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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森林草地固碳课题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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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河南信阳召开2012年度总结报告会 

课题主持人王兵研究员汇报课题进展情况 

特邀中外专家一一点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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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专家与部分课题组成员合影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为了提升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竞争力，为国际履约、国际谈判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土壤碳储量、固碳速率和潜力的系统数据，以及符合我国特点的固碳潜力科学评

估方法。2010年，我国又一项为有关气候变化而设立的研究课题——“973”计划项目“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固碳

功能与固碳潜力研究”开始启动，项目为期5年。通过项目实施，将解决的3个关键问题：天然森林和草地演替过程

中土壤固碳的生物过程与驱动机制、生态系统管理和环境变化对土壤碳积累过程的调控作用、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

有机碳增碳潜力。 



    森林和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它们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对于降低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项目设置了6个课题：“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及时空格局”、“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截获动力

学规律及固碳潜力量化方法”、“生态系统管理与土壤碳截获过程”、“气候变化/氮沉降与土壤碳截获能力”、

“土壤碳截获生物过程和机理”、“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固碳情景分析”。 

    其中第一课题由我院森环保所王兵研究员主持。北京林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西

农业大学、新疆林业科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山东农

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黑龙江省森林工程与环境研究

所、沈阳农业大学等10多个单位参加。 
  该课题承担的研究任务是：土壤碳储量及分布格局；土壤有机碳储量及其各组分的贡献；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

碳储量数据库。通过研究，课题将重点构建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速率和潜力数据库，揭示典型天然森林和

草地演替序列土壤碳储量之异同，为国家土壤有机碳持续利用和履约谈判提供科学支撑。 

  经过两年的研究，课题组初步阐明了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的变化特征；初步建立了更为科学、权威和现

实性的土壤碳储量数据库，以及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数据库；分析了不同海拔梯度森林土壤有机碳中碳同位

素的分布格局及土壤有机碳化学构成特征；探讨了土壤碳库来源及稳定性，以及不同草地退化条件下土壤碳储量空

间差异特征；研究了不同森林植被下各层土壤碳组分变化特征；揭示了中亚热带特殊气候分布区植被下土壤碳储量

及其控制因素，以及森林土壤碳库动态变化的机理。2012年8月，在项目中期评估中获得了良好成绩。 
  课题组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实现数据共享，尤其注重青年人才培养。为了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撰写出优秀的

科技论文，课题组于2012年的10月11日至15日，在河南信阳召开了2012年度总结报告会。会议特别邀请了美国波

多黎各大学、中国林科院、北京林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新疆大学、北京基因公司等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企业家出席。并特邀波多黎各大学邹晓明教授就“森林有机碳的合成、分配和土壤碳汇”等问题做学术

报告。 

  与会专家在听取课题总结报告，以及课题参研单位撰写的20多篇SCI科研论文报告的基础上，对课题任务完成

情况及每篇科研论文进行了一一点评和当面指导，对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及论文撰写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和建

议。 

  专家们认为课题进展顺利，成果丰硕。 

  据王兵介绍，课题后三年将进一步阐明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建立完善的土壤碳储量数

据库，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以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不同尺度的土壤碳储量时空分布数据。并将加强天然森林和草地

土壤碳储量时空格局特征及土壤碳库动态变化的机理研究，进一步加快完善土壤碳储量数据库的构建，集中力量揭

示全国天然森林和草地土壤碳储量时空分布特征。（王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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