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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三届会议 
2010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4日，坎昆 
议程项目 7(a)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活动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建议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建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CMP.16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活动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备选 1： 

 忆及第 7/CMP.1号、第 1/CMP.2号、第 2/CMP.4号和第 2/CMP.5号决定， 

 考虑到《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第 5款(b)项和第 5款(c)项， 

 认识到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是争取实现《公约》最终目标的影

响相关技术，并可能是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系列可能备选办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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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缔约方就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活动表示了关切，并强调了在设计和执行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方面

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以便能够在清洁发展机制的范围内考虑这些活动， 

 强调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开展应当在环境方面安全，并应将

避免任何渗漏作为一项目标， 

 强调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列入清洁发展机制不应当产生不利

结果， 

1.  决定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有资格作为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项目
活动，只要第 2/CMP.5 号决定第 29 段中确定的问题以安全的方式得到处理和解
决； 

2.  请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为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
列为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项目活动制定模式和程序，以期向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决定； 

3.  决定以上第 2段提到的模式和程序应处理以下问题： 

(a) 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储存场地的选择应当基于严格和
严谨的标准，以设法确保二氧化碳储存的长期绩效以及储存场地的长期完整性； 

(b) 应当有严格的监测计划，并在入计期内和入计期以后予以执行，以便
减少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对环境完整性的风险； 

(c) 需要进一步考虑使用建模的适合性问题，要考虑到围绕现有模型的科
学不确定性，要满足此种监测计划的严格要求，特别是要考虑到《2006 年气专
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d) 场地选择标准和监测计划应当由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可借鉴各国际机构的相关指南，如《2006 年气专委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e) 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界线应包括所有地上地下设施和
储存场地，及所有可能向大气中释放、涉及二氧化碳的捕获、处理、运输、注入

和储存的潜在二氧化碳来源，以及二氧化碳烟羽的任何迁移通道，包括二氧化碳

在地下水中溶解形成的通道； 

(f) 应当清楚地确定以上第 3(e)段提到的界线； 

(g) 从二氧化碳以上第 3(e)段提到界线的任何释放都必须加以衡量，并在监
测计划中加以核算，储存库的压力应当连续测量，有关数据应当能够独立核查； 

(h) 应当处理制定跨界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项目活动是否适
宜及其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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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与开展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活动有关的任何项目排放量
应当算作项目排放量或渗漏排放量，并应列入监测计划，包括对项目排放量的事

先估计；  

(j) 在开展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活动之前，应由独立实体
利用模式和程序中指定的方法进行全面的风险和安全评估，并开展全面的社会环

境影响评估； 

(k) 以上第 3(j)段所述的风险和安全评估除其他外应当包括与以下方面有关
的风险评估和缓解行动建议：注入点排放量；地上和地下装置与储存库的排放

量；渗流；横向流动；飘移烟羽，包括在项目界限外飘移的水介质中溶解的二氧

化碳；所储存的二氧化碳的大规模和灾难性释放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以及这种释放对气候的影响评估； 

(l) 在对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和环境可行性进行评估
时，应当考虑到以上第 3(j)和(k)段所述风险和安全评估以及社会环境影响评估的
结果； 

(m) 对入计期以内和以后所储存的二氧化碳的潜在物理渗漏或渗流、可能
造成的地震或地质不稳定或者对环境、财产或公共健康造成的任何其他潜在损害

所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责任，包括责任实体的明确确定，应当： 

(一) 在批准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活动之前界定； 

(二) 在入计期以内和以后适用； 

(三) 与《京都议定书》相一致； 

(n) 在确定以上第 3(m)段所述的责任规定时，应当考虑到下列问题： 

(一) 对受到清洁发展机制下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活动释放的所储存的
二氧化碳影响的缔约方、社区、私营部门实体和个人采取的补救

办法； 

(二) 关于在使用同一个储存库的实体间分配责任的规定，包括在出现
分歧的情况下； 

(三) 入计期结束时或任何其他时间可能的责任转移； 

(四) 国家责任，认识到在提供补救办法时，应当考虑到对入计期以内
或以后开展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所致的所储存二氧化碳的潜

在物理渗漏或渗流、可能造成的地震或地质不稳定或者对环境、

财产或公共健康的任何其他潜在损害所负责任的期限长短； 

(o) 必须在开展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活动之前，确立关于
这类活动释放二氧化碳的情况下恢复受损生态系统和对受影响社区予以充分赔偿

的适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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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缔约方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于 2011年 2月 21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
如何在以上第 2段所述模式和程序中处理以上第 3段所述问题的意见，并请秘书
处根据所提交的材料编写一份综合报告； 

5.  请秘书处在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之后但在第三十五届会议
之前，与技术和法律专家举行技术研讨会，审议以上第 4段所述提交材料和综合
报告，并讨论如何在模式和程序中处理以上第 3段所述问题； 

6.  请秘书处在以上第 4 段所述提交材料和以上第 5 段所述技术研讨会基础上，
编写模式和程序草案，供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备选 2： 

 忆及第 7/CMP.1号、第 1/CMP.2号、第 2/CMP.4号和第 2/CMP.5号决定， 

 考虑到《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第 5款(b)项和第 5款(c)项， 

 认识到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是与实现《公约》最终目标有关的

一项技术，可作为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潜在备选方案的一部分， 

 认识到缔约方对于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列入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所表示的关切，以及缔约方所强调的要设计和实施在地质

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方面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以便能够在清洁发展机制范围内考

虑这些活动； 

 强调所开展的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活动应当具有环境安全

性，并应将避免任何渗流作为一项目标； 

1.  决定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不符合作为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活动
的条件，除非缔约方会议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第 2/CMP.5 号决定第 29 段提出的
问题； 

2.  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解决第 2/CMP.5 号决定第 29 段提出的问题，并处理以
下问题： 

(a) 应当按照严格和缜密的标准选择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
储存地址，力求确保二氧化碳储存的长期性和储存地址的长期完整性； 

(b) 应当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监测计划，减少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
化碳对环境完整性构成的风险； 

(c) 在满足上述监测计划的要求方面，必须对使用建模是否适当作进一步
的审议，同时考虑到现有模型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要考虑到《2006 年
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d) 挑选地点的标准和监测计划应由缔约方会议作出决定，或可依据国际
机构的有关准则，例如《2006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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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捕集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的界限应包括所有地面和地下安置
和储存地点，以及可能释放进入大气的所有潜在二氧化碳来源，涉及二氧化碳的

捕集、处理、运输、注入和储存，以及二氧化碳烟羽的任何潜在转移路径，包括

地下水中二氧化碳溶解导致的路径； 

(f) 上文第 2(e)段中提及的界限应明确定义； 

(g) 二氧化碳从上文第 2(e)段中提及的界限中的任何释放都必须在监测计划
中加以测量和计算，储存库压力应可持续测量，对这些数据必须进行单独核实； 

(h) 如有必要，应探讨是否应当制订地质构造中越境二氧化碳及其捕集项
目，以及此类项目的意义； 

(i) 应由独立实体先于捕集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运用在缔约方
会议确定的方式和程序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深入的风险和安全评估，并进行全面的

社会环境影响评估； 

(j) 上文第 2(i)段中提及的风险和安全评估，除其他外，应包括与注入点排
放、地面和地下装置和汇和库排放、渗漏、平行流、转移烟缕，包括在项目界限

之外转移的水介质中溶解的二氧化碳、已储存二氧化碳的大量大气释放，以及对

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影响有关的风险评估和建议，并评估此类释放带来的气候后

果； 

(k) 在评估捕集和在地质构造中二氧化碳储存的技术和环境可行性时，应
考虑到第 2(i)和(j)段中提及的风险和安全评估，以及社会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 

(l) 应确定所储存二氧化碳的潜在物理泄漏或渗漏，可能引发的地震或地
质不稳定，或可归因于二氧化碳和捕集项目造成的对环境、财产和公共卫生的任

何其他潜在损害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责任，包括明确认定负有责任的实体； 

(m) 在决定上文第 2(l)段中提及的责任条款时，应考虑下列问题： 

(一) 受二氧化碳和捕集项目所储存二氧化碳释放影响的缔约方、社
区、私人部门实体和个人的处理手段； 

(二) 共享同一储存库的实体，包括在出现分歧时，分担责任的规定； 

(三) 可能的责任转移； 

(四) 国家责任，承认需要给予补救，同时考虑到围绕所储存二氧化碳
潜在物理泄漏或渗漏，可能引发的地震或地质不稳定或可归因于

二氧化碳和捕集项目对环境、财产或公共卫生造成的任何其他潜

在损害的责任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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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必须在开展有关的二氧化碳和捕集活动之前，作出适当规定，以在捕
集和在地质构造中部署二氧化碳储存造成二氧化碳释放的事件中，恢复受损害的

生态系统和充分赔偿受影响社区； 

(o) 潜在的不利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