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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极地作为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为人们逐渐认识。
作为地球最重要的冷源与热汇，极地支配与调节着全球物质与能量的输运与交换，对全球气候与环境
的演变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地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由于这一变化及对全球气
候与环境的巨大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极地环境科学研究的兴起。
进入21世纪后，在国际科联（ICS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共同发起下，2007—2008年被确定为
第四次国际极地年（IPY），旨在进一步促进世界范围内极地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应对日益严重
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极地重大环境问题。
此项活动得到了世界众多国家政府、科学组织和科学家的积极响应，全球共有60多个国家和39个国际
组织，以及数万名科学家参加和介入了此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活动。
中国第三次北极考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组织的一次重要的极地考察活动，也是我国拓展北极科
考活动空间，加强北极科学研究和维护我国北极权益的一项重大行动。
北极作为对全球变暖响应与反馈最为敏感和显著的地区之一，最近几十年发生了诸如海冰面积和厚度
持续减小、海洋环流变异、陆地淡水输入增加、冰盖退缩等显著的异常变化。
尤其是，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来明显加强。
现有的观测资料表明，从2005年到2007年，北冰洋夏季海冰覆盖的面积已从670万km2缩减至420万km2
左右，其变化幅度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均大大超过预测的程度。
这一结果表明，全球变化的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和迅速，我们对北极环境变化的了解无论在广
度和深度上仍不够全面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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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第三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内容为：极地作为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为人们逐渐认识
。
作为地球最重要的冷源与热汇，极地支配与调节着全球物质与能量的输运与交换，对全球气候与环境
的演变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地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由于这一变化及对全球气
候与环境的巨大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极地环境科学研究的兴起。
进入21世纪后，在国际科联（ICS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共同发起下，2007—2008年被确定为
第四次国际极地年（IPY），旨在进一步促进世界范围内极地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应对日益严重
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极地重大环境问题。
此项活动得到了世界众多国家政府、科学组织和科学家的积极响应，全球共有60多个国家和39个国际
组织，以及数万名科学家参加和介入了此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活动。
中国第三次北极考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组织的一次重要的极地考察活动，也是我国拓展北极科
考活动空间，加强北极科学研究和维护我国北极权益的一项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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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1．9生物地球化学后续研究海洋颗粒物中有机碳（POC）、颗粒生物硅（PBSi）和生物标志
物等都是重建海洋古生产力的良好指标。
其中，有机碳和生物硅是表征海洋初级生产者整体水平的有效指标；生物标志化合物不仅可以代表浮
游植物的总生产力，也可以表征不同浮游植物种群各自的生产力。
例如，色素不仅代表了所有含叶绿素生产者的生产力，并且根据各种浮游植物特有的特征峰可以很好
地指示不同浮游植物的生产力；脂类化合物菜子甾醇、烯酮和甲藻甾醇则分别代表硅藻、定鞭藻和甲
藻的生产力。
有效区分不同浮游植物对初级生产力的贡献，对于阐明食物网结构对碳循环的影响以及深人了解海洋
生物泵的运转规律都有积极作用。
海洋沉积物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δ13C是区分有机质来源的良好指标。
陆地上的高等植物光合作用分为三种不同的途径，即C3、C4和CAM，其中cAM植物对海洋有机质贡
献很小。
C3植物合成的有机质的δ13C为27，而甘蔗、玉米和高梁等C4植物合成的有机质的δ13C为14。
因此，C3和C4植物混合有机质的δ13C值就有可能和海洋藻类的δ13C值相似，从而对有机质来源作
出错误的判断。
而在极地海区可以忽略V4植物的影响，因为C4植物一般生长在亚热带、温带等干旱气候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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