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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片加拿大草原土壤上，沙砾层的上面有一层棕色有机层，含有可以产生钙的碳酸钙，能够帮助

应对全球变暖。（图片提供：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把地球从全球变暖中拯救出来可以部分依赖于我们脚下的土地吗？英国科学家如今正在研制一种可

以将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永久去除的土壤，并希望同时兼顾成本与效率。 

 

英格兰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相信，科学家在此之前从未进行过这种尝试。启动这个研究的想法

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植物、庄稼、树木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天然地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它

们遍布在周围土壤里的根系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中。在绝大部分土壤中，这些排放进来的二氧化

碳有很大一部分又逸出到大气中，或者是进入了地下水。 

 

但是研究人员推断，在含硅酸钙——天然含有或经人工处理——的土壤中，植物根系排放出来的二

氧化碳可能会和土壤中的钙起反应，形成无害的矿物质碳酸钙。碳酸钙最常见的自然存在方式是白垩、

石灰石和大理石。反应后，二氧化碳就可以被安全地锁定在碳酸钙里，以覆盖在卵石表面或自成颗粒的

形式保存在植物根系周围的土壤里。 

 

科学家们正在调查这个过程在自然界的存在情况，如果切实可行，研究人员将鼓励人们在含钙丰富

的土壤里栽种更多的植物、庄稼等。 

 

这也可能开启特制土壤的广阔前景，所谓特制土壤（添加了硅酸钙或种植特定植物）就是一种可以

充分利用碳捕获能力的土壤。这种土壤可以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非常有价值的作用。 

英研制特殊土壤应对气候变化 可将二氧化碳从空气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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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组的成员首先对天然土壤中的碳酸钙进行了探测，这些土壤是由含钙丰富的岩石顶部受风

化、或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受侵蚀而产生的粉尘（含有人工硅酸钙成分）形成的。接着，他们在实验室中

研究了从混合肥料和含钙丰富的岩石中制造人造土壤的技术。最终，他们将在这种含大量硅酸钙的特制

土壤上种植植物，然后监测碳酸钙在土壤中的累积情况。 

 

这个多学科人员的研究小组包含了土木工程师、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土壤科学家，由纽卡斯尔大

学的土壤科学家David Manning教授挂帅。“科学家们知道利用土壤来做‘碳吸存’的可能性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Manning说：“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尝试着发明一种土壤，用做消除和永久保存二氧化

碳。”他补充说：“一旦我们确定了这种二氧化碳消除方法的可行性，就会用计算机模型来预测在这种

特殊类型的土壤中可以形成多少碳酸钙，以及速度如何。这将帮助我们制造出具有最优碳减排前景质量

的土壤。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可以用比其他方法低廉的成本来应对气候变化。” 

 

更广的应用范围存在于在土地复垦、土地修复和其他开发项目中混合含钙丰富且具有二氧化碳保存

能力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种植生物能作物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Manning说：“我们正在开发的这个方法可能会对英国未来的碳减排目标作出5%到10%的贡献。我们

可以预计它的应用就在未来2～3年之内，这其中包括众多土地复垦中的‘速效方案’。”据悉，这个为

期18个月的研究项目名为“制造碳吸存土壤：创新的碳减排方法”，已于2007年9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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