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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徐小锋1,2,4, 田汉勤2*, 万师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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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全球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气候变暖对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巨大，揭示  
这一作用对于精确理解碳循环的过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文综述  
了此领域近十几年来的主要研究工作，总结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对气候变暖响应的主  
要内部机制及其过程，简述了相关模型的发展及其主要应用，并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气候变暖条件下，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低纬度地区生态系统NPP一般表现为降低，而在中高纬度地区  
通常表现为增加，而在全球尺度上表现为NPP增加；2)土壤呼吸作用增强，但经过一段时  
间后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3)高纬度地区的生态系统植被碳库表现为增加趋势，低纬度  
地区生态系统植被碳库变化不大，或略微降低，在全球尺度上表现为植被碳库增加；4)  
地表凋落物的产量和分解速率增加；5)土壤有机碳分解加速，进而减少土壤碳储存，同  
时植被碳库向土壤碳库的流动增加从而增加土壤碳库，这两种作用在不同生态系统的比  
重不同，在全球尺度上表现为土壤碳库的减少；6)尽管不同生态系统表现各异，总体上  
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表现为一个弱碳源。生物物理模型、生物地理模型和生物地球化学模  
型陆续被开发出来用于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结果仍然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在未来的数年甚至是数十年间，气候变暖与全球变化的其它表现间的协同影  
响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气候变暖和陆地生态系统间的双向反馈作用机制是进行更准  
确研究的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准确理解和预测未来气  
候情景下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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