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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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对我国典型生态系统类型（森林、草地、农田和湿地）碳循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基本规律、驱
动力机制，以及各生态系统碳收支现状与潜力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书可供地球化学、地理学、土壤学、气象学、环境学、生态学、生物学、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等
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及大学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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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以阔叶松林森林生态系统为例　　第一节 森
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特征和机理　　二、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机理　　（四）讨
论　　结果表明，阔叶红松林凋落量年际之间差异显著。
许多研究也表明同一林分内凋落量年际之间差异显著，Lin等（2003）对台湾亚热带森林进行连续9年
的研究发现，台风是导致年际之间森林凋落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变化范围为8000～4000k9
／hm2，并且森林凋落量可以由台风的强度来预测；廖利平等（2000）对杉木幼龄林进行连续10年的
研究发现，森林凋落量随地上生物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由此证明森林生长是导致该林分凋落量发生
改变的主要原因；温远光等（1990）对广西杉木林研究发现，风、温度和降水量的年际问差异将导致
凋落量发生变化；Kouki和Hokkanen（1992）对欧洲Scots松（Pinussylvestris）林进行为期20年的跟踪观
测，发现凋落量主要与前一年林地蒸发散密切相关而与当年的林地蒸发散关系不密切；Haase（1999）
对巴西亚热带森林进行研究发现季节性的积水造成凋落量发生改变，干旱导致森林凋落量显著增加
，Wright和Cornejo（1990）也认为干旱是导致热带森林凋落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Hennessey等
（1992）则认为，年际之间气候的变化和森林林木密度的变化是造成Loblolly松林凋落量发生变化的原
因。
　　在以往的凋落物研究中，通常只关注凋落量和养分元素归还量，而忽视凋落物养分元素归还量的
变化对林地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
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往往需要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对阔叶红松林凋落量的凋落节律和动态进行研究发现，其凋落量将随着时问的推移而缓慢增加，但是
这种增加主要是由红松针叶落叶量的增加而造成的。
由于红松针叶具有高于阔叶的C／N值、木质素／N值和缓慢的分解速率，因此可以认为林地有酸化的
趋势，而红松则是改变林地环境的关键驱动因子。
所以，建议在未来的凋落量研究中应该进行长期的跟踪观测以确定影响每个林分凋落量的主导因子以
及凋落量的变化对未来林地环境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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