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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院要闻

“中国近海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成果通过鉴定

发布时间：2005-11-28

  

11月16日，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宋金明研究员承担完成的中国科学院创新重大项

目“中国近海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通过了由山东省科技厅组织并主持的成果鉴

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听取了课题组的工作报告、技术研究报告及查新报告，通过质询、答

疑，认为该课题选题新颖，技术路线先进，资料翔实，结论可靠。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

该成果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研究上有诸多突破，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研究成

果整体达国际领先水平。 

该课题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一是在提出的“自然粒度下的形态研究”新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近海沉积物生

源要素的形态及其生态学功能，首次定量揭示了中国近海典型海域沉积物中碳、氮、磷、

硅的形态及在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在渤海，沉积物中可参与潜在可循环的氮、

磷、硅分别占其总量的30.8%、19.2%和0.12%；在黄海，首次获得了沉积物中不同形态氮

的粒度结构，发现粗粒度沉积物中氮的分解速率远高于细颗粒度沉积物，其沉积物可提供

其新生产力所需氮的6.54%－12.03%, 发现硅在沉积物中积累是造成胶州湾浮游植物生长

硅限制的主要原因。在珠江口，发现人类活动是造成该海域沉积物中无机氮积聚的主要原

因，且氮从沉积物向海水扩散的量在河口区远高于远海区。 

二是通过对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营养动力学的研究，首次发现了

珊瑚中的虫黄藻可“奢侈消费”营养盐的新规律，提出了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的高生产力主

要是依靠其系统内部快速而高效的再生循环过程维持的，营养盐的原位快速再生是珊瑚礁

营养盐的主要来源，化学物质的垂直转移主要靠生物过程来完成。 

三是研究发现，春季和冬季黄渤东海皆为大气二氧化碳的汇，夏季皆为二氧化碳的

源，通过海－气界面而垂直向下转移的碳在长江口仅有13％形成沉积物而被埋藏；胶州湾

为大气二氧化碳的弱源，且源强度有增加的趋势；首次将沉积物中的无机碳分为不同的形

态，估算了它们对海洋碳循环的可能贡献，发现沉积物中HCl相无机碳可能是被长期埋藏
的主要形态，是大气CO2的最终归宿。(海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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