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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海洋是

地表最大的碳库，在地球历史上对

调节气候变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深入研究海洋碳汇的形成过程

与储碳机制，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期报

道的“生物泵演化与重大地质事件”

专辑的目的正在于此．封面图示海洋

生物介导的3种储碳机制——生物

泵(biological carbon pump，BCP)、

碳酸盐泵(carbonate carbon pump，

ccP)和微型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MCP)．BCP指的是浮

游植物光合固碳中的一小部分颗粒

有机碳通过沉降输送至深海甚至海

底埋葬的储碳机制．CCP指的是钙质

生物的钙化过程与海水碳酸盐体系

热力学过程导致的碳酸盐沉积机制．

McP指的是微型生物的生理生态活

动把有机碳从可利用的活性态转化

为不能利用的惰性态从而封存于海

水中的储碳机制．原图由John Glynn

和焦念志提供．详见焦念志等人文

(p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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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泵演化与重大地质事件专辑

编者按

1597 加强海洋生物碳泵地质演化的研究

谢树成，焦念志，汪品先

观点

1600 海洋储碳机制及相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策略

焦念志，戴民汉，翦知滑，王晓雪，张锐

实现碳中和，既要减排也要增汇．海洋有巨大的增汇潜力．本文介绍了生物

驱动的海洋储碳机制：生物泵、微型生物碳泵和碳酸盐泵，提出三者之间

协同作用模型和研究策略，为建立系统的海洋生态增汇理论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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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 海洋惰性溶解有机碳库与海侵黑色页岩

张兴亮

讲学屯叛
SCIENCE BULLETlN

在海侵过程中，海洋惰性溶解有机物与黏土沉积物充分混合并被吸附后沉积，经成岩

作用后形成海侵黑色页岩．惰性溶解有机碳的埋藏和保存机制很可能是有机碳从海

洋储库到地质储库转移的一种新途径，同时也可能代表一种新的海侵黑色页岩成因

机制．

1614 “中年地球"的磷循环与生物泵：再谈“沉寂的十亿年”

黄天正，王瑞敏，沈冰

通过分析中元古代磷循环与现今磷循环的差异及对碳循环的影响，指出了陆源磷输

入、风化过程中磷的活化与海洋氧化还原控制的有机，无机磷埋藏比例共同造成“沉

寂的十亿年”间碳循环与生物演化的不活跃．

评述

1624 中元古代海洋生物碳泵：有机质来源、降解与富集
张水昌，王华建，王晓梅，叶云涛

中元古代地表碳循环长期处于稳态，研究其机制对认识地球宜居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有机质来源、降解与富集等方面论述了影响中元古代海洋生物碳泵的主要地

球化学过程，并定量计算了惰性可溶有机碳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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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古生代海洋缺氧事件的地质记录与背景机制

张俊鹏，李超，张元动

古生代见证了大气0：与C0：含量的波动及海洋动物的爆发与辐射．同时，多期次的海

洋缺氧事件可与生物灭绝相关联，记录为可全球对比的碳同位素漂移事件．这些地球

系统变化，成为探究早期生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的重要窗口．

古生代．中生代之交海洋生物泵演变与浮游革命

贾恩豪，宋海军，雷勇，罗根明，姜仕军

探究深时海洋生产者以及生物泵的组成与演变，对深入理解海洋碳循环过程具有重

要作用．本文讨论了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海洋生产者与生物泵的演化过程，特别是浮游

生物革命在海洋生态系统演化和碳循环中的作用．

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OAE2期间碳循环扰动的过程与机制

陈曦，郭会芳，姚翰威，韩凯博，汪恒慧

本文介绍了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OAE2期间全球古环境演化的研究进展，综合分析了

古环境参数，如大陆风化强度、古温度、c0：浓度、海洋生产力和海水氧化还原条件

等，对0AE2期间碳循环扰动的控制作用．

白垩纪．古近纪生物大灭绝后海洋生物碳泵的破坏与恢复

姜仕军

6600万年前白垩纪一古近纪生物大灭绝终结了恐龙时代，同时重创当时海洋绝对优势

的初级生产者——颗石藻．初级生产者在极端环境下的破坏与灾后恢复过程，对于研

究当今海洋生物碳泵变化及其控制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碳循环研究进展

陈祚伶

古新世一始新世极热事件是由巨量C0：注入到海气系统而引发的快速增温事件．本文

系统梳理了该事件发生时期的碳循环过程，重点讨论了该事件的发生机制、碳源、

碳排放量以及碳的吸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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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海洋生物碳泵的地质演化：微生物的碳汇作用

谢树成，焦念志，罗根明，李东东，汪品先

本文综述了自生命起源以来海洋生物碳泵的演化历史及其与生物演化的关系，阐述

了地质时期海洋生物泵和微型生物碳泵的相对变化及其对大氧化事件、大冰期形成

的重要贡献，提出了未来拟解决的重大挑战性科学难题．

i 《科学通报》投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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