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22
年
⽓
候
预
测
与
⽓
候
应
⽤
技
术
论
坛

!"#$%&'()* +,!-./0123

!"#!"#$%& $'()* %+,- !"#+./ !"#&

!"#$%&'()*+,-%'*./012345678'*

9:;<=>?@ABC"#$"DEDDFF"

D /GH'*.ABC"/G DEDFFI"

E"BCJ'(-KABC"LM DEFFFF"

N #$'*.ABC"#$"DEDDFF"

!"#$%&'()*+,-./012 34/5678/*-9: 
本文利用寿县国家气候观象台 2016年 1月—2020年 12月 CO2通量观测资

料和农田生育期资料，分析淮河流域稻麦轮作农田生态系统 CO2 通量的变化特
征及其与气象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 

1.CO2 通量日变化呈“U”型特征。白天 CO2 为负，夜晚为正。白天 CO2
净吸收量为-0.24mg*m-2*s-1，明显多于夜间 CO2净排放 0.08mg*m-2*s-1。CO2
通量净吸收和净排放的最大值夏季最大，冬季最小。CO2通量季节变化呈“W”
型双峰特征，净吸收期分别对应小麦生育期和水稻生育期，净排放期对应稻麦轮

作间歇期和小麦冬前期。2016—2020年寿县稻麦轮作农田生态系统为 CO2净吸
收，多年平均的 CO2 通量为 -2.18kg*m-2*a-1， 2017 年 CO2 通量为
-1.78kg*m-2*a-1，CO2净吸收最小，主要原因是 2016年秋季发生严重渍涝，冬
小麦无法播种，2017年 CO2净吸收主要发生在水稻生长季。 

2.CO2 通量变化与作物生育期有直接关系。小麦抽穗期 CO2 净吸收达到最
强，CO2 通量-14.2g*m-2*d-1。水稻孕穗期 CO2 净吸收达到最强，CO2 通量
-25.04g*m-2*d-1。小麦生育期平均 CO2通量为-1.28g*m-2*d-1，水稻生育期平均
CO2通量为-14.4g*m-2*d-1，水稻生育期 CO2通量吸收量明显大于小麦生育期。
间歇期表现为碳源，近五年间歇期平均 CO2通量为 2g*m-2*d-1。 

3.水稻生育期内 CO2通量与降水量呈正相关，通过了 0.05的显著性检验，其
余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物生育期内气温和 CO2 通量呈负相关，间歇期内和

CO2通量呈正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稻麦轮作农田生态系统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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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影响碳排放和吸收的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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