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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量观测网络(ChinaFLUX)能量平衡闭合状况的评价 

李正泉(1,2);于贵瑞(1);温学发(1,2);张雷明(1);任传友(1);伏玉玲(1)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中国  

摘要： 

涡度相关观测网络能够对生态系统的水碳通量及其气候背景资料进行长期观测, 能量平衡闭合状况作为通量观测数

据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备受通量界研究者的重视. 本研究运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RMA
(Reduced Major Axis)、EBR(Energy Balance Ratio)和d 频率分布四种统计方法对湍流通量(显热和潜热)与有效

能量(净辐射、土壤热通量、冠层热储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对ChinaFLUX各站点的能量平衡闭合状况进行了综合

评价, 给出了能量平衡闭合程度日变化和季节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各站点能量平衡都没有完全闭合, 但因站点的

条件不同, 其不闭合程度略有差异; 在夜间不闭合的程度比白天更加明显; 闭合程度随摩擦风速的增大而有所改善. 
总体来说, 在现有通量观测系统中, 显热和潜热湍流通量往往会被低估, 而有效能量项则会被高估. 最后讨论了通量

观测中的采样误差、仪器测量可能产生的系统偏差、其他能量吸收项的作用、高频与低频湍流通量损失以及平流作

用对能量平衡闭合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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