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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应对气候挑战，达成碳达峰远景目标，需要正确评估自然资源碳中和价值。 湖泊作为具有独特生态、人文价值的地理

单元，因碳循环强度高、碳排放总量大，是传统意义上的碳源。 通过梳理近期相关研究成果，对比不同类型湖泊碳汇 ／源状况，湖
泊生态系统以一系列碳汇特征表现出潜在的碳中和价值。 强烈的光合作用可以使水体 ＣＯ２欠饱和，但由呼吸⁃光合作用、碳酸

盐岩溶蚀作用带来的水体碱度、ＣＯ２分压 ｐＣＯ２提高也有利于湖泊碳汇增益。 ＣＯ２在水体中大量溶解，积极参与到湖泊碳循环，
将 ｐＣＯ２ 高于 ４０ Ｐａ 作为判断湖泊为碳源的依据可能忽视了水体碱度上升带来的碳汇。 在湖泊沉积物中有机碳的累积受到生

态系统光合⁃呼吸作用的影响，当异养微生物群落能及时分解沉入湖底的衰亡组织、有机质时，沉积物中有机碳不会大量累积，

当呼吸对光合的相对滞后，有机碳才会大量累积。 湖泊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决定了固碳能力，是湖泊发挥碳汇效益的重要“碳
库”。 由水生植物固定下的 ＣＯ２总量不如浮游植物，但在过程中发挥了“压舱石”般的稳定作用。 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湖泊

面临的碳排放压力正在扩大。 森林砍伐、农田开垦、城镇发展等土地利用降低了陆上单元的固碳能力，外部碳源增加加剧了湖

泊碳排放。 面对气候变暖、水体富营养化，湖泊有机碳的矿化、生物分解正在加速，食物链固碳能力正在下降。 为了发挥湖泊生

态系统碳汇潜力，近期的实践成果显示未来有 ３ 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坚持和改进。 首先是重构水生植物，改善水体质量为湖泊碳

汇效益“保驾护航”。 修复湖泊生态，提高生物多样性，延长食物链中的碳流动，增强碳在湖泊中的系留效果。 其次是重视沉积

物碳累积。 溯源分类将为我们提供碳平衡全面调查的替代方案，通过与陆地碳的累积情况对比突出湖泊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
最后是以采集湖泊 ＣＨ４资源为目的的技术探索，将解决湖泊环境中低密度 ＣＨ４与能源供应高密度需求的主要矛盾，开辟湖泊碳

中和新局面。

关键词：湖泊生态系统；碳中和；生物多样性；初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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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 ｅｘｔｅ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ｆｕｌ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Ｈ４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ｗｉｌｌ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ａ ｎｅｗ ｆｉｌｅｄ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全球湖泊总面积约为 ２７０ 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 １．８％，发挥着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

价值，拥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价值。 全球湖泊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约 １１００—５７００ 亿吨的 ＣＯ２，因积极的呼吸和

矿化，湖泊常处于 ＣＯ２过饱和状态［１—２］，被认为是典型的碳源［３—４］。 湖泊的碳循环强度一般高于草原、森林等

陆地单元，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者重要角色［５］。 图 １ 概括了碳在湖泊水体⁃大气、水体⁃沉积物、湖泊⁃河道之间

的流动和形态变化。 湖泊溶解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可以氧化形成 ＣＯ２，溶解性无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Ｃ）在不同碱度下的平衡决定了水体 ＣＯ２分压 ｐＣＯ２
［６—７］。 湖泊沉积物是重要的

碳累积场所，也是湖泊生态系统重要的营养来源与活动场所。 湖泊将流域内的碳一部分固定于沉积物中，一
部分以 ＣＯ２、ＣＨ４的形式排放进入大气［８］。 湖泊沉积物碳累积情况成为判断湖泊碳流向的重要依据，长期历

史数据反映了不同类型湖泊在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影响下碳源 ／汇角色的切换和变化趋势。
根据生态系统对 ＣＯ２综合吸收 ／排放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异养型、自养型湖泊［９］。 异养型湖泊的生态系统

对有机碳的分解利用超过生产者光合作用，湖泊常处于 ＣＯ２过饱和状态，自养型湖泊生态系统以光合作用作

为主导，湖泊处于 ＣＯ２欠饱和状态，大气中的 ＣＯ２向湖泊汇集［１０］。 初级生产力成为湖泊生态系统发挥固碳功

能的重要依据。 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中过度营养盐输入让少数几种浮游植物快速繁殖，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被

破坏，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 失去生物多样性，固碳能力也随之下降。 在富营养湖泊出现的 ＣＯ２欠饱和现象

４９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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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浮游植物活动显著相关［１１］。 有研究估计湖泊每固定 １ｔ ＣＯ２需要 １６ ｐｇ ／ ｍ２的净生产力，往往是富营化湖

泊才能达到的净生产力水平［１２］。 但在富营养化程度严重的湖泊，例如我国太湖，初级生产力的提升并不能抵

消其 ＣＯ２排放的增加［１３］。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使得地区平均气温持续上升，影响湖泊水量、水质的同时加速有

机碳的分解。 湖泊在具备碳汇潜力的同时面临逐渐严峻的碳排放压力。
随着《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实施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十四五”乃至 ２０３５ 国家战略目标，巩固提升

自然资源的碳汇能力是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保障。 目前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等地理单元

的碳汇价值得到了肯定［１４—２２］，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生态修复［２３—３３］。 但对于湖泊生态系统如

何发挥碳汇成效，碳汇价值如何结算仍在讨论。 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水体富营化这两大背景下现有生态资

源碳汇基数存在下降的风险。 为了实现湖泊碳汇贡献，本文梳理对比了全球各类湖泊碳汇 ／源情况，旨在提炼

提出了未来的可行的方向和途径。

图 １　 湖泊碳循环的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ＩＣ： 溶解性无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 溶解性有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Ｃ： 总碳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Ｃ： 总有机碳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Ｖ： 紫外线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Ａｌｋ： 碱度 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　 湖泊生态系统碳汇特征

湖泊生态系统相比森林、草原等陆地生态系统具有固⁃液两相的复合生境，相比海洋生态系统体量小，变
化快，总体上是一类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各层级动植物、微生物都积极参与到湖泊碳循环，其
中以浮游植物为代表的初级生产者光合作用成为了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湖泊的诸多案例中最为突出且广

泛的特征。 光合作用虽然受到水体质量、气候温度、地形地貌等条件的影响，但降低水体 ｐＣＯ２的效果是显著

的。 光合作用还可以通过影响湖泊碳酸盐体系的平衡来增强自身的碳汇效果。 湖泊沉积物中有机碳的提高

也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果。 以鱼类、水生植物为代表的生态系统本身对碳的固定使其成为湖泊又一重要“碳
库”。
１．１　 水体 ＣＯ２分压变化

浮游植物光合作用降低了水体 ｐＣＯ２，在部分富营养湖泊出现了与光照强度紧密相关的水体 ｐＣＯ２ 变

化［３４］，甚至在少数富营养湖泊中水体无机碳浓度成为限制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氮、磷等营养

物质［３５—３６］。 水体 ｐＣＯ２可以指示水体⁃大气间的 ＣＯ２交换情况， ４０ Ｐａ ｐＣＯ２被视作大气⁃水体之间实现了平

衡［１０， ３７—３８］。 当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超过了大气对湖泊水体 ＣＯ２补给速度，湖泊处于一种 ＣＯ２欠饱和状态。 全

５９８　 ３ 期 　 　 　 姚程　 等：湖泊生态系统碳汇特征及其潜在碳中和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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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多个湖泊中出现随着富营养程度提高，ＣＯ２欠饱和状态也越频繁［１１］。 浮游植物生长旺盛期光合作用强度可

以达到 １２．５—５０ ｍｍｏｌ Ｌ－１ ｈ－１，在数小时内就可以让湖泊内无机碳浓度显著下降［３９］。 光合作用带来的 ｐＣＯ２

下降是有限的。 例如在美国 Ａｃｔｏｎ 湖［４０—４１］、日本霞浦湖［４２—４３］，在每年 ６—１０ 月份 ｐＣＯ２随着光照强度、Ｃｈｌ．ａ
浓度的增加而持续下降或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浅水湖泊相比深水湖泊更易出现 ｐＣＯ２与光合作用的密切联

系［４４］。 在光合作用强烈的富营养湖泊中 ＣＯ２欠饱和状态是季节性的，例如巴西 Ｐｅｒｉ 湖作为一个富营养浅水

湖泊发现在夏季处于 ＣＯ２欠饱和状态，在春季处于 ＣＯ２饱和状态（详见表 １） ［４５］。 制约、影响浮游植物光合作

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营养水平、水体透明度、气候温度、地形地貌等环境条件。 但从全球视角出发，无论湖

泊地处温带还是亚热带，无论是富营养还是贫营养湖泊，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对降低水体 ｐＣＯ２的积极作用都是

不可忽视的，即使在寒带的湖泊中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也可以显著降低水体 ｐＣＯ２，只是弱于其他碳循环

过程［４６］。
湖泊的 ｐＣＯ２受水体碱度直接影响。 当湖泊存在大量溶解性有机酸、有机阴离子时，ｐＣＯ２会随着水体碱度

一起下降［４７］。 随着湖泊受纳大量碱性离子、碱性金属，以及光合⁃呼吸过程产生的碱度，水体碱度增加会提高

ｐＣＯ２
［４８］。 微生物呼吸作用会加速 ＨＣＯ－

３ 从湖泊沉积物中释放，例如在反硝化的过程中会产生 ＯＨ－，与 ＣＯ２反

映进一步产生 ＨＣＯ－
３
［４９—５０］。 湖泊水体碱度的提升有利于大气中的 ＣＯ２向水体中汇集。 初级生产者通过光合

作用直接固定大气中 ＣＯ２的同时，提高湖泊碱度，加强大气向湖泊的碳汇通量［１２］。 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

对氮、磷、硫等离子的还原，消耗水中的质子，水体碱度提升，甚至改变沉积物中有机碳和 ＣａＣＯ３的比例，导致

沉积物中有机碳的净增量超过 ＣａＣＯ３沉淀的净增量［５１］。 光合作用引发的水体碱度提升显著加强了 ＣＯ２向水

体的溶解，并通过浮游植物的同化作用留存在湖泊中。 这一现象在初级生产力较高的湖泊中尤为明显，是湖

泊发挥碳汇效益的重要原因［５２—５４］。
碳酸盐岩的溶蚀也会引起湖泊水体碱度的升高。 碳酸盐与 Ｃａ２＋、Ｍｇ２＋等阳离子形成的碳酸盐沉淀同时也

会发生碳酸盐岩的溶蚀［５５］。 碳酸盐岩溶蚀涉及一系列链式反应，是多相化学平衡的复杂溶解过程，可以总结

为以下两个反应［５６］：
ＣａＣＯ３（固体） ＋ＣＯ２（气体） ＋Ｈ２Ｏ（液体） Ｃａ２＋（液体） ＋２ＨＣＯ－

３（液体）

ＣａＭｇ（ＣＯ３） ２（固体） ＋２ＣＯ２（气体） ＋２Ｈ２Ｏ（液体） Ｃａ２＋（液体） ＋ Ｍｇ２＋（液体） ＋４ＨＣＯ－
３ （液体）

反应过程需要从周边环境中吸收消耗 ＣＯ２。 在河道中发现在底层水体发生的碳酸盐岩溶蚀可以促进上

层水体中 ＣＯ２的溶解，增加大气⁃水体之间的碳汇通量［５６—５７］。 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的碳酸盐沉淀溶蚀现象更

有利于湖泊发挥碳汇效益［５８］。 湖泊中以衣藻、小球藻、蓝藻为代表的浮游植物对碳酸盐岩具有生物溶蚀作

用，通过浮游植物胞外酶以及细胞上的阴离子通道促进碳酸盐岩溶蚀，产生 ＨＣＯ－
３；另一方面阴离子通道会利

用 ＨＣＯ－
３，促使沉积物释放更多的溶解性无机碳，进一步增强湖泊碳汇［５９］。 碱度提高，ｐＣＯ２上升，带来碳汇增

益，这反映了 ＣＯ２在水体中大量溶解，积极参与到湖泊碳循环过程。 虽然 ｐＣＯ２仍然是判断气⁃水界面 ＣＯ２运动

趋势的直接依据，但简单地将 ｐＣＯ２高于 ４０ Ｐａ 作为判断湖泊为碳源的依据可能忽视了水体碱度上升带来的

碳汇效益。
１．２　 沉积物有机碳增加

沉积物有机碳是湖泊碳沉积的主要方式［６０—６１］。 有学者估计每年全球湖泊、水库沉积物中要累积大约

２００ 兆吨的碳［６２］，湖泊中有机碳的累积速率实际上要高于陆地、海洋［６３—６５］。 自 ２０ 世纪以来湖泊沉积物有机

碳累积速率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ＣＡＲ） 相比受到工业化影响前的湖泊要高出 ２０％—
３０％［６６—６７］。 外界营养物质的输入为湖泊带来大量有机碳的同时也促进了湖泊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增

长［６８］，湖泊沉积物 ＯＣＡＲ 的加速主要归因于湖泊生态系统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下的 ＣＯ２有相当一部

分以有机碳的形式留存在沉积物中［６９］。 浮游植物荚膜吸附裹挟的有机沉淀也会促进沉积物有机碳的累

积［７０］。 湖泊富营养化加速了有机碳在沉积物中的累积。 例如在我国云贵高原湖泊随着富营化程度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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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浮游浮游植物活动的增强伴随着 ＯＣＡＲ 的升高［７１］。 在我国西南地区富营养化程度最高的大型湖

泊滇池，ＯＣＡＲ 达到 １１２ ｇＣ ｍ－２ ａ－１，远高于云贵高原大型湖泊平均水平［７２］。 我国西南大量的深水构造湖泊正

由贫 ／中营养向富营养过度，再结合深层静水区，有机碳的累积速率已经高于全国。 实际上我国云贵高原大型

湖泊（如泸沽湖、洱海、黑海等）年均 ＯＣＡＲ 约 ２４—２７ ｇＣ ｍ－２ ａ－１ ［７２］， 远高于太湖 （１５ ｇＣ ｍ－２ ａ－１） ［７３］、全球湖

泊平均水平（４—１４ ｇＣ ｍ－２ ａ－１） ［４， ６２］。 北美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农业区湖泊沉积物 ＯＣＡＲ 分别达到 ５０ ｇＣ
ｍ－２ ａ－１、２００ ｇＣ ｍ－２ ａ－１左右，远高于该地区的长期历史记录（１２—６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７４］。

在我国云南腾冲青海湖发现沉积物中内源有机碳的比例不断升高，其中主要来自浮游植物生长代谢［７５］。
在瑞士卢塞恩这样的贫营养湖泊中异养微生物群落仅能分解少部分（２２％）被浮游植物固定下来的碳，与毗

邻的富营养湖泊艾比孔相比沉积物中的有机碳含量也少得多。 净初级生产力决定了碳的累积［７６］。 浮游植物

作为湖泊初级生产力的主要构成，其光合作用是碳汇的第一步，要实现沉积物有机碳累积的增加，整个湖泊生

态微生物群落的呼吸分解作用也至关重要。 光合⁃呼吸作用之间的平衡、博弈决定了沉积物有机碳的累积情

况。 当异养微生物群落能及时分解沉降的衰亡组织、有机质时，沉积物中有机碳不会大量累积；当湖泊经历呼

吸对光合的相对滞后，有机碳才会大量累积。
１．３　 食物链对碳的固定

在森林开发和保护过程中人们就注意到增加森林生物多样性更有利于碳的累积，过渡砍伐、商业开发带

来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７７］。 更复杂、更多层次的食物链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打下基础。
湖泊生态系统是一个囊括浮游、水生、底栖动植物以及各类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的复杂生态系统，物质、能量

在各子系统之间并在子系统内都有着流动和交换，形成一套复杂的食物链［７８］。 碳在湖泊生态系统食物链中

的流动可以概括为浮游植物、水生植物等初级生产者流向原生动物、浮游动物等初级消费者，再通向底栖动

物、鱼虾等高级消费者，细菌作为分解者全程参与并将一部分碳归还于大气。 一个生物多样性高，生产力旺盛

的湖泊生态系统相比于森林、草原等陆地生态系统更为复杂。 在斯堪纳维亚半岛的湖泊中发现初级生产者生

产力的提升通过食物链传导给消费者，初级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整个湖泊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提升，沉积物中

碳的累积也随之提升［７９］。 在加拿大安大略湖研究者发现象鱼类这样的外来高级消费者入侵都可以引起湖泊

生态系统食物链结构变化，向下传导至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等初级生产者、消费者，最终导致整个湖泊生态系

统的生产力以及对碳的固定量下降［７８］。 在我国武汉东湖发现每年通过捕捞淡水鱼能从系统中带走 ９９３ 吨的

碳，而全年以 ＣＯ２、ＣＨ４形式向大气中排放的碳大约在 ７５２ 吨左右［８０］。 食物链通过影响系统整体的生产力决

定了对湖泊生态系统碳的固定能力，同时也将大量的碳系留其中，是湖泊发挥碳汇效益的重要“碳库”。
大型水生植物作为湖泊生态系统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发挥着固定 ＣＯ２的积极作用［８１］。 水生植物由发

达的根茎、叶子、花卉、果实组成，通过光合作用将 ＣＯ２以新增生物量的形式系留在植物组织中，实际上水生植

物的净初级生产力要低于浮游植物，但其生物量较大，导致水生植物对碳的累积从时间尺度来看与浮游植物

相比缓慢而持续，后者急促而短暂。 研究者认为水生植物相比浮游植物能更有效固定 ＣＯ２，不会出现浮游植

物死亡后碳的快速释放。 植物组织大量纤维素是降解过程中碳缓慢释放的主要原因。 纤维素是由葡萄糖组

成的大分子多糖聚合物，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 Ｍｏｒｏｎｇ）、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等水生植物纤

维素在浅水湖泊沉积物中初步降解就需要 ２００ 天左右，降解产物也主要由腐殖质构成［８２］。 木质素是植物组

织内含量仅此于纤维素的大分子有机物，含有丰富的芳环结构以及复杂的碳链结构，也是最难以分解的那部

分有机质［８３］。 因此丰富的水生植物群落可以加速沉积物中碳的累积，通过水生植物稳定地将大气 ＣＯ２系留

在湖泊沉积物中。 在我国滇西高原纳帕海湿地中以花叶水葱（Ｓｃｉｒｐｕｓ ｖａｌｉｄｕｓ）、茭白（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荸荠

（Ｈ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ｌｉｏｕａｎａ）为代表的水生植物生长速率要远高于衰败后的分解速率，大部以有机质的形式留存在沉

积物中，使纳帕海湿地发挥了“碳汇”的积极作用［８４］。 在芬兰 Ｖａｌｋｅａ—Ｋｏｔｉｎｅｎ、Ａｌｉｎｅｎ Ｒａｕｔｊäｒｖｉ、Ｅｋｏｊäｒｖｉ、
Ｋｕｏｈｉｊäｒｖｉ、Ｋｕｋｋｉａ 等湖泊中发现水生植物生物量越大沉积物有机碳总量、ＯＣＡＲ 也越高［８５］。 但在上述湖泊沉

积物新增有机碳中水生植物的贡献要低于浮游植物、自然沉降。 湖泊水生植物对大气 ＣＯ２浓度变化还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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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响应，例如在美国 Ａｄｉｒｏｎｄａｃｋ 山区，湖泊中的沉水植物群落生物量就与大气 ＣＯ２浓度呈正相关［８６］。 在

湖泊生态系统中由水生植物固定下的 ＣＯ２总量相比浮游植物并不大，但在湖泊碳累积过程中发挥了“压舱

石”般的积极作用，即系统内最为稳定的 ＣＯ２固定者，并且一定程度上积极应对大气 ＣＯ２浓度升高而不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

２　 湖泊碳排放压力

面对当下诸多环境问题，湖泊碳排放压力陡然增加。 例如森林砍伐、农田开垦、城镇发展等土地利用降低

了陆上单元的固碳能力，湖泊面对外部碳源的大幅增加。 全球气候变暖加速了水体、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分解。
富营养化破坏了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导致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浮游植物死亡后还会短时间内释放大量

ＣＯ２、ＣＨ４等气体［８７］。 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对湖泊碳汇的负面影响是全面的，综合生产力下降减少了对碳的

同化能力，食物链中的碳流动也变得简短、急促，不利于碳的累积。
２．１　 外部碳源增加

人类活动导致有机碳源的剧增对湖泊碳平衡影响最为明显。 例如在我国太湖受周边人口稠密的城镇和

现代农业影响 ＣＯ２释放通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太湖长年处在 ＣＯ２饱和状态，ｐＣＯ２保持在（７７．８±１６．９）
Ｐａ，平均每年向大气排放（７００±３００）×１０６ ｔ 的碳［１３］。 太湖湖面开阔（２４００ ｋｍ２），深度较浅（１．９—２．５ ｍ），是典

型的大型浅水湖泊，在富营养化程度较高的太湖西北区域（宜兴沿岸、梅梁湾），虽然光合作用强度（Ｃｈｌ．ａ 浓

度）高，但该区域年均的 ｐＣＯ２仍然高于全湖，个别年份甚至超过 ２００ Ｐａ［１３］。 太湖不同月份的 ｐＣＯ２与 Ｃｈｌ．ａ 浓

度之间也存在负相关性，太湖沉积物中以内源型有机碳为主，来自浮游植物、水生植物沉积的有机碳占据了最

高的比重［８８］。 但对碳的固定速率赶不上生态系统的呼吸分解作用，太湖并没有出现其他富营养湖泊中呼吸

分解作用相对光合同化作用的滞后或落后。
持续汇入湖泊的陆地碳源通过微生物群落的呼吸影响着湖泊的碳平衡，而碳源类型就成为制约湖泊碳汇

功能的客观因素。 ＤＯＣ 的输入是导致湖泊的 ＣＯ２过饱和状态重要原因。 ＤＯＣ 在光催化反应下被分解，在水

体中被细菌、浮游植物等微生物降解，是整个湖泊系统中最易转化为 ＣＯ２ 的部分［８９—９１］。 颗粒态有机碳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Ｃ）是汇入湖泊的有机碳主要形式之一，湖泊中包括细菌、昆虫、底栖动物在内的

消费者可以直接对其分解利用，ＣＯ２作为分解产物进入水体［９２］。 在一些中小型贫营养湖泊来自陆地的有机碳

甚至超过内源有机碳，成为消费者主要营养来源［９３—９４］。 来自农业用地的易降解有机质在进入沉积物后也更

易降解，进而升高水体 ｐＣＯ２
［９５］。 例如在芬兰众多中小型浅水湖泊中即使低温减缓了水中 ＤＯＣ 的分解，但沉

积物有机质的矿化分解作用超越了浮游植物的光合同化作用，使当地部分湖泊处于 ＣＯ２过饱和状态［９６］。 在

我国洞庭湖沉积物中来自陆地植物组织的长有机碳链比例不断减少，随着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１ 世纪初包括农业

开发在内人类活动的加剧，短有机碳链比例不断提高，更有利于有机碳的分解［９７］。
２．２　 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对湖泊碳平衡的影响是显著的，总体上低温有利于有机碳的沉积［９８］，而温度升高会导致水

体 ／沉积物中有机碳分解的加剧［９９—１０１］。 例如在我国部分深水构造湖中发现随着近十年气候变暖水体 ＤＯＣ
的分解也随之加速［１０２］，虽然温暖的水体、丰富的营养盐让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但其碳的固定速度赶不上有机

碳的分解速度［１０１］。 沉积物有机碳的分解也随着温度升高而加强，无论是有氧条件下发生的氧化分解，还是

缺氧 ／无氧条件下发生的反硝化、产甲烷反应［１００］。 例如位于法国阿尔卑斯省的 Ｇｅｎｅｖａ、Ａｎｎｅｃｙ、Ｂｏｕｒｇｅｔ 湖是

典型的构造型深水湖泊（深度 ８２—３０９ ｍ），经历了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由现代农业引起的水体富

营养化，以及 １９８０ｓ 至 ２０００ｓ 年代恢复到贫营养的过程，其水体 ＣＯ２浓度变化情况也由 １９８０ｓ 的平衡甚至欠饱

和状态转变为 ２０００ｓ 的过饱和状态［１０３］。 １９３５—１９６０ 年 ３ 个湖泊均处于富营化早期阶段，水体 ＣＯ２浓度达到

最高，湖泊 ｐＣＯ２达到当时大气的 ２—３ 倍数；１９７０ｓ—１９８０ｓ 时期 ３ 个湖泊均处于富营养程度最高状态，ｐＣＯ２出

现了短暂的下降，浮游植物活动的增强对 ｐＣＯ２有着抑制作用。 随着 ２０００ 年后气候变暖加剧，温度上升带来

９９８　 ３ 期 　 　 　 姚程　 等：湖泊生态系统碳汇特征及其潜在碳中和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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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矿化作用加速，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不能抵消呼吸、矿化作用带来的 ＣＯ２排放，最终导致碳排放加速［１０４］。
同时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入湖河流、雨水冲刷给 Ｇｅｎｅｖａ、Ａｎｎｅｃｙ、Ｂｏｕｒｇｅｔ 湖泊带来大量 ＤＯＣ，在微生物群落分解

过程中提高了 ｐＣＯ２
［１０５］。

随着有机碳分解的加快，湖泊碳平衡可能表现出季节性变化。 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州的 Ｍｅｎｄｏｔａ 湖是一个

深受现代农业、城市化影响的大型（３９．６１ 平方公里）富营养深水湖泊，平均深度 １２．８ ｍ，最大深度 ２５．３ ｍ，近
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监测数据显示 Ｍｅｎｄｏｔａ 湖发挥着碳汇的作用，年净碳汇由 ２０１２ 年时的 ５５ ｇ ／ ｍ２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时的 ２０４ ｇ ／ ｍ２，２０１４ 年时最高达到 ２３２ ｇ ／ ｍ２ ［１０６］。 实际上 Ｍｅｎｄｏｔａ 湖在春季至夏季期间是典型的碳

源，平均碳净排放速率可以达到 １４０ ｇ ／ ｍ２，进入秋冬季才逐渐转入碳的汇入。 北半球湖泊在夏秋之交处于呼

吸—光合作用最高时刻［３６， １０７—１０８］， Ｍｅｎｄｏｔａ 湖碳净排放速率在春季至秋季期间不断升高，在秋季达到最高，随
后整个湖泊迅速转入碳汇状态。 在我国洱海也存在夏秋季碳源 ／汇的交替，但与 Ｍｅｎｄｏｔａ 湖不同的是洱海总

体上表现为碳源［１０９］。
２．３　 生物多样性下降

生物多样性下降影响了生态系统生产力，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的争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两者正相关，
物种愈丰富系统的生产力愈高［１１０］，而有学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下降会带来生产力升高［１１１—１１２］。 当生物多样

性、生产力还比较低的时候，随着营养水平的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同时增加，但当生产力超越一个界限

后生物多样性开始下降，即单峰曲线模式［１１３］。 例如在我国洱海，富营化带来水生植物生产力提高，而水生植

物群落的多样性却逐年下降，以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微齿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ａｃｋｉａｎｕｓ）为代表的优势

物种生物量主导了洱海水生植物总生物量［１１４］。 在陆地、海洋、淡水生态系统中发挥净水、防灾、产粮等生态

功能的主要由系统中 ２ 至 ４ 种植物或浮游植物承担［１１５］。 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中营养及以下湖泊中浮游动物

生物多样性减少会引起湖泊生产力下降，但是在富营养湖泊中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伴随着生产力的上升［１１６］。
湖泊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快、生化反应强烈，有关湖泊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的研究相对陆地生态系统

还有待完善［１１７］。 湖泊生物多样性是生产力提升的前提，由少数优势物种带来的负相关是短暂而不可持续

的［１１８］，并且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才能带来丰富的生物量［１１９］。 例如在全美 １１５７ 淡水湖

泊中浮游植物生物量与浮游植物物种多样性就保持了良好的正相关，由于纬度变化带来的温度、光照差异以

及营养状态差异虽然对浮游植物生物量都有影响，但总体上呈正相关趋势［１２０—１２２］。 少数几种浮游浮游植物、
水生植物生物量快速增加造成整个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这些过度繁殖的植物在衰落死亡过程中伴随着生物

降解，破坏湖泊景观、造成恶劣理化环境的同时向大气中释放包括 ＣＯ２、ＣＨ４在内的温室气体［１２３］。 物种多样

性下降会给湖泊碳汇带来全面的负面影响，尤其由富营化引起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不仅带来水生植物、浮游植

物死亡后 ＣＯ２、ＣＨ４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中长期对大气中 ＣＯ２的固定效果也会下降。

３　 湖泊碳中和潜力

为了发挥湖泊生态系统碳汇潜力，以提高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湖泊生态修复，以正确认识沉积物碳累积

贡献的评价方法改进，以减排产能为目的的技术探索可能是未来的重点和难点。 初级生产者对 ＣＯ２的同化是

湖泊生态系统发挥碳汇价值的第一步，通过生态修复提高湖泊生物多样性，延长食物链中的碳流动，增强碳在

湖泊中的系留效果。 调查沉积物中碳的累积情况为我们提供一个判断湖泊碳平衡的高效手段，综合反映了湖

泊中碳的累积速率、来源，有机碳的分解程度，通过与陆地碳累积情况对比突出湖泊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 在

湖泊碳沉积资源化的探索中沉积物产 ＣＨ４的技术路线取得了初步成果。
３．１　 改善湖泊生态系统

重建水生植物群落是湖泊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过程中在局部水域或沿岸人工培植了大量挺水、浮叶、沉
水植物，初步达成了净化水质、控制氮磷、恢复湖泊生物多样性的目的［１２４—１２６］。 随着湖泊生态修复实践的增

加，研究者提出合理地构建水生植物群落可能有助于控制湖泊碳排放，例如在白洋淀增加水生植物覆盖面积

００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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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抵消引水扩大湖面、碳排放增加的有效手段［１２７］；在大通湖恢复的沉水植物群落不但通过光合作用

将 ＣＯ２以有机质的形式固定在沉积物中，还可以通过影响根区微生物加速有机质的累积［１２８］。 在日本八郎湖

大量培植的挺水植物群落虽然没能显著地提高沉积物有机碳含量，却改善了沉积物有机质的构成，抑制了有

机碳在夏季的快速分解释放［１２９］。 研究者对日本八郎湖挺水植物没能显著提高沉积物有机碳含量特意做了

解释和分析，主要原因包括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可能会遗漏挺水衰亡过程中的细小有机组织，挺水植物通过减

少风浪为当地细小无机颗粒物大量沉积提供了有利的水力条件。 水生植物修复为湖泊带来的直接碳汇效益

也许是有限的，但水生植物对湖泊生态系统和生境的改善是显著的，从氮、磷营养盐控制［１３０—１３２］ 到抑制基底

再悬浮［１３３］，从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１２８］到增加沉积物中的自由氧［１３４］。 这些改变可以提高水体透明度，增强

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沉积物氧化环境，有利于沉积物有机碳的稳定累积，为湖泊碳汇效益“保驾护航”。
提高生物多样性是增强生态系统碳汇效益的可行途径。 在巴西大西洋热带雨林保护项目中就将减少碳

排放、增加森林碳汇同恢复植被覆盖、恢复雨林生物多样性一道设置为首要目标［１３５］。 在芬兰南方开展了恢

复泥炭湿地结构与功能的生态修复项目，该泥炭湿地随着水土流失正在失去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以及固

碳能力，通过人工培植陆上植物首先克服了水土流失导致的生态退化，恢复了泥炭湿地部分固碳能力。 但对

比未受人类影响的自然泥炭湿地，人工修复湿地的固碳速率还远远落后，人工修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还

有所缺失，导致碳汇效益的大打折扣［１３６］。 在诸多湖泊生态修复案例中从浮游植物［１３７］ 到大型水生植物［１３８］，
从浮游动物［１３９］到底栖动物［１４０］，从鱼类［１４１］到水鸟［１４２］，湖泊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恢复或改善。 当以浮游植物、
水生植物为代表的湖泊初级生产者生物多样性提高时，可以显著地改变食物链中的碳流动，将更多的碳系留

在湖泊中［１４３］。 通过湖泊生态修复，提高生物多样性，虽然能将更多的碳固定下来，但可能要面临食物链中碳

流动简短，整体效率不如原生态系统的缺点。
３．２　 重视沉积物碳累积

湖泊沉积物是浮游植物、水生植物衰亡后，以及大量入湖有机物的最终去向［１４４—１４６］。 相比水体中溶解性

有机物的矿化分解，沉积物中的反应速度普遍较慢［１４７—１５０］。 单独依据 ｐＣＯ２来判断湖泊的碳汇 ／源可能会忽视

湖泊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 部分 ＣＯ２过饱和湖泊同时拥有着较高的沉积物 ＯＣＡＲ，ＣＯ２在向大气释放的同时

有机碳也在沉积物中快速累积。 位于武汉附近的东湖作为一个中 ／富营养湖泊常年处于 ＣＯ２过饱和状态，初
级生产力约 １４４０ ｍｇＣ ｍ－２ ｄ－１，沉积物碳累积率达到 ２４１．５ ｇＣ ｍ－２ ａ－１，通过对比大气－水体间碳通量、沉积物碳

累积量，发现东湖每年向大气碳排放量仅占沉积物碳累积量 ８％，发达的湖泊生态系统让东湖发挥了碳汇的

积极作用［８０］。 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常年处于 ＣＯ２饱和状态，周期暴发的蓝藻在衰亡后还会堆积腐解以甲烷

ＣＨ４的形式排入大气［１５１］。 太湖沉积物 ＯＣＡＲ 可以达到 ３７３．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７３］， 太湖沉积物有机质的来源在湖

区之间各有不同，以梅梁湾、竺山湾为代表的太湖西北湖区由于富营化导致沉积物中含有大量浮游植物有机

质，以太浦运河河口为代表的太湖东南湖区由于丰富的水生植物使得沉积物中也以水生植物有机质为主，以
贡湖湾为代表的太湖中部、东北部以陆地植物有机质为主，三者有机质易分解程度由易到难［１５２］。 虽然基于

水体 ｐＣＯ２、沉积物 ＯＣＡＲ，研究者分别得出了太湖作为碳源、碳汇单元的相左结论，但两者都客观反映了太湖

碳循环的一部分，即太湖在向大气排放 ＣＯ２、ＣＨ４的同时也在受纳流域内陆地有机碳［１３， ７３］。 要判断太湖的碳

源 ／汇状况需要完整、全面的碳平衡结算。
湖泊液相环境比陆地单元能更快地分解溶解性有机质［１５３］，但还有一部分来自流域内陆地单元的有机质

被固定在沉积物中［１５４—１５７］。 这部分碳如果没有进入湖泊生态系统而是停留在陆地上是否会减少碳排放，将
深刻影响湖泊碳汇价值判断。 通过研究木质素形态发现来自森林的陆地有机质在进入湖泊前已经高度降解，
进入湖泊后反而在沉积物中稳定了下来［１５８］。 我国东部平原湖泊的平均碳累积速率、有机碳含量要高于其他

区域的湖泊，而东部地区土壤中有机碳含量要低于其他区域。 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有机质在陆上的矿化分解

速度比在湖泊沉积物中更剧烈。 东部平原丰富的植被、暖湿的气候以及更多的人类活动使碳循环更加迅速，
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分解要强于在湖泊沉积物中的分解［１５９］。 面对流域内的陆地碳源，如果一个湖泊每年沉积

１０９　 ３ 期 　 　 　 姚程　 等：湖泊生态系统碳汇特征及其潜在碳中和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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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碳的累积速率超过流域内土壤碳累积速率，该湖泊的整体碳汇应该得到肯定。 全面的碳平衡结算是评价湖

泊碳源 ／汇贡献的最可靠、最理想的方法，但需要长期的、涉及多项理化、生物指标的全面调查，成本高耗时长。
湖泊沉积物除了可以直接反映碳累积速率变化趋势外还可以通过有机碳的溯源、分类反映湖泊长期的营养、
生产力水平，调查沉积物可以同时了解以上影响湖泊碳循环的关键因素。 重视沉积物碳累积，加强沉积物有

机碳的溯源分类将为我们对湖泊的碳汇价值判断提高重要参考，同时也给出了替代碳平衡全面调查的可靠

方案。
３．３　 采集湖泊甲烷资源

在温室气体排放、能源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采集利用环境 ＣＨ４气体的方案被提出，以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同时用于燃烧发电，尽可能减少能源供应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ＣＨ４作为一种温室效益数十倍（２８—３６）于
ＣＯ２的温室气体在人类进入工业化的百年间迅速上升［１６０］。 湖泊 ＣＨ４气体主要源自底层水体、沉积物缺氧条

件下产甲烷菌对有机质的分解，全球湖泊、水库在 ２０１１ 年向大气排放约 ９２×１０６—１４２×１０６ ｔ 的 ＣＨ４，大约占当

年环境排放总量的 ２０％［１６１］。 湖泊、湿地、水库等内陆淡水水系所产 ＣＨ４被选为潜在的替代能源除了目前可

观的产量外，易获取以及预期增长的产量成为重要的依据。 易获取性指的是湖泊、水库往往靠近城镇基础设

施，开发成本低，湖泊、水库的水力条件相对稳定，利于采集运输［１６２］。 预期增长的产量主要源于目前通过测

算表面水体 ＣＨ４通量低估了湖泊的 ＣＨ４产量。 有研究估计有相当一部分（３０％—９０％）来自底层水体、沉积物

的 ＣＨ４向上方释放过程中被氧化，如果能减少氧化损失，理论上可以获取约 ４７０×１０６ ｔ 的 ＣＨ４
［１６３］。 另一方面

ＣＨ４主要来自水生植物、浮游植物的衰亡腐解，以及有机沉积的生物分解，水体的富营养化以及入湖有机碳的

增多势必引起 ＣＨ４产出持续升高，带来碳排放压力的同时却为开辟湖泊碳中和新局面提供了契机。
对于开发利用湖泊 ＣＨ４气体的技术前提和难点是对其进行富集。 早在 ２００８ 年东非基伍湖（Ｌａｋｅ Ｋｉｖｕ）

就已经开展湖泊 ＣＨ４气体的采集，并用于当地电力供应［１６４］。 但该湖泊深达 ２００ 米深水静置层高浓度 ＣＨ４极

为独特，一般湖泊尤其遍布我国东部地区的浅水湖泊面临 ＣＨ４总量大、浓度低的不利局面， 再加上 ＣＨ４气体

本身较低的能量密度，进一步加剧了应用难度。 常用的低温高压液化处理方式运行成本高，尤其对于湖泊中

低浓度的 ＣＨ４气体该方法基本失去了应用价值［１６５］。 疏水气⁃液膜反应器（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ｏｒｓ， ＧＬＭＣ） 在废水处理领域已经实现了气⁃液两相的高效分离 （ ＞ ５０％），发展出微孔聚合膜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中空纤维超滤膜 （ ｈｏｌｌｏｗ⁃ｆｉｂｅｒ ｕｌｔｒａ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等成熟技

术［１６６—１６７］。 相关领域一方面改变膜的微观构型，一方面不断利用高分子聚合材料增强膜的疏水性能以及结

构稳定性，以期可以富集更低环境浓度的 ＣＨ４气体，更长的使用寿命［１６８—１６９］。 同时以酶膜反应器为代表的新

技术尝试将 ＣＨ４气体转化为甲醇 ＣＨ３ＯＨ。 该技术的核心在于将甲基球菌（Ｍｅｔ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ｕｓ）的甲烷单

氧化酶提取绑定在膜上，当 ＣＨ４气体经过这些镶嵌在膜上的颗粒态酶团簇时被转化为液态的 ＣＨ３ＯＨ［１７０］。 这

些脱离出来的酶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富集效率，但是这些酶的稳定性不佳，使得该技术目前还不能投入到实际

应用。 这也反映出湖泊 ＣＨ４资源化的主要矛盾，即目前技术还不能很好地克服湖泊环境中低密度 ＣＨ４与能源

供应上对高密度的需求。 但总体而言，ＣＨ４气—液分离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拓宽湖泊碳汇价值打下了基础，使
湖泊在未来不仅能成为稳定的“碳库”，还可能成为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

４　 总结与展望

碳中和需要在减排的同时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草各生态功能区碳汇潜力，扩大碳汇。 目前对于湖

泊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仍然在讨论，湖泊常被认定为碳源，但众多研究结果显示湖泊生态系统以其独特的生

境条件、发达的生产力可以实现对碳的汇入和累积。 湖泊生态系统的光合⁃呼吸作用直接调整水体 ｐＣＯ２的同

时增加水体碱度间接地加强 ＣＯ２的汇入。 沉积是湖泊碳累积的主要方式，光合作用会带来的沉积物内源有机

碳累积的加速，结合呼吸分解的相对滞后实现总体的碳累积。 生态系统生产力决定了固碳能力，是湖泊发挥

碳汇效益的重要“碳库”。 由水生植物固定下的 ＣＯ２总量不如浮游植物，但在过程中发挥了“压舱石”般的稳

２０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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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
土地开发利用、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正在破坏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导致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复杂的食

物链体系被破坏，给湖泊碳汇带来了负面影响。 要发挥湖泊碳汇潜力，利用好水生植物对碳的稳固吸收是当

下总结出的可靠经验。 在未来提高湖泊生物多样性，增强碳在食物链中的系留可能才是真正发挥湖泊碳汇潜

力的主要途径。 富营养化湖泊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 富营养化湖泊虽然通过浮游藻类的光合作用实现短期

水体 ＣＯ２欠饱和状态，但浮游藻类过度繁殖会破坏健康的湖泊生态系统，被固定下的碳会很快再次释放回大

气。 近年来我国水环境质量已大幅改善，但中 ／富营养化已经是当下许多湖泊的常态，如何利用这些中 ／富营

养化湖泊让其发挥碳汇效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浮游植物既是湖泊实现碳汇的主要途径又可能破坏湖泊生

态系统，让湖泊丧失碳汇功能。 所以关键就在于有效控制浮游植物的数量，维持群落的多样性，避免大规模同

时衰亡、分解。 为此未来需要开发更有效的浮游植物调控手段，改善湖泊景观面貌的同时发挥中 ／富营化湖泊

旺盛的初级生产力，使其成为具有稳定碳汇价值的地理单元。
在一些 ＣＯ２过饱和湖泊同时拥有着较高的沉积物 ＯＣＡＲ，单独依据 ｐＣＯ２来判断湖泊的碳汇 ／源可能会忽

视湖泊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 全面的碳平衡结算是评价湖泊碳源 ／汇的最可靠最理想方法，但成本高耗时长。
调查沉积物中碳的累积速率、来源以及分解程度，以及与陆地单元碳累积速率的对比可能是一种更快捷的判

定方法。 未来对湖泊沉积物有机质分解代谢的研究会愈发得到关注，湖泊碳汇价值还会因此得到扩展和认

可。 湖泊、水库沉积物微生物分解有机质产生的 ＣＨ４能占全球每年产量的 ２０％左右，有学者就提出碳中和的

关键可能就深藏于湖泊之下。 将湖泊沉积物产 ＣＨ４资源化被提出并进行了初步尝试，可大规模应用的水体

ＣＨ４分离技术也取得了进步［１７１］。 为湖泊资源化，拓宽湖泊碳汇价值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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