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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成果之一。
书中系统阐述了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与增汇技术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和进展。
全书共分三篇：上篇（第一至六章）主要介绍了自主发展的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碳收支数据信息库、碳模式计算中的误差分析，以及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的现实格局和未来可能
出现的变化趋势；中篇（第七至十三章）详细介绍了我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与技术；下
篇（第十四至十八章）探讨了后京都时代可能的碳减排方案和思路。
    本书可供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和全球变化等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及大学生、研
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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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　　中国地域广阔，生态系统富有多样性，典型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
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内陆水体生态系统和近海生态系统等。
尽管我国科学家对典型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的生物量、生产力、养分循环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观测和研究，但对于中国生态系统碳源、汇强度的时空分布格局、中国生态系统对全
球变化的响应及反馈作用知之甚少，因而还无法提出增加中国生态系统碳固定的对策及相应技术。
为了开展我国生态系统碳循环时空图景的系统研究，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数据库、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等技术的集成系统，将不同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地、农田和湿地等的模型连接到该平台之上，模
拟估计我国区域范围内不同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动态。
　　第一节　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的设计原则　　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是为了支持各种生态系统碳模
型实现区域化运行，它必须满足以下基本原则：　　1）简易的运行环境。
为方便运行，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的运行不应对硬件和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计算
机的CPU和硬盘等性能指标等，以保证该系统拥有更多的用户。
　　2）容错能力强。
这里的容错能力是指模型在区域运行时，一个局部区域的运行异常不会对模型在其他局域的运行造成
不良影响。
碳收支模型集成系统假设它所支持的生态系统碳模型都是单点模型，即，模型不考虑区域内各局部之
间的水平相互作用。
这样的假设从模型逻辑机理上屏蔽了模型异常在区域内各局部之问的传递。
从而使得系统有较强的容错能力，能保证当模型在一个局部区域内出现异常时不至于导致模型在整个
区域的中断，保证了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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