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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执行情况概览

年度，围绕项目的研究目标，根据任务书设计的年度计划及预期目标，

本项目已基本完成年度计划并达成年度预期目标。具体来说，本项目设计的春、

夏、秋、冬中国近海大型综合性科考航次均已圆满完成。除此之外，跨陆架输运

航次、河口连续观测航次、定点及平台观测等现场调查均依计划执行。目前各项

分析检测均依标准标准实验流程展开，数据汇交与共享有序进行，团队合作进一

步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本年度在： 黑潮流系在东海的年际及季节变异；

东海跨陆架过程研究； 南海浅层碳酸钙的溶解及向西菲律宾海的输送；

南海颗粒有机碳（ ）和溶解有机碳（ ）

多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展。截止 月底，本项目 年度已发表论文 篇，

其中 篇论文被 收录， 篇发表在 区和 区的国际主流期刊上； 篇

被 收录； 。 人次在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 人次

在国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上述成绩的取得使得本

项目国际显示度进一步提升。

、 年度项目研究进展总结会议

年 月 日，项目 年度进展研讨会由课题三承办在香港科技

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结合项目研究内容，广泛邀请了海内外同行同时进行中国近

海碳循环研究研讨会，借此机会相互学习，深入交流。此次会议项目拟开展初步

的集成分析和研究，对开展的夏、冬、秋、春四个航次数据对比分析，抓住研究

主题深入探讨问题。

同时，为提前部署提前准备，此次会议邀请科技部数据汇交管理人员专题讲

座，布置数据汇交，数据管理工作， 。

、研究亮点简介

南海浅层 的溶解及向西菲律宾海的输出

通过高精度测量海水 浓度发现南海海盆次表层水（ ）相对于

西菲律宾海存在 的超额 ，指示了过饱和水体中的原位

溶解。通过南海次表层水向西菲律宾海的净输出，这一浅层水体 溶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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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输出 约 ，代表了西北太平洋 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边缘海浅层水体中的 溶解可以增加开阔大洋上层水体的 和

累积，从而能促进海洋对大气 的吸收。该项研究发表于

。

图 站 以深计算 （空心点）与实测 （实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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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站 以深计算 （空心点）与实测 （实心点）

南海颗粒有机碳（ ）和溶解有机碳（ ）的蛋白表征及再

矿化机制研究

（ 和 ）

和深海（ ）溶解性有机物宏蛋白质组。三个溶解性有机物样品中一共鉴定

到 个蛋白，它们被 个专一肽段所匹配。大分子溶解有机物（

）组份中的蛋白数量要显著高于小分子溶解有机物组份（ ）。

表层和深海 。表层 中溶解性蛋白的

来源多样，包括各种类型的细菌、浮游植物和卵菌类，而古生菌、变形菌和某些

浮游植物类群是深海 的主要贡献者。参与细胞骨架组织、能量产生和转化、

蛋白翻译后修饰、 丰度相当高，而参与蛋

白合成相关蛋白在深海 中更加丰富。参与物质转运和代谢、细胞壁或细胞

膜或被膜的生物发生以及光合作用相关蛋白在 中相当丰富。参与氨

基酸转运和代谢的 转运蛋白是 中最丰富的蛋白，而参与能量生

产和转化的 还原酶是 和 中

丰度最高的蛋白。在海洋垂直剖面上，溶解性蛋白的来源多样化并呈现动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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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仅有非常少量、来自表层的溶解性蛋白能

够被保护并输送到深海。该项研究发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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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跨陆架水交换过程的研究

采用高分辨率的区域海洋模型系统，模拟通过对马海峡的流量为

，模拟结果给出了比以有研究与之前 年半的观测结果更加精确

的流量结果。经过台湾海峡的年平均流量为 ，与最近观测值 非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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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和实测资料非常吻合。 年 月 日 月 日对东海的观测结果也证实

。该项研究发表于

（ ）

卫星高度计观测的东海黑潮的季节变化

第 页，共 页

卫星高度计观测的东海黑潮的季节变化

利用卫星 年 年表层地转流的观测资料，调查分析整个黑潮流

系在东海表层的时空变化。 等深线处，黑潮流的宽度冬季较宽为 ，

夏季变窄为 ；表层输送表现为秋季最小 夏季最大

。黑潮流的宽度、 ；

并且在东海中部表现出相对大的值。黑潮的向岸入侵一般比较弱，大部分输送在

黑潮中心约 等深线处偏离， 。该项研究发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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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对 和高温的响应：球石藻钙化的作用

球石藻钙化的改变可能影响他们的光合作用对 （ ）和高温的

响应。将球石藻分别放到低 （ ）和充足 （ ）浓度的环境中

进 行 半 连 续 培 养 代 ， 把 细 胞 暴 露 在 六 种 不 同 波 长 光 辐 射

（ 和 ）和两种温度（ 和 摄氏

度）条件下测定光合作用和钙化的响应。实验结果表明： 减少的钙化导致光

保护机制的调节能力降低 钙化和光合作用以及他们的比例对于紫外光的耐

受性是不同的，在高 浓度环境下生长的细胞比在低浓度条件下生长的细胞对

紫外更有耐受性； 高温条件增加高 浓度环境生长的钙化藻的光合和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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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 年黑潮在东海陆架的季节平均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4  1991 -2009 19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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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反而降低低 浓度环境生长的钙化藻的光合和钙化速率。因此，钙化速

率的降低，可能会降低光合作用速率，从而进一步降低钙化作用。该项研究发表

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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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波长条件下： 光合固碳速率；（ ）钙化速率；（ ）光合固碳速率 钙化速率5 (A)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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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主要工作概览

表 项目层面重大事项概览表

课题

结题

课题

结题

结题验收

预备会议

后续主要工作如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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