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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l 过去全球变化
,

环境演变
,

研究成果

地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

全球范围内突出的环境问题已 引起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关注
(,

由于地球各层圈是一个相互关联
、

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的整体
,

同时
,

环境变化是 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

为此
,

国际学术界认为应把环境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

景下研究
。

在这一 学术思想指导下
,

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 ( CI SU ) 于 80 年代后期制订 了国

际地圈
一

生物圈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

并于 卯 年代初将
“

过去全球变化
”

(以 GE )S 列为 5 个核

心项 目之一
,

国际地科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一道制订了
“

地球过程与全球变化
”

的研究

规划
。

围绕这
1

主题
,

世界各 国依据本国实际
,

发挥地区优势
,

选择适当突破 口 (如冰岩芯

记录
,

深海沉积等 )
,

纷纷确定本国的研究方案
。

我国地处 中纬
,

幅员辽阔
,

自然环境复杂
,

加之位于三大季风区的交汇处
,

无疑是研究

全球变化的重要区域
。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

依据我国的干旱
、

半千旱区是研究全球变化的

枢纽地区
,

也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9 1年 及时组织实

施 r 以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我 国干旱半干旱 区 巧 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
”

为 仁体的
“

过去全球变化
”

(以GE )S 研究
。

确定其研究 目标为 ; 通过在我国干旱半 卜旱区

建立有代表性的环境地质剖面和东西向大断面
,

高分辨率高准确度地提取黄土及其它沉积物

中保存的环境信息
,

重建 巧 万年来环境演变序列及其典型时段的空间变动幅度
,

研究动态

过程
,

建立概念模型
,

预测发展趋势
,

探讨控制因素
。

在项 目负责人刘东生院士的领导下
,

经过 80 多位科学家 5 年的辛勤工作
,

共完成 50 多个黄上剖面
,

or 多个湖泊和海洋钻孔 岩

芯
、

柱状样
,

l 个洞穴碳酸盐沉积的取样
,

及对这些样品的分析工作
,

获得各种测年数据 1

千多个
,

粒度
、

磁化率
、

抱粉
、

表生地球化学
、

碳氧 同位素
、

植物硅酸体
、

蜗 牛化 石
、

’ “ B。

等 占环境数据 8 万多个
。

项 口的 上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

( l) 建立 了高分辨率陆相沉积物古气候记录的时间标尺
。

运用 A M S 等多种定年 手段
,

获得
一

批高精度年龄数据
。

建立了高分辨率的黄土
、

湖泊等陆相沉积物所记录的
l芍气候时间

标尺
、 。

确定 厂黄 上等陆相沉积物所记录的 巧 万年来 主要气候环境事件 的时限
,

并初步建 立

厂 ! 5 万年来各种不同尺度环境事件的发生年表
。

这些记录既可与北大西洋沉积
、

格 陵兰冰

芯中 l le in ir ch 事件
、

D an s g aa
n f o es c

hse
:
旋回和 百年尺度气候事件相互对 比

,

又揭示 了东亚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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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演化规律的区域特点
。

( 2)通过对黄土 中地球化学和其它各种替代性指标的研究
,

获得的转换函数
,

半定量地

恢复 了黄土高原一些地区 巧 万年来的古温度和古降水 ; 在磁化率机制研究方 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
,

提 出了磁化率通量的成壤分量和沉积分量的概念
、

分解方法
,

指出其沉积和成壤分量

可分别作为冬
、

夏季风气候代用指标 ; 根据
’ “
eB 磁化率模型

,

定量估算出磁化率中降尘和成

壤两组分的相对贡献 ; 首次在黄土
一

古土壤 中发现趋磁细菌及其中的磁小体
,

对 国际学术界

争论的古土壤磁性增强的机制提出了生物因素的重要证据
。

( 3 ) 建立了我国北方现代花粉及现代植物硅酸体与气候参数之 间的数量关系 ; 通过花

粉
、

植物硅酸体气候因子转换函数
,

定量半定量地重建了内蒙古全新世及黄土高原地 区 巧

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变化历史
,

证实 10 万年以来黄土高原以草本植被为主 ; 并根据等花粉线

编制出 6 k aB
.

P
.

我国北方的古植被图
。

( 4) 建立了大陆风成沉积 (黄土 ) 中冬夏季风较为可靠的指标
,

明确了黄土中碎屑石英

粒度
,

粗颗粒含量 以及粉尘通量等
,

可作 为冬季风强度代用指标
,

磁化率
、

稳定 同位素 比

值
、

风化程度和 刊〕 / S r 比值等可作为夏季风强度代用指标 ; 提出冬
、

夏季风气候在末次冰期

最盛期表现为相互补偿的组合模式
,

在末次冰期间冰段表现为均衡发展
,

而在末次间冰期

冬
、

夏季风的波动表现为同步变化 ; 指 出千年尺度季风气候的波动
,

主要由气候系统的内部

联系所导致 ; 通过中国北方大气气溶胶和黄土粉尘的大气化学特征的研究
,

进一步论证了黄

土的风成成 因和源地
。

( 5 ) 揭示出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海洋 因素是冰期我国内陆干旱的原因之一 ; 首次在南海北

部与东海南部建立起近 3 万多年来的高分辨率古海洋
、

古气候剖面 ; 揭示了冰期陆架植被反

映的干湿旋回和冰后期海水盐度反映的夏季风盛衰百年周期 ; 证明了
“
新仙女木期

”
在边缘

海的普遍存在
,

发现了全新世中期
“

普林虫事件
”

.

的广泛影响 ; 根据所获得的地质证据
,

提

出了冰期时在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和风力搬运强化的情况下
,

陆架出现大规模沙化现象
。

( 6 ) 建立了巴里坤湖地区 巧 万年来古水文演化序列
:
冰期时

,

融冰水减少
,

湖水位较

低
,

降雨量减少
,

植被衰退 ; 间冰期时
,

融冰水增加
,

水位上升
,

湖水蒸发也加强
,

雨量稍

有增加
,

植被有所恢复
,

但总体是干旱荒漠环境 ; 恢复了青海湖
、

达布逊湖古湖水温度
、

盐

度及水面变化曲线 ; 划分 出和田绿洲 13 (众 ) 年以 来的演化 阶段
,

指 出高温导致冰川融水增

加促使绿洲发展
。

( 7 ) 建立了我国干旱半干旱区从西到东的环境大断面
,

从而探讨了季风环流和西风环流

控制区之间气候变化历史的对比 ; 按国际标准建立了古环境数据库和现代环境数据库 ; 分别

作出 4一8
.

5 kaB
.

P
. ,

14一20 k a B
.

P
.

和 25 一38 kaB
.

P
.

3 个特征时段 的古环境空间格局

图
,

验证了我国干旱区在大尺度上温暖与湿润同期
,

寒冷与干旱一致的规律
。

对影响东亚季

风环流的主要动力因素及其作用过程作了理论分析
,

提 出了东亚古季风变化动力机制的概念

模型
。

运用
“

时域组合模型
”

等数学手段
,

对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未来演变趋势作了统计

学的外推
。

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
。

发表论文 20 5 篇
,

其中 31 篇发表在 国

外重要学术刊物上
,

139 篇发表在国内中
、

英文核心期刊上
。

199 5 年前发表的论文被 SCI 所

收录的期刊引用达 166 次
。

先后与法
、

美
、

英
、

法
、

荷
、

日
、

澳
、

匈
、

比
、

瑞士等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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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合作研究
,

并参与 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
。

我 国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高度 评价
,

使我国的黄土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岩芯一起
,

构成研究全球变化的三大支柱
。

通过项 目实施
,

培养了 4 名博士后
、

18 名博士
、

14 名硕士
,

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 12 人晋升为研究员
,

14 人晋升为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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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欧美同学会将共同主办
“
21 世纪中国与国际竞争力

”
研讨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欧美 同学会将于 199 8 年 8 月 16一 19 日在北京举办
“

21 世纪

中国与国际竞争力
”

研讨会
。

研讨会将紧紧围绕
“

迎接新世纪
,

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
”

这一

卜题展开研讨
。

本次研讨会将分为科技与教育和金融与产业两个议题
,

深人探讨如何提高中国的科技实

力
、

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
,

包括基础研究与创新
,

科技投人与优先发展学科
,

高新

技术 与产业化
,

提高市场和政府的协调能力
,

改善基础设施等投资经营环境
,

促进人才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
,

寻求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本化经营的方式和途径
,

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

度和力度等
。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在美
、

加
、

日
、

法
、

德
、

澳等国 13 个具有影响的海外 留学人员组织

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

并作为海外协办单位
。

全 国政协
、

中央统战部
、

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协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已 同

意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支持单位
。

研讨会的征文工作现已开始
。

(国际合作局 汤锡芳 供稿 )


