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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地植被碳汇估算 �整合观测数据及遥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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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指元素的各种化合物在生物圈
、

水圈
、

大气圈和岩石圈�包括土壤

圈�各圈层之间的迁移和转化
，

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

���循环是地球上最大的物

质和能量循环
，

它通过植被的作用
，

将大气中的 ���固定为有机物质
，

将太阳能固定成

化学能
，

成为今天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
。

工业化社会以前的全球碳循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

但是
，

到了近代社会
，

人类

活动�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烧
、

热带林破坏
、

土地利用改变�巨大地改变了全球的碳循环过程
，

使原本处于
“
平衡

”
状态的循环被打破

。

其最明显的特征是
，

人类活动释放的一部分 ���

与它的主要吸收汇—大气和海洋中增加的 ���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额
，

即被科技界称

之的
“ ���失汇

”
������������

�� �����
。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

生态学
、

大气科学和模型研究等多学科的研究都表明
，

北

半球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碳汇
，

但其大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并且具有较大的

时空变化
。

全球温暖化
、
���施肥效应

，

氮和磷沉降的增加以及人工植被的扩大是形成

碳汇的主要因素
。

以往的碳汇�碳源研究大都集中于森林生态系统
，

但面积巨大的草地和

农 田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近几年来
，

我们整合我国的森林资源清查资料
、

草场资源清查资料
、

农业统计资料
、

气候等地面观测资料
，

以及 ����从���� 遥感资料
，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近�� 年来中国

森林
、

草地和农作物等三大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碳源�碳汇的变化以及地理分异
。

主要结

论如下
�

�
�

我国森林面积依标准不同有较大差异
，
����年代平均森林总面积约为 ���� ��� �

一����
，

森林总碳库为 �
�

��一 �
�

�����
，

碳密度为 ��
�

�一 ��
�

���小�，

年均碳汇速率 �
�

����

��������行�
。

过去 ��年森林植被的总碳汇量为 ���� ���
。

�
�

����
一

����年间
，

我国草地面积约为 ���� �����
，

总碳库 �
�

��瑰 ��其中
，

地上碳

库 �
�

������
，

总碳密度 �
�

����小拜�其中
，

平均地上碳密度 �
�

����爪��
，
��年间总碳汇

为 �
�

������
，

是森林总碳汇的 ���
。

�
�

我国耕地面积年际变动较大
，

约为 ��
一���� ����������年总碳库为 ����一 ������

��平均 ���� ����
。

过去 �� 年间碳库增加 �
�

�� ���
。

该部分可以认为是农作物增加的碳

汇
。

因此
，

过去 �� 年间中国陆地植被的碳汇为 �
�

�� ���
，

约为我国工业源 ���排放量

的 ��
。

如果考虑非植被部分�如土壤
、

凋落物�的碳吸收
，

并参考国外的类似研究
，

中国

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可能是其植被碳汇的 �倍
。

这说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相

当可观的碳汇
。

�
�

尽管中国陆地植被在整体上起着碳汇的作用
，

但其分布存在巨大的空间异质性
。

我国的人工林地带
、

华北及东北平原的农业地带
、

新疆山地等是较大的碳汇
，

而长江三



� 今 全态学与至面
、

必挥
、

习井鬓发�屏

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快速城市化地区则起着碳源的作用
。

人类活动以及区域性气候的变

化是导致上述分布格局的主导因素
。

报告最后还将简要介绍我们 目前所进行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其他内容
，

如若干气候敏

感区的古气候变化
、

气候变化的控制实验
、

以及全球变化对地下过程的影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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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植被生产力对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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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生产力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于植被空间格局
，

植被空间格局决定于植物种内与种

间竞争
、

协同进化适应和环境因子的空间异质性
，

而环境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是产生植被

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
，

为了揭示植被生产力空间异质性与环境因子 �土壤水分�的空间

异质性之间的关系
，

本项研究以毛乌素沙地榆林市芹河乡南沙沙丘区植被为研究对象
，

实测并绘制了长 �
�

����
、

宽 �
�

��� �面积 �
�

�枷只�研究区的植被分布图
，

在研究区的中部

布置 �条样带
，

统计分析研究区的景观异质性
� 同时每条样带上隔 ���� 设置一个 ���

�� 的样地
，

每条样带上共设置样地 �� 个
，
�条样带共计 ��� 个样地

，

分别测定每个样地

的地上部生物量
，

同时用烘干法测定 ���� 和 ���� 处土壤的含水量
，

采用 ��十 ��
� � 软

件分析植被生产力和土壤水分的空间异质性
。

结果表明
，

榆林市芹河乡南沙沙丘区以流

动沙丘
、

半固定沙丘和固定沙丘划分的景观斑块平均长度为 �����士��
�

��
，

三者景观斑

块数量破碎化指数分别为 ����
、
���� 和 �

�

��
，

所占面积的百分比分别为 ��
�

��
、

��
�

��和

��
�

�� � 土壤含水量比植被生产力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基台值较大�
，

但土壤含水量

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较大 �块金值较大�
、

空间自相关性引起的空间异质性较小
，

且空间变异都发生在较小的尺度上
�
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沿样带相邻点差异对比明显

，

高值区和低值区交错
，

土壤含水量分布格局和植被生产力分布格局相近
，

二者类同于景

观分布格局
。

这说明景观的缀块性是生态系统属性缀块性的外在体现
，

生态系统属性的

空间异质性构成了基本的空间异质性格局
，

同时生态系统属性的空间异质性之间又相互

依存
，

表现为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植被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
，

这种异质性格局

反映了环境异质性对生物在景观上的异质性分布的制约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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