行水稻殘

體回田，屬一般普遍農事操作，無環境衝擊分析之必要。 

專案實施前後示

意圖 

 

 
圖 2.專案實施前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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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算方法 

基線情境 

(一) 專案現況說明：  

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皆於農田上實施，專案活動實施之土地皆符

合土地利用相關法規。 

專案活動範圍共3.6公頃，專案執行前該農地第一期作種植水稻，第二期

作種植落花生，在專案實施前，第一期作水稻收穫後，殘體移除，自2007年專

案執行起水稻收穫後，其殘體亦留於農田，再以曳引機耕犁入土。藉由作物殘

體回田增加土壤有機碳含量。 

 

(二) 基線排放量設定： 

基線情境為沿用專案開始前1年（2006年）所使用的農業管理措施，以專

案實施前一年度（2006年）資料作為基線情境資料，基線農業管理措施如表 2

所示，依當年度土壤有機碳含量為基線。基線與專案情境計入之碳庫與排放源

詳如表3、表4。 

 

表 2.基線農業管理措施 

農業管理措施 項目 生產履歷 

作物種植和收

穫 

第一期作種

植水稻 

第二期作種

植落花生 

水稻: 

種植日期：2006.02.03  

收穫日期：2006.08.07  

落花生: 

種植日期：2006.09.02 

收穫日期：2006.11.30 

氮肥施用 化學肥料-

硫銨 

水稻： 

667kg 硫銨/ha/年（140 kg-N/ha/年）。 

分別於基肥（插秧前）、第一次追肥（約插

秧後3-4週）、第二次追肥（約插秧後7-8

週）每公頃施42、42、56公斤氮肥。 

落花生： 

僅基肥施用190kg 硫銨/ha/年（40 kg-N/ha/

年）。 

耕犁 種植前翻耕 耕犁深度：20 公分 

耕犁頻率：1 次/期作 

受影響的土壤面積百分比：80% 

殘體管理 稻稈及落花

生 

水稻收穫日期：2006.08.07 

水稻殘體量*：6.0 公噸/公頃（移除） 

落花生收穫日期：2006.11.30 

落花生殘體量：4.6 公噸/公頃 

*專案管理措施維持基線情境的各項農業管理措施，僅水稻殘體耕犁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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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碳庫的選定 

來源 是否選擇 理由/解釋 

地上部木本生物量 否 本案未種植木本植物 

地上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非木本植物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或者潛在

的變化是短暫的，碳庫不必包括在內 。 

地下部木本生物量 否 本案未種植木本植物 

地下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非木本植物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或者潛在

的變化是短暫的，碳庫不必包括在內 。 

枯死木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重大變

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 

枯落物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重大變

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 

土壤有機碳 是 受專案活動影響的主要碳庫，預計在專案

情境中會增加。 

 

表 4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排放源的選定 

來源 氣體 是否選擇 理由/解釋 

化石燃料 CO2 否 

本案專案管理措施維持基線情境的各

項基線農業管理措施，農機具使用量

不變，故不計入。 

土壤產生甲烷作用 CH4 否 

本案於水田之管理措施沒有更動，預

計在專案情境中排放量不會變動，故

不計入。 

石灰 CO2 否 
本案無石灰石或白雲石，故無此項排

放。 

氮肥的使用 N2O 否 

本案於花生種植投入的化學氮量會扣

除水稻殘體投入增加的氮量，以水稻

殘體氮含量 0.007kg N/kg 殘體計，

6t/ha 水稻殘體相當於42 kg N/ha 投

入，即第二期落花生不投入化肥。經

計算，約增加專案範圍104.19kg CO2e

排放，因此不計入。 

固氮物種的使用 N2O 否 
本案無種植固氮物種，故無此項排

放。 

 

專案監測計畫如附件3，歷年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如附件4。 

 

(一) 基線排放量計算：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1 

Mn,dl,SOC  =1.25*30*0.0095*100=34.038 

 

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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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𝑐𝑜𝑟𝑟 =
1443.16

3.14159 (
7
2) × 30

= 1.25 

SOCbsl,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3 

 

SOCbsl,i,t = 34.038 ×
44

12
= 124.8  

 

項 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

量 

34.038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

基線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以乾

燒法分析土壤有機碳含

量，並依公式1進行計

算。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43.16 g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

基線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風乾

後秤重。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5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

樣各樣本點後測量得

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 cm 

□預設■監測 

說明：量測土壤採樣器

-土鑽之内徑。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0.0095 g/g 

□預設■監測 

說明：於基線情境中採

集0-30cm 深度之土壤

樣本，以乾燒法分析土

壤有機碳含量。 

6 100 
g/cm2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bsl,i,t 

在 t 期末，樣本

單元 i 的基線情

境中土壤有機碳

庫的估計碳存量 

124.8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

樣後依據測量得之。 

8 44/12 
碳至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二) 專案排放量計算： 

依方法學規範，土壤有機碳監測需每5年或更短的時間進行量測。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4 

Mn,dl,SOC  =1.25*30*0.0098*100=35.288     第1計入期 

Mn,dl,SOC  =1.25*30*0.0104*100=37.375    第2計入期 

Mn,dl,SOC  =1.25*30*0.0116*100=41.760     第3計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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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5 

BD𝑐𝑜𝑟𝑟 =
1443.16

3.14159 (
7
2) × 30

= 1.25 

SOCwp,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6 

SOCwp,i,t = 35.280 ×
44

12
= 129.4   第1計入期 

SOCwp,i,t = 37.375 ×
44

12
 =137.0  第2計入期 

SOCwp,i,t = 41.760 ×
44

12
 =153.1 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

量 

第1計入期: 35.280 

第2計入期: 37.375 

第3計入期: 41.760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

專案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以乾

燒法分析土壤有機碳含

量，並依公式4進行計

算。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43.16 g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

專案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風乾

後秤重。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5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

樣各樣本點後測量得

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0 mm 

□預設■監測 

說明：量測土壤採樣器

-土鑽之内徑。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第1計入期: 0.0098 

第2計入期:0.0104 

第3計入期: 0.0116 

 

g/g 

□預設■監測 

說明：於專案情境中採

集0-30cm 深度之土壤

樣本，以乾燒法分析土

壤有機碳含量。歷年土

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如附

件4所示。 

6 100 
g/cm2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wp,i,t 

在 t 期末，樣本

單元 i 的專案情

境中土壤有機碳

庫的估計碳存量 

第1計入期: 129.4 

第2計入期: 137.0 

第3計入期: 153.1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 明 ： 依 據 公 式6計

算。 

8 44/12 
碳至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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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洩漏量計算：■不適用 

1. 專案實施後未使產量持續下降5% 

2. 未使用專案邊界外的有機改良劑而造成專案外區域的土壤有機碳下降 

3. 專案未使用案邊界外的生物質殘渣，因此無轉用能源應用產生的洩漏 

4. 專案情境中無非人為造成之生物質燃燒產生的洩漏 

(四) 減量計算=(一)基線排放量-(二)專案排放量計算-(三)洩漏量 

 

𝐸𝑅𝑅𝑡 = 𝐸𝑟𝑒𝑚,𝑡+𝐸𝑟𝑒𝑑,𝑡 − 𝐿𝐸𝑡         ………………………………………….…... 公式7 

本案不計因專案措施影響之排放源排放變動量，因此𝐸𝑟𝑒𝑑,𝑡 = 0 

𝐸𝑅𝑅𝑡 = 14.9 + 0 − 0 =14.9 第1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21.9 + 0 − 0 =21.9 第2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52.2 + 0 − 0 =52.2 第3計入期 

 

量化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𝐸𝑟𝑒𝑚,𝑡 = [∆𝐶𝑂2𝑠𝑜𝑖𝑙𝑡
× (1 − 𝑈𝑁𝐶𝑡,𝑐𝑜2

)]  …………………………………....公式8 

𝐸𝑟𝑒𝑚,𝑡 = [ 16.6 × (1 − 0.1)] = 14.9  第1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27.4 × (1 − 0.2)] =21.9    第2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58 × (1 − 0.1)]=52.2     第3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 −𝑛
𝑖=1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1) × 𝐴𝑖 ………..公式9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29.4 −𝑛
𝑖=1 124.8) × 3.6 = 16.6  第1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37.0 −𝑛
𝑖=1 129.4) × 3.6 =27.4 第2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53.1 −𝑛
𝑖=1 137.0) × 3.6 =58 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𝐸𝑅𝑅𝑡 在 t 年減量 

第1計入期: 14.9 

第2計入期: 21.9 

第3計入期: 52.2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7計算

得之。 

2 𝐿𝐸𝑡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總洩漏量 
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經監測，專案活

動期間無相關洩漏。 

3 𝐸𝑟e𝑚, t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淨移除量 

第1計入期: 14.9 

第2計入期: 21.9 

第3計入期: 52.2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8計算得

之。 

4 ΔCO2_soilt 

在 t 年增加土壤

有機碳庫產生的

CO2排放移除量 

第1計入期: 14.9 

第2計入期: 21.9 

第3計入期: 52.2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9計算得

之。 

5 UNCt,CO2 

t 年與建模或測

量 SOC 存量變化

相關的不確定性

扣除 

第1計入期：0.1 

第2計入期：0.2 

第3計入期：0.1 

0 到 1 之間

的分數 

□預設■監測 

說明：本案使用量化方

式2直接量測法，非建

模方式。 

6 SOC𝑤𝑝,i,t 

在 t 年末樣本單

元 i 專案情境中

的土壤有機碳庫

的平均碳存量 

第1計入期: 129.4 

第2計入期: 137.0 

第3計入期: 153.1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6計算得

之。 

7 SOCwp,i,t−1 
在 t-1年末樣單元

i 專案情境中的

第1計入期: 125.4 

第2計入期: 129.4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 t-1年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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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機碳庫的

平均碳存量 

第3計入期: 137.0 一個計入期監測所得。 

第 一 計 入 期 ： 

SOCwp,i,t−1 = SOCbsl,i,t 

8 𝐴𝑖 樣本單元面積 3.6 ha 

□預設■監測 

說明：於專案邊界內測

量。 

9 𝐸𝑟e𝑑,t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淨減排量 
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本案不計因專案

措施影響之排放源排放

變動量未計入，因此

𝐸𝑟𝑒𝑑,𝑡 = 0。 

不確定性估算 

UNCt,CO2  計算包含： 

1. 計算各單獨誤差源的標準不確定性（ui）………..公式10 

ｕ
ｉ

=
Ｓ

√ｎ

 

s 為樣本標準差;n 為樣本數 

 

2. 合成標準不確定性（uc）………..公式11 

3. 擴充不確定度 (U) ………..公式12 

U = k × 𝑢𝑐 

通常選擇 k = 2，對應約95%的信賴區間。 

4. 相對擴充標準不確定度(𝑢𝑟(𝑈))………..公式13 

𝑢𝑟(𝑈) =
𝑈

�̅�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ui 
各單獨誤差源的

標準不確定性 

樣本: 

第1計入期：0.7 

第2計入期：0.8 

第3計入期：0.8 

秤重:0.007 

隨機誤差:0.08 

減量線:0.03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與分

析實驗室提供之資料。 

2 S 樣本標準差 

第1計入期：1.9 

第2計入期：2.3 

第3計入期：2.2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分

析。 

3 n 樣本數 8 - 

□預設■監測 

說明：本次採樣為8個

採樣點。 

4 uc 
合成標準不確定

性 

第1計入期：0.6 

第2計入期：0.8 

第3計入期：0.7 

g/kg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1計算

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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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5 �̅� 樣本平均值 

專案第1計入期: 9.8 

專案第2計入期: 10.4 

專案第3計入期:11.6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計算

得之。 

6 U 擴充不確定度 

專案第1計入期: 1.3 

專案第2計入期: 1.6 

專案第3計入期: 1.6 

g/kg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2計算

得之。 

7 k 涵蓋因子 2 - 

■預設□監測 

說明：信心水準 95%的

情況下，涵蓋因子(k)

使用2作為計算。 

8 𝑢𝑟(𝑈) 
相對擴充標準不

確定度 

第1計入期：0.1 

第2計入期：0.2 

第3計入期：0.1 

-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3計算

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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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計入期估算結果摘要 

計入期間 

溫室氣體 

淨減排量 

溫室氣體 

淨移除量 
洩漏量 

總減量/ 

移除量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2007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 0 0 0 0 

2008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 0 0 0 0 

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0 14.9 0 14.9 

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0 21.9 0 21.9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0 0 0 0 

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0 52.2 0 52.2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0 52.2 0 52.2 

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8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 0 0 0 0 

2029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0年1月1日~2030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1年1月1日~2031年12月31日 0 52.2 0 52.2 

2032年1月1日~2032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3年1月1日~2033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4年1月1日~2034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5年1月1日~2035年12月31日 0 0 0 0 

2036年1月1日~2036年12月31日 0 52.2 0 52.2 

總計 0 246 0 246 

計入期總年數 30 

計入期年平均 0 8.2 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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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衝擊分析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

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

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

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即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公眾意見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

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

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

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即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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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專案範圍航空影像佐證資料 

 

 
 

圖1. 1996年專案範圍之航空影像（資料來源：航遙測圖資供應服務平臺） 

 

 
 

圖2. 專案範圍土地利用類別（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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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產量佐證資料 

 

由於作物產量可能因氣候而異，故本專案採用與區域平均產量之比較，依據各年度嘉義縣梗稻

年平均產量（表1）與嘉義縣落花生年平均產量（表2），以不低於95%視為無洩漏，顯示本專案可維

持作物產量。 

 

表 1、 2006-2022年嘉義縣梗稻年平均產量 

年度 1區域平均產量(Mg/ha) 2專案平均產量(Mg/ha) 產量比率% 

2006  6.4 6.4 99.7 

2007  6.4 6.6 102.9 

2008  7.1 7.3 102.8 

2009  6.9 7.3 104.8 

2010  6.8 7.9 116.3 

2011  7.5 7.6 101.2 

2012  6.9 8.8 128.6 

2013  6.1 6.4 105.9 

2014  7.1 6.8 95.9 

2015  7.2 9.8 137.2 

2016  6.9 7.2 103.3 

2017  7.5 10.9 146.3 

2018  8.5 9.0 105.0 

2019  7.6 8.3 109.0 

2020  7.6 7.4 98.0 

2021  8.2 8.0 97.0 
1資料來自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2資料來自專案執行者紀錄 

 

表 2、 2006-2022年嘉義縣落花生年平均產量 

年度 1區域平均產量(Mg/ha) 2專案平均產量(Mg/ha) 產量比率% 

2006  - 1.7 - 

2007  - 1.9 - 

2008  1.9 2.3 119.9 

2009  1.8 2.8 155.9 

2010  1.7 3.2 186.8 

2011  2.0 2.1 106.9 

2012  2.2 4.0 184.4 

2013  2.4 2.4 98.0 

2014  2.6 3.3 127.0 

2015  2.5 2.7 107.4 

2016  2.2 2.9 135.2 

2017  2.8 3.2 111.8 

2018  2.7 3.0 112.3 

2019  2.1 2.8 131.3 

2020  2.5 3.0 118.8 

2021  2.3 2.8 119.0 
1資料來自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2資料來自專案執行者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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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監測計畫 

 

一、 監測工作 

監測計畫由農試所所進行規劃，於專案註冊及申請額度之查證前辦理，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專

案邊界周界定位點確認及土壤採樣調查。調查人員具相關教育訓練參加證明，且具採樣經驗，以

確保獲得可靠之實地量測結果。再由農試所覆核調查資料正確性，以符合品質保證(QA)和品質控

制(QC)之要求。由調查團隊完成監測數據之計算與分析提交相關報告，報告書與原始數據則交由

申請人保留存查。 

1. 監測樣區設置與量測設備 

  經專案活動前土壤調查包含地形坡度、土壤質地、土壤總體密度、氣候條件及農業操

作管理，由於調查結果之差異性低，因此不進行分層/區。於專案邊界內採集8重複樣點。

監測調查工作需含1位記錄員，1-3位量測員，依需求攜帶 GPS、圖資、土鑽、土壤樣本保

存器材與相機等工具。 

2. 抽樣計畫 

本專案僅量測土壤有機碳，因眾多因素決定了地形規模上的土壤有機碳不均勻性，包

括氣候、地形、歷史上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植物親本、土壤質地和土壤類型等。為

使抽樣具有代表性，抽樣設計可採用 VCS 之 VMD0021作為監測計畫之指引，參考過去土

壤調查的圖資，因差異性低，以簡單隨機抽樣，於專案邊界內採集8重複樣點，進行土壤

有機碳分析，以作為專案活動中土壤有機碳庫產生的二氧化碳移除量依據。 

3. 調查步驟 

1. 樣本單元面積：於樣本單元周界定位點以再次以 GPS 進行座標標定，再藉由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進行面積量測。 

2. 土壤樣本有機碳量測：於每處樣本單位上依據「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設置8個固

定土壤採樣樣本點，專案與基線應以定位系統紀錄每一採樣點，並且監測計畫每次採

樣應在同一位置。以 GPS 定位後參照國家環境研究院「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進行採樣，每個樣本點採集深度為30cm，將樣本送至農試所分析中心，

以國內公告的 SOC 檢測標準方法為燃燒(乾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 進行測

定。 

4. 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QA/QC 程序） 

1. 於土壤有機碳分析須依據環境部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與農試所公

告之土壤有機質測定方法－燃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中規範之管制辦法執

行，涵蓋以下所述各項程序：(a) 收集可靠並具代表性之樣本； (b)核驗分析技術和資

料登錄之程序，確保量測數據之可靠性；(c) 資料保持和存檔。 

2. 建立監測小組和管理層任務與責任，負責測量工作的人應接受實地資料收集和分析

工作的全面培訓。為實地測量的每一步驟制訂標準操作程序(SOP)，詳細說明實地測

量的各個步驟，載有關於核查方面的文件工作的規定，使以後的實地採樣人員能夠

核對以前的結果，並與以前一致的方式再次進行測量。為確保能夠收集和保持可靠

的實地資料，良好的做法是確保：(a) 實地採樣的成員充分瞭解所有程序並認識到盡

可能準確收集資料的重要性；(b) 實地採樣在需要的情況下在實地設定試驗地塊，並

測量所有相關的部分，使用標準操作程序估算測量誤差；(c) 檔案應列出實地測量全

體人員的姓名，專案負責人應證實實地採樣成員受過培訓；(d) 新的工作人員接受適

足的培訓。 

3. 資料保持和存檔：專案中任何監測過程收集之管理紀錄、採樣記錄、分析資料以及

QA/QC 數據，必須以電子方式存檔，並至少保存至最後一個項目計入期結束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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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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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規模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 

 專案編號 C  

一、基本資料 

公司/單位名稱 OO 有機茶園 

計畫名稱 應用草生栽培增進土壤碳匯 

計畫書版本 1.0 製作日期 2025年02月14日 

減量編號/名稱 

(中英文) 

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 

Methodology for Improved Agricultural Soil Management 

減量方法版本 1.0 範疇別 B-12農業及土地利用 

專案總減量  100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二、專案活動描述 

申請類別 

▓移除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30年）；□ 展延型（20年） 

□ 展  延：□ 第一次（10年）；□ 第二次（10年） 

□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10年）；□ 展延型（5年） 

□ 展  延：□ 第一次（  5年）；□ 第二次（5年） 

專案計入期 2022年1月1日 ~ 2051年12月31日（實際計入期以註冊通過日起算） 

專案類型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______瓩 

□節能類型：每年總節電量______度 

▓減碳類型：溫室氣體每年總移除量_3.3_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參與機構 

(實際減量單位) 

 

※本專案應用範例之情境為假設模擬，範例情境不代表實際存在的現況。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機構性質 角色說明 分配比例 

OO有機茶園 私人企業 
專案執行者 

(茶園土地所有人) 
100% 

農業試驗所 政府部門 專案輔助者 0% 

執行費用 

□設置成本_____________元；□能源或燃料成本____________元； 

□政府補助_____________元；□維運成本(含人力)___________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元 

執行地點 

專案活動地點位於南投縣 OO 鄉 OO 村 OOO 地號 TWD97二度分帶座標：

X=214OO1 ；Y=2634OO9。隸屬於 OO 有機茶園之茶園，地理位置如圖 1所

示，依國土測繪圖資圈選計算之耕作面積共1.4公頃，採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進行座標標記詳如表 1，專案活動執行過程皆獲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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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活動範圍 

 

表 1.專案週界定位座標 （TWD97） 

點號 橫坐標(X) 縱座標(Y) 點號 橫坐標(X) 縱座標(Y) 

A1 214OO8 2634 OO 8 C1 214 OO 2 2634 OO 6 

A2 214 OO 4 2634 OO 5 C2 214 OO 5 2634 OO 7 

A3 214 OO 5 2634 OO 0 C3 214 OO 3 2634 OO 0 

A4 214 OO 4 2634 OO 6 C4 214 OO 9 2634 OO 7 

A5 214 OO 7 2634 OO 9 C5 214 OO 0 2634 OO 3 

B1 214 OO 0 2634 OO 3 C6 214 OO 7 2634 OO 1 

B2 214 OO 7 2634 OO 0 C7 214 OO 0 2634 OO 8 

B3 214 OO 3 2634 OO 2 C8 214 OO 8 2634 OO 5 

B4 214 OO 6 2634 OO 2 C9 214 OO 5 2634 OO 6 

B5 214 OO 7 2634 OO 6 C10 214 OO 1 2634 OO 7 

B6 214 OO 8 2634 OO 5    

B7 214 OO 2 2634 OO 7    
 

減量措施、設備

說明 

本案茶園茶樹於1990年種植，每年視天氣和降雨量約採收4-5次，採收後

隨即進行修剪。自2022年起，茶園開始實施自然草生栽培，取代傳統慣行農

法中常見的中耕、刈草及使用除草劑等措施。草生栽培透過地表植被覆蓋保

護土壤與茶樹根部，植草的根系不僅有助於穩定土壤結構並降低地表逕流，

還可在土壤中形成孔隙，促進空氣流通與根系生長，減少因機械壓實導致的

土壤板結，進一步改善土壤結構與保水能力。植草修剪後留於田間，增加土

壤有機質含量，促進土壤健康。此農法更能提升農地生物多樣性，提供昆蟲

及各式野生動物棲息地，達到自然防治效果，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促進環保

並邁向永續農業。 

(1) 植草管理經營方式：本專案之草生栽培採用現地原生草類，相關管理方式

以人工修剪為主，定期維持雜草高度於5-10公分之間，兼顧土壤保護與田

間整潔。 

(2) 土壤增匯方式：草生栽培透過減少茶園土壤裸露及擾動，有效防止土壤有

機質隨雨水沖刷而流失。除草後之植體留置於田間作為地面覆蓋物，其生

物量分解後可轉化為土壤有機碳，增進茶園土壤的碳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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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壽齡 

專案起始日為2022年1月1日；舊設備起始使用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備剩餘壽齡____年 

□屬節能類型專案，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引用運輸業類別減量方法，屬汰舊換新措施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清潔發展機制設備壽齡評估工具預設年限：_____（設備名稱）預設值___年 

□經第三方檢測單位進行評估，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設備預設使用年限_____，應檢附設備供應商提供之證明文件 

□國家統計資料_____年，資料來源____________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件說明 

條件 符合性 說明與佐證 

1. 適用於臺灣農耕系統，提出專案申

請之土地及管理措施須符合農業土

地利用相關法規。 

■符合 

□不適用 

專案採用草生栽培，停止

使用除草劑，為農業常見

管理方式，符合相關法

規。 

2. 專案旨在增加土壤有機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儲量，專案

必須對原有的農業管理措施引入或

採用一項或多項新的變更，停止或

調整原有的措施，以增加土壤有機

碳儲量，達到實現溫室氣體移除量

的目標。 

■符合 

□不適用 

專案採用草生栽培之植草

修剪後殘體留於現地。 

3. 專案管理措施的任何定量調整幅度

（例如，有機質肥料取代化肥比

例）必須超過原有值的5%，原有值

是於基線作業時程的歷史回溯期內

的平均值。 

 

■符合 

□不適用 

全區採用草生栽培，超過

方法學中現有值的5%之條

件。 

4. 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專

案活動必須在農地(含休耕、廢耕農

地，但需維持低度處理，以可隨時

恢復農耕管理)上實施。若在專案確

證前能夠充分證明將多年生作物

（如草類、豆類）與一年生作物整

合，則允許作物制度改變，使其併

入長期農業管理系統，但專案文件

必須提供涵蓋擬議專案期的長期管

理計畫。 

■符合 

□不適用 

專案開始時間為2022年，

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查

詢專案邊界歷史年（2012-

2021）正射影像如附件1，

本專案於農地上實施。 

5. 在專案開始日期之前的10年內，專

案邊界生態系統必須為持續穩定農

業使用，可藉由歷史航空影像或歷

史使用土地類別進行佐證。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活動為常態性經營

之茶園，並於專案申請實

施前已具有10年以上耕作

事實。以國土測繪圖資服

務雲查詢專案邊界歷史正

射影像如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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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案活動預計不會導致產量持續下

降超過5%，並已獲同儕審查和/或

已發表的研究報告中，針對本專案

活動在同一或類似地區的實施成果

中加以證明。若執行有機農法，可

以附近區域之產量進行比較。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藉由農民農事操作

資料證實產量無持續下

降，佐證資料於附件2。 

7. 本方法學著重於土壤有機碳增加所

產生的效益，但若管理措施造成其

他碳庫與排放源變化量的5%，則需

計入其變化量。例如：肥料與化石

燃料使用變化等。 

■符合 

□不適用 

本案僅引入自然草生栽

培，故育期僅增加碳庫，

不致影響碳排。 

8. 專案活動每年溫室氣體淨移除量應

小於或等於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 

■符合 

□不適用 

本案事前估算溫室氣體年

平均移除量約為3.3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 

9. 不適用於以下情形：（1）專案活動

不能在濕地上進行。（2）專案活動

不能將生物炭作為土壤改良劑來使

用。 

■符合 

□不適用 

1.專案活動在農地上進行。 

2.未使用生物炭作為土壤改

良劑。 

外加性分析 

(法規) 

□無 ▓法規外加性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

法」第八條：「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依第

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

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能型

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

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事前估算溫室氣體年平均移除量約為3.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符合第

（三）項情形，故僅分析法規外加性，及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本

專案活動為茶園草生栽培，非政府或法規強制要求執行。 

 

【中央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能源管理法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自治條例】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策、方案、綱領】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法規： 

有關於專案推動時須衡量個案情形進行周遭環境之衝擊分析及採取因應措

施，並納入專案計畫內部分，經評估本專案外加性係以茶園間進行植草管理，

屬一般普遍農事操作，無環境衝擊分析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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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實施前後示

意圖 
 

圖 2.專案實施前後示意圖 

四、計算方法 

基線情境 

(一) 專案現況說明：  

自專案初始至整個專案計入期皆於農田上實施，專案活動實施之土地皆符

合土地利用相關法規。 

專案活動範圍共1.4公頃，專案執行前，以中耕、刈草及使用殺草劑等方式將田

間雜草去除。自2022年專案執行起，透過草生栽培農法，保留原始草種於田

區，以人工修剪為主，定期維持雜草高度於5-10公分之間，兼顧土壤保護與田

間整潔。植草修剪後留於田間，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促進土壤健康。 

 

(二) 基線排放量設定： 

本專案所採用之減量方法「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自專案初始至整

個專案計入期皆於農田上實施，專案活動實施之土地皆符合土地利用相關法

規。基線情境為沿用專案開始前3年內（2019-2021年）所使用的農業管理措

施，以專案實施前1年度（2021年）資料作為基線情境資料，基線農業管理措

施如表 2所示，依當年度土壤有機碳含量為基線。基線與專案情境計入之碳庫

與碳源詳如表3、表4。 

 

表 2.基線農業管理措施 

農業管理措施 項目 生產履歷 

作物種植和收穫 茶 收穫日期： 

春茶2021.3.10 - 2021.4.10 

夏茶2021.5.24 - 2021.8.02 

秋茶2021.9.05 - 2021.9.30 

冬茶2021.10.15-2021.11.15 

氮肥施用 有機肥: 豆粕 總氮投入量為：480kg /ha/年 

依季節分3次施肥（2、5、12月） 

殘體管理 茶樹修剪 

 

修剪日期：茶葉採收後 

修剪量：約120kg /ha 移除 

*專案管理措施維持基線情境的各項農業管理措施，僅增加自然草生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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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碳庫的選定 

來源 是否選擇 理由/解釋 

地上部木本生物量 否 茶園是 30 年樹齡，且每年採收 4-5 次，並

修剪保持樹形，故此項目不計算。 

地上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因該項目會定期修剪，維持草種高度為 5-

10cm，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碳庫不必

包括在內。 

地下部木本生物量 否 茶園是 30 年樹齡，且每年採收 4-5 次，並

修剪保持樹形，故此項目不計算。 

地下部非木本生物量 否 因該項目不會發生重大變化，碳庫不必包

括在內 。 

枯死木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重大

變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 

枯落物 否 碳庫不必包括在內，因為它不會發生重大

變化，或者潛在的變化是短暫的。 

土壤有機碳 是 受專案活動影響的主要碳庫，預計在專案

情境中會增加。 

 

表 4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情境中碳源的選定 

來源 氣體 是否選擇 理由/解釋 

化石燃料 
CO2 否 本案均以人工除草、採收與修剪，故

無使用化石燃料。 

土壤產生甲烷作用 
CH4 否 專案執行期間土壤無浸水狀態，故無

甲烷排放。 

石灰 
CO2 否 本案無石灰石或白雲石，故無此項排

放。 

氮肥的使用 N2O 否 專案施肥量與基線相同，故不計算 

固氮物種的使用 
N2O 否 本案無種植固氮物種，故無此項排

放。 

 

專案監測計畫如附件3，歷年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如附件4。 

 

(一) 基線排放量計算：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1 

Mn,dl,SOC  =1.28*30*0.00901*100=34.589 

 

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2 

BD𝑐𝑜𝑟𝑟 =
1477.8

3.14159 (
7
2)

2

× 30

= 1.28 

SOCbsl,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3 

SOCbsl,i,t = 34.59 ×
44

12
= 12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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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

量 

34.59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基

線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

之土壤樣本，以乾燒法分

析土壤有機碳含量，並依

公式1進行計算。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77.8 g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基

線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

之土壤樣本，風乾後秤

重。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8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樣5

個樣本點後測量得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 cm 

□預設■監測 

說明：量測土壤採樣器-土

鑽之内徑。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0.0090 g/g 

□預設■監測 

說明：於基線情境中採集0-

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以

乾燒法分析土壤有機碳含

量。 

6 100 
g/cm2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bsl,i,t 

在 t 期末，樣本

單元 i 的基線情

境中土壤有機碳

庫的估計碳存量 

126.83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樣

後依據測量得之。 

8 44/12 
碳至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二) 專案排放量計算： 

專案情境(wp)中，必須使用基線排放(bsl)中相同公式，以明確相關數值是為專案情境進行量化。 

專案情境土壤有機碳含量計算如下： 

Mn,dl,SOC  = BD𝑐𝑜𝑟𝑟 × 𝑑𝑙 × 𝑂𝐶𝑛,𝑑𝑙 × 100   ………………………公式4 

Mn,dl,SOC  =1.28*30*0.00911*100=34.965     第1計入期 

Mn,dl,SOC  = 1.28 ∗ 30 ∗ 0.00928 ∗ 100 = 35.624  第2計入期 

Mn,dl,SOC  = 1.28 ∗ 30 ∗ 0.00946 ∗ 100 = 36.336  第3計入期 

 

BD𝑐𝑜𝑟𝑟 =
𝑀𝑛,𝑑𝑙.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𝜋(
𝐷

2
)

2
×𝑑𝑙

  ………………………………………………公式5 

BD𝑐𝑜𝑟𝑟 =
1477.8

3.14159 (
7
2) × 30

= 1.28 

SOCwp,i,t = Mn,dl,SOC ×
44

12
   ………………………………………………公式6 

SOCwp,i,t = 34.965 ×
44

12
= 128.203    第1計入期 

SOCwp,i,t = 35.624 ×
44

12
= 130.621    第2計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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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wp,i,t = 36.336 ×
44

12
= 133.231    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Mn,dl,SOC 

一個土壤樣本深

度層中的 SOC 

重量 

第1計入期: 34.97 

第2計入期: 35.62 

第3計入期: 36.34 

t/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專

案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

之土壤樣本，以乾燒法分

析土壤有機碳含量，並依

公式4進行計算。 

2 Mn,dl,sample 
乾燥的土壤樣本

重量 
1,477.8 g 

□預設■監測 

說明：依監測計畫，於基

線情境中採集0-30cm 深度

之土壤樣本，風乾後秤

重。 

3 BDcorr 

減去粗碎粒重量

比例後的細土部

分校正總體密度 

1.28 g/cm3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邊界土壤採樣5

個樣本點後測量得之。 

4 D 採樣器材內徑 7 cm 

□預設■監測 

說明：量測土壤採樣器-土

鑽之内徑。 

5 𝑂𝐶𝑛,𝑑𝑙 
每個樣本中的有

機碳濃度 

第1計入期: 0.00911 

第2計入期: 0.00928 

第3計入期: 0.00946 

g/g 

□預設■監測 

說明：於專案情境中採集0-

30cm 深度之土壤樣本，以

乾燒法分析土壤有機碳含

量，如附件4所示。 

6 100 
g/cm2至 t/ha 的轉

換係數 
100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7 SOCwp,i,t 

在 t 期末，樣本

單元 i 的專案情

境中土壤有機碳

庫的估計碳存量 

第1計入期:128.20 

第2計入期:130.62 

第3計入期:133.23 

t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 專案邊界土壤採樣

後依據測量得之。 

8 44/12 
碳到二氧化碳當

量轉換 
44/12 - ■預設□監測 

說明：轉換係數 

(三) 洩漏量計算：■不適用 

1. 專案實施後未使產量持續下降5% 

2. 未使用專案邊界外的有機改良劑而造成專案外區域的土壤有機碳下降 

3. 專案未使用案邊界外的生物質殘渣，因此無轉用能源應用產生的洩漏 

4. 專案情境中無非人為造成之生物質燃燒產生的洩漏 

(四) 減量計算=(一)基線排放量-(二)專案排放量計算-(三)洩漏量 

 

𝐸𝑅𝑅𝑡 = 𝐸𝑟𝑒𝑚,𝑡+𝐸𝑟𝑒𝑑,𝑡 − 𝐿𝐸𝑡         ………………………………………….…... 公式7 

本案不計因專案措施影響之排放源排放變動量，因此𝐸𝑟𝑒𝑑,𝑡 = 0 

𝐸𝑅𝑅𝑡 = 1.656 + 0 − 0 =1.925 第1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2.945 + 0 − 0 =3.385 第2計入期 

𝐸𝑅𝑅𝑡 = 3.434 + 0 − 0 =3.653 第3計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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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𝐸𝑟𝑒𝑚,𝑡 = [∆𝐶𝑂2𝑠𝑜𝑖𝑙𝑡
× (1 − 𝑈𝑁𝐶𝑡,𝑐𝑜2

)]  …………………………………....公式8 

𝐸𝑟𝑒𝑚,𝑡 = [1.925 × (1 − 0.14)] = 1.656      第1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3.385 × (1 − 0.13)] =2.945         第2計入期 

𝐸𝑟𝑒𝑚,𝑡 = [3.653 × (1 − 0.06)]=3.434         第3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 −𝑛
𝑖=1 𝑆𝑂𝐶𝑤𝑝,𝑖,𝑡−1) × 𝐴𝑖 ………..公式9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28.203 −𝑛
𝑖=1 126.828) × 1.4 = 1.925 第1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30.621 −𝑛
𝑖=1 128.203) × 1.4 =3.385第2計入期 

𝛥𝐶𝑂2_𝑠𝑜𝑖𝑙𝑡 = ∑ (133.231 −𝑛
𝑖=1 130.621) × 1.4 =3.653第3計入期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𝐸𝑅𝑅𝑡 在 t 年減量 

第1計入期：1.66 

第2計入期：2.95 

第3計入期：3.43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7計算得

之。 

2 𝐿𝐸𝑡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總洩漏量 
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經監測，專案活動

期間無相關洩漏。 

3 𝐸𝑟e𝑚, t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淨移除量 

第1計入期：1.66 

第2計入期：2.95 

第3計入期：3.43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8計算得之。 

4 ΔCO2_soilt 

在 t 年增加土壤

有機碳庫產生的

CO2排放移除量 

第1計入期：1.93 

第2計入期：3.39 

第3計入期：3.65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9計算得之。 

5 UNCt,CO2 

t 年與建模或測

量 SOC 存量變化

相關的不確定性

扣除 

第1計入期：0.13 

第2計入期：0.14 

第3計入期：0.05 

0 到 1 之

間 的 分

數 

□預設■監測 

說明：本案使用量化方式2

直接量測法，非建模方

式。 

6 SOC𝑤𝑝,i,t 

在 t 年末樣本單

元 i 專案情境中

的土壤有機碳庫

的平均碳存量 

第1計入期：128.20 

第2計入期：130.62 

第3計入期：133.23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依公式6計算得之 

7 SOCwp,i,t−1 

在 t-1年末樣單元

i 專案情境中的

土壤有機碳庫的

平均碳存量 

第1計入期：126.83 

第2計入期：128.20 

第3計入期：130.62 

t 

CO2e/ha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 t-1年為上一個

計入期監測所得。 

第 一 計 入 期 ： 

SOCwp,i,t−1 = SOCbsl,i,t 

8 𝐴𝑖 樣本單元面積 1.4 ha 

□預設■監測 

說明：於專案邊界內測

量。 

9 𝐸𝑟e𝑑,t 
在 t 年溫室氣體

估算之淨減排量 
0 t CO2e 

□預設■監測 

說明：本案不計因專案措

施影響之排放源排放變動

量，因此𝐸𝑟𝑒𝑑,𝑡 = 0。 

不確定性估算 

UNCt,CO2  計算包含： 

1. 計算各單獨誤差源的標準不確定性（ui）………..公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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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ｉ

=
Ｓ

√ｎ

 

s 為樣本標準差;n 為樣本數 

 

2. 合成標準不確定性（uc）………..公式11 

3. 擴充不確定度 (U) ………..公式12 

U = k × 𝑢𝑐 

通常選擇 k = 2，對應約95%的信賴區間。 

 

4. 相對擴充標準不確定度(𝑢𝑟(𝑈))………..公式13 

𝑢𝑟(𝑈) =
𝑈

�̅�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ui 
各單獨誤差源的

標準不確定性 

樣本： 

第1計入期：0.625 

第2計入期：0.62 

第3計入期：0.248 

秤重：0.007 

隨機誤差：0.08 

減量線：0.03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與分析

實驗室提供之資料。 

2 S 樣本標準差 

第1計入期：1.40 

第2計入期：1.39 

第3計入期：0.55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分析。 

3 n 樣本數 5 - 

□預設■監測 

說明：本次採樣為5個採樣

點。 

4 uc 
合成標準不確定

性 

第1計入期：0.631 

第2計入期：0.626 

第3計入期：0.263 

g/kg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1計算得

之。 

5 �̅� 樣本平均值 

第1計入期：9.11 

第2計入期：9.28 

第3計入期：9.46 

g/kg 

□預設■監測 

說明：由分析結果計算得

之。 

6 U 擴充不確定度 

第1計入期：1.26 

第2計入期：1.25 

第3計入期：0.53 

g/kg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2計算得

之。 

7 k 涵蓋因子 2 - 

■預設□監測 

說明：信心水準 95%的情

況下，涵蓋因子(k)使用 2 

作為計算。 

8 𝑢𝑟(𝑈) 
相對擴充標準不

確定度 

第1計入期：0.14 

第2計入期：0.13 

第3計入期：0.06 

- 

□預設■監測 

說明：依據公式13計算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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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計入期估算結果摘要 

計入期間 

溫室氣體 

淨減排量 

溫室氣體 

淨移除量 
洩漏量 總減量/移除量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公噸 CO2e)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 0 1.7 0 1.7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 0 2.9 0 2.9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 0 3.4 0 3.4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 0 3.4 0 3.4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 0 3.4 0 3.4 

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 0 3.4 0 3.4 

2028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 0 3.4 0 3.4 

2029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 0 3.4 0 3.4 

2030年1月1日~2030年12月31 0 3.4 0 3.4 

2031年1月1日~2031年12月31 0 3.4 0 3.4 

2032年1月1日~2032年12月31 0 3.4 0 3.4 

2033年1月1日~2033年12月31 0 3.4 0 3.4 

2034年1月1日~2034年12月31 0 3.4 0 3.4 

2035年1月1日~2035年12月31 0 3.4 0 3.4 

2036年1月1日~2036年12月31 0 3.4 0 3.4 

2037年1月1日~2037年12月31 0 3.4 0 3.4 

2038年1月1日~2038年12月31 0 3.4 0 3.4 

2039年1月1日~2039年12月31 0 3.4 0 3.4 

2040年1月1日~2040年12月31 0 3.4 0 3.4 

2041年1月1日~2041年12月31 0 3.4 0 3.4 

2042年1月1日~2042年12月31 0 3.4 0 3.4 

2043年1月1日~2043年12月31 0 3.4 0 3.4 

2044年1月1日~2044年12月31 0 3.4 0 3.4 

2045年1月1日~2045年12月31 0 3.4 0 3.4 

2046年1月1日~2046年12月31 0 3.4 0 3.4 

2047年1月1日~2047年12月31 0 3.4 0 3.4 

2048年1月1日~2048年12月31 0 3.4 0 3.4 

2049年1月1日~2049年12月31 0 3.4 0 3.4 

2050年1月1日~2050年12月31 0 3.4 0 3.4 

2051年1月1日~2051年12月31 0 3.4 0 3.4 

總計 0 100 0 100 

計入期總年數 30 

計入期年平均 0 3.3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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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衝擊分析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

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

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

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即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公眾意見 

依據民國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八條第二點辦理：「事業或各級政府所提自願減量專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第四條檢具之專案計畫書，其內容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且得免除環境衝擊

分析及公眾意見：（一）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五千瓩；（二）節

能型專案每年總節電量小於或等於二千萬度；（三）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

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案即符合第（三）項情形，故得免除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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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專案範圍航空影像佐證資料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圖1.專案範圍之航空影像佐證資料(2012-2020年) (資料來源：航遙測圖資供應服務平臺) 

 

 
圖2. 專案範圍土地利用類別（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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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產量佐證資料 

 

由於作物產量可能因氣候而異，故本專案採用與區域平均產量之比較，依據各年度南投縣名間

鄉茶葉年平均產量（表1），以不低於95%視為無洩漏，顯示本專案可維持作物產量。 

表 1、 2012-2023年南投縣 OO 鄉茶葉年平均產量 

年度 1區域平均產量 

(Mg/ha) 

2專案平均產量

(Mg/ha) 

產量比率% 

2012 2.0 2.6 130 

2013 2.1 -(深剪枝) - 

2014 2.2 2.6 118 

2015 2.1 2.7 129 

2016 1.8 3.5 194 

2017 2.0 3.9 195 

2018 2.3 1.4(強剪枝) - 

2019 2.3 2.9 126 

2020 2.0 3.1 155 

2021 1.8 2.8 156 

2022 2.0 3.4 170 

2023 1.8 3.7 206 
1資料來自農業部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2資料來自專案執行者紀錄 

記錄人：XXX 

負責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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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監測計畫 

 

一、 監測工作 

監測計畫由農試所所進行規劃，於專案註冊及申請額度之查證前辦理，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專

案邊界周界定位點確認及土壤採樣調查。調查人員需具相關教育訓練參加證明，且具採樣經驗，

以確保獲得可靠之實地量測結果。再由農試所覆核調查資料正確性，以符合品質保證(QA)和品質

控制(QC)之要求。由調查團隊完成監測數據之計算與分析提交相關報告，報告書與原始數據則交

由申請人保留存查。 

1. 監測樣區設置與量測設備 

  茶園面積僅1.4公頃，經專案活動前土壤調查包含地形坡度、土壤質地、土壤總體密度、

氣候條件及農業操作管理，由於調查結果之差異性低，因此不進行分層/區。於專案邊界內

採集5重複樣點。監測調查工作需含1位記錄員，1-3位量測員，依需求攜帶 GPS、圖資、土

鑽、土壤樣本保存器材與相機等工具。 

(一) 抽樣計畫 

本專案僅量測土壤有機碳，因眾多因素決定了地形規模上的土壤有機碳不均勻性，包

括氣候、地形、歷史上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植物親本、土壤質地和土壤類型等。為使

抽樣具有代表性，抽樣設計可採用 VCS 之 VMD0021作為監測計畫之指引，參考過去土壤

調查的圖資，因差異性低，以簡單隨機抽樣，於專案邊界內採集5重複樣點，進行土壤有機

碳分析，以作為專案活動中土壤有機碳庫產生的二氧化碳移除量依據。 

(二) 調查步驟 

1. 樣本單元面積：於樣本單元周界定位點以再次以 GPS 進行座標標定，再藉由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進行面積量測。 

2. 土壤樣本有機碳量測：於每處樣本單位上依據「改進農業土壤管理方法學」設置5個固

定土壤採樣樣本點，專案與基線應以定位系統紀錄每一採樣點，並且監測計畫每次採

樣應在同一位置。以 GPS 定位後參照國家環境研究院「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進行採樣，每個樣本點採集深度為30cm，將樣本送至農試所分析中心，

以國內公告的 SOC 檢測標準方法為燃燒(乾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 進行測

定。 

(三) 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QA/QC 程序） 

1. 於土壤有機碳分析須依據環境部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NIEA S102.64B）與農試所公

告之土壤有機質測定方法－燃燒／紅外線測定法(TARI S201.1B)中規範之管制辦法執

行，涵蓋以下所述各項程序：(a) 收集可靠並具代表性之樣本； (b)核驗分析技術和資

料登錄之程序，確保量測數據之可靠性；(c) 資料保持和存檔。 

2. 建立監測小組和管理層任務與責任，負責測量工作的人應接受實地資料收集和分析

工作的全面培訓。為實地測量的每一步驟制訂標準操作程序(SOP)，詳細說明實地測

量的各個步驟，載有關於核查方面的文件工作的規定，使以後的實地採樣人員能夠

核對以前的結果，並與以前一致的方式再次進行測量。為確保能夠收集和保持可靠

的實地資料，良好的做法是確保：(a) 實地採樣的成員充分瞭解所有程序並認識到盡

可能準確收集資料的重要性；(b) 實地採樣在需要的情況下在實地設定試驗地塊，並

測量所有相關的部分，使用標準操作程序估算測量誤差；(c) 檔案應列出實地測量全

體人員的姓名，專案負責人應證實實地採樣成員受過培訓；(d) 新的工作人員接受適

足的培訓。 

3. 資料保持和存檔：專案中任何監測過程收集之管理紀錄、採樣記錄、分析資料以及

QA/QC 數據，必須以電子方式存檔，並至少保存至最後一個項目計入期結束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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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土壤有機碳含量變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