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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生物分中心

➢ CERN的5个学科分中心之一
➢ 生物监测指标与规范制定
➢ 数据质量控制 （人员培训、仪器配置、数据审核）
➢ 数据集成与共享
➢ 联网研究

监测数据 数据
服务

监测
（台站）



报告提纲

➢1.生物长期监测概况

➢2.生物长期监测数据集

➢3.数据处理与挖掘



生态系统类型：

森林、草地、荒漠、沼泽、农田、城市

长期观测样地：

综合观测场：研究区域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围封，1-2个

辅助观测场：其他重要代表性生态系统类型，多个

站区调查点：其他专项调查点、区域调查，不干预，多个

1. 生物长期监测概况

1998年，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
按照统一的规范进行联网监测



样地面积



⚫ 2个草地站

✓ 海北站

✓ 内蒙站

⚫ 6个荒漠站

✓ 鄂尔多斯站

✓ 策勒站

✓ 阜康站

✓ 临泽站

✓ 奈曼站

✓ 沙坡头站

草地荒漠站分布图



草地

物种组成与群落特征

生物量

凋落物动态

物候

元素含量与能值

动物（蝗虫/毛虫/啮齿动物、家畜、

大型土壤动物）

土壤微生物

荒漠

物种组成与群落特征

群落空间分布格局

凋落物动态

种子产量、种子库

短命植物

物候

元素含量与能值

动物（家畜、大型土壤动物）

土壤微生物

生物监测项目



草地生态系统生物监测指标体系

项目 指标 频次

物种组成 各植物种的数量、高度、盖度、生物量等
1次/月
（生长季）

群落特征 物种数、优势种、高度、生物量、盖度等1次/月

地下生物量 各土层根生物量 2次/年

物候 优势植物和指示植物的关键物候期 动态观测

元素含量与能
值

优势植物和凋落物的C、N、P、S、Ga、Mg、
热值等

1次/5年

动物
蝗虫/毛虫/啮齿动物种类、数量
家畜、大型土壤动物

1次/5年

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
2次/5年，
季节动态



项目 指标 频次
物种组成 各植物种的数量、高度、盖度、生物量等 1次/年

群落特征 物种数、优势种、高度、生物量、盖度等 1次/年

凋落物 凋落物各组分重量 1次/年

种子产量 优势植物种子产量 1次/5年

土壤种子库 土壤中各植物种有效种子量 1次/5年

短命植物生活史 短命植物种类、数量、发育动态 动态观测

物候 优势植物和指示植物的关键物候期 动态观测

元素含量与能值
优势植物和凋落物的C、N、P、S、Ga、Mg、
热值等

1次/5年

动物 家畜、大型土壤动物种类、数量 1次/5年

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
2次/5年，
季节动态

荒漠生态系统生物监测指标体系



生物监测规范与质量控制

1996年出版“监测与分析方法”

2007年出版“观测规范”

2012年出版“质量保证与控制”

2019年出版“指标与规范”



生物数据审核与质量评价体系



• 数据来源：草地、荒漠数据集来自CERN8个生态站

• 数据文件种类：
➢1-生态系统生物观测数据（26个数据表）

➢2-样地环境要素说明文档

➢3-生物观测、分析说明文档

➢4-生物观测数据质控信息表

➢5-生物化学分析方法表

➢6-生物观测数据集联系人信息表

• 数据量：12.5万条记录（每条记录3-10个指标）

• 时间跨度：1998-至今

2. 生物长期监测数据集



生物观测数据-草地
10个数据表，6.8万条记录



生物观测数据-荒漠

16个数据表，5.7万条记录





2-样地环境要素说明文档

3-生物观测、分析说明文档

4-生物观测数据质控信息表

5-生物化学分析方法表

6-生物观测数据集联系人信息表

样地建立背景信息表

生物数据辅助信息



生物数据共享管理

面向社会共享，数据分级、用户分级共享

CERN生物分中心数据信息平台：

网址：http://159.226.89.77:8080/cern_biocenter

数据内容：生物监测数据、元数据、专题数据、植物图像



3. 数据处理与挖掘

• 数据：植物物种组成，综合观测场，05~15年



3个草地类型的丰富度多年总值平均为
75种，变化于41~94种之间，是年均
值的2倍，显示草地物种组成的年际变
异性

三个草地均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周期性波
动，总体相对稳定
物种丰富度HBG>NMG>NMD
典型草原区中，NMD远低于NMG

不同草地类型的物种丰富度年际变化

草地植物物种组成变化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S
p

e
c

ie
s

 r
ic

h
n

e
s

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HBG 

NMG 

NMD 

HBG NMG NMD

S
p

e
c

ie
s

 N
u

m
.

0

20

40

60

80

100

Mean 

Total 



不同草地类型物种年际频率分布

频率=物种出现的年份数/所有年份数
1%~20%为A级，21%~40%为B级，41%~60%
为C级，61%~80%为D级，81%~100%为E级

Raunkiaer频度定律A>B>C≥D<E
这三个草地类型的A级和E级物种均较多，表

明三个群落的物种组成都相对较稳定，其中，
海北站草甸草原的A级和E级之和达74%，说
明其物种组成稳定性最高



荒漠植物物种组成变化

荒漠植被的物种丰富度非常低，相

互间差异也很大

荒漠草本物种组成变异较灌木大，

年际间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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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荒漠灌木/草本的物种丰富度变化



荒漠植物物种组成变化

多年总值：除LZD外，其他4个群落的

物种丰富度多年总值均大于年均值

显示其物种组成的年际变化较大

年均值：LZD泡泡刺+红砂群落最小，

只有4种,SPD油蒿灌丛群落为9 种,ESD

油蒿灌丛群落最多，为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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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荒漠类型物种丰富度变化



植物物种系统发育树构建

利用系统发育状况
推测历史因素对群
落组成影响(Webb 
et al. 2002)

环境过滤占主导，
则群落中适应能力
相近、亲缘关系近
物种共存

竞争排斥占主导则
使得生态位相近物
种无法共存



越干旱的地区，环境的选择作用越强烈

物种在系统进化树的位置，计算物种间的谱系距离

NRI 净亲缘指数

中性：中性 0

环境：收敛 +
生物：发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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