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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所研究揭示能源作物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文章来源：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2-13 【字号： 小  中  大 】 

  人类对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的强度开发利用不仅使其资源耗竭，也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因此，新能源的研究

和开发利用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中，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也能在改善空气质量、增加碳

汇、减缓气候变暖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最近十几年，美国不断加大投入，生物能源生产出现了空前的增长。据可

再生能源协会2012年资料显示，美国酒精产量从2001年的不足20亿加仑上升到2010年的130亿加仑。而自2010年1月

起，美国已有189个酒精加工厂投入运行，仍有15个在建。美国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EISA2007）规定截至2022年

美国酒精产量应达到360亿加仑，其中150亿加仑必须由第一代能源作物玉米作为原料，其余210亿加仑将由第二代能

源作物生产。如此快速、大规模的发展生物能源，对水文水资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生态徐宪立研究员的研究团队与美国学者利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观测资料

（1930s–2010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发现，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小谷粒作物

（小麦和燕麦）以及牧草种植面积持续下降，而能源作物如玉米和大豆则不断增长。种植模式由原有的混合种植

（小麦、燕麦、玉米和牧草）转变成相对单一的种植模式（玉米、大豆轮作）。混合种植模式犹如多年生植物，农

区四季都有植被生长，因此，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有作物消耗水分（蒸散），而相对单一的一年生作物只在生长季

对水分的需求较大。如此，种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降雨的分配方式，导致蒸散量下降而入渗增加，进而引起

河流的基流增加。 

  作者用55个流域的水文资料研究表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35%的流域总径流量有增加趋势，而58%的流域基

流在增加（增速为1.1±0.4mm/年）。另外，景观变化对基流增加的贡献大于气候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增

加，第二代能源作物（多年生植物）的大范围种植不可避免，而这种种植模式的改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水

文状况。因此，能源作物的扩展应该评估其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Hydrology 497 (2013)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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