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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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对作者及其课题组从事温室气体研究二十余年的实验技术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系统阐述
了陆地及淡水湖泊生态系统含碳温室气体（CO2和CH4）及含氮温室气体（N2O）的排放观测方法和
排放规律。
主要内容包括：常用生态系统碳交换观测技术的基本原理、优缺点及可比性；静态箱一气相色谱法生
态系统碳交换观测实验设计、仪器组装、样品采集和定量分析、数据质量控制及误差来源；不同生态
系统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征及影响因子。
    本书可供从事全球变化、大气化学、生态学和化学仪器分析研究的科研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
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陆地和淡水湖泊与大气间碳交�>>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国内外碳通量研究进展　主要参考文献第
二章　生态系统碳交换观测方法　第一节　微气象法　第二节　箱法　第三节　土壤浓度廊线法　第
四节　微气象法碳交换观测应用实例——涡度相关测定三江平原水稻田碳交换　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静态箱-气相色谱法测定碳交换　第一节　分析系统　　第二节　采样箱系统　　第三节　色谱工作
站　第四节　仪器常见故障和解决办法　第五节　误差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箱法估算陆地生
态系统-大气净交换通量　第一节　静态明、暗箱法相结合估算NEE　第二节　静态暗箱法估算NEE　
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微气象法与箱法观测结果比较　第一节　涡度相关观测系统　第二节　箱法观
测　第三节　涡度相关法与箱法比对　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中国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碳交换联网观测
　第一节　项目简介　第二节　研究地点概况及观测方案　第三节　采样方法　第四节　数据处理及
数据库文件　第五节　数据质量保证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浊轩农垦与温室气体收支第八章　
农田温室气收支第九章　FACE状态下农田温室气体收支第十章　中国典型陆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速
率及变化研究初探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陆地和淡水湖泊与大气间碳交�>>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碳，是构成生命有机体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广泛分布于大
气、海洋、地壳沉积岩和生物体中。
碳有着巨大不活动的地质储存库（如岩石圈等）和较小的、但在生态学上活动积极的大气圈库、海洋
库和生物库。
碳的化学形态常随所在库的不同而变化。
在岩石圈中以有机碳（化石燃料等）和无机碳酸盐的形态存在；在大气圈中以CO2、CH4、CO和烃类
气体的形态存在；在海洋中也以有机碳、无机碳的多种形态存在；而在生物库中则存在着几百种被生
物合成的有机物质。
这些物质的存在形态受到各种因素的调节。
大气中的CO2是参与碳循环的主要形态，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摄取CO2并合成有机物质，再通
过呼吸作用将固定的有机碳分解成CO2释放到大气中。
碳循环的基本路线是从大气储存库到植物和动物，再从动、植物通向分解者，最后又回到大气（图1.1
）。
自然界自发进行的碳循环，是借助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在大气、海洋、生物库和岩石圈之间周而复始地
迁移，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处于一种准平衡状态，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基本保持恒定。
然而近代人类的行为却在很短时间内打破了这种平衡。
尤其是近二百年来，人类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含碳能源的大量开采利用，致使大气中CO2、CH4等
温室气体的浓度逐年上升。
与此同时，全球平均气温也在升高。
美国科学家Hensen运用数学模式研究了1880～1980年这100年间温度与大气中CO2浓度的关系，计算结
果表明这100年间温度上升与大气CO2的增多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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