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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气候、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通过气候模式以及陆面过程模式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气候
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拟，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气候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变化
特征及其相互作用。
书中第一章论述陆面过程模式的发展及其与气候模式的耦合，第二章论述不同时间尺度(末次盛冰期、
全新世中期以及现代)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特征，第三章论述最近50年以来我国的气候
带、黄河凌汛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特征，第四章论述未来50年中国气候特征的变化趋势，第五
章论述未来50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变化特征及趋势。

　　本书对全球变化、气候学、生态学、地理学等研究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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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植被覆盖的变化对气候已经造成了影响，郑益群等（2002）利用区域气候模式
（RegCM2）和BATSle方案对中国植被变化的气候影响进行了模拟，发现了江淮流域洪涝灾害增多和
华北干旱的加剧可能是北方草原沙漠化南方常绿阔叶林退化共同影响的结果。
植被变化使地表释放的有效通量（感热十潜热）发生变化，同时有效通量中的感热、潜热分配即波恩
比亦会发生改变，而导致大气湿静力能变化及垂直运动的变化，最终影响到大气水汽输送而导致降水
的变化。
以上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植被改变带来的下垫面条件的变化会对气候变化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特别是
季风区的植被大气相互作用更为明显，非常值得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
但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处于植被和大气的单向耦合阶段，因此考虑动态植被及陆面物理过程和气候
模式的双向耦合，研究双向耦合下植被对气候的影响是一个崭新的植被大气相互作用方向，并且这也
是本节的重点和与以前许多工作的重大区别。
1.3.2 陆气双向耦合研究的进展自从20世纪60年代Manabe（1969）把水桶模型引入大气环流模式GCM中
的地表过程以来，大尺度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开始与数值模式联系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以Charney的生物地球物理反馈敏感性数值试验研究到80年代的BATS和SiB陆面过程模
式的出现，陆面过程进入了模式化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陆面过程模式与GCM的耦合研究是一个热点，特别是陆面过程模式与GCM的双向
耦合是陆气相互作用领域的一个新方向。
所谓陆气双向耦合指陆面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与大气环流模式GCM的耦合。
在此以前，由于模式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对大尺度植被大气相互作用机理的认识不足，陆气之间的耦合
都是“单向”耦合，即根据历史资料规定了地表植被的各个分量来与气候模式耦合，地表植被不是模
式的一个内参数，而是一个外参数，地表植被没有年际和年代际变化，是一个“死”的植被，不能反
映出气候对植被的影响和随之变化的植被对气候的反馈作用，造成了“气候年年不同，植被岁岁依旧
”这一与实际不相符合的现象。
单向耦合的优点在于能方便地通过改变地表植被的相关参数来做敏感性或虚拟性试验，但其地表植被
无“生命”，不是动态植被。
而双向耦合把地表生物过程和陆面物理过程耦合到大气环流模式GCM中并把这两个过程统一到同一个
气候框架下，实现了陆地生物圈和大气之间的真正相互作用，使得陆面植被“活”起来，产生了动态
植被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为研究大气环流、地气碳交换与地表生物过程（如光合作用、呼吸、凋落
和生物量累积过程）的长时间演变提供了有用的模式工具。
单向耦合由于植被形态等参数不受气候影响，植被与气候的变化相互脱节，会对地气的水热通量交换
产生过高或过低的估计，进而得出全球气候出现一些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变化，而双向耦合能消除单向
耦合造成的这种气候和生物的不匹配，提高对全球气候模拟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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