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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绿度和碳循环对极端干旱的响应

邓滢，王旭辉，武东海，Lin X.，Ciais P.，谢宗强，朴世龙，等

引言

 极端气候事件可能决定全球碳通量年际变异，而干旱影响最大、范围最广

 气候和植被生长的非线性关系突出了季节间响应的差异，且存在延续效应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重要的碳汇，多源数据使大尺度估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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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极端值的时间尺度提取在多源GPP
产品中一致性更高

 时间尺度的不恰当选择可能导致干旱对

GPP的影响低估45±26%

（Knapp et al., 2017）

 标准降雨-蒸散发指数（SPEI）被广泛用于干旱监测

 不对称响应使得相关分析用于提取SPEI的最适时间尺度存在局限性

1. 中国绿度和碳通量对极端干旱响应存在明显空

间异质性：黄土高原是最敏感的地区。

2. 响应敏感性随气候变化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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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 动 因 子 :
GPP春秋季

受气候主导，

夏 季 由 LAI
主导；延续

效应表现为

正向的生态

记忆。

1. 生态系统碳循环（功能）响应极

端干旱比绿度（结构）更敏感，应当

注重二者的区别。

2. 生长季尺度的研究可能会突出夏

季的高值信号，从而掩盖春秋的响应

现象和机制，应当重视各季节的联动。

3. 不同估算和模拟的碳通量产品间

差异性较大，应当把握不确定性的同

时辩证地看待多个数据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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