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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分布最广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它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利用中国草地资源清查资料�并结合同期的遥感影像�建立了基于最新修正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我国草地
植被生物量估测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草地植被地上生
物量与当年最大 NDVI 值具有很好的相关关系�两者可以用幂函数很好地拟合（R2＝0．71�p＜0．001）。我国草地植
被总地上生物量为146．16TgC（1Tg＝1012g）�主要集中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总地下生物量为898．60
TgC�是地上生物量的6．15倍；而总生物量是1044．76TgC�占世界草地植被的2．1％～3．7％�其平均密度约等于
315．24gC·m－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草地植被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水平分布趋势为：东南地区高�西北地区
低�与水热条件的分布趋势一致；从垂直分布看�在海拔1350m 和3750m 处分别出现了波谷和波峰�与我国特有
的三级阶梯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为森林的1／4左右�显著大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我
国草地在碳平衡中的贡献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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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imating carbon storage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has been a central focus of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to terrestrial carbon cycles and ecosystem processes．As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ecosystem types�China’s grasslan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change research．The grass-
lands in China�which are distributed primarily throughout the temperate regions and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classified into17community types．In the present study�a statis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stimate
grassland biomass and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based on a grassland inventory data set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using GIS and RS techniques．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and the maximum annual NDVI when expressed
as a power function （R2＝0．71�p＜0．001）．The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estimated to be146．16TgC
（1Tg＝1012g）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was estimated as898．60TgC （6．15times of the above biomass） for
a total biomass of 1044．76TgC．This value accounts for about 2．1％－3．7％ of the world’s grassland
biomass．The grassland biomass is distributed primarily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e Qingha-i Xizang Plateau．The average biomass density of China’s grasslands was315．24gC·m－2�small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The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decreases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toward the north-
west corresponding with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Furthermore�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reached the lowest levels at1350m elevation and peak levels at3750m above sea level which most likely is
related to China’s three-step topographical background．The ratio of total biomass of grassland to forest biomass
in China is1／4�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rld�suggesting a greater contribution of grasslands to China’
s carbon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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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以碳水
化合物形式固定在陆地生态系统中。陆地生态系统

碳库存量不仅是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主要组成要素之

一�而且是估算地球支持能力（Carrying capacity）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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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指标�因此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存量有助
于了解全球碳平衡和评价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方精云等�1996）。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
统中最重要、分布最广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在全球
碳循环和气候调节中起重要的作用 （Scurlock ＆
Hall�1998；Scurlock et al．�2002）。但目前有关陆地
生态系统碳库存量及其动态变化的研究大多数侧重

于森林植被方面的工作�而草地植被的研究却相当
薄弱（Hall et al．�1995）。

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草地资源�分布自东北平
原�越过大兴安岭�经辽阔的内蒙古高原�而后经鄂
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直达青藏高原南缘�绵延约
4500km�南北跨越23个纬度 （陈佐忠等�2002）。
草地不仅是我国分布面积最广的生态系统类型之

一�而且对发展畜牧业、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
和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谢高地
等�2001）。为此�正确地估算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
对合理开发草地资源以及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

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相

继开展了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的研究（方精云等�
1996；王绍强等�1999；Ni�2002）。但由于所采用的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这表明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的估算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
草地资源常规调查周期较长�如从1979年开始的全
国草地普查�持续近10年。因此只根据草地资源数
据很难实时评估全球变化对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的影

响�有必要建立适合于国家尺度上的关于草地生物
量的模型。尽管前人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多
数模型只适合于某一种草地类型或某一特定区域

（徐希孺等�1985；黄敬峰等�2000；王兮之等�2001）�
缺乏有关适于国家尺度的模型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草地资源清查资料�并结合同期
的遥感影像�建立了基于遥感数据的我国草地植被
生物量估测模型�同时利用模型研究了我国草地植
被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旨在为我国草地生态系
统功能的动态变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手段。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我国从1979年开始分3个阶段开展了全国草
地资源的统一调查�其中1981～1988年为草地资源
的调查阶段�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000多个县（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1996）。这次全
国范围的调查为进一步开展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的研

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地上生物量的基础数据
主要来源于基于这次全国草地资源调查编写的《中
国草地资源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
司等�1994）。

近20年来�随着对地观测系统技术的不断成
熟�有关利用遥感数据进行植被活动监测的研究日
益增多。其中�时间分辨率高、价格低廉的 NOAA／
AVHRR数据在全球及区域大尺度植被活动研究中
显示出其它数据所无法替代的作用（Defries ＆Town-
shend�1994）。由于根据 NOAA／AVHRR红外与近红
外通道计算产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能够较
准确地反映植被的覆盖程度等植被信息�因此常常
被用于估算植被的生物量或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

（Potter et al．�1993；Field et al．�1995；Myneni et
al．�2001）。

本研究中所利用的 NDVI 数据是 GIMMS（Global
Inventory Monitoring and Modeling Studies）研究组对
1981年7月到1988年12月间的 NOAA／AVHRR 数
据加工处理后提供的�时间分辨率为15d�图像的空
间分辨率为8km×8km （Tucker et al．�2001；Zhou
et al．�2001）。由于该 NDVI 数据集进一步消除了
火山爆发、太阳高度角、传感器灵敏度随时间变化等
影响�从而较其它 NDVI 数据集更好地保证了数据
质量�因此在全球及区域大尺度植被活动变化研究
中广泛使用 （Myneni et al．�2001；Tucker et al．�
2001；Zhou et al．�2001）。由于该数据集中年平均
NDVI在0．1到1之间的地区为植被覆盖的地区�因
此�本研究中只考虑了年平均 NDVI 大于0．1的地
区（Zhou et al．�2001；Myneni et al．�2001）。

本文行政区划根据1∶400万中国县级区划图�
地形图采用1∶100万地形图�草地类型图结合中国
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400万草地资源
图。为了使这些图与遥感影像叠加（Overlay）�我们
分别把上述图以及遥感影像转换成分辨率为0．1°×
0．1°�投影方式为经纬网投影的栅格图像。
1．2　地上生物量估算方法

从区域或大尺度水平上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生物

量主要有3种方法：一是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取
得实测数据�建立生物量或相关变量的数据库�并估
算区域生物量（Fang et al．�1998；2001）；二是从已
有的样地数据或文献中获取不同植被的平均单位面

积生物量�并与对应的面积相乘估算生物量（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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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三是利用已有的实地调查资料�建立环境因
子（温度、降水等）或遥感参数为自变量、生物量为因
变量的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推算生物量（Myneni et
al．�2001）。本研究中的地上生物量估算方法属于
第三种范畴。

《中国草地资源数据》中记载了各省（不包括台
湾）的每一草地类型平均产草量 （风干重�kg·
hm－2）。草地的地上部分的生物量（干物质含量）等
于产草量中减去风干草中的含水量。因此�在本文
中风干草含水百分比取15％（方精云等�1996）。此
外�为了更有效地与前人的研究做比较�在本文中生
物量单位均以碳（gC）的形式表示。通常�植物生物
量（单位为 g）转换为碳（gC）按照方精云等（1996）采
用的0．45。

产草量数据是一年中产草量最高时期野外测得

的（提前或推后所测产量以年产草量动态系数进行
校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
1994）�因此�我们先计算每一空间位置上每一年中
最大 NDVI（设定为 NDVImax�公式（1））�得出1981～
1988年间的每年的 NDVImax图�并与1∶400万中国县
级区划图以及1∶400万草地资源图（划分17个类
型�表1）叠加�求算每一省份对应草地类型的平均
NDVImax。
为了了解1981～1988年间地上生物量年际变

异�我们计算了17个草地类型平均 NDVImax在这期

间的变异系数。结果显示�温性荒漠草原类、温性草
原化荒漠类、温性荒漠类的变异系数在7％～9％之
间�而其它大部分植被类型的都小于5％（除高寒草
甸草原类5．8％）。可以看出�这期间草地地上生物
量的年际变异不大。因此�我们利用每一省份对应
草地类型1981～1988年间平均 NDVImax和生物量�
建立了 NDVImax为自变量、地上生物量为因变量的回
归模型。模型的空间分辨率为0．1°×0．1°。

NDVImax（x�t）＝MAX （NDVI（x�t�i）） （1）
式中�x 表示空间位置�t 表示年份�i 表示 t 年中1
月1日起第 i个15d�其范围在1到24之间。
1．3　地下生物量估算方法

草地植被的地下生物量是根据地下与地上部分

生物量的比例系数估算的。通常�草地的地下与地
上部分生物量的比例系数随着草地类型、年龄、生
境、气候和人为放牧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由于这方
面信息的获取有限�因此�本文主要是根据公开发表
的文献�不同植被类型采用了不同的地下与地上部
分生物量的比例系数（表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有关低地草甸类、山地草甸类和沼泽类3种草地类
型的相关资料缺乏�因此它们的比例系数是根据西
藏和青海的这些植被类型同期的单位面积产草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1994）和单
位面积生物量 （李文华等�1998）换算而得到的。

表1　不同草地类型的地下与地上部分生物量比例系数
Table1　The ratio of belowground to aboveground biomass for different grassland types

草地类型 Grassland type 比例 Ratio 文献来源 References
温性草甸草原类 Temperate meadow-steppe 5．26 方精云等（1996）
温性草原类 Temperate steppe 4．25 方精云等（1996）；李文华等（1998）
温性荒漠草原类 Temperate desert-steppe 7．89 李文华等（1998）
高寒草甸草原类 High-cold meadow steppe 7．91 李文华等（1998）
高寒草原类 High-cold steppe 4．25 方精云等（1996）；李文华等（1998）
高寒荒漠草原类 High-cold desert steppe 7．89 李文华等（1998）
温性草原化荒漠类 Temperate steppe-desert 7．89 李文华等（1998）
温性荒漠类 Temperate desert 7．89 李文华等（1998）
高寒荒漠类 High-cold desert 7．89 李文华等（1998）
热性草丛类 Tropical herbosa 4．42 李文华等（1998）
热性灌草丛类 Tropical shrub herbosa 4．42 李文华等（1998）
暖性草丛类 Warm-temperate herbosa 4．42 李文华等（1998）
暖性灌草丛类 Warm-temperate shrub herbosa 4．42 李文华等（1998）
低地草甸类 Lowland meadow 6．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1994）；李文华等（1998）
山地草甸类 Temperate montane meadow 6．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1994）；李文华等（1998）
高寒草甸类 Alpine meadow 7．92 李文华等（1998）
沼泽类 Marsh 15．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等（1994）；李文华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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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地上生物量估测模型的建立

我国各省（除台湾）的每一种草地类型单位面积
地上生物量与所对应的平均 NDVImax之间的关系显示
（图1）�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的对数值与 NDVImax的对
数值呈显著正线性相关（R2＝0．71�p＜0．001）。这表
明随着一年内的最大 NDVI 值增加�当年的地上生物
量也以幂函数的形式增加（公式（2））。

Y＝179．71×NDVImax1．6228 （2）
式中�Y 表示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2．2　地上生物量及空间分布
2．2．1　草地植被地上生物量

根据本文建立的模型�求算了各个省以及全国
草地植被总地上生物量（表2）。计算结果表明�我
国草地植被总地上生物量为146．16TgC。本研究中
所采用的我国草地总面积为331．41×104km2�约占
国土面积的35．0％。因此�我国草地植被单位面积
地上生物量的平均值约等于44．1gC·m－2。
2．2．2　地上生物量密度的地理分布

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草地主要分布在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以草地面积大小而
论�西藏、内蒙古、新疆居第一、第二和第三�分别占
我国草地面积的25．0％、21．1％和12．4％；而以草
地地上部分总生物量的大小而论�内蒙古、西藏、青
海居第一、第二和第三�分别为全国的20．1％、

表2　我国各省区的草地面积、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以及总生物量
Table2　The grassland area�aboveground�belowground and total biomass in each province of China

地区
Region

面积
Area （×104km2）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TgC）
地下生物量

Belowground biomass
（TgC）

总生物量
Total biomass

（TgC）
北京 Beijing 0．21 0．16 0．82 0．98
天津 Tianjin 0．07 0．05 0．25 0．30
河北 Hebei 3．77 2．52 12．11 14．63
山西 Shanxi 3．58 2．13 9．84 11．97
内蒙古 NeiMongol 70．06 29．31 159．21 188．52
辽宁 Liaoning 1．39 0．97 5．16 6．13
吉林 Jilin 3．69 2．38 14．41 16．79
黑龙江 Heilongjiang 7．78 6．19 39．68 45．87
上海 Shanghai 0．06 0．03 0．21 0．25
江苏 Jiangsu 0．31 0．17 0．83 1．00
浙江 Zhejiang 0．44 0．31 1．39 1．70
安徽 Anhui 1．08 0．69 3．03 3．72
福建 Fujian 0．74 0．52 2．31 2．83
江西 Jiangxi 1．85 1．17 5．19 6．35
山东 Shandong 1．35 0．81 3．95 4．76
河南 Henan 1．80 1．14 5．07 6．20
湖北 Hubei 2．51 1．78 8．18 9．96
湖南 Hunan 2．74 1．81 8．00 9．82
广东 Guangdong 1．11 0．70 3．09 3．80
广西 Guangxi 3．06 2．03 8．94 10．97
海南 Hainan 0．46 0．32 1．44 1．76
四川和重庆 Sichuan and Chongqing 23．53 17．85 123．27 141．12
贵州 Guizhou 2．15 1．47 6．54 8．01
云南 Yunnan 7．43 5．18 24．75 29．92
西藏 Xizang 83．00 22．85 157．35 180．20
陕西 Shaanxi 2．71 1．17 5．41 6．58
甘肃 Gansu 15．64 6．68 43．21 49．89
青海 Qinghai 41．09 20．69 147．47 168．15
宁夏 Ningxia 3．19 0．69 4．27 4．96
新疆 Xinjiang 44．52 14．35 92．91 107．27
台湾 Taiwan 0．07 0．05 0．31 0．36
合计 Total 331．41 146．16 898．60 10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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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与年内最大 NDVI（ NDVImax）之间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and the

maximum NDVI（ NDVImax） of grassland

15．6％和14．2％。31个地区中�黑龙江是草地地上
生物量密度最高的地区�而宁夏最低。尽管新疆草
地面积占全国12．4％�但由于该地区主要分布着温
性荒漠类和温性草原化荒漠类�因此其地上总生物
量不到全国的10％。

我国草地分布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因
此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分布高度异质。从图
2中可以看出�我国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的范
围为5～130gC·m－2。总体分布是�东南地区高�西
北地区低。这与水热条件、土壤以及草地类型的分
布有关。

从区域分布看�江南广大地区�受太平洋东南季
风的影响�湿润多雨�草地类型以暖性草丛类、暖性

图2　我国草地地上生物量空间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of the grassland in China

灌草丛类、热性草丛类、热性灌草丛类为主�因此该
地区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在60gC·m－2以上；
青海省东南部、川西高原、甘南高原地区�受来自孟
加拉湾西南季风的影响�降水丰沛�且太阳辐射充
足�土壤肥沃�因此该地区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比同纬度地区要高�最大值为130gC·m－2；新疆北
部的伊犁地区及阿尔泰地区山地虽然处于温带干旱

区�但是�因受大西洋气流影响�气候表现得比较湿
润�显著高于周围地区；而西北其它干旱地区受强大

陆性气候控制�降水稀少�相应地小�低于15gC·
m－2�其中�准噶尔盆地的腹地、西藏西北地区以及
内蒙古高原的西部为我国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

最小的区域；东北地区大于70gC·m－2以上�这不仅
与该地区湿润的气候类型有关�而且还与该地区土
壤类型有关�该地区主要分布着含有较高有机质的
黑土。
2．2．3　地上生物量与大地形的关系

我国地势西部高而东南低�形成了一个以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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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向东逐级降低的阶梯状斜面�可以划分为三个
梯级（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5）。为进一步
探讨草地地上生物量随海拔的分布�我们计算了每
隔100m 海拔范围内平均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
量�并绘制了其变化趋势（图3A）。图3A显示�草地
地上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与我国特有的三级阶梯地势

有着密切的关系。海拔1350m 和3750m 处分别
出现了波谷和波峰�分别与第二和第三阶梯的界线
（1000m）以及第一和第二阶梯界线（4000m）基本
一致。海拔1350m 以下地段（基本上属于第三阶
梯）�随着海拔的升高�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下降；在
海拔1350m到2050m以及2950m到3750m 之
间（属于第二阶梯）�随着海拔的升高反而上升；而在
海拔高于3750m 地段（属于第一阶梯）�随着海拔
的升高�则快速下降。这一趋势与水热条件随海拔
的变化规律有关。

图3B和图3C分别显示我国草地地区年降水量
和年平均温度随海拔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海拔
低于1350m 的地区�年降水量和平均温度均呈下
降趋势；海拔1350～2050m 范围内降水和温度均
呈增加趋势；2950～3750m 之间温度呈下降趋势�
降水略有增加；而在高于3750m地区随着海拔的

图3　我国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A）、年平均温度（B）以及
年降水量（C）与海拔的关系

Fig．3　Changes in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A）�annual mean
temperature （B）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C） with altitude

for the grassland in China

升高温度和降水均呈下降趋势。太行山、武陵山等
第二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的一系列山脉阻碍东部

湿润气流的西进�使第二阶梯上的大部分地区属于
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降水的增加可能将有助
于该地区草地的生长（表3）；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
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气流被阻�第一阶梯大部分地区
干旱寒冷�温度和降水量的下降可能均不利于草地
的生长（表3）�因此随海拔的升高�单位面积地上生
物量呈减小趋势。
表3　不同海拔范围草地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与温度（Rbio-t）、

降水（Rbio-p）之间的关系
Table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aboveground biomass density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Rbio-t）�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Rbio-p） at different altitude for grassland
＜1350m 1350～3750m ＞3750m

Rbio-t 0．505 －0．653∗∗∗ 0．681∗∗∗

Rbio-p 0．863∗∗ 0．489∗ 0．978∗∗∗

　　∗：p＜0．05　∗∗：p＜0．01　∗∗∗：p＜0．001

2．3　地下生物量及总生物量
在估算草地地上生物量及其分布的基础上�根

据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关系（表1）�得
出了我国草地地下部分的生物量。我国草地地下总
生物量为898．60TgC�生物量密度为271．14gC·
m－2�是地上生物量密度的6．15倍。从空间分布
看�我国草地地下生物量和生物量密度存在着相当
大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地下总生物量高�生物
量密度低；而东部的地下总生物量低�生物量密度
高。各省区中�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
的地下总生物量居第一、第二和第三；而四川省、黑
龙江省、台湾省的单位面积地下生物量居前三位。

我国草地植被总生物量为1044．76TgC�而单
位面积生物量等于315．24gC·m－2。根据 Olson 等
（1983）和Prentice等（1993） 估算�全球草地总面积分
别为4160×104km2和5155×104km2�总生物量分
别为27．9PgC和50．4PgC。按照这一估算值�我国
草地植被生物量占世界草地植被的2．1％～3．7％�
而草地面积占世界草地面积的6．4％～8．0％。可
以看出�我国草地植被平均单位面积生物量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这与占60％以上面积的草地分布在
我国北方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有关。我国草地植被
总生物量和单位面积生物量的空间分布与草地地下

部分的相似。
方精云等（1996）和 Ni（2002）利用不同的方法估

算了我国草地总生物量。方精云等（1996）根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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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道的草地清查资料以及地下和地上部分比例系

数估算了我国草地总生物量约为1019TgC�与本研
究中估测值相似。由于方精云等（1996）采用的我国
草地面积（430．7×104km2）显著大于本研究中的草
地面积�因此估算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小于本研究中
得出的结果。Ni（2002）根据不同草地类型的全球平
均单位面积生物量�利用草地清查资料的不同类型
草地面积（298．97×104km2）�得出我国草地总生物
量为3．06PgC�接近本研究的3倍。可以认为�研究
方法以及所采用的草地面积差异是导致草地植被生

物量估算相差较大的原因。
据 Fang等（1998；2001）报道�20世纪80年代我

国森林的总生物量为4．45PgC�其密度为4353gC·
m－2。据此估算�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为森林的1／4
左右�显著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草地和森林生物量
比值4．6％ （Whittaker＆Lickens�1973）�说明我国草
地在碳平衡中的贡献相对较大（方精云等�1996）。
3　结　论

草地生态系统是陆地植被中最重要、分布最广
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因而�草地在全球变化中的作
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利用我国草地资源清
查资料�并结合同期的遥感影像�建立了基于遥感数
据的我国草地植被生物量估测模型�同时探讨了我
国草地植被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
下：1） NDVI 与草地生物量之间具有很好的相关关
系（R2＝0．71�p＜0．001）�随着一年内最大 NDVI值
增加�该地区当年草地植被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以
幂函数的形式增加。2） 我国草地植被总地上生物
量为146．16TgC�主要集中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
和青藏高原。在31个省份中�内蒙古自治区草地植
被地上生物量最大。3） 我国草地植被平均单位面
积地上生物量为44．1gC·m－2�水平分布趋势是东
南地区高�西北地区低。这与水热条件的分布趋势
一致。从垂直分布看�其变化趋势与我国特有的三
级阶梯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海拔1350m 和
3750m处分别出现了波谷和波峰。4） 我国草地植
被总地下生物量为898．60TgC�是地上生物量的
6．15倍�说明草地植被地下蕴藏着相对较大的碳。
5） 我国草地植被总生物量为1044．76TgC�占世界
草地植被的2．1％～3．7％；而单位面积生物量约等
于315．24gC·m－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草地植
被生物量为森林的1／4左右�显著大于世界平均水
平�说明我国草地在碳平衡中的贡献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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