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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与发发发展展展座座座谈谈谈会会会”””会会会议议议纪纪纪要要要   

   
一一、、会会议议背背景景和和概概况况  

自 2002 年中国科学院创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

（ChinaFLUX）以来，国家气象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众

多大学院校等科研和教育机构相继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生态系统类型建立了一

批通量观测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通量观测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2005 年 11 月

30 日，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

(ChinaFLUX)倡议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建设与发展座谈

会”，来自众多主管部门和研究结构的与会者分别就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

建设与发展的长期目标、数据共享、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合作机制和组

织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于第一次座谈会所达成了的共识，ChinaFLUX 分

别于 2006 年 7 月和 2008 年 4 月举办了面向全国的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理论与技术

培训班，为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新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中国科学院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

（ChinaFLUX）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又邀请国内各部门的同行专家在中科院地理

资源所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建设与发展座谈会”。来自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生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植物园、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大气物理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寒

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研究所、林业

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中国气象局沈阳大气环境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部门单位的同领域专家和青年研究人

员约 60 余人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二二、、会会议议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本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各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参会代表交流目前国内

通量观测研究的现状，探讨组建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联盟及其发展规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贵瑞研究员首先回顾性地介绍了中国科学

院通量观测研究网络（ChinaFLUX）自 2001 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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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国目前通量观测研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的发展机遇，并提出了成立 
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联盟的必要性和趋势性。来自中科院青藏所的马耀明

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青藏高原通量观测研究平台的总体规划及进展状况，林光辉

教授及温学发博士分别介绍了稳定同位素技术在生态系统水碳通量观测研究中

的应用，刘绍民教授介绍了海河流域地表水热通量的观测与研究进展，赵斌博士

与大家交流了潮汐作用对滨海湿地碳通量的影响。许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

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也分别与大家交流了各自通量站的观

测和研究工作进展状况。 
本次座谈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中国区域通量观测数据的集成分析和共享服

务。中国科学院 ChinaFLUX 数据中心主管何洪林博士向大家介绍了 ChinaFLUX
目前使用的通量数据处理的常用方法，并现场向大家演示了 ChinaFLUX 的数据

库与数据分析系统平台，获得大家的好评。何洪林博士表示 ChinaFLUX 发展的

时间相对较长积累的经验也较多，愿意在数据质量控制与数据处理分析上与大家

分享成果经验，并为大家提供数据分析方面的服务。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

研究所的王介民研究员向大家分析了区域通量观测研究中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价

方法标准化的重要性，并指出数据共享是互惠互利的事情，呼吁大家要解放思想，

积极地进行数据共享，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区域通量集成研究中保障数据质量，同

时也有助于提高单个台站在数据处理和数据解析方面的能力。王介民研究员还提

出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可以分级进行，一是台站层面的常规数据处理与分

析；二是利用统一的软件系统进行网络层面的标准化数据处理；三是针对特定的

科学问题所进行的特殊数据处理；并建议 ChinaFLUX 承担起引领国家层面通量

观测研究网络的建设任务。许多新建的通量观测站的研究人员纷纷表达了各自在

通量数据处理方面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够得到 ChinaFLUX 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和

帮助，大家都很愿意共享数据进行合作研究，但也希望在进行数据共享的同时能

够保护数据提供者的权益，因此如何推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能够使大家共同受益

的数据共享机制，从而提高大家进行数据共享的积极性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大家普遍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联盟，来

组织和协调网络层面的数据共享、技术培训、协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国家生态

系统观测研究网络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于贵瑞研究员表示愿将中国科学院现用的

ChinaFLUX 名称让位于新组建的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并建议可将此网

络办公室挂靠在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CNEN）之下，便于各项工作的实

施和开展。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在机构组成上将成立 ChinaFLUX 专家顾

问组和理事会，并下设观测技术与标准、数据管理和数据政策、技术培训与学术

研讨、中国区域碳收支评估四个工作组。于贵瑞研究员表示目前中科院

ChinaFLUX 的数据库与数据分析系统已基本建成，欢迎国内各研究组织和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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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台站本着自由申请和自愿加盟的原则积极加入 ChinaFLUX 网络，在网络/
联盟主席的倡导下，有限程度的协调开展观测数据的 QA/QC 比对与综合集成分

析工作，共同推动 ChinaFLUX 的稳步健康发展。加入 ChinaFLUX 网络的台站的

信息共享可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台站基本信息的共享与发布，第二步是台

站观测数据在网络内部台站间的共享，各台站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步骤进

行。ChinaFLUX 网络办公室分为森林、草地、农田和数据模型融合四个工作组，

现阶段分别由张雷明、伏玉玲、温学发、何洪林博士负责协调各组的工作。许多

参会代表都表示十分赞同目前中科院 ChinaFLUX 的协作方式，并纷纷表示愿意

加入该网络，希望能够得到 ChinaFLUX 在数据处理技术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同

时也很愿意就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与 ChinaFLUX 开展密切合作。 
会议还讨论了中国区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的发展规划和近期工作安排，大家

针对中国区域通量观测技术与理论培训班的组织形式、培训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普遍认为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对于稳定我国的通量观测研究人才队伍十分重

要，ChinaFLUX 之前举办的几次培训班内容十分丰富，但理论性太强，而缺少

实践操作训练，希望今后的培训班能适当调整。于贵瑞和林光辉研究员还一再强

调，未来通量观测研究不应仅仅只局限于利用涡度相关技术开展单个生态系统的

碳水交换研究，还应当响应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发展趋势，考虑不同时间和空间

尺度上的碳、氮、水耦合循环过程，同时应当引进和推广新的生态系统观测和研

究的技术与方法，如增加氮沉降观测、引进稳定同位素技术、结合遥感和模型手

段，建立多要素、多尺度的综合联网观测与模拟体系。最后，大家一致都强调联

网不仅仅是观测的联网，更多的是思想的联网和科研精神的共享，希望网络中的

优秀科学家在这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关注并提出创新性的科学研究热点并与大家

分享，带领大家一起推动中国通量观测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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