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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研究的重要性定位研究的重要性

力求“以长期的定位研究为基础的实验生态学
研究”，同时交叉微气象学、遥感与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并充分体现“野外观测、控制实验、
模型以及与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



为什么要研究碳通量和碳循环？为什么要研究碳通量和碳循环？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严重
地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
国政府、科学家及公众强烈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

CO2和CH4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研究全球
碳循环和碳管理是全球碳收支定量评价和气候变化国
际谈判的科学基础。

目前对全球碳收支的估算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成为全球变化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障碍。



湿地碳循环的研究现状湿地碳循环的研究现状

湿地是与全球碳循环密切相关的五大类陆
地生态系统之一

占地球6%陆地面积，拥有陆地生物圈碳素
35% ，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对湿地碳循环/碳通量的研究薄弱
湿地生态系统源汇关系缺乏系统的研究

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仍缺乏充分认识



生物入侵及其后果生物入侵及其后果

生物入侵已成为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

对生物入侵的研究多集中在入侵机制及与
土著种竞争等方面



互花米草

互花米草在中国沿海的入侵已经严重
地改变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并极
可能改变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



涡度协方差技术

• 碳循环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核心问题之一

• 精确测定碳通量才能真实地揭示碳的源汇过程，
而涡度协方差技术是目前精确测定生态系统碳通
量最有效的办法



科学问题与研究地选择科学问题与研究地选择

外来植物的入侵是否显著影响了生态系统碳通量
的变化？

崇明滩涂是比较理想的研
究区：
•生态系统原生性强
•地质历史过程和与周边
区系的关系易分析
•植物群落结构相对简单
•人类干扰小
•互花米草入侵历史清晰





研究内容研究内容

通过对崇明东滩近海生态系统碳、水、能量通
量变化的直接监测，探讨滨海湿地中碳收支的
时空动态

以互花米草为研究对象，通过群落替代法，阐
明湿地生态系统中入侵植物对碳收支的影响

考察潮汐作用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碳通量变化的影响，探讨潮汐效应
的碳源、碳汇机理，并建立类似生
态系统中闭合的碳收支模型

着重探讨的问题着重探讨的问题

野外通量观测站持续地、长野外通量观测站持续地、长
期地为我们记录着这些数据期地为我们记录着这些数据

不久要解决的问题不久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

涡度协相关方法：测定大气系统CO2、水和能
量通量以及植被群落的微气象数据

生物测定技术：测量植被群落的光合作用、植
被生物量和凋落物量、土壤有机质动态以及相
关的生态环境要素

遥感技术：反演外来植物群落的分布和生态系
统的结构特征

新方法的采用新方法的采用

常规野外生态监测方法常规野外生态监测方法

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



与陆地相比，湿地周期性地经受水的干扰，
厌氧/好氧环境交替进行
与淡水湿地相比，海滨湿地的厌氧/好氧状态
交替周期性更强，更频繁

河口湿地的盐度变化比一般的海滨湿地要大
得多

崇明滩涂湿地发生的快速生态演替过程

三峡大坝可能导致的生态效应

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上首次将入侵植物作为影响生态系统碳收
支的目标种进行研究

将涡度协方差法运用于入侵生态学研究，在国
内是一个跨学科的探索

在上海建立我国第一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收
支技术平台

特色与创新特色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