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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及其碳足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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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山东省潍坊市为研究区，以种植面积、农作物产量及农业投入等相关数据为基础，定量测算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源(碳汇)，分析期间碳足迹的变化。结果表明：1) 2003—2012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

统碳吸收总量小于碳排放总量，二者的比例为 1∶7.4，碳排放强度增长率从 0.055%减少到 0.048%，碳吸收强度

增长率从 1.18%增加到 1.98%。10年间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量和碳排放量分别增长了 10.69%和 7.02%，碳吸收增

长率高于碳排放增长率，农田系统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2) 蔬菜是主要的碳汇，占比为 73.31%，6 种碳排放途

径中，农田灌溉是主要的碳源，占比为 87.32%。3) 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从 2003年的 38.990万 hm2减少到 2012

年 38.769万hm2，碳足迹平均占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 1.456%，比例较低。10年间碳足迹强度均值为 0.14 hm2/万元，

2003—2012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每增加 1万元的产值可以制造 0.14 hm2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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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en Weifang city as a research area, the variation of carbon source/sink and carbon footprint from 2003 to 
2012 at parts of farmland ecosystem in Weifang wer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on the basis of terrestrial data including 
planting area, crop yield and agricultural inp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otal carbon absorption in the farmland 
ecosystem was worse than that of emission during the year from 2003 to 2012, with a ratio of 1:7.4, and the growth rate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reduced from 0.055% to 0.048%, the growth rate of carbon absorption strength, while, 
increased from 1.18% to 1.98%,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farmland system had stronger function of carbon sinks; carbon 
absor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 the farmland ecosystem increased by 10.69% and 7.02%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10 
years, and the absorption ra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emission; 2) Vegetable, as the main carbon sink, wa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3.31% in the total sinks, while, irrigation, as the main carbon source amongst the six kinds of carbon emission 
approaches, was accounted for 87.32%; 3) Carbon footprint in the farmland ecosystem reduced from 389 900 hectare in 
2003 to 387 690 hectare in 2012, with a lower proportion of 1.456% amongst the ec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areas. The 
average value of ICF was 0.14 hectare per 10 000 RMB, which meant that 0.14 hectare carbon footprint could be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10 000 RMB output value in the farmland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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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各环境组织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1]。控制 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已成

为国际领域的科学议题。削减碳排放的区域来源，

增加区域碳汇是减少温室气体的重要手段[2]。对陆

地生态系统碳汇策略的研究已成为碳循环研究领

域的一个热点[3]。农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的大气碳源(碳汇)[4]，因

此，定量分析地区生态系统碳源(碳汇)差异变化是
碳循环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研究区域碳循环机理

的首要前提。碳源(碳汇)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全球
不同区域不同历史时期陆地碳收支状况进行综合

分析 [5–7]。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和工

业，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碳汇)问题的研究较
少[8–9]，对农田系统碳循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土壤

碳[10]、稻田甲烷[11–12]等方面，缺乏对土壤、农田以

及湿地等生态系统的估算和评价。主要研究方法为

遥感、GIS 技术手段以及大气反演模型和生态系统
碳循环模型[13]、农作物产量的统计数据以及农作物

相关参数法[14]、土壤固碳速率法[15]、土壤碳汇系数

法[16]、Crop–C模型和 Soil–C模型结合法模拟土壤
动态变化[17]等。关于碳足迹的研究，国外主要是关

于碳足迹的计算评价、减少碳足迹的方法与对策[18]

以及对碳足迹的数学模型[19]进行比较分析等；国内

主要是关于碳足迹的影响力和感应力[20]、碳足迹的

影响因素[21]、人均碳足迹和碳足迹产值[22]及碳足迹

核算[23]等，国内碳足迹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

关于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变化的研究相对较
少，从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途径角度研究碳源(碳汇)
变化的研究很少，且研究的时间序列相对较短；研

究范围多为全球、全国及省级大城市，具体到地级

市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
以中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山东潍坊市为研究区，

对农作物碳吸收状况、农业生产过程中碳排放状况

及其碳足迹进行估算分析，以期在小区域尺度上充

分了解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状况，为潍坊市农
田生态系统增汇减源和降低碳足迹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潍坊市地处北纬 35°41′～37°26′，东经 108°10′~ 

120°01′，位居山东半岛中部，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

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沛，物产资源丰富。潍坊

市土地总面积 161.43万 hm2，耕地面积 78.39万 hm2，

耕地占潍坊市土地总面积的 48.56%；全市总人口

921.61 万人，农业人口 160.2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8%。潍坊市耕地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具备

大力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全市主要种植蔬菜、玉

米、小麦、花生等，农业产值 4 077 742万元，位

居全省首位，拥有全国著名的 2个蔬菜基地，为中

国北方大型蔬菜生产地之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省农业统计年报》

(2003—2012 年)、《山东省统计年鉴》(2003—2012

年)、潍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2012年)和潍

坊市统计部门的相关报表。 

2.2 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估算方法 

农田生态系统主要以农作物全生育期对碳的

吸收作为主要的碳汇类型。根据农作物的产量值、

碳吸收率和经济系数对碳吸收量进行计算[24]。 

/t d f w f w i
i i i

C C C D C Y H= = =∑ ∑ ∑ 。 

公式中：i为农作物的种类；Ct为农田生态系统

所有农作物全生育期碳吸收量；Cd为 i 类农作物全
生育期对碳的吸收量；Cf为第 i类农作物光合作用合
成单位质量干物质所要吸收的碳；Dw为生物产量；

Yw为第 i类农作物的经济产量；Hi为第 i类农作物的
经济系数。借鉴学者研究[24]，中国主要的农作物经

济系数 Hi和碳吸收率 Cf的经验数据见表 1。 

表 1 中国主要农作物的经济系数和碳吸收率 
Table 1 Economic coefficient and carbon absorption of major crops in China  

农作物 经济系数 碳吸收率 农作物 经济系数 碳吸收率 
玉米 0.400 0.471 其他粮食作物 0.400 0.450 
高粱 0.350 0.450 甜菜 0.700 0.407 
水稻 0.450 0.414 烟草 0.550 0.450 
小麦 0.400 0.485 棉花 0.100 0.450 
谷子 0.400 0.450 蔬菜 0.300 0.450 
薯类 0.700 0.423 油菜 0.250 0.450 
大豆 0.350 0.450 花生 0.430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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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估算方法 

农田经营过程中的碳源类型主要为农田的经营

生产投入而导致的碳排放，其中包括农业灌溉、农

业机械使用、农药的生产与使用、化肥的生产与使

用、农膜的生产与使用、农业柴油的生产与使用和

由翻耕导致农田碳库动态变化的碳排放。本研究仅

对前 6 种主要的碳排放途径进行碳排放估算，其估
算公式为 Et=Ef+Em+Es+Ei+Ee+Ep，其中，Ef=Gf×a；
Em =(Am×b)+(Wm×c)；Es=Gs×d；Ei=Gi×e；Ee=Ge

×f；Ep=Gp×g。式中，Et、Ef、Em、Es、Ei、Ee、Ep

分别为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量、化肥生产和使用过

程产生的碳排放量、农膜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碳排

放量、农业机械使用柴油产生的碳排放量、农业灌

溉产生的碳排放量、农业机械运输用电产生的碳排

放量、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Gf 表

示化肥使用量；Am表示农作物种植面积；Wm表示农

业机械总动力；Gs表示农用柴油使用量；Gi表示农

业灌溉面积；Ge表示农膜使用面积；Gp表示农药使

用量。a、b、c、d、e、f、g为转换系数，数值分别
为 0.895 6 kg/kg、16.47 kg/hm2、0.18 kg/kW、0.592 7 
kg/kg、266.48 kg/hm2、5.18 kg/kg、4.934 1 kg/kg[25–26]。 

2.4 农田生态碳足迹与碳足迹强度的计算 

碳足迹概念的提出建立在生态足迹的概念基础

之上，表示全生命周期内某种产品或服务系统的碳

排放总量，或者是在某一特定活动的过程中，活动

主体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的测度，与 CO2等价表示。 
1

tCF E
NEPa

= × 。 / /t d

i

NEPa C S C S= = ∑ 。式中：

CF表示碳足迹；Et表示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量；

NEPa 表示主要农作物的固碳能力，表征１年内 1 
hm2 植被的碳吸收量；S 表示耕地面积。基于碳足
迹总量的核算，碳足迹与耕地面积的比值可以表征

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碳足迹。本研究主要是对农

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进行分析，结合农田的生产实

际，将公式调整为 ICF=CF/P。公式中，ICF 为碳
足迹强度；CF为碳足迹；P为农田种植业总产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量变化 

3.1.1 碳吸收总量的时间变化 

由图 1可见，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碳吸收总量从 2003年的 2 125.10万 t增
加到 2012年的 2 352.19万 t，净增量为 227.1万 t，
年均增加 22.71万 t。农作物碳吸收总量的变化分为
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3—2005年，为碳吸收总
量减少期，由 2003年的 2 125.1万 t减少到 2005年
的 2 093.2 万 t，同比增长速率从 1.18%变为－
2.65%，表明潍坊市快速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作物种
植面积减少，总产量减少，从而碳吸收量减少；第

二阶段是 2006—2012 年，为碳吸收总量快速增长
期，碳吸收总量从 2006年的 1 996.5万 t增加到 2012
年的 2 352.2万 t，年均增长呈直线上升，且在 2011
年达到峰值，随着政府迁屯并点等措施的大面积实

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大大提高，同时，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不断增多，农作物碳吸收水平也逐渐提

高，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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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及同比增长率 
Fig.1 Total carbon absorption and year-on-year growth rate from 2003 to 2012 at farmland ecosystem in We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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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不同农作物碳吸收总量的变化 

由表 2可知，蔬菜、玉米和小麦对农田生态系
统碳吸收的贡献较大，占碳吸收总量的比分别为

73.31%、12.31%和 11.68%。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
生产基地，潍坊市 10 年间蔬菜单位面积产量逐年
增加，碳吸收量呈下降趋势，从 2003年的 1740.03
万 t减少到 2012年的 1 695.00万 t，增幅为－45.03
万 t。其主要原因是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较低，越
来越多的农户将种植对象由经济效益低的粮食作

物转为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等经济作物；其次，蔬

菜的经济系数较小，蔬菜的总量较大，碳吸收量也

偏大。玉米和小麦的碳吸收量分别从 2003 年的
170.52万 t、147.60万 t增加到 2012年的 313.92万 t、
285.29 万 t，增幅较小；主要经济作物花生和棉花
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少，10 年间总吸收量分别为
273.20万 t和 225.69万 t，其余 6种主要农作物的
碳吸收量相对较低，总的碳吸收量仅占农作物碳吸

收总量的 2.66%。 

表 2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系统不同农作物的碳吸收总量 
Table 2 Carbon absorption of crops from the year 2003 to 2012 at farmland system in Weifang 

碳吸收总量/万 t 
农作物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小麦 147.60 158.98 238.80 263.77 281.39 281.39 291.72 293.49 297.60 285.29

玉米 170.52 206.66 241.92 234.65 264.52 287.57 314.10 314.31 327.02 313.92

高粱 0.92 0.84 0.59 0.46 0.49 0.43 0.33 0.27 0.22 0.07

谷子 1.52 1.51 1.21 0.98 0.96 1.13 1.14 1.10 1.05 0.87

薯类 6.04 5.84 4.98 4.22 4.18 4.84 4.96 4.43 4.24 3.70

大豆 9.07 8.80 7.42 6.06 5.30 5.30 4.17 3.82 3.16 2.49

棉花 20.80 23.22 21.93 20.75 23.24 23.22 24.65 23.02 22.72 22.17

油菜 0.18 0.27 0.17 0.13 0.11 0.09 0.11 0.09 0.07 0.60

花生 25.70 26.48 25.25 24.88 31.42 31.31 28.20 28.19 26.19 25.49

烟草 2.72 2.01 1.67 2.13 2.60 2.37 3.47 1.46 2.42 3.12

蔬菜 1 740.03 1 715.58 1 549.27 1 438.49 1 437.66 1 461.99 1 510.35 1 634.76 1 694.36 1 695.00

总量 2 125.10 2 150.18 2 093.21 1 996.52 2 051.86 2 099.63 2 183.20 2 305.05 2 379.04 2 352.19
 
近年来，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单位耕地面积的

碳吸收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

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1010、

2011、2012的碳吸收强度分别为 27.14、27.46、26.76、

25.58、26.19、26.78、27.85、29.40、30.35、30.41 t/hm2，

呈增加趋势，其增长趋势与其碳吸收量的增长趋势

基本一致，都在 2005 年出现拐点，这主要是由于

2005 年干旱缺水造成了潍坊市农作物大幅减产，从

而影响了碳吸收量。 

3.2 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量变化 

3.2.1 碳排放量的时间变化 

由图 2可见，2003—2012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
统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碳排放总

量从 2003 年的 15 744.39 万 t 增至 2012 年的 16 
604.80万 t，净增加 860.41万 t，年均增加 86.04万

t，年均增长率为 0.60%。10年间变化分为 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3—2006 年，为碳排放总量缓慢增
长阶段；第二阶段是 2007—2012 年，为碳排放总
量迅速增长阶段。2003—2006年受到干旱少雨的影
响，农作物的单产有所减少；2007—2012年潍坊市
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服

务质量，潍坊市农作物总产量平稳增长，碳排放量

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2003—2012年潍坊市农田
生态系统的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呈现出较为

一致的变化趋势。随着农业投入的增加，农业产业

快速发展，碳排放强度从 2003年的 201.09 t/hm2增

加到 2006年的 203.39 t/hm2，增加了 2.30 t/hm2 ，

但 2007 年有所下降，潍坊市农村产业的调整，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碳排放强度为 202.15 t/hm2；

2008—2012年碳排放强度逐渐增加，从204.45 t/hm2

增加到 211.82 t/hm2，年均增量 6.75 t/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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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总量及同比增长率 
Fig.2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year-on-year growth rate from 2003 to 2012 farmland at ecosystem in Weifang 

  

3.2.2 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途径的变化 

由表 3可见，2003—2012年农业灌溉的碳排放
量所占比例最大，且 2012年农业灌溉碳排放量占碳
排放总量的 86.48%，耕地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增加，
导致农业灌溉引起的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

次，农机、化肥的碳排放比例分别占 12.24%和
0.32%，而农药的碳排放所占比例最小，仅为 0.06%。
各种碳排放途径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呈现出不同的增

长趋势，农药、化肥和农膜都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这是因为 2006年之前农民在提高单产的同时增加了
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潍坊市 2007年以来打造绿
色种植产业链，提倡有机、绿色、无公害栽培，大

力发展有机农业、绿色无污染、无公害食品，种植

面积不断增加，且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也逐渐减少，

进而农药和化肥的碳排放量出现了减少趋势。研究

期间，柴油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10 年减
少了 3.64万 t，其主要原因是潍坊市近几年柴油价格
不断上涨，导致农业机械运输作业成本增加，农民

负担增大，严重降低了农民对农业机械的投入热情，

从而导致农用柴油使用量减少，生产和使用农业柴

油的碳排放量也随之减少。2003 年潍坊市碳排放强
度为 201.09 t/hm2，2012年增加到 211.82 t/hm2，净

增量 10.73 t/hm2。虽然潍坊市农作物的单产逐年增

加，但随着单位面积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碳排放

量也不断增加。 

表 3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Table 3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uring 2003 and 2012 at farmland ecosystem in Weifang  

各种途径的碳排放量/万 t 
年份 

化肥 农机 灌溉 农膜 农药 柴油 

碳排放 
总量/万 t 

碳排放 
强度/(t·hm–2)

2003 46.91 1 682.18 13 957.69 35.45 8.83 13.33 15 744.39 201.09 

2004 48.90 1 721.69 13 925.18 36.45 9.33 13.28 15 754.83 201.20 

2005 51.22 1 911.86 13 879.61 38.62 9.67 13.88 15 904.86 203.31 

2006 54.51 1 964.53 13 767.16 42.02 9.66 13.29 15 851.17 203.39 

2007 55.09 1 952.92 13 762.23 42.97 9.42 13.04 15 835.67 202.15 

2008 48.56 2 009.39 13 914.52 35.80 8.53 10.36 16 027.16 204.45 

2009 52.03 2 048.23 13 974.74 38.44 8.74 10.11 16 132.29 205.80 

2010 52.18 2 080.40 14 173.80 39.51 8.08 10.21 16 364.18 208.75 

2011 51.43 2 113.01 14 302.25 40.66 8.04  9.88 16 524.61 210.80 

2012 50.53 2 135.37 14 360.61 40.00 7.94  9.69 16 604.80 211.82 
 

3.3 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吸收净值 

10 年间潍坊市碳吸收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分别
达 21 735.98万 t和 160 743.96万 t，碳吸收总量与
碳排放总量的比为 1∶7.4，说明潍坊市农田生态系

统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碳吸收量，年均碳排放净值

13 900.8万 t。潍坊市 10年间碳吸收量和碳排放量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在 2005 年之后呈增长趋
势，碳排放强度增长率从 0.055%减少到 0.048%，

碳
排
放
总
量

/万
t 

同
比
增
长
率

/%
 

碳排放量 

同比增长率 

1.6 

1.2 

0.8 

0.4 

0 

–0.4 

–0.8 

16 800

16 600

16 400

16 200

16 000

15 800

15 600

15 400

15 200



 
 

第 41卷第 1期        杨皓然等 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及其碳足迹变化          87 

碳吸收强度增长率从 1.18%增加到 1.98%。农田生
态系统既具有碳源功能，也具有碳汇功能，农业生

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的迅速增

加，产生大量碳固存，导致农田生态系统碳汇增加，

碳吸收强度的增长明显高于碳排放强度的增长，说

明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仍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但

是碳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碳吸收总量，这种形势不

容乐观。 

3.4 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分析 

由表 4可见，从时间过程分析，2003年碳足迹
38.990万 hm2，2012年碳足迹为 38.769万 hm2，减

少了 0.221万 hm2，整体呈递减趋势，但在 2007年
出现起伏。潍坊市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

虽然投入了大量的农药、化肥等，增加了农田生态

系统的碳排放量，但由于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农作

物产量持续增加，蔬菜的产量尤其较高，这大大增

加了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量，从而导致碳足迹呈

下降趋势。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平均占生态

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比例(1.456%)较低，说明潍坊市
农田生态系统仍然处于碳生态盈余状态。 

表 4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

及碳足迹强度 
Table 4 Carbon footprint and its intensity from 2003 to 2012 

at farmland ecosystem in Weifang  

年份 碳足迹/万 hm2 碳足迹强度/(hm2·(万元)–1) 

2003 38.990 0.214 

2004 38.977 0.191 

2005 38.931 0.175 

2006 38.903 0.162 

2007 38.954 0.151 

2008 38.888 0.130 

2009 38.880 0.117 

2010 38.877 0.105 

2011 38.854 0.100 

2012 38.769 0.101 
 

2003—2012 年潍坊市碳足迹强度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2011年出现最低值 0.100 hm2/万元。总体
而言，潍坊市的碳足迹强度值较低(碳足迹强度值越
高，能源利用效率越低，碳足迹效益越低)，2003—
2012年的均值为 0.14 hm2/万元，表示潍坊市农田生
态系统每增加 1万元的产值可以制造 0.14 hm2的碳

足迹。 

4 结论与讨论 

对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源(碳
汇)进行估算后得到如下结论： 

1) 从总量看，农田碳源明显大于碳汇，10 年
碳吸收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分别为 21 735.98 万 t 和
160 743.96万 t，二者之比为 1∶7.4。碳排放强度增
长率从 0.055%减少到 0.048%，碳吸收强度增长率
从 1.18%增加到 1.98%，可以看出潍坊市农田生态
系统的农作物具有较大的碳汇功能。 

2) 从时间看，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量和
碳排放量在 10年内分别增长 10.69%和 7.02%，尤其
是在 2005年以后，碳吸收量和碳排放量均出现明显
增长，且碳吸收量的增长率高于碳排放量的增长率。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农田灌溉面积的增多，农

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量相对增多；科技的进步、粮食

单产的增加，碳吸收量增长迅速，有效减少了研究

区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了对气候的影响。 
3)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

收总量和吸收强度呈增加趋势；蔬菜、玉米和小麦

为主要的碳吸收作物。碳排放过程中，农业灌溉过

程碳排放量占比最大，农药使用的碳排放量比重最

小。可见，在推行生态农业、精品农业，提高复种

以及选育优良品种的同时，应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

产量；在保证农业投入和机械化程度的前提下，调

整耕作和灌溉制度，增施有机肥，采用免耕、少耕

等技术，精确灌溉，发展绿色能源，提高农产品的

质量，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

持并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降低农田生态

系统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4) 2003—2012 年潍坊市农田生态碳足迹从

2003 年的 38.990 万 hm2减少到 2012 年 38.769 万
hm2，10 年间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平均占生态生产
性土地面积的 1.456%，比例较低，农田生态系统处
于碳生态盈余的状态，可以部分补充潍坊市社会经

济发展和工业生产带来的碳赤字；碳足迹强度较

低，10年间碳足迹强度均值为 0.14 hm2/万元，潍坊
市农田生态系统每增加 1万元的产值可以制造 0.14 
hm2的碳足迹。 

本研究中以潍坊市主要农作物的碳吸收量和

主要农业生产的碳排放为测算基础，对潍坊市农田

生态系统碳源(碳汇)及其碳足迹的变化情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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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估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农田生态系

统碳源(碳汇)变化涉及的要素众多，综合考虑农业
生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农作物和土壤呼吸对

碳排放量的影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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