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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摸清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家底”

科研人员对群落植物进行分器官取样。中国科学院供图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在碳收支的研究中，科学家们比较容易测算碳排
放的总量，但生态系统固碳，也就是碳吸收的能力，却一直难以测算。北京时间18日凌晨3时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
刊》以专辑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碳
专项”）子项目“生态系统固碳”任务群系列研究成果，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

 “生态系统固碳”任务群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介绍，“碳专项”于2011年启动，来自中科院及高校
、部委所属35个研究院所的350多名科研人员，按照专项统一的实验设计和调查方法，系统调查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森林、草地、灌丛、农田）碳储量及其分布，调查样方17000多个、累计采集各类植物和土壤样品超过60万份。在
发表的7篇论文中，中国科学家全面、系统地报道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
响应，量化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强度和空间分布，以及生物多样性和大尺度养分条件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的
影响。

 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四项：第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碳汇角色。例如，在20
01年—2010年期间，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2.01亿吨，相当于抵消了同期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14.1%；其中，中国
森林生态系统是固碳主体，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而农田和灌丛生态系统分别贡献了12%和8%的固碳量，草地生态
系统的碳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第二，首次在国家尺度上通过直接证据证明人类有效干预能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例如，我国重大生态工
程（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草工程以及长江和珠江防护林工程等）和秸秆还田农田管理措施的实
施，分别贡献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总量的36.8%（7400万吨）和9.9%（2000万吨）。

 第三，首次在国家尺度上开展了群落层次的植物化学计量学研究，验证了生态系统生产力与植物养分储量间的正相
关关系，揭示了植物氮磷元素的生产效率。

 第四，首次揭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土壤碳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增加生物多样性不仅能提高生
态系统的生产力，而且可以增加土壤的碳储量。

 系列文章不仅为验证和发展相关的生态学基本理论、评估生态系统对未来环境变化的响应提供了基本数据，也对人
类干预促进生态系统碳吸收提供了新的见解，不仅为今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其他国
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记者 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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