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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微气象学的角度而言，在地势平坦冠层均质的通量观测点所获得的通量观测

数据是最值得信赖的。然而，为了考虑观测点的区域代表性，绝大部分EC观测

点的下垫面类型都是不均一的。对于这种复杂的下垫面，准确、客观地分析与

解释观测数据的空间代表性是进行通量观测的目标之一。

• 通量源区（footprint）分析可以将涡度相关所观测的通量源区进行空间定量化，

从而来评价观测数据的空间代表性。

1. 前言



1. 前言

• footprint是指通量观测点上风向上的空间代表区域，能够反映空间代表区域对应的

下垫面源区内每一点对观测点的通量贡献的权重大小。

• 在非均一的下垫面下，footprint的大小和形状会因下垫面类型的不同发生改变。将

footprint的模型计算和土地分类地图相结合，可定量评价不同下垫面类型所观测的

通量权重占比，由此推算出所研究区域内CO2、CH4等通量信号的来源。



实验地点：俄罗斯东北部Tiksi                             实验时间：2014.7.5-8.29

2.文献汇报



2.1文献研究内容

研究区域

9种土地覆盖类型

KM通量源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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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土地覆盖类型分类

2.2文献研究方法

图1 表1 图2



2.2.2 footprint权重和CH4通量的计算

• 基于KM通量源区模型计算不同土地覆盖类型通量贡献权重

Field_X

• 四个排放类型的CH4通量计算

EC观测的
总通量值



2.3文献结果分析

表2 



CH4 flux 

表3

表4



3.1 研究目的

3.1.1 当前研究目的

通过FFP通量源区模型来计算四个鱼塘在80%通量源区

内的通量贡献权重，以此评价四个鱼塘在涡度相关系

统中所观测到的通量信号之间的贡献差异。

3.1.2 最终研究目的

基于FFP通量源区模型对官渡鱼塘以及周边不同下垫面

的EC观测到的CO2通量信号进行拆分，计算出不同鱼塘

及下垫面的CO2通量贡献权重，从而分析CO2通量信号的

来源。

3.基于FFP通量源区模型的涡度相关的CO2通量信号的拆分



3.2 研究方法



3.2.1 footprint函数的获取



3.2.2 footprint 贡献权重的计算

Φj为footprint函数—FFP.fclim_2d

Acell为所计算区域内网格点的面积— S= |y|2 m2

M为网格点个数—斜率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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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8年footprint 和鱼塘通量贡献权重

4.初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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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45.48%

13.71%

3.68%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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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8.57%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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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0.97%

秋季

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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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权重

2018 73.13%

生长季 73.23%

春季 69.40%

夏季 70.17%

秋季 73.81%

冬季 75.36%

主风向 83.31%

1.可以看到在四个鱼塘的权重并没有达到100%。意味着在鱼塘外的下垫面也对EC观测的

通量有所贡献。

2.现在的80%footprint是包含鱼塘边的田埂，但目前并没有对其贡献权重进行计算。

四个鱼塘通量贡献总权重

表5



1.计算出各鱼塘的CO2通量值。

2.对鱼塘附近进行土地分类。

3.对除鱼塘外其余土地覆盖类型进行CO2通量信号拆分。

5.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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