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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及对全球变化响应与适应的模拟研究》共十三章：前五章为陆地生态系
统模型与方法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后八章是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碳贮量等的模拟结果．全
书介绍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机理模型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和适应模拟的最新成果：从经验模型(森林生长
收获模型)、遥感模型(光能利用率模型)到过程模型；从模型的改进、发展到模型的分析、应用；从观
测数据、参数反演到模型验证；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工生态系统(农田和人工林)，内容丰富，是作者
多年研究积累的结晶。
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和结论都是作者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未来在生态系统模拟和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及对全球变化响应与适应的模拟研究》可供从事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研
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从事林业和农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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