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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学会稳定同位素生态专业委员会2017年会

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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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生态学：新学科



稳定同位素的应用
Applications of stable isotopes

三大功能：

✓示踪Tracers

✓指示Indicators

✓整合Integrators

应用领域：

✓植物碳-水关系

✓碳、氮、水循环

✓种间相互作用、食物网

✓动物迁徙路径

✓温室气体源汇关系

✓全球变化及其效应

✓污染物追踪

✓食品溯源与刑侦

✓古气候、古生态重建



中国作者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



2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技术研修班！

筹建了“中国生态学学会稳定同位素生态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ESC）
稳定同位素生态学专业委员会

 2014年：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和技术培训班上倡议创
（北京）；

 2014年：正式获得ESC理事会批准开始筹建（成都）；

 2015年：正式获得ESC理事会批准成立（沈阳），组织
第 一次ESC年会“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分会场报告；

 2016年：组织第2次ESC年会“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分会场
报告（兰州），举办第三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和技术培训班
（深圳）

 2017年：组织第3次ESC年会“稳定同位素生态学”分会场
报告（北京），举办第四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南京）。



第三届全国稳定同位素生态学术研讨会
暨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深圳）



中国生态学学会稳定同位素生态专业委员会（第2届）

主任委员：林光辉

副主任委员：高树基、李胜功、李旭辉、卢琦、吴纪华

秘书长：喻朝庆；副秘书长：温学发、徐庆、肖薇

委员：方运霆、刘忠方、章炎麟、程晓莉、朱林等20人

顾问：蒋有绪、刘丛强、吴孔明、刘世荣、韩兴国等

第二届（2017-2020）



Isotopists 也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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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

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迅速增加，是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可能因素

全球地表/海表平均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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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 滨海生态系统

蓝碳增汇：事关全球气候变化进程！

占海洋<1%的面积
储藏了>50%的蓝碳

The Nature Conservancy

扩增1公顷的滨海蓝碳生态系统，
相当于扩增40公顷的森林生态系统!



15

蓝碳行动计划





滨海湿地碳循环过程十分复杂

Barr, Lin et al. 2014



On a global scale, mangroves account for 

>10% of theterrestrially derived, refractory 

DOC transported to the ocean, while they 

cover only<0.1% of the continents’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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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合途径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碳同位素分馏效应

CO2泄漏率：0.2~0.37
平均 -28 o/oo 平均 -13 o/oo



中国不同类型红树林土壤碳库分布比较

2、不同地区红树林土壤
碳含量和碳库差异显著，
碳含量随纬度增加出现递
减格局，但总碳库与土壤
深度密切相关！

1、同一地点，不同类型红
树林土壤碳含量和分布深
度也有显著差异；

Gao et al.



红树林土壤碳同位素随深度的变化趋势

注：A: 云霄; B: 湛江; C: 东寨港; D: 文昌红树植物等的贡献

云霄 湛江

东寨港 文昌

互花米草的贡献
Gao et al.



红树林通量观测网

高桥
2009-

云霄
2008-2014

湛江雷州

鱼塘（2015-）

Fujian

Guangdong

Hainan

无瓣海桑林（2015-）



高桥

云霄

雷州

Cui et al., 2017 Agr. & For. Meterol. （in revision）

NEE年际变化也不明显，始终为强碳汇

GPP： 总初级生产力
Re：生态系统总呼吸
NEE: 净生态系统碳交换

碳
交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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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成果1：全球滨海与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碳通量的整合对比

IF（2016）：8.5



2014年冬季
2015年夏季

采用稳定同位素技术量化了河口湿地碳横向交换



DIC、DOC 和 POC浓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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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是红树林潮沟水体浓度最高的碳形式！
林光辉等 2017《科学通报》（专题论文）



DIC、DOC 和 POC碳同位素比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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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 at both sites came from C3 plants (mangroves) 

Gaoqiao

Yunxiao

林光辉等 2017《科学通报》（专题论文）



DIC 日变化动态

福建云霄

林光辉等 2017《科学通报》（专题论文）



DIC export at Yunxiao
DIC export: 17% of GPP

林光辉等 2017《科学通报》（专题论文）



红树林生态系统碳收支（g C m-2 ，2009-2016，高桥）

Litter 

Fine Root Production

Wood Production

Soil

Burial

GPP

NEP

69

139

278

170

280

728

2239

Net tidal export

Atmosphere

Land

Sediments

Sea

土壤碳10775

GPP=2239 RE=1511

Burial=69

(2)掉落物流失
278728=38%
（文献：30-35%）

(3)潮汐横向交换
139  728=19%
（文献： >17%）

(4)土壤碳埋藏
69  728=10%
（文献：<10%）

？

(1) 净交换：
7282239=33%
（文献：25-48%）

生物量碳
5021

全国总碳库：30.2±9.6 Tg C；年固定量：0.09±0.03 Tg C a-1

林光辉等 2017《中国科学》（专题论文）



• 河流碳和近海（POC、DOC、

DOC）组成及动态变化观测；

•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碳来源与去

向的量化；

• 基于水文模型河流碳通量分析及

基于海洋动力模型的陆-海碳传

输的链接

定量研究了河流-滨海湿地-滨海的碳来源、输入与
迁移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南渡河流域，1444 km2
Yu、Xu、Lin， Bulletin of Science 专刊论文



长江口陆源碳的传输观测与追踪

DOC浓度

CDOM 吸收系数 (aCDOM,330)

李奕洁 等 2015 《海洋湖沼》

DIC-δ13C空间分布格局

陆源DIC，DOC可输送到200多千米外！

珠江口正在开展类似的观测与追踪



正在开展的中-美-澳红树林碳合作研究

2014 David William教授学术讲座（清华大学）

2014Steven Crooks考察湛江碳通量研究基地塔

2015USGS-Tom Doyle博士参观深圳温室实验

2016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参观实验平台

2016林光辉访问香港中文大学



总 结
• 稳定同位素生态学是分析化学新技术进步催生的新分
支学科，过去30年国内外发展迅速，未来应用前景广
阔；

• 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滨海湿地具有重要的碳汇功
能与潜力，但这些湿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十分复
杂，其研究需要稳定同位素等定量化技术的应用；

• 稳定同位素技术可以更好地量化红树林等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的碳交换，不仅可以深入认知生态系统碳循环
关键过程，也可为全球蓝碳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谢谢！

项目资金支持：973项目（2013CB956601）、海洋公益性专项（
201305021）、重点自然基金（30930017）和深圳市科创委重大
学科布局项目；

合作者：科研助理、博士后和研究生和国内外合作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