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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埋树”可能成为应对全球变暖的一种有效方法。 

（图片来源：Wiley-VCH 2008） 

 

全人类正面临着环境和气候逐渐变暖，这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烧等造成的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引起的。

科学家们目前正在探索各种办法，来应对这一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德国科学家最近提出一种新的可能的

解决手段，即有意识地种植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然后通过永久掩埋的方法将这部分碳从

应对全球变暖 栽树不行试试“埋树”
新方法的关键是让植物中的生物质能“消失”

全球碳循环中脱离出去。相关论文发表在《化学与可持续性、能源与材料》（Chemistry & 

Sustainability, Energy & Materials，简称ChemSusChem）杂志上，这是一本2008年新发行的化学领

域学术期刊。 

 

科学家曾试图用大量种树来应对全球变暖，但最近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已经否定了这种方法的有效

性，因为研究发现，当二氧化碳到达一定浓度后，植物光合作用不仅不会得到促进，反而会渐渐放慢脚

步。 

 

提出“埋树”新方法的是德国格拉夫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的Fritz Scholz和

Ulrich Hasse。他们说，“人类将第一次把之前索取的某些东西还回自然界。” 

 

Scholz表示，“其他一些环境问题可以或者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适当的现代科学技术加以解决，

但对于二氧化碳问题，目前还没有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眼下每年有惊人的320亿吨二氧化碳被排放

到大气中去，而利用海洋来固碳的手段要么不太具有可行性，要么会带来其他生态学问题。因此，唯一

可能的固定大量二氧化碳的方式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然而，为了使好不容易固定下来的二氧化碳不重

新释放，植物中的生物质能既不能焚烧，也不能堆肥。 

 

新方法的关键也就是让这些生物质能“消失”。研究人员推荐种植森林，当树木长成后随即用土进

行掩埋。潜在的掩埋地点包括开阔的褐煤矿或者其他一些表层矿。由于这些被掩埋的木材与空气隔绝，

它们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不会腐化改变，原则上还可以在未来挖出使用。 

 

根据Scholz和Hasse的估算，要固定每年排放的全部二氧化碳，全球大约需要种植10亿多公顷的森

林。这大约就是上个世纪人类砍伐的原始森林的表面积。研究人员表示，该计划所需的经费可以通过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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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汽油和电力税收支持，大约是每公升汽油多收0.11欧元，每千瓦时电多收0.003欧元。 

 

Scholz强调，“森林应该种植在那些适合森林生长、且有必需的掩埋位置的国家，由其他的一些化

石燃料主要消耗国家来‘买单’。由此产生的全球交易将让所有人受益。”（科学网 任霄鹏/编译） 

 

（《化学与可持续性、能源与材料》（ChemSusChem），10.1002/cssc.200800048，Fritz 

Scholz, Ulrich Hasse） 

 

更多阅读（英文） 

 

《化学与可持续性、能源与材料》论文摘要 

 

Fritz Scholz个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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