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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的年际变异及其相互平衡关系 

研究工作进展 

 

“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的年际变异及其相互平衡关系研究

（2010CB833501）”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中国陆地生

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的相互关系及其环境影响机制”的第一课题，不仅肩负着的阐

明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的年际变异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重要使命，

而且承担着为其它课题提供地面观测数据的重要任务。自 2009 年 12 月项目启动

以来，第一课题全体成员在课题负责人李胜功研究员的带领下，积极与各个野外

台站进行协商洽谈，及时开展野外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工作，在台站网的构建、野

外数据的获取、实验仪器的开发与购置和观测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等各个方面都取

得了进展。2010 年 9 月 4 日，第一课题各任务负责人向项目首席科学家于贵瑞研

究员汇报了近期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张雷明博士首先代表李胜功研究员介绍了第一课题的设置及总体进展情况。

第一课题主要设置 7 项任务：（1）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观测，（2）森林

样带调查，（3）草地样带调查，（4）氮沉降、氮分配和生物固氮，（5）碳水同位

素原位连续观测，（6）数据的收集和质量控制，（7）通量观测仪器标定。张雷明

介绍了任务 1 中氮沉降观测的实验布置情况，以及与各个野外台站的合同签订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于贵瑞研究员对其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氮沉降和



N2O 通量观测是本项目的重要特征，必须尽力推进，N2O 通量的测定可以适当收

缩到关键站点开展连续观测。针对合同签订中存在的问题，于贵瑞研究员指出要

尽量吸纳更多站点，对于签订合同实在存在困难的站点，要合理进行取舍。 

随后，各个任务的负责人都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研究进展情况。任务 2 主要开

展了大兴安岭以西的人工林、农田防护林和黄土高原的植被和土壤碳储量调查工

作，计划明年开展大兴安岭以东的长白山、帽儿山、呼中和大兴安岭天然次生林

调查；任务 3 的研究工作也已按任务书的要求在各草地站点进行了材料收集与处

理；任务 4 在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开展了氮沉降人工模拟实验研究；任务 5 主要

进行了不同 13C 和 18O 原位观测系统的室内平行比对、野外试验仪器的开发、专

利申请和论文发表等工作，在千烟洲和多伦的实验设计与野外样地的建设正也在

积极进行中；任务 6 和 7 已经完成了 2009 年通量观测数据的收集和入库工作，以

及大部分站点的仪器标定工作。 

项目首席于贵瑞研究员对各个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指导

性的建议。 

（1） 对于样带调查，其核心任务是准确把握 15 个基本观测站所在生态系统

的植被和土壤的本底特征及其时间动态，应通过文献收集、站点调查和

自行调查等形式，形成完整时间序列的数据集。 

（2） 对于氮沉降、氮分配和生物固氮，应重点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固氮，这

其中固氮植物的贡献相对很小，仅仅考虑固氮树种和草种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重点关注土壤微生物固氮，应制定有效的观测方案和手段，揭示

全球变化情况下土壤微生物固氮的能力及其可能变化。 

（3） 对于同位素观测研究部分，还应加强对于科学问题的思考，即尽量利用

稳定性同位素这种高新技术，从更大的尺度上开展生态学研究，揭示其

内在机制，解答生态学问题。 

（4） 在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方面，数据的质量控制不仅要基于气象学理论，

还要考虑该数据在生态学上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在数据质量控制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比如 PAR 的衰减规律）要能够及时地应用于数据处理过

程中。 

最后，于贵瑞研究员对第一课题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针



对我国通量观测集成性成果较少和力量不足的现状，建议鼓励和动员各观测站有

实力的研究人员投入到跨台站的数据综合解析与集成研究之中；二是建议开展一

系列的科研活动，调动观测站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包括由综合中心牵头，敦请各

通量观测站分析长时间序列的通量数据并撰写相关论文，在《中国科学》或其它

有关期刊以专刊或专栏的形式发表，以及组织各野外通量观测站以所在区域的生

态系统为对象，出版有关“xxx 区域 xxx 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的系列丛书等；

三是积极参与推动国内通量观测联盟的成立和相关活动的开展。 

 

 

 

 

 

 

 

 

 

 

 
 

 
报送：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抄送：科技部基础司重大项目处、973 计划联合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基础局、资源环境科学与

技术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主管副所长及科技处，首席科学家、项目顾

问组成员、项目专家组成员、各课题组长、项目骨干。 

 
项目办公室                                               2010 年 09 月 20 日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