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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热带和温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呼吸的季节模式及环境响应特征 

于贵瑞(1);温学发(1,3);李庆康(1);张雷明(1,3);任传友(1,3);刘允芬(1);关德新(2)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中国;(2)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110016 ,中国;(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039 ,中国  

摘要： 

作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ChinaFLUX)的组成部分, 利用涡度相关技术对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和长

白山温带阔叶红松混交林生态系统CO2  通量进行了长期观测. 利用以温度和水分为驱动变量的连乘形式以及Q10形

式的生态系统呼吸模型, 分析了2003年中国亚热带和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呼吸的季节变化及其环境响应特征. 研究结

果表明: (i) 温度是控制生态系统呼吸特征的主导因素, 温度和水分的协同作用共同控制着生态系统呼吸, 利用这两

个变量基本上可以描述生态系统呼吸的季节变异特征; 对受到干旱胁迫的生态系统而言, 水分条件也可能转化成为

生态系统呼吸的主导因素. (ii) 模型对比分析表明, 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 Q10模型对水分的响应能力比连乘模型更

敏感, 基于Q10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生态系统呼吸的季节模式. (iii) 基于Q10模型估算的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和长

白山温带阔叶红松混交林生态系统呼吸年总量分别为1197和1268 gC·m-2 , 而基于连乘模型估算的生态系统呼吸

年总量分别为1209和1303 gC·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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