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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农作物产量资料(F A O 1 9 9 2 年 )
,

计算出中国和全球各种作物对 C O :
的吸收总量分

别为 5
.

5 X I护t/
a C 和 28

.

g x l护t 心
。

!司时以不 同 c o Z

浓度下小麦
、

玉米
、

大豆等全生育期光

合速率实验数据直接计算的 C 吸收量为对照
,

与相应的中国产量资料计算结果 比较
,

两者

相差 2
.

6 %
。

从而进一步依据作物对 C O :

倍增反应诊断实验结果
,

推算出大气 C O :

浓度比 目

前倍增 (7 o 0P pm )条件下
,

中国和全球农作物吸收 CO :
总量将增长 21 % 一 26 %

,

分别为 6
.

6

X lo日t /
a

一6
.

g X lo 6t /
a
和 3 4

.

l x lo s t/
a 一 3 6

.

2 x z o日t /
a e

。

研究还表明
,

单位面积作物年吸 e

量全球 (3
.

Zt / (hm
, · a ) )比中国(4

.

Zt / (h m Z · a ))低 2 5
.

4 %
,

而且 C 。

作物普遍高于同类 C s

作物
。

关镇词
:

作物
,

c o Z

倍增
,

c o Z
吸收量

,

估算
。

1 引 言

农田生态系统在全球 C 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
。

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 中 C O
Z ,

一部分合成有机质 (碳水化合物 )
,

暂存于植物体 内转变成食物
、

饲料等
,

并通过人和动

植物排放到大气中
;
一部分成为工业原料贮存固定起来

;
还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植物呼吸

消耗
、

残体腐烂分解 C O
:

并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

形成 C O
:

的作物一土壤一大气循环
。

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每年约贮存 C 1 0 00 x 1 0 8 t ,

并通过呼吸
、

腐烂释放大致相同量的 C
,

这些

C 的年通量相当于大气含 C 量的 30 %左右
。

因此当光合作用
、

呼吸和腐烂间的平衡出现

较小的变化
,

都可能影响大气中 C 0
2

的水平[l]
。

而作物的生长季节和光合
、

呼吸作用则

是引起大气 C 0
2

浓度季节波动和 日变化阁的重要原因
。

作物在吸收 C 0
2

的同时
,

还释放

出大量 0
: ,

对改善大气与全球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

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
、

农林资源和矿物燃料过度 消耗
,

致使 C O
:

等温室气体排放量

急剧上升
,

到 21 世纪中叶 CO
:

浓度将升至工业革命前 (27 5P p m )的 2 倍
,

下世纪末达到

当前 (3 5 0P p m )的 2 倍阁
。

由此而引起的温室效应对农业生产将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

实验研究表明
,

大气 C 0
2

浓度上升
,

不同程度地促进作物光合作用
、

干物质积累和产量

的提高
。

与此同时
,

作物对大气中 CO
Z

的吸收量必然随之增长
。

为此
,

本文根据世界作物

产量资料
,

估算当前 C O
:

浓度 (3 5 0 p p m )和未来 CO
Z

倍增 (7 o 0P p m )条件下我国和世界农

作物对大气 C 0
2

的吸收量
,

并以不同 C O
:

浓度下作物光合速率
、

干物重实验数据所计算

, 初稿时间
: 1 9 9 4 年 10 月 2 8 日 ;

修改稿时间
: 1 9 9 5 年 8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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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物 CO
:

吸收量为对照进行验证
。

从而为探讨全球温室效应及 C 平衡提供科学数据
。

2 作物产量与 C O :

吸收

作物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都是光合作用的产物
。

作物通过光合作用 同化空气中CO
Z ,

释放 0
2 ,

合成碳水化合物
,

供其生长
、

发育和产量形成
。

因此作物的干物质积累 (干物

重 )和产量反映出它的同化能力
,

从而可根据产量和干物重来推算 CO
:

吸收量
。

根据国际

习惯用法
,

CO
:

吸收量用所含 C 的重量表示
。

经济产量 Y , 和生物产量 (总干物重 )D 。 、

经济系数 H
,

有如下关系
:

D , ~ Y。 / H
‘

(1 )

通常光合作用合成 1g 有机质需吸收 0
.

45 9 C[ 4]
,

因此
,

作物全生育期的 C 吸收量
:

C = 0
.

4 5几 /H
‘

(2 )

根据 FA O 提供的生产年鉴 [5] 和 中国农业年鉴困的产量
、

种植面积资料
,

以及各种作

物的经济系数[v, s] ,

由式 (2) 计算 1 9 9 2 年中国和世界农作物的 C 吸收量
。

2
.

1 中国农作物对 CO
:

的吸收量

表 1 中 C d 为据产量资料计算作物吸收 C 量
,

C d / S 为单位面积作物 C 吸收量
,

H i

经济系数
。

表中薯类的H i根据马铃薯和甘薯的种植 比例决定
,

中国为 0
.

7 ,

世界为 0
.

65
,

并以其收获产量的 70 呱 含水率计算 C d ;
甘蔗

、

甜菜以收获产量 75 铸的含水率计算 Cd ;

其它种类包括大麦
、

黑麦
、

燕麦等粮食作物
。

表 1 中国和世界农作物 C 吸收量 (1 9 92 年)

中 国 世 界

种 类 C d (10 4 t ) C己/ s (t / hm Z ) C d (1 0 4t ) C d / S ( t / h m Z ) H i

粮食作物 4 8 4 3 1 4
.

3 8 2 3 6 1 3 4 2
.

9 8

水稻 1 90 5 0 5
.

8 7 5 2 5 2 2 3
.

5 7 0
.

4 5

小麦 1 13 6 3 3
.

7 1 6 4 3 1 0 2
.

8 9 0
.

4

玉米 10 72 6 5
.

0 8 5 9 2 2 1 4
.

4 8 0
.

4

高粱 7 73 5
.

2 4 9 0 5 8 1
.

9 9 0
.

3 5

谷子 5 63 2
.

5 4 3 2 1 1 0
.

8 5 0
.

4

薯类 28 5 2 1
.

9 5 1 2 1 7 3 1
.

7 0 0
.

7 / 0
.

65

大豆 1 2 4 8 1
.

7 3 1 4 6 4 9 2
.

6 9 0
.

3 5

其它 1 8 5 6 3
.

2 1 2 1 8 9 0 2
.

3 6 0
.

4

12554357550.0.0.0.0.0.0.

经济作物

棉花(皮棉)

油菜籽

向日葵籽

花生 (带壳)

甘蔗

甜菜

烟草

总量

6 5 9 5

2 0 3 7

1 3 7 6

1 5 8

5 8 4

1 9 1 5

2 6 5

2 6 0

5 5 0 2 6

3
.

3 1

3
.

0 6

2
.

3 2

2
.

1 0

2
.

3 0

1 5 1 6

3
.

5 3

1
.

3 7

4
.

2 2

5 2 7 2 1

8 6 8 4

4 7 9 5

3 9 14

2 4 5 9

2 7 2 7 8

4 9 3 9

6 5 2

2 8 8 8 5 5

4
。

2 5

2
。

5 8

2
。

3 2

2
.

2 2

1
.

2 0

1 5
.

2 1

5
。

9 6

1
.

2 5

3
.

15

由表 1 可见
,

1 9 9 2 年中国粮食作物的 C 吸收量 4 8 4 31 x 10 住
,

经济作物 (糖
、

油
、

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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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吸收量 6 5 9 5 x 1 0 ‘t
,

农作物总吸收量 5 5 0 2 6 x 1 0 ‘t
。

其中水稻最高 ( 1 9 0 5 0 只 1 0 ‘t )
、

其

次为小麦 (1 1 3 63 x l少t) 和玉米 (lo 7 2 6 x 1 0 ‘t )
。

Cd 的大小与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有关
。

种植

面积大
,

同等密度水平作物同化过程中吸收 CO
:

总量多
、

光合产物多
,

总产高
。

经济系数

相同的作物
,

单产愈高
,

吸收的 C 愈多
。

由于 C
3

和 C
‘

作物有着不的光合途径
,

其单位面积吸收的 C (即Cd /S ) 存在明显差

异
。

以旱作物为例
,

C
。

小麦和大豆分别为 3
.

7 1t/ hm
,

和 1
.

73 t /h m
Z ,

C
;

高梁
、

玉米
、

谷子

分别为 5
.

2 4 t / hm
, 、

5
.

o st / h m
,

和 2
.

5 4t / hm
Z 。

C
;

作物中除谷子因单产低吸收 e 较少外
,

玉米和高粱的 Cd / S 都高于 C
:

小麦和大豆
。

在糖料作物中表现更为突出
,

C
;

甘蔗 CJ / S

高达 15
.

1 6t /h m
Z ,

而 C
3

甜菜仅 3
.

5 3t /h m
, 。

上述差别缘于
:
(1) 作物光合能力不同

,

C
;

作

物光合补偿点低
,

吸收 C O
:

能力强
,

光合速率普遍高于 C
。。

其最大光合速率小麦和大豆

都为 4 o k g / (h m
, ·

h )
、

玉米 6 0 k g / (h m
Z ·

h )
、

高粱和谷子 7 o kg / (hm
Z ·

h )
、

甜菜 3 8 k g /

(hm
, ·

h )
、

甘蔗 7 o k g / (h m
Z ·

h ) [9 〕
。

光合速率愈高
,

单位时间和 面积 吸收 e O
Z

愈多
,

C d / S 愈大
。

(2) 光能利用率不同
,

糖料作物中 C
4

甘蔗大部分种植在热带地区
,

生长期长
,

几乎周年进行光合作用
,

为高光效作物
,

光能利用率高达 1
.

5 %一 3 % (其它农作物 低于

1 % )
,

生育期长 (约 la)
、

单产高
,

C d / S 大
;
而 C

3

甜菜属低光效植物
,

光呼吸能力强[l0 〕
,

单产和 C d / S 比甘蔗低得多
。

(3 ) 水稻不同于早作物
,

C d / S 达 5
.

8 7t/ hm
, ,

高于其它 (甚

至 C
‘
)谷物

。

因为中国水稻有水分保证
,

产量稳且高
,

而且水稻光合能力较强
,

在适宜光

温条件下可达 so m g CO
Z

/ (d m
, ·

h) [l0 〕
,

几乎达到玉米和高粱的光合水平
。

而且水稻 叶片

的气孔密度大
,

叶内同化细胞的表面积小
,

气孔密度介于玉米和小麦之 间
,

这种组织结

构特征和生理特性使水稻在弱光下光合速率高于小麦和 玉米
,

单产也高于其它谷物
,

C d / S 较大
。

由此可见
, C d / S 反映了作物对 C 的吸收能力

。

农作物中以甘蔗最高
,

依次为水稻
、

蜀黍类
、

麦类
、

棉
、

油料
、

薯类
,

烟草最小
。

一般情况下
,

C
4

作物高于 C
3
( 水稻例外 )

。

2
.

2 世界农作物对 C O
:

吸收l

由表 1 可见
,

全球粮食作物对 C 的年吸收量 2 3 6 1 3 4 x 10
4 t ,

经济作物 5 2 7 2l x l0 气
,

农作物共吸收 2 8 8 8 5 5 x lo 4 t
。

粮食作物中以小麦最高 (6 4 3 lo x l0 4 t )
、

其次玉米 (5 9 2 2 1 X

lo 4 t )和水稻 (5 2 5 2 2 X 1 0 ‘t ) ;
经济作物中甘 蔗最高 (2 7 2 7 8 X 1 0 ‘t )

,

棉花次之 (8 6 8 4 火

1 0 4 t )
。

从 C d / S 可见
,

糖料作物的甘蔗最大 (1 5
.

2 1 t/ hm
Z
)

,

甜菜其次 (5
.

9 6 t /h m
Z
) ; 粮食作

物以玉米最高 (4
.

4 8 t / h m
Z
)

,

其次为水稻 (3
.

5 7 t / h m
Z
)和小麦 (2

.

8 9 t / h m
,
)

。

总的看来
,

C
4

作物的 C d / S 一般都高于同类 C
。

作物
,

但其中 C
‘

高粱和谷子例外
,

这与它们普遍种植

在干旱
、

半干旱和贫痔土壤条件下
,

水肥不足
,

单产低有关
。

全球作物的 Cd /S 平均 为

3
.

巧t/ h m
, ,

比中国 4
.

2 2 t/ h m
,

低 25
.

4 %
。

可见中国农作物固 C 效率较高
。

3 作物光合作用与 CO :
吸收

光合作用是第一生产水平作物生长驱动力
。

它直接体现 了作物对 CO
Z

吸收的能力
、

快慢和多少
。

下面利用实测光合速率实验资料计算作物 C 吸收量
,

并以此为对照来检验

Cd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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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一 1 9 9 4 年间作者对盆栽小麦
、

玉米
、

大豆进行不同 C 0
2

浓度处理 [l ’〕
,

其品种
、

密

度
、

肥水条件与大田作物相近
,

保持中等水平
。

通过测定 35 0
,

50 0
,

7 o0P p m CO
Z

浓度下各

生育阶段群体净光合速率和其动态变化曲线[lz 〕获得全生育期平均光合速率
。

根据光合速率定义得到全生育期同化 CO
:

量
:

CO
:
= P n ·

P n t
·

N
·

S
·

1 0 一 3
(3 )

其中夜间呼吸消耗 e o
Z

平均占光合量的 1 5 % [, 〕,

而作物同化 l g CO
Z

相当于 0
.

3 7 g C [ ‘]
,

故

作物光合作用净吸收 C 为
:

C P = 0
.

3 7P n ·

P n t
·

N
·

S
·

1 0 一 3 ·

0
.

8 5 (4 )

式中 C p (10 气)是由光合作用直接计算的作物 C 吸收量
; 尸n

全生育期白天净光合速率

(m g c 0
2

/d m
Z ·

h ) ; p nt 光合作用每日持续时间 (h )
,

阴雨天 p n
很小或暂停

,

全生育期每

天平均 9h 计 [l 3 〕; N 光合作用持续天数
,

冬小麦从返青至成熟
,

玉米和大豆出苗至成熟
;

S 我国实际种面积 (10
4
h m

Z
)

。

计算结果列于表 2 ,

表中△C (% )是 Cd (表 l) 相对 C P 的偏

差
,

名为 3 种作物总吸 c 量
。

表 2 作物光合速率及其 C 吸收量

P n (m g CO Z / d m Z
·

h )

CP (10 4 t ) 1 17 5 5 2 3 9 66

C d (1 0 4 t )

△ C (% )

1 13 6 3

玉米

16
.

5

10 8 3 5

1 0 7 2 6

一 1
.

0

大豆

7
.

5

13 76

12 4 8

一 9
.

3

2 3 3 3 7

一 3
.

3 一 2
。

6

根据 尸n 实测资料计算得到小麦
、

玉米
、

大豆 C P 之和为 2 3 9 6 6 x 104 tC
,

比相应的 Cd
值偏高 2

.

6 % (小麦
、

玉米
、

大豆分别偏高 3
.

3 %
、

1
.

0 %和 9
.

3 % )
。

这种偏差包括来自盆栽

与大田生态环境 (光
、

热
、

水
、

肥等 )的不同
,

部分农田由于受到外界不利条件的胁迫
,

而

受灾减产
,

这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

另外
,

个别产量资料可能有些出入
,

但总的水平和

趋势仍能反映出中国的情况
。

由于缺少其它作物全生育期光合速率系统实验资料
,

本文未能对更多作物实测数据

计算和验证
。

尽管如此
,

就小麦
、

玉米
、

大豆而言
,

都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
,

它们的种植面

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 56
.

3 %
,

是农作物总面积的 47
.

3 % ;
其产量占粮食总产 47

.

5%
、

农

作物总产 37
.

6 %
。

可以认为表 2 中Cd 与 c P 的偏差 (一 2
.

6 % )对估算我国粮食作物和农

作物 C 吸收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从而说明根据产量估算农作物 C 吸收量的方法不仅有

其理论依据
,

而且可以从实验资料中得到验证
。

4 CO :

倍增与农作物对 C O :

的吸收

H u g o R o g e r s
等(1 9 5 4 )

、

N e s s e r S io n it 等(1 9 8 0 )
、

T
.

L
.

S e tt e r
等 ( 1 9 8 9 )

、

Y o s hio l
-

n o v e
等(1 9 9 0 )

、

王修兰等 (1 9 9 4 )分别研究 T 不同 e O
Z

浓度水平对大豆
、

小麦
、

水稻
、

棉

花
、

玉米等生育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CO
:

浓度增加
,

促进了作物光合作用
、

干物质积累和

产量提高
.

由此必将导致农作物 C 吸收量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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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进行的小麦
、

玉米
、

大豆对 35 0 ,

50 0 , 7 0 o p p m CO
:

浓度反应诊断实验结果 [12 〕,

直

接利用 5 0 0
,

7 0 0 对 3 5 o p p m e O
Z

浓度水平下干物重增长率
,

由式 (2 )计算未来 C O
Z

增加

条件下作物 C 吸收量
。

表 3 不同 C O :
浓度相对 3 5 0P pm 干物重增长率及其 C 吸收量

小麦 玉米 大豆

C 0 2 (p p m ) 工、
,
(% ) C p (lo 4 t) 工、

J
(写 ) C p (lo 4 t ) 汇入习 (% ) Cp (lo

4 t )

名

C P (1 0 ‘t ) CP (% )

3 5 0

5 0 0

7 0 0

0 1 17 5 5 0 1 0 8 3 5 0 1 3 76 2 39 6 6 0

1 7
.

6

3 2
.

8

1 3 8 4 7 3
.

2 1 1 1 8 2 3 1
.

0 1 8 0 3 2 68 3 2 1 2
.

0

1 56 1 1 9 8 1 1 8 9 7 4 1
.

1 1 94 2 2 94 50 2 2
.

9

表 3 列出 3 种作物不同 C O
:

浓度对当前大气 CO
:

浓度 (3 5 o p p m )干物重增长率 D 双
,

(% )和相应的 c 吸收量 c p
,

习为 3 种作物吸收 c 的总量
。

c p (% )为不同 c o
Z

浓度相

对 3 5 o p p m 习 e p 增 长率
。

表 3 表 明
, 3 种作物总吸收 e 量 5 。。p p m 比 3 5 op p m 增长

1 2
.

0 %
; 7 0 0 p p m 增长 2 2

.

9 %
。

Je n n if e r
综合大量有关 CO

:

倍增对作物影响的实验报导
,

研究了作物在 C O
:

倍增下

干物重的变化[l’〕
。

据其提供的 7 种作物在 CO
Z

倍增条件下 (6 8 0 相对 3 4 0P p m ) 干物重增

长率 工入习 (% )来计算 C 吸收量
。

表 4 C O :

倍增作物干物重及其 C 吸收量

小麦 水稻 玉米 高粱 大豆 烟草 棉花 名 习 (% )

3 1 2 7 9 9 3 9 一 5

2 6 0

2 4 7

2 0 3 7 4 54 5 7 0

3 7 4 8 5 73 44 2 6
.

1 4 6 4 9 6 5 2

6 1 9

8 68 4 20 8 1 96 0

2 0 3 6 2 15 97 9 2 6 1 1 54 2 5
.

4

773843姗9873

Z五‘ (% )

中 C d (10 4 t )

国 C X Z (10 4 t )

1 1 3 6 3 1 90 5 0 10 72 6

1 4 8 8 6 2 4 1 9 4 1 1 6 9 1

世 C d (10 4 t)

界 C x Z(1 0 4 t )

6 3 4 1 0 5 2 5 2 2 5 9 22 1

8 3 0 6 7 6 6 70 3 64 5 5 1

表 4 中 刀切 (% )是综合多项实验资料的平均值
, C d 为当前作物吸收 C 的计算值 (表

1 )
,

c x Z 代表 c o
Z

倍增条件下 c 吸收量
,

名为 : 种作物吸收 c 总量
。

表中除烟草外
,

小

麦
、

水稻
、

玉米
、

高粱
、

大豆
、

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在 C O
Z

倍增时 C 的吸收量有明显增长
,

7 种

作物 吸收 C 总量中国 (5 7 3 4 4 x l o4 t ) 比目前 Cd 增长 2 6
.

1 % ;
世界 (2 6 ll 5 4 x l o ‘t ) 增长

2 5
.

4 %
。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
,

将表 3 和表 4 中小麦
、

玉米
、

大豆在 C O
Z

倍增下的 C 吸收量

作比较 (表 5 )
。

表中 C d 是现行大气 C 0
2

浓度下 C 吸收量 (表 1 )
,

C P 又 2 和 C x Z 分别从

表 3 (7 o0P p m )和表 4 两种途径计算的 C O
Z

倍增时作物对 C 的吸收量
,

△(C x
‘

2) %为 C

X Z 相对 c P x Z 的偏差
。

表 5 可见
,

当 C 0
2

倍增时
,

两种计算结果相对偏 差
:

小麦

一 4
.

6 %
、

玉米一 1
.

7%
、

大豆一 1 0
.

7 %
,

3 种作物总偏差一 3
.

9 %
。

与 35 0P p m 的 Cd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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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x Z 增长 2 6
.

2 %
,

C X Z 增长 2 1
.

3 %
。

表 5 CO :

倍增 3 种作物 C 吸收量及其相对 3 5 op pm 增长率

C d (1 0 4 t)

CP 又 (10 4 t )

C X Z(1 0 4t )

△ (C X Z) %

小麦

1 1 3 6 3

1 5 6 1 1

1 4 8 8 6

一 4
.

6

玉米

1 0 7 2 6 2 3 3 3 7 0

1 1 8 9 7

大豆

12 4 8

19 4 2

17 35

2 9 4 5 0 2 6
.

2

1 1 6 9 1 2 8 3 1 2 2 1
.

3

一 1
.

7 一 10
.

7 一 3
.

9

在中国上述 7 种作物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量的 70 % 一 80 %
,

世界占 50 %

一 7 0 %
。

因此
,

根据 C O
Z

倍增下 7 种作物 C 吸收量的增长率估算全球农作物的 C 吸收量

有其一定的代表性
。

当 C 0
2

浓度 由 3 5 o p p m 增至 7 o 0P p m
,

农作物对 C 吸收量的增长幅度

为 2 1% 一 2 6%
,

即中国作物年总吸收 C 量 由 5
.

5 x 1 0 吕t 可望增至 6
.

6 x 1 0 日一 6
.

9 x i o . t ;

世界农作物年吸收 c 量由 28
.

9 又 10 、可增至 34
.

1 x 10
8

一36
.

2 x 10 阮
。

5 结论与讨论

(1) 中国各种农作物 吸收 CO
Z

的年总量为 5
.

5 X 10 st C
,

世界年吸收总量为 28
.

g X

1 0s tC
。

中国占世界吸收 CO
Z

总量的 19 %
。

单位面积农作物年吸 C 量 Cd / S 中国为 4
.

2 2 t /

h m
Z ,

世界为 3
.

1 5 t e / hm
, ,

世界比中国偏低约 2 5
.

4 %
。

(2 )大气 C O
Z

浓度倍增 (至 7 0 0p p m )时
,

农作物吸收 CO
Z

年总量将增长 2 1% 一 2 6%
,

中国 由 5
.

5 火 i o stC 可望增 至 6
.

6 又 1 0 8

一 6
.

9 x l os tC
,

世界 2 5
.

9 x l o stC 增 至 3 4
.

l x

1 0 8

一 3 6
.

Z X IO8 tC
。

(3) 不同农作物的 C 吸收量不同
。

中国粮食作物年吸 C 量为 4
.

84 x 1 0s t ,

世界粮食作

物为 23
.

61 X 1 0s t
。

中国以水稻吸 C 量最高 (l
.

91 x 10
8 t)

,

其次是小麦和玉米
;
世界以小

麦最高 (6
.

34 x 1 0s t )
,

其次是玉米和水稻
。

经济作物吸 C 量中国为 6
.

“ X 1 0阮
,

世界为 5
.

27 X 10s t
。

中国以棉花最高
,

其次为甘蔗
;
世界以甘蔗最高

,

其次是棉花
。

(4) 农作物种类不同 C 的吸收能力也不同
。

单位面积的年吸 C 量 Cd / S 最高的作物是

甘蔗 (15
.

2t / h m
Z
)

。

C
;

作物的 c d / S 普遍高于同类 C
,

作物
。

(5) 全球植被总面积 87
.

6 x 1 0 ,
h m

,

[61
,

其中作物耕地面积占 17 %
,

草原牧场占 37 %
,

森林
、

林地占 46 %
。

根据 R y uj i N o m 盯a (1 9 9 2) 提供的作物
、

草原
、

森林 Cd / S 的量值范

围 [1s 〕
,

推算得到当前全球植被年吸 c 量约 1 50 x 10 st 左右
。

其中作物吸收 47 %
,

草原吸

收 10 %
,

森林吸收 43 %
。

中国植被总面积为 5
.

3 x 10 sh m
, ,

作物
、

草原
、

森林面积各占

18 %
,

60 写和 22 %
,

年总吸 C 量约 8
.

5 x 10 st
,

作物
、

草原
、

森林分别吸收其中的 54 %
,

17 %和 29 %
。

由此可见
,

全球各种植被的 C 吸收量以作物最高
,

森林次之
,

草原最低
。

农

作物以其最少的占地面积
,

从大气中吸收最多的 c 量
,

说明它在全球生态系统的 C 循环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从各种植被的固 c 周期来看
,

农作物一般不超过 l a (la 之 内又

被转化成 C0
2

释放回大气 ) ;
而森林的固 C 周期却能长达几年

、

几十年或更长
,

可以将部

分 C 积累贮存于林木机体之中
,

这是农作物所不能代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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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上述研究
,

可以认为
:

建立一个稳定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和广义农业复

合的农
、

林
、

牧系统
,

扩大绿色植被覆盖面积
,

一方面每年可多吸收一部分大气 中 C O
Z

并

固定为有机质
,

对调节和稳定大气圈 C O
:

浓度
,

推动生物圈的 C 素循环
,

发展第一性生

产有重要意义
;
另一方面向大气释放大量的 0

2 ,

使大气圈不断得到更新
,

对改善大气和

全球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

(7) 本文仅讨论了大气 C O
:

浓度增加对农作物生育产量的直接效应
。

有关 C O
:

和其

它温室气体增加引起全球气候变化
,

如气温升高
、

海平面上升
、

降水量的重新分配等
,

所

造成局部地区的旱
、

涝
、

病虫等灾害
,

对农业生产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

因此在作全球性

气候变化 的影响评价时
,

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 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

才能做出准确的评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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