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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决策参考》约稿简则

为充分发挥宁夏大学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简称“重

点实验室”）在自治区乃至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恢复等相关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开发

应用方面的积极作用，“重点实验室”编辑出版了《生态决策参考》（内部刊物），为宁夏和

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为自治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同时，

希望通过此平台，为该区域从事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科研人员提供沟通和学习的机会。

在此，特邀请相关专家针对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问题撰写学术稿

件，提出建议、意见或学术专论。《生态决策参考》为半年刊，每期出版后报送自治区党

委、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学校主要领导参考为地方生态建设服务。

《生态决策参考》主要刊载对生态政策规划、土地荒漠化治理、湿地生态与污染防

治、绿洲生态与农业、森林生态、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等领域的文章。来稿需观点明确、数

据可靠、结论正确、文字流畅、具应用和参考价值。

欢迎赐稿！

来稿请寄：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489号科技综合楼B504室 倪细炉收

邮 编：750021
投稿信箱：eco@nxu.edu.cn
电 话：0951-20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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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几近无处不在。

由于全球变暖，我们正在经历热浪、洪水、干旱、森林火灾和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灾害性

天气气候事件。《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目标，是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

立即明确国家自主贡献减缓气候变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在 20世纪下半叶实现碳

中和，在 20世纪末将全球地表温度相对于工业化前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以内。不仅

如此，各缔约方还将为争取实现 1.5℃的温控目标付出努力。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

增幅已经超过 1℃，中国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如果继续以目前的速率升

温，全球温升幅度可能会在 2030年至 2052年达到 1.5℃。全球升温已经导致气候风险

越来越高，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多数发达国家在实现碳排放达峰

后，明确了碳中和的时间表。例如芬兰确认在 2035年，瑞典、奥地利、冰岛等国家在

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欧盟、英国、挪威、加拿大、日本等将碳中和的时间节点定在 2050
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也计划在 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0年 9月，中国向世界宣

布了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策，也是基于科学论证的国家战略，既是从现实出发的行动目标，也是高瞻远

瞩的长期发展战略。

本期“碳中和专题（I）”共刊出 5篇文章，第 1篇文章“基于全口径碳汇监测的中国森

林碳中和能力分析”从学术角度提出基于全口径碳汇监测的中国森林碳中和能力分析方

法，建议通过以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为手段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全国森林全口径碳汇

能力；第 2篇文章“碳中和的生态学透视”重点对碳中和的实现途径及生态系统碳汇的重

要性进行了评述，认为碳减排和碳增汇是实现“碳中和”的两个决定因素，并提出“三优”

生态建设和管理原则增强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第 3篇文章“提升林草碳汇潜力，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分析了林草领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形势和目标任务，最后

提出林草领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点举措；第 4篇文章“宁夏“三山”碳储量时空

分布特征”估算了宁夏“三山”1990-2018年的碳储量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了宁夏“三山”

生态系统在过去近 30年的时间内具有很好的固碳能力；第 5篇文章“新能源发展与消纳

助力城市碳排放达峰研究-以吴忠市为例”重点分析了吴忠市碳排放达峰情况及新能源

贡献，以及吴忠市新能源消纳的经验和产业发展建议。

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等

方式节能，提高能效。通过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使得温室气体

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中国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早达峰迈向近零碳排放，这不

仅是国际责任担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