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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泄漏 二氧化碳减排迫在眉睫

 甲烷对于近期气候变化的贡献占比达到1/4。因为有了甲烷的泄漏问题，用天然气代替燃煤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成
效大大打折，甚至归零。

“有评估认为，甲烷对于近期气候变化的贡献占比达到1/4，所以未来要实现全球1.5℃的温升控制目标，从现在开
始必须大幅度削减甲烷排放。”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甲烷论坛”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何建坤表示。

甲烷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其排放问题正日益引起各国关注。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150多个
国内外政府、大学、科研、企业和NGO等相关部门、机构的行业专家，共议甲烷的控制与利用，并针对我国当前甲
烷排放状况，建言献策。

 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20倍

“大气中每千克甲烷的气候暖化效应是每千克二氧化碳暖化效应的120倍。虽然随着排放时间的增长，它会在大气
中发生反应产生二氧化碳，但即使在排放20年后，每千克甲烷的暖化效应仍是二氧化碳的84倍，100年后仍是二氧化
碳的28倍。因此，它在短期之内是非常强势的温室气体，需要我们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工程院院士David T�Al
len在论坛上指出。

据介绍，当前大气中甲烷的主要来源包括自然排放和人为排放，其中人为的甲烷排放占据了60%，比如垃圾处理以
及煤、石油、天然气等的生产和运输。

在与会专家普遍看来，能源行业煤炭开采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运输是最重要的人为甲烷排放源。根据国际能源
署（IEA）近日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9》，2018年全球煤矿甲烷泄漏量达4000万吨，油气行业甲烷泄漏量达8000万
吨，按照20年全球增温潜势计算，能源行业甲烷排放相当于100多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我们使用天然气和燃煤发电时，其实他们排放二氧化碳的量是相差一半的，但是要考虑到电厂的排放并不是天然
气排放的全部，需要关注每个环节产生的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量。”David T�Allen说，“因为有了甲烷的泄漏问
题，我们用天然气代替燃煤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大大打折，甚至说几乎没有。”

 甲烷回收利用率低

事实上，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甲烷控制体系正在建立之中，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了甲烷减排
行动。

2014年9月，中石油与国际其他9家大型的油气行业巨头联合起来，成立了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率先
开展了甲烷减排行动，并承诺到2025年将油气供应链上游的甲烷排放强度减少至0.25%。中石化从2011年就把绿色低
碳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之一，在温室气体减排、甲烷减排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煤炭大省山西也启动了采掘行业甲
烷控排合作机制的研究项目。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能源行业甲烷回收利用水平并不高。

“我国煤矿一年释放的瓦斯量在500亿方，煤矿瓦斯一年抽采的量只有180亿方，相当于有300多亿方瓦斯被排掉了
，这部分瓦斯浓度特低，低于0.75%，所以利用起来非常困难。”安徽理工大学教授薛生表示。

据介绍，我国煤矿瓦斯甲烷浓度超过80%的只有1%，浓度在30%—80%的占了5%，浓度在10%-30%的占比10%，浓
度低于1%的占比达80%。“这给我们利用带来巨大的挑战，若能将0—10%浓度的瓦斯利用起来，经济价值会很大。
无论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考虑，还是从环境污染，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薛生说。

至于油气领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质量安全环保部副总经理周爱国看来，不同石油公司的甲烷排放强度（单位
油气当量的甲烷排放量）差别较大，其中欧美公司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我国油气行业甲烷泄漏率处于中等水平，约
在0.4%—0.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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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国际社会对甲烷气候影响认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家和企业参与到了甲烷的减排控制当中。”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表示，“甲烷减排既可以带来气候和环境的效益，又可以产生经

济效益。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数据，油气行业50%的甲烷减排是零成本，因此未来甲烷的控制与减排
，包括甲烷的监测、控制、利用技术，将形成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新兴的环保市场。”

David T�Allen则表示，在确定如何减排之前，最关键的是首先应确认哪些排放源是大的排放源，这就需要对甲
烷进行持续的排放监测。“尤其是针对那些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排放源，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比如传感器、卫星等监测技
术，尽快找到排放源，减少排放。”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指出，“十四五”将是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期。“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包括甲烷在内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包括修订煤层气、煤矿瓦斯的排放标准，强化标准执行，同时加强污
水处理和垃圾填埋的甲烷排放控制和回收利用，并进一步修订温室气体资源减排机制资源管理办法，更好地利用市场
机制进一步推动甲烷的减排工作。”

“还要积极地推动甲烷减排相关的气候投融资的工作，推动更多资金投向这个领域。例如，与地方行业、企业
开展甲烷排放控制的合作，包括建立一些示范项目和示范工程，来推动甲烷的控制和利用，同时推动相关的技术、装
备、产业的发展，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源资源化利用和污染物协同控制等多种效应。”李高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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