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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我国科学家首次证实盐碱土能吸收二氧化碳

  文章来源：新华网 吴晶晶 发布时间：2013-11-27 【字号： 小  中  大 】 

  记者从中科院获悉，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学家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证实盐碱土对二氧化碳的真实吸

收，为破解“碳黑洞”问题提供了新证据。这一国家973计划项目近日通过了科技部验收。 

  全球碳平衡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科学家们在全球碳平衡研究和估算时发现，有近20%的二氧化碳排

放去向不明，这就是全球变化与碳循环领域的“二氧化碳失汇”问题，也被科学家形象地称为“碳黑洞”。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在盐生荒漠与绿洲农田进行土壤呼吸的对比实验中发现，荒漠盐碱土默

默地以无机方式大量吸收二氧化碳，这一结果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2008年新疆生地所牵头开展

了国家973计划项目“干旱区盐碱土碳过程与全球变化”研究。来自中德比3国8个单位58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以亚欧

内陆干旱区为对象，历时5年，全面探讨了碳循环过程，基于中亚干旱区盐碱土无机吸收碳结果，估算出全球干旱区

每年以无机方式吸收二氧化碳12.6亿吨，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算失汇的19亿吨的70%，为破解

“碳黑洞”提供了重要依据。 

  科学家们揭示了干旱区地下无机碳汇形成机制，发现盐碱土吸收二氧化碳的最终储藏地是地下咸水层，初步估

计全球干旱区地下咸水中存在一个巨大活动无机碳库，约10000亿吨，是陆地上除土壤、植物之外的第三个活动碳

库。这对国际上关于“干旱区无机碳在全球现代碳循环中可以忽略不计”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团队还揭示了荒漠植物高效光合过程、快速水分响应机制等，证实了1米至6米土层才是荒漠区地下有机碳库的

主体。自主研发了干旱区生态系统模型，阐明了亚欧内陆干旱区碳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间的互馈效应。 

  专家表示，这项研究在解决二氧化碳失汇问题的同时，开辟了全球碳循环新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研究增加土

壤碳库以换取工业二氧化碳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国际谈判提供了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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