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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封闭式箱法对辽河三角洲芦苇湿地温室气体 &F>的观测结果表明3其排放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E淹水前3土壤

为 &F>汇E淹 水 期 间3有 大 量 的 &F>排 放E排 水 后3&F>排 放 明 显 减 少E在 测 定 期 内3&F>排 放 通 量 为G#@BD

!HA>IJ&F>1K7L!MN;E另外3土壤中产生的 &F>主要是通过芦苇植株的传输作用进入到大气中E试验结果还表明3有芦

苇生长的湿地&F>排放是无芦苇生长的 "<倍E同时3建议芦苇田应采用间歇灌溉的水分管理措施3这样既能促进植株生

长3又能减少 &F>排放E
关键词?芦苇湿地=&F>排放=植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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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是重要的温室气体3它在大气中浓度的不断增加是引起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E它的增温效应虽然

仅次于 &)!3但减少其排放对缓和潜在的全球增温趋势却比减少 &)!的排放更为有效N"OE湿地与全球变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3也是最大的 &F>天然排放源N!O3而我国又是湿地面积最多的国家E目前国内外对人工湿

地稻田 &F>排放通量及其区域估算已有许多报道NAO3对自然湿地 &F>排放的研究 报 道 尚 少3对 芦 苇 湿 地

&F>的产生及排放研究几乎是空白E因此3从 "##H年开始3对我国四大河口三角洲之一的辽河三角洲芦苇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F>排 放 进 行 了 较 深 入 研 究3其 结 果 将 为 控 制 &F>排 放 及 湿 地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提 供 科 学 依

据E

8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材料和方法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 结语

!"# 对芦苇湿地温室气体 $%&进行观测后发现’其排放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大量的 $%&排放发生在

夏季淹水期内’而在淹水前’土壤含水量低’表现为吸收 $%&(秋季排水后’$%&排放明显减少(测定期内’

$%&排放的平均通量为 )*+,-$%&./0*123(

!"4 芦苇植株不仅能通过其根系的作用促进 $%&的产生’而且还能将土壤中产生的 $%&传输到大气中’
而难以被土壤及水层中的甲烷氧化菌氧化掉(

!"! 鉴于芦苇湿地也是一个 $%&排放源’因此应采取对策’如采用间歇灌溉等水分管理措施来减少 $%&
的生成及向大气中的排放’同时又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

参考文献

567 %8-9:;<’=>?@ABCD29:C8:D2C-ECC:28FGC9-C:H9AI?>JK=’6LL6’!MNO6P6Q6P*A

5*7 R90CG2R’=>?@AS:D2E8T8-C:UVW8EVU:-8:BCD29:CXYYZF[YE80\8ZZFDCH]CDZ9:HG/SĤ9ERU_CE38YB9HE9G$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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