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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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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南京地理所等用“天眼”捕捉太湖二氧化碳排放变化

中科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供图

　　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具有强烈的时空动态变化。日前，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西北大学联合团队，利用卫星遥感高时空监测优势以及太湖湖泊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监测数据，建立了针对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遥感估算模型，重新评估了过去近20年太湖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变化。相关成果近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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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上。

　　已有研究表明，湖泊水体溶解二氧化碳浓度相对大气通常会过饱和，使得湖泊成为重要的碳源。不过，论文通讯作者、西北大学教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段洪涛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湖泊内部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湖泊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分布通常表现出高度的非均质性，从

而导致湖泊二氧化碳排放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卫星遥感手段可以提供相对高频、连续和大尺度的观测数据。”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齐天赐介绍说，虽然水体

溶解二氧化碳并不具有光学特性，但是根据地球化学循环理论，与控制溶解二氧化碳浓度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有关的大多数环境变量，都可以从卫星数据中得

出。因此，可以通过卫星反演的环境变量，间接对溶解二氧化碳进行大规模和长期的估算，与实地调查相比，可以更高分辨率地确定整个湖泊的二氧化碳通

量。

　　研究团队利用太湖长期的MODIS卫星数据和野外实测数据，以MODIS获得的叶绿素a浓度、表层水体温度、光合有效辐射的漫衰减系数和光合有效辐射量

为自变量输入，建立了针对太湖的溶解二氧化碳估算模型。结果显示，在开阔水域中，叶绿素a高的水域中二氧化碳浓度较低，而叶绿素a低的混浊水域中二氧

化碳浓度较高；而太湖北部湖湾有许多入湖河流污染严重，产生严重的富营养化和藻类积累，导致高叶绿素a和高二氧化碳浓度并存的情况。

　　研究人员指出，2003~2018年，太湖月均二氧化碳浓度表现出较大的变化，夏季和秋季（6月至11月）的二氧化碳浓度较低，而冬季和春季（12月至5

月）的二氧化碳浓度较高。2003~2018年，太湖夏季的平均二氧化碳通量比春季和冬季低约60％，秋季甚至出现负通量，成为碳汇。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21/acs.est.0c04044

　　（《中国科学报》 2020-10-23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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