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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Abstract 

高海拔地区高寒生态系统由于 CO2分压较低，理论上对 CO2浓度上升应该会比低海拔地区

生态系统更为敏感，但这理论目前还没有得到过实验的验证，全球模型也不能捕获生态系统

对 CO2 浓度上升的海拔差异。本研究通过在海拔 4,600m 的那曲地区开展 CO2 加富实验，

发现 CO2 浓度上升和 N 添加会协同影响群落结构，具体途径是通过提高群落地上生物量，

从而消耗更多的水资源而淘汰那些浅根性物种；CO2 加富会提高土壤碳循环，但不会增加

土壤有机碳储量，只有氮添加和 CO2 加富共同作用下，土壤有机碳储量才会有明显上升；

CO2 加富会提高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但在比较湿的年份，CO2 加富对水分利用效率改

变的效应不明显；综合五年 CO2 加富对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影响的程度，发现高海拔地

区生态系统对 CO2 加富有更高的敏感性。这一研究实现是第一次系统验证了高海拔地区生

态系统对 CO2 加富局有更高的敏感性，另外研究结果也为提高模型精度提供了实验数据的

支撑。 

有兴趣合作之项目 Interested topic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想找在遥感和生态系统模型方面有一定基础的单位进行合作，主要合作内容是利用遥感和模

型来探讨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我们可以提供实验

场地和地面监测数据，也欢迎合作方到青藏高原开展考察或实验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